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 年 5 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和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其精神是一脉
相承的，都深刻指出了文艺发展中的
基本问题、时代问题。

就文艺创作而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那么什么样
的作品才是优秀作品？什么样的作品
才能成为“高峰”作品？习近平总书
记也作出了指示，既要有阳春白雪、
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
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
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
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
就是优秀作品。

近年来，我所在的中国广播民族
乐团与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始终扎根于

中华民族这个深厚土壤中，致力于精
品创作。就像一些世界闻名的西方交
响乐，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
曼、勃拉姆斯、马勒等人创作的交响
曲，虽然其音乐编制等与中国管弦乐
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也是基于本国
本民族的文化和底蕴，通过自身独特
的作曲技法，加工提炼而成。它们之
所以成为精品，久演不衰，流传至
今，最大的原因就是根植于本民族的
文化，吸收本民族的养分。而作曲只
是一种创作手段和技法，音乐始终要
表现的，还是人的情感和文化自信，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管乐团中
是否有西洋乐器的存在，它都只是为
了将文化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把乐曲
更好地表现出来，所以，中国的民族
管弦乐团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可以

奏出中国的时代交响乐。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大

型民族交响史诗《崛起》，整部交响
乐分为序曲和五个篇章，采用民族管
弦乐、合唱、独唱和朗诵等多种形
式，呈现出一台史诗般的民族交响
乐。从清末列强割据的山河破碎，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屈
不挠奋勇前进，最终走上复兴之路，
屹立东方为主线索，谱写了一曲“初
心不变，中华屹立”的宏伟篇章。

近5年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根
据乐团丰富而多样化的中西乐器配
置，通过量身定制的“委约创作”与
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们合作，创作
了专业性与普及性兼备的雅俗共赏的
当代新锐交响乐作品，赋予了民族音
乐全新的艺术张力与生命力。目前为
止，乐团已委约赵季平等10多位杰
出作曲家创作了 《风雅颂之交响》
《干将·莫邪幻想曲》《丝竹里的交
响》《烟雨枫桥》《四季留园》《姑苏
印象》《来自苏州的声音》《莲》《桃
花庵》《吴越春秋》《艰难与辉煌》
《江河湖海颂》《琴动山河》《光明》
《虎丘》 等近 20 部彰显民族文化品
质、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审美的大型
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部分作品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时代交响——中国交
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部分作品获得了文旅
部“欢乐春节”引导奖励资金评选一
等奖，还有更多作品获评“丝绸之路
国际艺术节·丝路文化贡献奖”“江
苏省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江苏省文华大奖”等高规格荣誉。
每委约创作一部作品，我们都会

邀请创作者到苏州去，对苏州的地域
特点、文化特征等进行全面了解。比
如，《四季留园》创作之初，我们邀
请著名作曲家王丹红参观了苏州园
林，她从此处获得灵感，创作了《四
季留园》，用“清风探春”“绿荫点
翠”“闻木樨香”“可亭望雪”四个篇

章来描绘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韵味，情
感丰富、旋律优美，曲风恢宏大气，
经过我们的二度创作（演绎），奏响在
音乐厅，一上演便受到观众的欢迎。
她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深受老百姓喜
欢，不管是第一次听民族管弦乐的，
还是专业乐者，他们都感觉“听懂
了，离自己很近”。

像这样的好作品，乐团委约了很
多，如 《吴越春秋》。作曲李滨扬在
充分了解春秋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通
过音乐的连续性表达展现“吴越争霸”

“卧薪尝胆”“越女之剑”“干戈再起”
“壮哉江南”的历史故事，以张弛有度、
刚柔并济的丝竹管弦交响之声，体现
中国音乐文化的厚重和博大精深。有
评论称“《吴越春秋》更像一部音乐历
史大片”。

不管是《四季留园》扎根本土民族
特色，还是《吴越春秋》展现中华历史
文化深厚的根基与博大的内容，抑或如
《光明》那样表现全国人民抗疫的感人
故事，管弦乐带给人们的已不仅仅是音
乐的语言表达，更是音乐背后所折射出
的民族性和时代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文
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
才能发展繁荣。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只有
扎根本土，深入挖掘现实思想内容，把
美的表达、美的价值注入其中，让作品
有灵魂，才能传之久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
民族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总监
兼首席指挥）

扎根本土 打造精品力作
彭家鹏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艺文·荟萃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6 编辑/郭海瑾 校对/耿斌 排版/姚书雅

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覆天载地、唯象无形、四方八极、六合九州、天地大同》（局部) 卢禹舜 作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
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8周年。前者奠定了
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点亮
了中国革命文艺征程的灯塔。期间，大
批卓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
载入时代史册的精品力作。后者与前者
既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是党的文艺思想
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又把文
艺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现
实高度和未来高度上加以研究和把握，
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
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作出
了全面部署，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

二者都是从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现
实需求与具体要求出发，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眼于文艺的
社会功能与创作规律，强调文艺要扎根
生活，服务人民。毛泽东同志指出，我
们的文艺首先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
和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
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
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二者强调的都是文艺为什么人和怎
么为的问题。从我个人几十年的创作经
历看，对此体会也是越来越深刻——文
艺创作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就像鱼和水
一样，是天然相连的；二者也是双向反
馈与互应互益的关系：一方面，人民需

要以人民和人民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另
一方面，艺术家越是深入生活、深入人
民，其艺术创作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越旺
盛，文艺作品也越鲜活生动、深刻而有感
染力；越是深入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感
受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越是能创作出能够打动人心、揭示
规律，激发广泛共鸣的有思想、有温度、
有筋骨的优秀作品。

结合我不同阶段的创作，虽然在题材
和风格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是诗意山水，
还是主题创作，我创作的底色始终都是人
民和人民的生活。无法想象，没有人民和
火热的生活，这些创作灵感与艺术作品将
如何产生！

我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郊区，东北
那广袤无垠的黝黑沃土，一望无边的原始
森林，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还有白菜、
土豆、高粱米饭、酸菜饺子……这些深植
在我脑海里的一点一滴的记忆，是我一生
艺术创作的无形的源头活水，为我提供了
最原始、最生动和最丰富的创作灵感与源
源不竭的创作动力。

我的早期作品“八荒通神”系列，主
要讲述的是北方的故事，进而对宇宙本
源、人类终极问题进行追问和探索，其创
作的灵感包括个性化风格和符号语言的逐
步成型，就与东北的土地、人民以及东北
的地域文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密不可
分。“唐人诗意”或“精神家园”的创作
包括“德为良田”系列以及国内写生的

“河山锦绣”系列和域外写生的“彼岸理
想”系列，虽然营造的是高于生活的带有
浪漫气息的令现代人神往的精神理想的栖
息地，但题材选择和创作灵感却是来源于
活生生的自然和现实生活。从作品中可以
看出，我把平实的大白菜、萝卜、大葱，
把生活场景中的美酒佳肴、花鸟虫鱼等大
家熟悉的物象与诗意的自然山水、想象虚
构的意象或空间并置融合在一起，让大家
不仅感觉可亲可感而且能够可游可居。

近10年，我还创作了一系列主题性
作品。比如“乾坤大义·道输八荒”系
列、“‘一带一路’·人类文明”系列以及
扶贫、抗疫、黄河文化主题创作等。其
中，“乾坤大义·道输八荒”系列主要创
作于2012-2015年间。2012年，我参加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走进
延安”系列活动，在深入韶山等革命老区
采风写生考察和重读红色经典的过程中，
受到深深的触动和启发，加上小时候爷爷
教我背诵的毛泽东诗词，给了我对毛泽东
感性上的深刻认识，促使我尝试创作“乾
坤大义·道输八荒”系列作品。之后，随
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逐步展开
和 2014-2015年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入学习
与领会，这部分作品日趋成熟、渐成体
系。我也试图在作品中，将人民领袖的
人民情怀、天下胸怀和诗人格调表达出
来。一方面，以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文
化承载力的典型形象来表现人与天地自
然的和谐追求；另一方面，通过有意味
的伟人形象组合来表现人类社会和谐、
和平、自由、平等的世界大同理想愿
景。我在“‘一带一路’·人类文明”系
列中，力图通过艺术的方式沟通民心，表
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同
时，还在深入贫困乡村调研考察的过程
中，用画笔记录和书写了扶贫的颂歌；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这几年，我也创作了
一些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作品，表
达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迎难而
上战胜疫情的毅力和必胜信念。近期，我
还创作了 《黄河安澜 天下大穰》 等作
品，寄托着既有地理意义上的祈愿也有文
化文明意义上的祈愿。

我深知，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来源于
人民和人民生活的馈赠。我认为，在艺术
创作中，艺术家没有鲜明的立场是不行
的。因为艺术生产的不仅是文艺作品，更
是精神财富，以塑造人、鼓舞人、感染
人。今天，我们重温80年前的延安文艺
座谈会，进一步贯彻落实8年前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理解并践行人民文艺观，具有非
常重大的意义。艺术家要从人民的劳动实
践中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为人
民抒写、抒情和抒怀；艺术家要用脚步丈
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
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
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
之本；艺术家要以精品奉献人民，把对祖
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
贯穿艺术创作全过程、融汇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追求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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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在延
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
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
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
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
一源泉”，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我国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文艺工作
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
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
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
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
路，也是作为艺术家最大的幸福。”国
家发展日新月异，社会进步气象万
千，我国文艺事业发展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持续继承发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人民而作、
为人民而歌的文艺方针政策一脉相承。

艺术助推乡村振兴和对外文化交
流是我一直关注和实践的方向，我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基层，来源
于人民。20世纪80年代，大学刚刚
毕业时，我曾到清远连南写生一个多
月。2009 年，我的第一次户外雕塑
展在南岗瑶寨展出，当时交通不方
便，20多件大型雕塑是用4辆板车拉
到田间地头，在户外展览的。散布在
田间地头的“肥女”们，仿佛在那里
生长一样，那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
目，“肥女”们的到来，引起当地村
民极大的好奇与关注，村里90多岁
的老人也前来围观、触摸，这是他们
第一次看见雕塑。“肥女”给往日宁

静的山寨带来了非凡的热闹，也在村
民心中种下了艺术的种子。从日出到
日落，从雨天到晴天，她们陪伴着村
民，与土地、大山、田野融为一体。
我恍然大悟，原来展览不一定要在美
术馆、博物馆，艺术作品要回归土
地，可以直接与民众互动。这次展览
引发媒体和游客的高度关注，南岗瑶
寨很快成为广东旅游的新热点，有效
促进了当地的旅游发展。这也坚定了
我举办世界巡展的信念，把“肥女”
们带去世界各地的标志性空间，向世
界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至今已在全
球各地举办43场个人巡展，我希望
通过我的作品架起世界与中国沟通的
桥梁，让世界看到中国现在的美好生
活，走进人民群众，拉近艺术与民众
的距离，这也是我创作的初衷。

艺术当随时代。为响应党和国家
乡村文化振兴的号召，2019年，作
为“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提案的实
践，我开启了“许鸿飞雕塑艺术百村
展”。这些去过世界各地的“肥女”
又回到田间地头、房屋村舍边陪伴村
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21 年，

“少年归来——许鸿飞雕塑艺术百村
展”第 15 站回到连南，12 年过去
了，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焕发
新机的南岗瑶寨已经为世人熟知，而
这次我选择了油岭瑶寨，希望通过展
览，让大家了解“养在深闺”的瑶
寨。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只有走进乡
村、走进人民群众，才能触摸到真实
生活，才能从中获得新的创作灵感，
创作出更多具有感染力与生命力的作
品，才能反哺乡村，反哺人民群众，

让人民群众在享受艺术熏陶的同时感
受到幸福和欢乐。在乡村采风过程
中，我还创作了很多作品，都是对真
实乡村生活的反映，如《美食》塑造
了10多只形态各异的鹅争相吃食的
画面，人和鹅的互动场景生动有趣，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幸福快乐的景
象；《东乡绣娘》展现了宁夏东乡的
地方特色风貌，借助艺术作品，向不
同地区的人们介绍东乡的特色物产、
景色风光和生活文化，从而刺激带动
当地旅游业发展。这些作品虽然来源
于乡村，但这份情感是世界的。乡村
的发展和乡村本身所承载的传统文
化，也可以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引起
共鸣，让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感受到
我们中国乡村的幸福感，因为幸福山
乡就是绝佳的中国故事。

“文艺为人民”，是历史的回响，
更是时代的命题。通过作品来记录关

于乡村振兴、美好生活、抗击疫情、建
党百年、航空航天、冬奥盛会等感人的
中国故事，彰显时代华章。这些艺术实
践，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
祖国繁荣昌盛的基础上的，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艺术活动，给更多的人民带去幸
福、欢乐与希望。面向未来，我将继续
用作品讴歌伟大的时代，通过推进巡
展，把作品带到更多的地方，在世界舞
台上展示健康中国、快乐中国、幸福中
国、自信中国的美好形象。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广州雕塑
院院长）

文艺为人民
——历史的回响 时代的命题

许鸿飞

编者按：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坚持为人民的文艺方向，用先进文化引领风气、鼓舞士气、凝聚
力量。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文艺要
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本期副刊邀请几位文艺界政协委员结合本职工作，谈谈自己的创作。

卢禹舜卢禹舜

彭家鹏彭家鹏

许鸿飞许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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