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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国主义”有新的表述

不断思考传统文化如何发展

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文化万象文化万象

杨枝光小时就对芦笙非常感兴
趣，7岁就会吹奏芦笙了。从20岁开
始，杨枝光跟他的叔叔学习制作芦
笙。由于他善于钻研，勤于练习，只
用 3年时间就掌握了别人需要 5年才
能学会的技术。

芦笙制作是一项十分繁琐的手工
技艺。芦笙为侗族竹制吹管乐器，由笙
斗、笙管、共鸣筒、簧屯、箍等部件组
成。笙斗由木制呈葫芦瓜状，上接一段
小竹管供含吹，竹制笙管分两排呈
60—80度角插入笙斗，竹管在笙斗内
安装铜质簧片，每根竹管均在按近笙
斗处开 1 个音孔，再以篾片或麻线捆
束。器具主要有大刀、小刀、钻子、钳

子、锯子、熟铜、松香脂、锉子、十四管校音器等36种。根据芦笙吹奏的形式
和表演手法的不同，芦笙共分为6种，传统芦笙共有3个音，12个调，如今，
随着芦笙的不断发展和改进，芦笙发展到12管、14管、16管和18管。

在通道县，每年都要举行侗族芦笙节活动，各寨芦笙乐队互相比
赛、同时吹奏，十来支大型芦笙队相互争鸣，震撼山谷，看到这壮观的
场面，杨枝光不禁心潮澎湃，更加激起他对侗族芦笙的喜爱。

在杨枝光的芦笙制作室里，四周堆满做好的芦笙及大大小小各式各
样用于制作芦笙的竹子。许多时候，他独自一人在这里享受着芦笙制作
的乐趣。杨枝光说，制作芦笙，前后要经过采竹、晾干、做笙管、做笙
斗、做共鸣筒、制簧片、点铅、校音等工序。材料选用皮薄、竹节长的

“芦笙竹”，在每年农历十月以后至次年开春前采回，晾干备用。
制作芦笙的关键是制簧片。簧片由铜制成，先炼铜，再打平成薄片，然

后用锤在砧上反复敲平，直至把铜片打得极薄极匀，再用刀刻簧舌，将簧舌
刻得极直，每一步都需要用耳朵反复听音，直到满意为止。在笙管底端开口
处，装入簧片，芦笙发音部分总算制作完成。制簧片是一项极为精湛的技
艺，往往都由经验丰富的师傅制作。一把芦笙做好了，工作并未完成，还必
须将一队十几把乃至上百把芦笙的音调统一起来，这就是“校音”。这是决
定一队芦笙是否能吹得好的最关键工序，只能由大师傅去完成。每批芦笙
制作完成，杨枝光都要反复比对、试听，再用小刀极小心地刮薄或刮短簧舌
进行调节，使一组芦笙的音调统一起来。

如今，村寨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会吹奏和制作芦笙的人越
来越少。杨枝光的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打工，基本都不做芦笙。
杨枝光曾经带过十多个徒弟，现在继续做芦笙的也只有四五个。山清水
秀、人杰地灵的通道侗族自治县
是“全国芦笙文化艺术之乡”。谈
到侗族芦笙的制作与传承，杨枝光
说：“侗寨离不开芦笙，我不能让这
门手艺失传。”他希望侗寨的芦笙
文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发
扬和传承，让侗族芦笙文化能够在
侗族文艺殿堂里永远灿烂辉煌。

继 《变形计》 火爆电视荧屏之
后，2016 年伊始，湖南卫视以孝道为
起点再度出发，全力打造首档代际沟
通类节目《妈妈的牵挂》。

如果说《变形计》是为叛逆少年而量
身定制的自我救赎之旅，那么《妈妈的牵
挂》则是将视角自问题少年身上抽离开

来，转而聚焦于一群有理想肯吃苦的有志
青年。节目将延续《变形计》24小时跟拍的
纪录片拍摄手法，原生态记录下为了事业
不得不离家打拼的孩子们的真实生活状
态。此外，节目还将创新引进棚拍模式，将
孩子们的母亲请入摄影棚内观看“纪录
片”并安排惊喜见面。 （刘焕溪）

2013 年 5
月，陈来教授
在岳麓书院作

“中华文明的
价值观和世界
观”主题演讲。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奥地利城市下瓦尔
特斯多夫，张培豫执棒指挥 CamerataCarnun-
tum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主题为“莫
扎特的最后作品”的音乐会，奉上莫扎特脍
炙人口的两首经典作品 《单簧管协奏曲》 和

《安魂曲》。
奥地利的乐团素以演奏严谨细腻著称，

对风格的把握十分讲究，而莫扎特的作品是
古典音乐里的奇葩，旋律优美之中蕴含着深
刻的内涵，这次的演出由张培豫执棒，表明
其严谨细腻而大气磅礴的指挥风格得到国际
乐坛的充分肯定。

“应该勇敢地走出去，证明中
国交响乐并不比别人差。”

张培豫祖籍河南，出生于台湾省彰化
县，1989 年和 1990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分别
获得奥地利国家指挥家及合唱指挥家双硕士
学位，1994 年荣获美国探格乌音乐节小泽征
尔奖，同年担任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专任
助理指挥，1997 年荣获巴黎市长颁赠的“红
宝石勋章”，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99 年她获聘为瑞士卢塞恩歌剧院首席指

挥，2005 年，她带领西安音乐学院东方民族
交响乐团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指挥是乐队的灵魂，也是乐队中最难的
角色。那个不足两平方米的指挥台，在欧洲
历来是男性的领地，但华人女性张培豫却闯
入进去并牢牢站稳了。世界顶级指挥大师祖
宾·梅塔毫不吝惜对张培豫的赞美：“她在音
乐上有无限的才华及能力……她是真正为此
而存在，是与生俱来的指挥家。”《欧洲日
报》评论道：“她像有神明附身，被一种神圣
的力量托举着，指挥时完全出神入化。”

1994 年，张培豫应邀在北京世界妇女大
会指挥演出交响音乐会。1997 年，张培豫率
领上海广播交响乐团跨越法、瑞、意三国，
巡回演出 9 场，每场观众平均达 2000 人左
右，欧洲乐坛开始对这位东方女性给予关注。

这些年来，她与北京、上海、天津、昆
明、新疆等全国各地近 30 个乐团成功合作，
走得最勤的是她神往的西部地区，新疆、青
海、内蒙古、云南，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我认为，世界上对中国的交响乐了解得
不多，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证明中国交
响乐并不比别人差。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张培豫说，“我是中国人，有义务为祖国交响

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以中国哲学丰富交响乐的内
涵，传递音乐之‘道’。”

从宝岛偏僻乡村的女教师，到闻名遐迩的
女指挥家，除了个人天分、家庭熏染、师长影
响，最重要的是张培豫对音乐的全身心投入。

张培豫经常习练太极拳，体悟天地阴阳
之道，以达到身心的调和。她还修习禅宗，
通过定期禅坐澄澈身心。每临大事有静气，
每次演出前，她都会独自静坐。

现在，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北京大学哲学
系楼宇烈教授的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就以庄子
哲学与交响乐指挥为主题。“楼先生的学问非常
通达，他的智慧对我影响深远。以道统艺，由艺臻
道，这是楼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中国艺术观。学

‘艺’是为了求‘道’，不是简单为了技能的提升，
仅仅沉迷于技艺，那就必然会玩物丧志。艺术界
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忘掉了‘道’。忘掉了

‘道’就失去了‘艺’的灵魂。”张培豫说，“希望有
机会组建一个交响乐团，将自己的道家哲学理念
和实践心得融入音乐演奏中，以中国哲学丰富交
响乐的内涵，传递音乐之‘道’。”

回顾陈来的学术历程便可以发
现，早在 1969 年起，陈来就开始自
学哲学社会科学。他真正的学术历程
始于 1978年——那一年，他考上了北
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
生。1981 年，硕士毕业的陈来留校任
教，并于次年报考博士生，在张岱年教
授的指导下，他于 1985年完成了博士
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首
位哲学博士。

陈来也是近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
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助手。1988年，冯友
兰为陈来命字曰：“‘来’一言以蔽之

‘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
字，方足辅之。”正如“陈来”之名，陈来
心系国家，钟爱儒学，十分关注传统文
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人文主义的视界》《孔夫子与现代
世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
些著作即是他思考成果的汇集。

2015年，陈来出版的新著《中华
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
价值观》 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关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本 13 万多字
的学术著作又加印上市。

陈来在书中指出，我们今天学习
国学或者传统文化，要了解自己文化
的发生、生长、发展的历史，更要认识
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
普遍意义，这对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他认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命脉就是中华
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习总书记所讲的
六大思想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浓缩了中
华文化的思想精华。

陈来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不能孤立地谈，一定要与发
扬和践行中华优秀美德结合在一起。
比如，跟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如果
只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
便显得太抽象、空洞了，对他们应该怎
么讲？可以先从“孝”讲起。从个人基本
道德做起，道德和社会风俗的改善，才
能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遵道德、守
道德才能落到实处。

关于当下的“国学热”，陈来认
为，目前文化界所说的“国学热”，就
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随着
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提
高，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也
随之提升，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是自然
的，也是必然的。它的出现是中国现代
化成功发展的文化表象，是中华民族
文化自觉的开始。“国学热”提示着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
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虽然目前的国
学热还是主要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
知识传播方面，但是营造这样一种传
统文化热的氛围，对传承中华文化和
培育民族精神都是很有意义的。

陈来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

长，他是 1929 年清华国学院停办以
后，于 2009年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首任
院长。八十年间，国学饱经风霜，面
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所
留下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清华国学院
将如何继承与发展？对此，陈来表示：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这八个字就是
清华国学院的发展方针。也就是说，
既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对民族文化
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也要吸收西方一
流的人文学、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
养，不仅与世界合流，还要成为主
流，这是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国学研究
应当有的志向和宗旨。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哲学博士，他师从张岱年、冯友兰，著书立说几十年，始

终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他是2015年度“孔子文化奖”

获得者。2015年12月30日，他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

学习中担任主讲人。他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

名哲学家陈来教授。

青砖红瓦，坡顶陡起，清华学堂——这座德国古典风格的大楼，是清华校园

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陈来教授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大楼里。2016年1

月8日，我们在这里采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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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陈来

谈起 2015年 12月 30日受邀在怀
仁堂讲课的情景，陈来教授记忆深
刻。

“那天下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
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我
面对习总书记，就这个问题讲解并谈
了意见和建议。总计 1.4 万字的讲
稿，我讲了约一个小时。然后是 20
分钟的讨论时间，听课的领导同志提
了几个问题，尽管我们做了长达半年
的准备和试讲，但没想到中央领导同
志提的问题很深刻，回答起来还是很
不容易的。”陈来感慨地说。

陈来回忆了去年6月接到讲课任
务后准备讲稿的过程。因为“爱国主
义”是个老话题，如何避免老生常谈，对
讲解者而言，是一个考验。为此，他做了
充分的准备。以前，关于爱国主义的表
述主要就是上世纪80年代流传的那几
句话：古代爱国主义就是反对昏庸腐
败、民族压迫，近代爱国主义就是反抗
列强侵略等等。这次讲课，陈来把讲解

的内容分得很细：第一部分讲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精神的起源、形成、发展；第二
部分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
和特点；第三部分是意见和建议。

关于中华民族悠久绵延的爱国主
义情怀，有不少名言警句可以信手拈
来，比如林则徐讲过“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话语出

《左传》，郑国的子产早在孔子之前便
讲过，原话是“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而《礼记》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于是，在这次讲课时，陈来教授
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通过提取格
言、警语等方式来提炼爱国主义的内
涵。

此外，陈来认为，爱国主义是一
种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表现为爱乡恋
土敬祖，守护中华文化，维护国家统
一，忧国忧民，抵御外侮，追求民富
国强等几个层次。但中华民族的爱国
主义，其基调是和平的、开放的。

通过这次讲解，陈来不仅将爱国
主义的历史过程做了清晰的梳理，同

时，对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关系、
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爱国主
义和中华文明价值观的关系等，都做
了新的表述。

讲课结束，习总书记说“做了很
好的讲解”，并在讲话中对讲解内容进
行了回应。习近平强调，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
和文化。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
来，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
荣誉感。

陈来说，习总书记明确提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
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作为长期致力于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陈来既感
到鼓舞，又觉得重任在肩。

杨枝光

侗族芦笙守望者
何 彬

杨枝光，1954年4月出生于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独坡乡坪寨村，一直坚守在自己
的家乡，制作侗族芦笙，因手艺
出众，在湘黔桂三省的侗族村寨
颇有名气。如今，杨枝光不仅在
湘黔桂侗族地区比赛中屡屡获
奖，而且每年要为广西、贵州及
怀化市邻近的侗族群众制作芦
笙200多个。2008年6月，侗族芦
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杨枝光荣幸地成为侗族
芦笙制作唯一的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杨枝光在制作芦笙

传承人传承人

从宝岛偏僻乡村的女教师，到第一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场的女指挥家，

其严谨细腻大气磅礴的指挥风格得到国际乐坛的充分肯定。她就是张培豫。

张培豫 让交响乐走向世界
萧师俭

张张培豫培豫 让交响乐走向世界让交响乐走向世界
萧师俭

聚焦有志青年 实录生活状态

湖南卫视推出《妈妈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