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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
战的情景吗？”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
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的
保姆。”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
化！”

《黄河大合唱》《大堰河——我的保姆》《团
泊洼的秋天》 ……提起瞿弦和，人们脑海中总
会浮现他朗诵过的一部部经典名作，耳边回响
起他或气势磅礴，或饱含深情，或拨人心弦的
声音。

作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演播艺术家，瞿弦和
虽已年近耄耋，却仍然活跃在文艺舞台上。不
久前，他与一同入选中国十大演播艺术家的夫
人张筠英，携手出版新书 《朗诵实践谈：百篇
百感》（以下简称：《朗诵实践谈》），在文艺
界、学术界和观众、读者间反响热烈。近日，
记者采访了这一对艺术家伉俪，借由这本新
书，一窥两人半个多世纪来徜徉于朗诵艺术的
所思所感。

深刻理解作品的二度创作

自上世纪 60 年代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
业之后，瞿弦和与张筠英便投身朗诵、演播、
配音、主持事业，浸淫此间半个多世纪。在漫
长的艺术生涯里，他们以真实饱满的情感和刚
柔并济的声音演绎文字的美妙，留下了数不胜
数的精品。

《朗诵实践谈》 精选出 100 部作品及其创作
感想。从《观沧海》《琵琶行》等古典诗词，到

《黄河大合唱》《大堰河——我的保姆》 等近现
代名篇、《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若我归来》 等
当代佳作，再到 《海燕》《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等外国经典；从充满英雄豪情的《沁园春·雪》，
到发出女性爱情宣言的《致橡树》，再到热烈讴
歌新时代的 《红船的方向》；从含蓄隽永的诗
歌、深情秀雅的散文到纷繁复杂的中长篇小
说，再到多元类型影视剧的解说、配音，瞿弦
和与张筠英实践着，探索着，思考着，如何将
文字转化成声音，从声音中总结规律，一步步
将朗诵这门艺术臻于化境。

“朗诵是一种容易普及、门槛比较低的艺术
形式，有人认为朗诵不就是说话嘛，其实不
然。朗诵不是简单地说话，而是把无声的书面
语言变成典型化、艺术化的有声口头语言。”瞿
弦和说。在他看来，朗诵是在对作品深刻理解
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度创作。

如何才算理解了一部作品？瞿弦和与张筠

英总结了三个标准：真切、真情、真实。真正
确切地诠释，用真诚打动观众，以真实的生活
语言为基础。

把自己融进作品，是他们创作逻辑的关键。
《大堰河——我的保姆》 是艾青的成名作。

1932 年，艾青因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而被捕。
在监狱里，他看到雪花从高处的铁窗飘进来，
触景生情，由此浮现出乳娘大堰河的形象、行
为、命运，一气呵成写下这首长诗。

为了准确把握这首诗的时代背景和情感基
调，瞿弦和多次走访艾青，到艾青的住所和故
居参观。他没有想当然地将“大堰河”想象成

“河流”或“乡愁”，而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并捕
捉诗中的每一处细节，体悟诗人对大堰河的同
情、感激和热爱，最终选择以“呼唤”作为朗
诵的“行动性”，以此发出诗人对乳娘在天之灵
的感恩表白。

艾青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我写《大堰河
——我的保姆》 时没有流泪，不知为什么，每
次听瞿弦和朗诵，我都会流泪。”声如其人，诵
达于心。这是诗人对其二度创作的最高褒奖。

《团泊洼的秋天》 是郭小川的代表作。第
一次接到朗诵邀约时，郭小川已经离世，为了
准确理解原作，瞿弦和专程拜访了诗人的战
友，听取他们的意见，走进诗人的心灵。1977
年 初 ， 瞿 弦 和 在 北 京 工 人 体 育 馆 朗 诵 这 首
诗，他语气迟缓，感情深沉，完美诠释了诗
歌的内涵。朗诵完毕，全馆万名观众响起如
雷的掌声。

透过瞿弦和富有感染力的朗诵，这首诗在
观众心中掀起巨大波澜。多年过去，许多人至
今仍清晰记得诗中的四句话：“战士自有战士的
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战士自有战士的
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战士自有战士的
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战士自有战士的
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并把它们作为自
己的人生格言。

朗诵艺术离不开三要素

行动性、形象性、音乐性，是瞿弦和与张
筠英经过多年舞台实践，归纳抽象出来的朗诵
艺术三要素。

所谓行动性，是指朗诵语言要具有明确的
目的、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愿望；形象性，是
指语言要使观众感受到朗诵者描绘出的形象；
音乐性，则指朗诵语言本身与特定背景音乐等
具有的音乐之美。

“无论演戏或者朗诵都离不开行动。”瞿弦
和说。

瞿弦和认为，朗诵会上，大家选择的作品
经常以第一人称出现，比如叶挺的《囚歌》、鲁
迅的 《自嘲》、毛泽东的 《蝶恋花·答李淑一》、
郭小川的 《秋歌》、雷抒雁的 《小草在歌唱》、
魏巍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等，是因为第一人
称更容易表达心声。即使不以第一人称出现，
无论是诗歌、散文或小说，在表达作者对事
物、人物、景物的评价、对大世界的感悟时，
均具有鲜明的行动性。

“一年一度的强劲秋风呵，把我从昏睡中吹
醒；一年一度的节日礼花呵，点燃我心中的火
种”，郭小川的 《秋歌》 一开始就是诗人的内
心独白。朗诵时不宜激昂宣泄，而应选择“倾
诉”为行动性，缓缓地轻声读出来。鲁迅 《自
嘲》 中出现的“运交华盖”“破帽遮颜”“躲进
小楼”等词句，看上去像自嘲，实际上却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自
勉。朗诵时要从“自勉”的行动性出发，既不
能对白色恐怖轻描淡写，又不能有垂头丧气的

感觉，要表现诗人在危险环境中的坚强意志。
行动性有了，形象性从哪里来？童年时代

主演过电影 《祖国的花朵》 的张筠英，数十年
来录制了近千余篇文学作品，执导译制片240

余部，在朗诵、配音、演播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在她看来，生活的经历、亲
身的体会、影视剧的镜头、小说中的描
述、美术类的展品等，都是形象性的来
源和借鉴。而拟人化的音色、合理而适
度的形体动作，则有助于形象性的体
现。

例如，朗诵克雷洛夫的寓言 《狗
的友谊》，两只狗的形象一出现，就可

用音色区别，分别用慷慨激昂的厚音和
矫揉造作的细音体现，把人世间对待友

谊的言行不一和虚伪暴露出来。朗诵 《小

草在歌唱》，可在环顾四周后双手摊开，读出
“这里曾是刑场”；朗诵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 可在“不胜寒”的“寒”字时，用一只手
颤抖地在胸前画圆。

刚时铿锵有力，柔时娓娓动听；快时喷薄而
出，缓时从容不迫；静时万籁俱寂，动时翻江倒
海。朗诵之所以迷人，还在于跌宕起伏、变化
多端的色彩，犹如乐曲一样，具有音乐之美。

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 《黄河大合
唱》，瞿弦和参演了近40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之一。《黄河大合唱》自诞生之日起，朗诵与音
乐就不可分割，特别是由瞿弦和本人恢复的第
三段 《黄河之水天上来》，被定位为“朗诵歌
曲”，更是体现了语言与音乐的水乳交融。

在处理这个重要段落时，瞿弦和理解应该
像“唱一样”朗诵。他和张筠英反复研究重
音、停顿、语调的整合，每个字从哪个音符开
始，在哪个乐句必须把这句说完，都在乐谱上
详细地标记出来。他还加入戏剧表演的元素，

将自己在黄河源头以及青海、甘肃、
宁夏、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边驻
足眺望所见，化作表演时的内心视
像，表达气壮山河的民族之声。

将经验分享给更多
年轻人

“瞿弦和、张筠英夫妇认准自己
有兴趣的、钟爱的、于人民有益的事
业，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仅实践
了，还总结成‘百感’留存于世，
这种敬业精神令人感佩。他们之可
贵，还在于将‘实践谈’自觉上升为
一种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对瞿弦
和张筠英夫妇出版 《朗诵实践谈》
一书，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如是评价。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教 授 路 宝 君 认
为，《朗诵实践谈》体现出瞿弦和与
张筠英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学素
养，也彰显了他们为人、为艺的风
范。既是他们对朗诵艺术实践的经
验总结，也是一部口述体式的珍贵

史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近些年，朗诵在全社会特别是年轻群体中

蔚然成风，朗诵爱好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瞿
弦和与张筠英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和体验分享给
更多人。“朗诵能够提高文学、思想等各方面修
养，希望年轻人能通过朗诵得到提升，展现身
上的正能量，抒发自己的理想。”张筠英说。

虽然已经年届八旬，但新书的出版对于瞿
弦和与张筠英来说，只是一个“逗号”，他们追
求艺术的脚步不会停歇。

半个多世纪过去，无论身处天南地北，他
们始终如一地从事并热爱着与朗诵有关的事
业，坚守初心，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
伐。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瞿弦和录制朗
诵诗歌 《我是湖北人》，为湖北人民加油打气；
张筠英朗诵了 《若我归来》，致敬白衣勇士。
2021 年建党百年，他们录制了诗作 《红船的方
向》《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红色的梦》《百年交
响》 等作品，还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红色
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节目的讲
述人。

瞿弦和与张筠英很喜欢 《百年交响》 的序
曲，诗中这样写道：“今夜，我站在时光的河岸
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那是激荡在岁月里
的回声，它们就像一个个音符，铿锵绽放，被
谁的手指，弹奏成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

字里行间是他们艺术人生的浪漫写照，也
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回响。

新学期伊始，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 2022 年 《开
学第一课》，9 月 1 日晚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播出，并在央视频、学习强国平台、
国家中小学 智 慧 教 育 平 台 同 步 播
出，获得社会各界热烈反响。节目
以“奋斗成就梦想”为主题，邀请

“八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科
学工作者、奥运健儿、志愿者和青
少年代表等登上讲台，与全国中小
学 生 共 上 一 堂 主 题 鲜 明 、 富 有 特
色、生动有趣的大思政课。

《开学第一课》 以“什么是奋
斗”破题，以“砥砺奋斗、接续奋
斗、团结奋斗”三个关键词作为解
答 ， 追 溯 新 时 代 奋 斗 者 的 奋 斗 足
迹。冬奥冠军的自我突破，张扬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
精神；航天种子的上天入地，见证
了 生 命 的 奇 迹 与 中 国 科 学 家 的 智
慧；持续深入的文明探源，实证了
中华文明的浩瀚博大；塞罕坝机械
林场的繁茂和西双版纳亚洲象的繁
育，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
谛 ； 珠 峰 科 考 的 多 项 “ 首 次 ” 纪
录，展示了科研人员对科学高峰的
不懈攀登；军事国防、航天科技等
领域的一系列成就，彰显了民族自
信 自 强 的 重 要 性 …… 《开 学 第 一
课》 以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事，多
维 度 、 全 方 位 地 阐 释 了 奋 斗 的 内
涵，激发出青少年的昂扬奋进之心。

思政理念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
系？《开学第一课》 从全国学生中遴
选“小课桌代表”来到现场，近距
离聆听感受新时代奋斗故事，增加
思政课堂的互动性和参与感。在这
样一个独特而沉浸的授课空间中，

“时代楷模”代表翔实而饱含激情的
榜样故事，调动了同学们的好奇心
与 思 考 积 极 性 。 他 们 不 只 感 受 到

“学生”这一课堂上的角色，更能感
受到自己面向社会的多重身份，从
而切实把握国家与时代赋予青年的
重任。

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思政
课堂衍生出更为多样的呈现形态。

《开学第一课》 运用电视节目 AR、
裸眼 3D 等先进影像技术创新打造出
了“神奇教室+实景课堂”的课堂
空间。通过与各地联动，选取有历
史背景和特定意义的地标地点，如
革命老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借助主演播室场景实时变换以及室
内室外联动的方式，以多样的课堂
形式打造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学习体
验，真正做到了把“社会”请进课
堂里，将学生带入“社会”中。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奋
斗的内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凸显
出其真正的力量。《开学第一课》 不
仅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更是
一堂意义深远的社会实践课。

图为 2022 年 《开学第一课》 节
目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那么厚的书，你背回攀枝花，
还要背回成都去还，多累啊……”
今年暑假放假前，四川成都理工大学
大三学生陈嘉一，从四川省图书馆借
了一本精装合订本的 《约翰·克利斯
朵夫》，要带回攀枝花继续看，一路
上没少被小伙伴们这样嘲笑打趣。
然而，陈嘉一的几句话却令他们颇为
意外：“你们太落伍啦，我这书看完
后，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含章书院就能
还，根本不用再带回成都。”

建于攀枝花中心城区繁华地带
的含章书院，是一家全年 365 天免
费开放、与公共图书馆形成良好互
补的民营公益书院。对于攀枝花市
来说，图书的“通借通还”不仅实
现了跨市，而且实现了公共图书馆
与民办图书机构间的自由流转。

“含章书院从建设到管理，再到
运营，全部由民间投资，是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典型代表，
也是攀枝花近年来提升、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的一个缩影。”攀枝花市文
化和旅游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

攀枝花是一座移民城市。文化
为攀枝花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和动力，人民群众对文化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近年来，为
了让市民更好地享受包括阅读在内
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该市大力推
进文化设施基础建设，消除不同所
有制间的壁垒，强化文化产品供给。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这里仁
和 知时节”读书会成为深受民众喜
爱的品牌读书会。读书会以传承二
十四节气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结合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等
传统节日，推行亲子阅读、好书推
荐、专题讲座等读书活动，促进了
全民阅读的开展。在盐边县，全县
通过实施“文化+”，打造了一批新
型文化旅游空间，其中包括 18 个农
家书屋流动延伸阅读点及城市书房

“笮悦慧”。
按照地企双方共建共享模式，

攀 枝 花 还 先 后 建 设 了 苴 却 砚 博 物
馆、“三线阳光”企业文化基地等公
共 文 化 场 馆 ； 引 导 企 业 及 相 关 个
人，以提供场地的方式，成立了农
民工文化驿站、唐家书院、大众书
局等。

“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攀枝花在建设之初秉承的是‘先生
产，后生活’的理念，包括公共文
化在内的各项公共服务均让位于生
产需要。这些年来，我们努力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增效，为资源
型城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攀枝花市文化和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说。他表示，接下
来将及时了解民众的文化需求推动
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群众文化
供给，为这座城市增添更多文化内
蕴和文化气息。

一堂意义深远的社会实践课
杨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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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瞿弦和与张筠英合照。
图③：《朗诵实践谈：百篇百感》一书
图④：瞿弦和在朗诵《黄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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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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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城市书房“笮悦慧”。 攀枝花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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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灌城市文化之花之花
黄钰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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