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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韩桥村有了根
崔吕萍

从“三同”看乡土中国
修 菁

关坝村的山·人和眼泪
杨 春 杨 雪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姜贵东 罗 韦

一次沂蒙行 一生沂蒙情
刘佳政

“三同”党课怎么上？
谢 颖 刘 彤

三三见“久”
久久为功

任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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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迎春
书画作品选刊

春节，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在
这一时刻，我们总结往昔，我们祝福
当下，我们祈愿未来。

前不久，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
我和国家博物馆书画院的书画家们，
在稳妥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来到
北京市密云区尖岩村，将我们提前写
好的300多副（幅）春联和福字，送
到当地村民的家中。

还记得当天气温很低，但年味儿
已浓。当看到朴实热情的乡亲们手捧
饱含我们祝福心意的春联和福字时所
洋溢的喜气，我倍感温暖与温馨。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坐落在密云
水库旁边的小村庄里，我们还参观了
当地的村史馆，回望了当地村民团结
协作、建设家园的历史，展望了当地
乡村振兴的蓝图。

这样的文化下乡活动，是我们每
年春节不变的惯例，也让我的春节更
加充实与多彩。在这之前，我和国家
博物馆书画院的书画家们，还对广西
巴马瑶族自治县通过文化惠民的举措
开展定点帮扶。

人民是创作的源泉。坚守人民立
场，就是要坚持深入生活。有一个地
方，我每年春秋前后，总会去住上几
天，那就是河北唐县。这里是一个革
命老区，也是白求恩战斗生活牺牲的
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跟当地
的百姓聊聊天、画画像，了解体验当
地百姓的生活。在长时间的交往中，
我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也
成为我割舍不下的“家人”。还记得
有一年春天，我来到一户农家小院，
满园韭菜香气迎面扑来，这户农家见

我颇为心动，便在我离开时，悄悄地
塞给我两捆韭菜，还有几枚自家的鸡
蛋。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我能感受
到他们真诚而淳朴的热情。前不久，
我在跟当地一位朋友聊天时，得知唐
县军城镇有一些留守老人爱吃大米，
但又不方便去买。于是，我从东北买
了几万斤大米，给每户送去几百斤。
在朋友发来的照片中，我看到了老人
们收到大米时，那一张张喜气洋洋的
面孔，我是感动的，也是温暖的。他
们赋予了我温暖与热情，我也在力所
能及地回馈给这些可爱的“家人”们
以温暖与热情。这是我应该做的，还

应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近年来，不管是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的履职担当，还是位于国家博物馆
副馆长的工作岗位，我都开始真正思
考，艺术创作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
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文艺工作者应该
如何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也让我真
正明白了，艺术与国家命运、民族发
展是息息相关的，文艺工作者的情感
与国家命运、民族发展相牵相连。

在文化韵味浓郁的春节里，总会
绕不开一幅幅充满吉祥喜庆的花鸟
画。我是一名花鸟画画家。以前总是
觉得，花鸟画与主题创作，不管是内
容还是笔墨，似乎总有一段距离。但
经过这几年的锤炼，我尝试打破花鸟
画笔墨和题材的局限性，大胆投入主
题创作，并探索出一条用花鸟画笔墨
来进行主题创作的路子。

为“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
创作工程”而创作的《西电东送 西
气东输工程》，用7米多的长卷描绘
了跨越数千里的宏大工程，被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还有为黄
河文化主题美术创作 《黄河摆渡
人》，都是我用花鸟画笔墨进行主题
创作的作品。

跳出小小个人悲欢，将自己的情
感与国家、与民族紧密连在一起，才
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所要达到的境
界。如此，作品才会有家国情怀，文
艺工作者才能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

（刘万鸣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
物馆副馆长）

年味儿中感悟艺术魅力
刘万鸣（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 （采访整理）

■编者按：

又是一年辞旧迎新时。今年的春节，还是一个特殊的春节，因为在这期间，我们享受祥和
喜气的年味儿时，还会领略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各国运动健儿的力与美。在此之际，
本刊邀请刘万鸣、张建国、顾犇三位全国政协委员，讲述他们的过年经历或冰雪情缘。

春节，是每个家庭团圆的时
刻，洋溢着祖国昌盛、人民幸福的
祥和气氛。

我是一名京剧艺术工作者，每年
的春节，基本都是在京剧艺术表演的
舞台上度过的。每当参加春节期间的
各种演出，包括央视或地方电视台的
春节晚会，我都是怀着极大的热情，
抱着对国与家的情怀来投入工作的，
我深感自豪。京剧艺术工作者很多，
而能够在春节期间通过电视屏幕为全
国观众奉献京剧艺术的人不多，自己

能够成为这“不多”中的一员，我倍
感荣幸。

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表演者，作
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传播者，能够在我
们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里，
为全国观众献上我们的传统京剧艺
术，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而
在春节期间，能够通过舞台，通过银
屏，为大家祥和美好的生活添彩添
乐，又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啊。

春节前后，也是我忙碌而快乐的
日子。就在前几天，我刚刚参加了今
年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文旅部直属十
大院团向全国观众拜年的视频录制，
也刚刚完成2022春节戏曲晚会的演
出录制。而现在，我们更是在努力排
练国家京剧院在近年春节期间的舞台
演出。

每年春节期间，国家京剧院都会
在国家大剧院、梅兰芳大剧院或长安
大戏院，不间歇地为观众奉献精彩的
京剧演出。其间，《凤还巢》《四郎探
母》《锁麟囊》等观众喜闻乐见的经
典传统剧目，都会一一呈现在京剧艺
术的舞台上。几乎每年都参加演出的
我，在谢幕时感受着现场观众经久不
息的热烈掌声和热情高涨的欢呼声
时，总是心潮澎湃，有收获的满足
感，也有被认可的幸福感。

今年春节能否现场演出，还要看
那时的疫情防控情况。但不管能不能
现场演出，我们都时刻准备着。在前
些年，我们还会在大年初三至初八期

间，赶赴外地演出，毕竟，京剧艺术
是剧场艺术。看京剧，最好还是在剧
场。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互联网等使得偏远地方的京剧爱
好者，也能一睹京剧风采和魅力，有
着现场演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所
以，京剧艺术尽管是剧场艺术，但我
们还是有必要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
来广泛传播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让
更多人了解京剧，喜爱京剧。

春节，无论身处什么地方，无论
从事什么行业，远出的游子们，在那
一时刻，都在盼望家人团聚的时刻。
也因为我基本上每年春节都是在京剧
表演中度过，很少有与家人团聚的时
刻。经常有人问我，如何处理为观众
表演京剧艺术与和家人团聚这两者的
关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如
果我的小家聚了，那么我将失去为更
多团圆的家庭带来欢乐演出的时刻。
而作为一名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
民服务，是我的职责与使命。我的家
人都是戏迷，每到春节，他们都选择
了在屏幕前或观众席中，观看我的演
出，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与我在一起
过个团圆年。

不多谈了。先借《人民政协报》
给广大戏迷朋友拜个年！祝大家阖家
团圆节日愉快！祝我们的国家更加繁
荣兴盛富强！咱们剧场见，银屏见。

（张建国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国家京剧院
三团原团长、国家一级演员）

相约戏曲，过个团圆年
张建国（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采访整理）

还有几天，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就
开幕了。全世界的目光，已经聚焦在了

“双奥之城”——北京身上。我和全国
人民的心情一样，期待北京冬奥，期待
这场浪漫的冰雪盛会。

我在南方长大，从小对北方有一种
莫名的向往，主要是因为那童话般的世
界，还有造就童话的冰雪。初到北京，
经历了冬天的严寒和雪白世界，竟然不
觉得冷，心里暖洋洋的。我喜欢运动，
自然也不想错过冰雪运动。一到北京，
这个小小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滑冰，自然成为首选。
于是，在单位同事的指点下，我买

了一双冰刀鞋，自己要先学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商业
气氛还没有那么浓厚，人们的滑冰场所都选择在公园。虽然不太
提倡，但当时公园的管理也没有十分严格。一到晚上，我就和同
事们一起，来到紫竹院的湖面上。滑野冰，当然有风险。人为的
风险，就是会被公园管理人员抓住，请出去。而自然的风险，就
是冰面不平整，容易绊倒；如果湖面上的冰没冻结实，还有可能
会落到冰窟窿里，有安全隐患。和同事们一起滑过几次，由于都
选择在春节前后去，而每到过年父母总是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回家
团聚，所以就少了很多练习的机会，滑冰也一再被搁浅。

随着时代的发展，滑冰场所从室外转到了室内，滑冰时间也
不局限于冬天了，滑冰条件更是好很多。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以
后，陪孩子去滑冰，成为我和孩子之间一项愉快的运动。首都滑
冰馆，成为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当然，有滑冰经验的我，也算得
上是一个初级教练，但仍避免不了摔跤、跌倒……后来，摔得多
了，就不怕了，渐渐地摔得就少了，也便学会了。在摔倒、站起
中，一次次勇往直前——我们都在体验并享受着冰上运动带来的
无限乐趣。

然而，滑雪的机会不太容易找。第一次“滑雪”的场景，如
今还历历在目。如果称它为滑雪，不如称之为“滑草”。那是上世纪
90年代末，我到香山参加全国青联的活动。当时，在香山附近的山
坡上有一处草坪，是“滑草”的正式场地。我一时兴起，便想象着滑
雪的样子，滑了起来。可是，毕竟没有任何经验，再加上既兴奋又紧
张的心情，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脸部受了点轻微伤，当时也
没感到疼。滑完返回香山，找一起参会的徐大夫看了看，徐大夫很
神奇地拿出了他的烧伤膏专利产品，让我多敷几日，说见效很快。
果然，几天后就好得差不多了。正是有了这次“滑草”的经历，让我
对真正的滑雪充满期待和向往。

直到后来，有机会和同事一起到北京郊区，才真正体会到了
滑雪的快乐。一眼望去，被皑皑白雪覆盖、似与天接壤的滑雪
场，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闪亮夺目，场上那穿着五颜六色厚厚滑
雪服的同行者们大笑着、尖叫着、兴奋着、快乐着……从高处滑
下来的一瞬间，更是体验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愉悦，自由专注、极
限快速，甚至都没有时间考虑是否会摔倒、摔倒了怎么办的问
题。那一瞬间，自己与滑雪融合在一起，与天地融合在一起，感
受自然和运动带来的美好时刻。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渐渐发现冰雪运动的魅力。在凌空飞
跃、闪转腾挪的一刹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挑战，是人磨炼
自身勇敢坚毅品格的表现。时常想也时常感动的是，那些在冰雪
运动中斩获佳绩的运动健儿们，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有着怎
样非凡的毅力，才一次次完美地完成这些运动的？不可想象，也
似乎可以想象。

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在中国人自己家门
口欣赏一场顶级的冰雪运动盛会，心情无比激动，正如自己也实
现了冰雪梦一样——圆梦，一起向未来。

（顾犇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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