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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2 月 14 日，恭王府
博物馆将迎来创建 40 周年。
近日，恭王府博物馆举办媒体
见面会，发布了全新馆徽和
40周年系列活动。

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党委
书记冯乃恩表示，恭王府博物
馆自1983年创建以来，经过历
代恭博人的努力，实现了从腾
退修缮到全面开放，从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到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
多元并进。站在建馆40年的节
点上，恭博将以提高公共服务
能力与水平为主题，以“走，去
恭博”为口号推出系列展览和

活动。
新馆徽线条工整、结构精

巧，将汉字“恭”和“福”的字形
巧妙结合在图形之中，构建出

“福在府中”的博物馆建筑群空
间格局，体现恭王府博物馆独
特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识
别度。

一系列精彩展览贯穿全
年。“中国传统建筑模型制作
技艺展”作为开年大展已于 3
月 在 嘉 乐 堂 开 幕 。 展 览 期
间，10 场改编自梁思成、林
徽因在恭王府考察测绘故事
的话剧在展厅上演，观众可
免费观看。

“清代宫中少年生活展”
将于9月与观众见面，遴选恭
王府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珍藏
文物，展现清代皇子公主年幼
时的教育和生活情景。

“恭王府旧藏文物系列之
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
丝绣精品展”将展示一批现藏
于辽宁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的恭王府旧藏丝绣珍品，这将
是恭王府旧藏40年来首次“回
娘家”展出。

此外，还将举办“邻里眼
中的恭博 40 年”“恭王府博物
馆创建40年发展之路回顾展”

“恭王府旧藏文物数字展”“阅
见非遗——网络文学遇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线上线下展
览，并推出“全景恭王府”系
统，让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掌
上云游”。

“海棠雅集”“良辰美景·非
遗演出季”等特色活动也令人
瞩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举办的“良辰美景·非遗演出
季”，将把历史上曾在恭王府上
演的经典剧目重新搬上舞台。

恭王府博物馆还将与国内
外具有王府遗址基础的文化机
构“加好友”，成立联盟组
织，以加强和优化此类文化遗
产的保护、管理、利用为核
心，开展经常性、长期性的交
流与合作。

本报电 （记者郑娜） 近
日，记者从广东省雷州市委宣
传部获悉，以廉政清官陈瑸为
题 材 的 雷 剧 《陈 瑸》 荣 获
2022 意大利罗马电影节“亚
洲最佳戏剧奖”，导演陈才凭
借该剧荣获“最佳戏剧导演
奖”。这是本届电影节中获奖
的唯一一部中国戏剧作品，也
是地方戏广东雷剧首次走出国
门获得国际殊荣。

雷剧《陈瑸》由广东省雷
州市雷剧团出品，陈乃明编
剧、陈才导演，吴兆生作曲。
该剧以有“岭南三大清官”

“清廉之卓绝者”美誉的清代
雷州籍清官陈瑸为创作原型，
将艺术与历史真实有机统一，
讲述了康熙年间陈瑸在台湾任
知县期间的故事，塑造了一个

勤政爱民、革新吏治、维护国
家和民族统一的廉吏形象。

为创作好这部历史剧，主
创团队进行了诸多创新：设计
了以史为鉴的镜面文字舞台，
让中国戏曲在传统一桌二椅中
突破时空分割，更加凸显了舞
台立体空间；几场武打场面精
彩热闹，充分运用当地剧种特
色，融入了矮步、椅子功、胡
须功、水袖功等多种传统雷剧
的“绝活”；音乐、舞蹈、科
技光影等要素的巧妙融合，尤
其是最后一场戏中的“独木
桥”用跷跷板形式表现武打对
决，营造了一个宏大而富有想
象力的戏曲舞台空间，展现了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与当
代价值。

得知该剧获得大奖后，陈

才表示：“ 《陈瑸》 在我心里
不仅仅是一出剧，更是一部廉
政历史的纪录片，有着重要
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研
究价值。”

2011 年，雷剧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雷
州市雷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雷剧） 保护单位。雷
州市雷剧团团长谢岳代表雷剧
首次拿到国际大奖后，激动地
表示：“ 《陈瑸》 的获奖让世
界上更多人看到雷剧，我们将
继续努力把雷剧发扬光大。”

据悉，4 月底开幕的美国
纽约电影节上，雷剧 《陈瑸》
的视频精彩片花将在举办地不
断轮播，让更多海外观众通过
优秀的中国作品对中华文化、
中国故事加深理解和认同。

日前，音乐剧《风花雪月》
在甘肃兰州黄河剧院正式上
演。该剧把“时代楷模”、剧
作家、词作家阎肃的故事和
作品搬上舞台，复刻时代风
云，展开了一幅文艺老兵的
人生画卷。

阎肃曾说，军人的“风花
雪月”是铁马秋风、战地黄花、
楼船夜雪、边关冷月。在几十
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将这种饱
含军人气魄和浪漫情怀的“风
花雪月”，化作一首首洋溢着
民族魂、英雄气的经典作品。

音乐剧《风花雪月》由序
章、“铁马秋风向长空”“战地
黄花向太阳”“楼船夜雪军旅
情”“边关冷月望长城”和尾声
6 部分构成，通过展现阎肃的
军旅生涯和艺术人生，反映强
国强军的梦想与成就。

从少年时期跟随老师为
新中国成立奔走呼号，到老师
牺牲后接过旗帜继续战斗，再
到中年在军队中历练、创作、
成长……音乐剧将阎肃参军、
入党、在空军部队基层锻炼等
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表现了
他爱党忠诚、执着奉献的品
质。

音乐是该剧的一大亮点，
包括了《我爱祖国的蓝天》《红
梅赞》《风花雪月》《风雨同舟》

等 27首作品。其中，既有基于
阎肃经典作品、重新作曲的

“老词新唱”之作，也有全新创
作的曲目。这些音乐贯穿全
剧，将美声、民族、摇滚、童谣、
说唱、流行等多种唱法有机融
合，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
的音乐盛宴。

在舞美设计方面，音乐剧
《风花雪月》风格简约且具有
时尚感，在三层立体硬景舞台
上，运用裸眼3D技术、纱幕投
影技术等，营造出虚拟场景和
现实舞台的交融。

“太过瘾了，演出让人热
血沸腾。”“这是一场视听盛
宴。给演员们点赞，音乐美，唱
得好，也演得美。”观剧之后，

很多观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该剧由周文军担任导演、

作曲，阎肃之子阎宇担任编
剧，主创团队还集结了梁芒、
金培达、任冬生、张东平等艺
术家以及北京、甘肃两地的演
员。周文军说：“阎老几十年如
一日战斗在文艺工作一线，为
党、为军队、为人民而歌。我们
希望通过剧目的演绎，赞颂阎
老的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
身正气。”

据悉，该剧由甘肃省歌剧
院、北京璀璨聚星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甘肃绝色敦煌之夜文
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是国家
艺术基金 2022 年度舞台艺术
创作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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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音乐剧《风花雪月》讲述阎肃“变幻莫测的世界”
闻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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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风花雪月》讲述阎肃“变幻莫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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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博物馆创建40周年

恭王府旧藏首次“回娘家”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恭王府博物馆“海棠雅集”活动现场。
恭王府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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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中国地方戏意大利摘奖戏意大利摘奖

一

暮春之初，“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发
布会暨“快雪讲坛”启动仪式在北海公
园快雪堂举办。

该丛书特点有四：立足当代性，择
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当代社会的文
化价值观和审美观结合，实现中华文化
的当代呈现；意在世界性，以国际视野
研读中华文化，以世界表达讲述中华文
化，体现中华文化在世界的独特价值；
秉承原创性，所有选题均为原创著作，
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着重引入
近年来对认识中华文化有所突破和创新
的成果；坚持普及性，以“大家写小
书”为原则，写作深入浅出，图文并
茂，用新语言、新形式讲好中国文化故
事，打造当代中国人提升本土文化素养
的优质读本。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认
为，对中华文化的“新读”是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的重要形式，并援引哲学家伽达默尔的

“视域融合”理论对这套丛书的名称进
行诠释。“中华文化新读”具有三重视
域：原作者即文本原初的视域，解读者
所具有的传统和现代的两重视域。“中
华文化新读”的过程，是这三重视域交
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历史传统造就
了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解的过程
中，结合当下运用传统元素，这就会使
传统得到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读”过程中得
以实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解读其
著作 《公天下与家天下》，聚焦于“大
同”和“小康”这两个核心概念，并阐
释“大同”和“小康”理念在中国思想
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
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对中华文化的

“新读”，不仅仅是对古代文献的重新阅
读，也意味着在审视当今面临的问题之
时，当代人要用好中国文化的丰富思想

资源，不断提出对问题的新理解，并为
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新力量。

二

“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发布也见证了
“快雪讲坛”的启动。北京大学现代中国
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就快雪堂建筑空
间的前世今生，特别是对梁启超在此地
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并担任馆长的学林
往事做了深入浅出的阐发。

北海公园快雪堂建筑群建于清代乾
隆年间，原为皇帝前往阐福寺拈香请福
之前休息的场所，仅有澄观堂、玉兰轩
两组院落。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闽
浙总督杨景素在调任直隶总督时，将明
代匠人刘光旸所镌刻的书法石刻进献给
乾隆。乾隆极为喜爱，特在玉兰轩后面
添建快雪堂院落，将四十八方书法石刻
镶嵌在院落墙壁之上。乾隆因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石刻将此院落命名为快雪
堂，并专门撰写《快雪堂记》一文：“快
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1923 年，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快雪
堂全院拨作松坡图书馆第一馆，以纪念
在护国运动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将
军。1925年，快雪堂松坡图书馆第一馆
正式开放，已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导师的梁启超担任松坡图书馆馆长。

据 《梁启超年谱长编》 记载，梁启
超每周在清华大学住4天，另外3天回到
城里居住在快雪堂。他常约清华大学国

学院的学生在暑期畅游北海，“俯仰咏啸
于快雪、浴兰之堂”；也常邀名师在快雪
堂举办学术活动。清华大学国学院学生
吴其昌记录张君劢在快雪堂的讲学：“为
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
洞之遗风焉”。北海快雪堂由清代帝王的
皇家苑囿，转型为公共图书馆和讲学场
所，甚至在学生眼中具有了鹅湖书院、白
鹿洞书院等的气象。

如今，北海快雪堂不仅仅是一座书
法艺术博物馆，也将随着“快雪讲坛”的启
动被赋予现代书院的全新功能。快雪堂建
筑空间功能的嬗变，恰恰印证了梁思成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尊重这古
国的灿烂文化”“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和

“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的愿景。

三

《礼记·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近代以降，学术界聚焦对
中华文化的全新解读、诠释与研究。

陈寅恪在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中
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
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
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
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
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
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
也。”陈寅恪研讨的主体虽是敦煌学，却
也提纲挈领地指向了“新材料”与“新
问题”这两个关键词。

王国维在历史学上提出了“二重证
据法”，提倡在治学上运用考古发现的

“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的“纸上
之材料”相互释证。1934年，陈寅恪在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
学方法提炼为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
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
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
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治
学的“新方法”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1919年《新青年》7卷1号刊发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 一文。胡适在文中提
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
度”，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
理国故、再造文明”的16字范式。

“中华文化新读”丛书以对中华文化
的前沿研究为立足点，以新视野、新维
度、新方法阐释传统文化，力求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新思
潮，这是“新读”中华文化的荦荦大端。

与古为徒，温故知新。快雪时晴，
佳想安善。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
究院执行院长）

如何让源远流长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
光彩？如何坚持国际
视野，在文明的交流
对话中呈现中华文明
的特殊价值？如何让
精深的文化经典为广
大公众理解、吸收，
在保证学术严谨的同
时兼顾普及性？日前
在北京发布的“中华
文化新读”丛书第一
辑，是一次积极的探
索与尝试。

据悉，该丛书为
国际儒学联合会与活
字文化合作策划。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第一辑中，包含叶
嘉莹《兴于微言：小
词中的士人修养》、
厉以宁《沉沙无意却
成洲：中国经济改革
的文化底色》、王蒙
《激活儒学》、陈来
《儒学今读》等10部
新著，其中既有“大
家写小书”，展示大
家思想里传统智慧的
结晶，也有不少中青
年学者充满新意和锐
气的研究新成果。

——编 者

“ 中 华 文 化 新 读 ”
丛 书 第 一 辑 书 影 。

主办方供图

“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发布会暨“快雪讲坛”启动仪式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发布会暨“快雪讲坛”启动仪式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