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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大家谈④

在雷州半岛上生活了一辈子，83岁的农民赵玉和怎么也
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这位老太太
在颁奖典礼上用当地方言告诉观众，作为一个非职业演员自
己“特别光荣”，也有点困难，“我不识字，只会讲雷州话。”

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日前在广东湛江举行。这个由
一个小村庄主办的电影节，今年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582
部方言电影，相比去年首届，影片数量翻了一倍。赵玉和出
演的是一部闽语雷州方言影片 《手机》。其余 16 部获奖影片
中，既有藏语影片《岗拉梅朵》，也有粤语影片《传奇状元伦
文叙》，语言分布天南地北。

“方言电影在方言文化保护传承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电影节评委、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说，影视艺术
能把当地人讲话的方式、语气、表情和生活场景完整地记录
下来，是方言文化保护传承中新颖且有效的手段。

方言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民间生活最生动的表现
方式，背后蕴含着文化多样性的特质。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
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
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十大汉语方言，方言土语难
以计数。由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负责实施和管理的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保工
程。“自这个工程开展以来，社会各界对方言文化的传承认
识、支持越来越大。”曹志耘说，“民间也兴起了语言保护的
浪潮。”

拿起摄像机，为“乡音”拍部电影，仅仅是其中的一个
侧面。全国多地中小学、幼儿园已开展方言文化进校园活
动，部分地区的校园已使用方言教材。国内首档方言音乐综
艺节目 《十三亿分贝》 去年在视频网络平台播出后，广受青
年人欢迎。宣传中国方言文化的央视大型纪录片 《中国话》
也正在拍摄中。

记录“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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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士澍：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采访人：本报记者 李建兴 刘少华

嘉 宾：苏士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

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11月21日，本报记者对话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

澍，听他畅谈书法从古至今承载的中国文化如何走来以及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听他畅谈，在

党带领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中，伟大的文艺工作者背后所

共通的、共有的、共享的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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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本世纪
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应当
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呢？

苏士澍：四个字：润物无声。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书写是对文字

最高的崇拜，汉字也特别依赖于它的母语文化情
感。书写愈多，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敬畏喜
乐之心则愈浓；书写愈少，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
化的认同亲密之情则愈淡。

记 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以人民
为导向的创作思路呢？

苏士澍：我是 1981年中国书协刚成立时就加
入的，作为有责任的书法家，用手中的笔为人民
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最重要的责任和天职。

去年春节期间，由中国铁道书协提出倡议、
中国书协积极响应，在北京站组织了上百名书法

家为广大农民工免费写福字、送春联。各省书协
还下到边疆和学校开展类似活动。这是前所未有
的活动。书法家如此大规模的到农村、到工厂去
写字，以前还未有过。接下来我们计划将其发扬
光大，去年春节送出了 50 万副对联。今年春节，
计划最少送出200万副。

没有伟大的时代，就没有书法艺术的繁荣，
我们要感恩党和祖国为我们创造的伟大时代，唯有
勤勉干事才能有所回报，这是我的心里话。对我来
讲，唯有书法的事是第一，其他的事我都放下了。

记 者：除了在全社会推广普及书法艺术之
外，其实让孩子们爱上书法，对未来有着不可估
量的影响。这几年您组织的“书法进课堂”让外
界印象深刻。

苏士澍：总书记提到，要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所以做书法家协会主席这两年，我的日程表
上 2/3 的时间都在外面。我调研的主要内容就是

“书法进课堂”。
事实上，2009年3月8日，我在全国政协大会

发言时，就提出“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刻不容
缓”，政协委员们都很支持。党的十八大之后，我
们推动的“书法进课堂”事业迎来了长足发展。
2013 年，在欧阳中石老师倡导下，教育部出台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里面列出了 18本字
帖，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回应。纲要中规定，从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
学体系。今天我们培养孩子们学习书法不仅仅是
培养书法家，更主要是通过学习书法，培养孩子
们精神集中、手眼脑协调发展，提高孩子们整体
观察能力，加深对汉字形音义的全面理解，从小
打下汉字的根，民族的魂。

目前，中央电视台正在拍摄 30集纪录片 《书
法在校园》，进展很顺利，已经完成了一半，2018
年将重点拍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少数民族地
区的书法进校园情况。

要动员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逐步提高全民
族的文化水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从现在
做起，从你我做起，更要从娃娃抓起，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

记 者：您 1949 年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
人。与此同时，作为书法家协会主席，您天天跟
传统文化打交道，跟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打交
道。回望我们国家走过的路，您觉得为什么在中
共十九大报告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之前的系列
讲话中，把文化自信提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苏士澍：从我所熟悉的汉字书法讲起吧。对这
个问题的思考，我们至少得上溯到“五四”时代。中
华文化也曾彷徨过，也曾徘徊过，也曾有很多激进
的思想认为汉字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但是，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我们的文明一直没
有中断，坚持到了现在？原因之一就是汉字有强大

的生命力以及全体中国人对汉字的关爱、关注。
改革开放近 40年来，我们党带领全体中国人

民，撸起袖子加油干，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与此同时，我们
也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程度不够，忽视了文化的引领作用，甚至忽视了
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的财富。到了今天，在
这么好的经济基础上，中国要更上一层楼，必须
注意到，在居者有其屋、吃饱喝足之后，我们自
身的文化、艺术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
特别是近年来，很多西方的意识、观念和理念，
也冲击着我们的社会，这助长了很多不正之风，

也敲响了警钟。
我曾经去一些学校问孩子们，家里有钢琴、

小提琴的举手，百分之七八十举了手；家里有宣
纸、毛笔或者笛子的举手，连百分之二十都不
到。这反映了现实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
冲击之后，面临的现状不容乐观。以书画艺术为
例，很多创作者既想学西方，又想搞传统，结果
什么都没弄好，迷失了方向。可是你看徐悲鸿、齐
白石、李可染、黄胄、启功，就有着真正的中国文化
自信，取得了让西方同行也敬佩的艺术水平。

恩格斯说，一种语言就代表一种意识形态。
同样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意识形态最好的代表和
象征。我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对文化自信浓墨
重彩的强调，恰逢其时、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记 者：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方略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其实也是在要求艺术家们，必须推动传统文化
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在您看来，书法如何才能
做到这一点？

苏士澍：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
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齐白石画的虾、
吴作人画的熊猫、黄胄画的驴、启功写的字，为
什么老百姓喜欢？今天那些歪歪扭扭的画和东倒
西歪的字，为什么老百姓不喜欢？到底是老百姓

不对，还是创作者脱离了群众？
说到底，艺术的标准就一个：以人民为中

心。只要你歌颂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是从生
活中升华出来的，你所创造的作品就会变成精神
的正能量回馈群众。这才是人民的艺术家。

记 者：总书记几年前就强调，社会主义文
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如今，他又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要求，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这跟
您刚才说的是相通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得看
到，文艺创作方面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的确存在。

苏士澍：您总结得太好了。说起文艺工作座
谈会，当年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大家听了之后都深受感动；如今，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更大的
反响。很多知识分子都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说到心坎里去了。因为这个讲话既实事求是，又
与之前的一脉相承，特别是强调了艺术家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看
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
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
本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首先要繁荣文艺创作，坚

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我相
信在这些重要精神指引下，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肯定会有一批艺术家从“高原”向“高峰”冲锋。

记 者：我们理解，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传统文
化在今天的发展，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那书法
发展了几千年，到今天，什么样的书法是美的呢？

苏士澍：不管汉代还是盛唐以及后来各个朝
代，都没把汉字书法丢掉，对书法的审美则一直
在变化。字体可以变，小篆变隶书，再变楷书，
这些变化都与实践密切结合。到了唐代，不管是
初唐欧阳询，中唐颜真卿，晚唐柳公权都各有特
色。唐朝盛世书法雍容、大雅、富丽堂皇。印刷
术出现后，中国的书法获得了更好的传播，虽然
看似个人风格被印刷的规整束缚了，但这实际上
是一种进步，绝不是退步，是让书法发展得更
好、更全面。所以印刷术的发明，对汉字、对书
法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能否认，今天很多人写丑书，是不美的。
为什么很多书法家的书法作品，老百姓不喜欢？
因为老百姓喜欢美，今天老百姓喜欢的美，不是唐
代的美、汉代的美或者明清的美，是符合今天这个
时代要求的美，肯定是比过去要进步的，你只能说
自己达不到，而不能说老百姓的水平不够。美不是
孤立的、静止的，不能片面的去看待，要联系地发展
地去看。要让中国书法艺术美在新时代，就要推
动书法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今天我们总在说“美丽中国”的概念，那么
文化应该怎么美？绘画歪鼻子斜眼，书法东倒西
歪，用“风格流派的不同”掩盖自己功力不足，
这是我们书画艺术界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古人
说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
象、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奔
雷、横折钩如劲弩筋，这样的境界，不都是从实
践当中来的吗？

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正确导向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本报记者李建兴采访苏士澍 本报记者刘少华摄

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我们
文艺工作者要勇于承担新时
代文化使命，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将十九大精神
融入艺术创作中，坚守中国文化根基，传承中华艺
术，传播中国精神，在世界文化舞台中心，立体、
多面、全面地展示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以更加
丰硕的文艺果实，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努
力铸就中华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文艺新高峰。

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社会
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
代的文艺创造。一切文艺工作中，都要坚守导向红
线不能变，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
机制不能变。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推进新时代戏曲的传
承与发展，是我们戏曲工作者必须回答的命题和必
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提高文艺作品原创力。无论打造文艺队伍、还
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艺作品原创力都是根本手
段，也是根本目的。文艺创作应当发扬学术民主、
艺术民主，不断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
在创作中，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三俗现象”。

向世界展示中华经典文化的当下魅力。昆曲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
代表作”，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珍品。昆曲艺术应该以非常鲜活的方式
去关照当下，更好地展示经典文化的当下魅力，需
要持续不断的创造力，尤其需要青年文艺工作者在
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5年来，上海昆剧团一手抓
人才培养，一手抓精品创作，通过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互联网手段，加大昆曲传播力度，让高雅艺术
走近年轻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2016
年，上海昆剧团全年完成演出 272 场，较 2015 年同
比增长 20%，观众的普遍年龄有 80%在 40 岁以下，
40%在 30 岁以下，团里青年演员的年龄也平均在 30
岁左右。

（作者谷好好，中共十九大代表，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作者肖像
张超绘。栏目邮箱：hwbdbz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