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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年代与 40年代，处
于全球性的大变局时代，而 1942
年处于这个时代的转换期，酝酿了
20 世 纪 后 期 发 展 的 诸 多 转 向 。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全文一
年后刊发于 《解放日报》，印刷成
单行本发行，成为 20 世纪至今中
国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改变了
后半叶中国艺术的走向。

20 世 纪 中 国 文 艺 朝 着 科 学
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文化转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
的讲话，奠定了这种转向的基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
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
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
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
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
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主要解决的
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
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
学习问题”，解决“文艺为千千万
万劳动人民服务”的问题。“人民
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
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
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
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
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
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为此，我
们党“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
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
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
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
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
战线问题”；“文艺界的主要的斗
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
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
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文艺界
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
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
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
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
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他所讲的，只

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
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
继续研究。

《讲话》 发表后，经过周扬等
同志的阐释，迅速形成了延安道路
的文艺路线，即文艺的革命属性、
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文艺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任务、文艺家的思想改
造与文学创作的适应等社会主义美
学的核心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对
现实主义内涵等进行了扩充，促成
文艺理论的形成，树立了思想的历
史的美学的文艺评论标准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范式，并
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清晰可
见的演进路径。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
过两次文代会、作代会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通过与文艺家座谈、视
察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给中
央美院老教授回信等形式，深刻论
述了文艺的当代方位、价值与任
务，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具体问题结合的典范，与毛泽东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脉相承。

在文艺的属性上，源于人民、
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文艺与文明互动上——当代
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
人类。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
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在文艺的历史方位上——新时
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
位……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
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
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
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
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
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
奋斗的征程中。

在文艺创作方针上——要从时
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
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
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

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
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
的精神气象。

在文艺的继承性上——要把握
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
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继承发
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
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
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
范。

在文艺经典的衡量上——“精
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
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
优秀作品。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
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
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要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
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
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
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要
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
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
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
涵、更有潜力的新境。

新时代，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程征途中，中国文艺已经
开始进行新的时代转换，呼唤人民
的、有温度的、与时代同行共振
的当代中国新文艺已成为必然。
新文艺对传统文化大国现代文化
身份的塑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引
领，进而形成新艺术思想，都将
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文艺与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的文明
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息
息相关，中国文艺不仅需要参与
传统大国现代文化身份的塑造和
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引领，而且还
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通过文明
的互鉴，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而文艺批评需要重返中西历
史，通过文明的互鉴，在跨文化的
互动中，重新还原中国文艺的优势
话语，建设中国文艺及文艺历史、
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主体性。

在当前中国文艺版图中，各个板
块都会对国家文化创新起着关键作
用 。 以 川 渝 地 区 为 例 ， 从 地 理 上
看，川渝地区及其所辐射的西南，
有着热带到寒带的气候类型，在这
些 气 候 类 型 的 变 迁 中 ， 生 活 着 傣
族、苗族、土家族、彝族、白族、
藏族等几十个少数民族，包含着不
同的文化样式，成为全球最为多样
最为丰富，甚至独树一帜的文化区
域之一。从历史上看，巫山猿人、
三星堆、古巴人、秦代水利工程、
汉 代 古 蜀 道 、 三 国 文 化 、 丝 绸 之
路、佛教艺术、明清时期大规模移
民 等 等 ， 到 新 中 国 成 立 、 三 线 建
设，直至当今现代化，外加各民族
之间的交流，川渝成为一个融合中
国各个时期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典
型性文化板块，是文化记忆、国家
生活的最鲜活文艺题材的来源地之
一，富含着国家艺术创新的诸多可
能性。如果川渝，乃至西南地区的
文 艺 界 ， 甚 至 全 国 文 艺 的 地 理 板
块，都能充分考量这点，以历史记
忆、国家生活、人民形象、国家河
山等诸多主题，立足区域，拓宽视
野 ， 丰 富 艺 术 媒 介 的 特 殊 表 达 方
式，将会为传统大国的现代文化身
份塑造提供具有国家级、乃至世界
水准的艺术精品，从而形成中国文
艺 精 品 创 作 的 包 括 川 渝 在 内 的 方
案，共同构成可以续接传统的、多
样的、受人仰慕的中国文艺风貌。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本
文发表时有删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代意蕴
段运冬

2022 年初，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的“中华
瑰宝展”大展开幕。展览内容精彩纷
呈，诸多媒体及文博界的公众号以不
同角度为大家解读展览的内容，使观
众得以多侧面地了解“中华瑰宝”的
魅力。今天笔者想带大家进入此次展
览的工艺美术“大国匠作”展厅，一
起欣赏陶瓷展区中两件精美的“红楼
梦中人”。

进入陶瓷作品展区，这两位娉
婷少女定会让观者眼前一亮：她们
温婉的姿态，柔美的面容，精美的
衣饰，各有一番风貌。这就是 《红
楼梦》 中最主要的两位女性角色：
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件作品是枫
溪瓷塑“金陵十二钗”十二件套作
品中的两件，制作者为工艺美术大
师陈钟鸣。作品取材 《红楼梦》 小
说中的“金陵十二钗”，共制作了十
二件人形瓷塑。造型均为一人一石
一花，选取自 《红楼梦》 故事中的
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她们各自有各
自之神态，或颦或笑，人人均有其
身份，服饰各异，又以不同花饰作
陪衬，精美绝伦。

陈钟鸣被誉为我国“南方瓷塑
学派”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广
东潮州人，11岁进瓷庄学徒，1956
年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学
习。他不断学习传统技艺并吸收雕
塑及壁画技法，创作出独具风格的
古代仕女系列作品，作品曾多次获
奖。这套枫溪瓷塑 《金陵十二钗》
就是其中代表，曾参加在日本举办
的中国名家名作展，于1986年荣获
全国美术陶瓷评比一等奖，并于

1990年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
在这套藏品的制作工艺上，必须

要说的是枫溪陶瓷中的制花技艺。广
东潮州枫溪陶瓷据考已有上千年历史
了，以艺术雕花著称。据《陈钟鸣与
瓷塑金陵十二钗》文载，在《金陵十
二钗》这组作品中，制作者陈钟鸣充
分运用了枫溪陶瓷研究所独创的捏塑
技巧，他把最擅长的仕女瓷塑与瓷花
技艺相结合，“以塑为主，少施彩
绘”，为十二钗专门搭配各具特色的
花朵，花瓣片片薄如纸，技艺非常精
湛。在人物服饰及场景雕刻上，素釉

淡彩，简约大方，清丽雅致，讲究肌
理，瓷质莹亮有光泽。

制作者不仅对制瓷造诣颇深，
对 《红楼梦》 的研读也颇下了一番
功夫。为十二金钗制作的场景都是
《红楼梦》 故事中人物的经典情节，
身旁配以不同花饰，既结合花朵寓
意，又配合人物性格，为作品增添
几分意趣。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
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
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
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

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
子胜三分。”闭目思之，似看到的就是
眼前这个林黛玉，眉间若蹙，纤弱柔
美，独有一番韵味。既选林黛玉，必
用其葬花这一经典情节。但见其衣饰
简约朴素，眉眼低垂，正是她看到落
红遍地、负囊葬花时黯然神伤的情
景，耳畔似又吟唱起那曲忧伤凄冷的
《葬花词》，“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
侬知是谁……”《红楼梦》中“寿怡红
群芳开夜宴”，黛玉抽到的象牙花名签
是芙蓉，可见曹雪芹也有以花寓人的
安排。此处陈钟鸣为其选用的是梅
花，为寒冬之花，寓意坚贞与高雅，
与林黛玉孤高嫉俗的性格特点相呼
应，亦不可谓不妙。

薛宝钗在小说中是这样被描述
的，“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
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
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个
瓷塑薛宝钗的眉目神情确也透漏出随
分从时识大体、藏愚守拙、宽厚包容
的性格。她胸前佩戴的金锁可以说是
最显著的身份标识。作品中宝钗手举
团扇，让人一下就联想到那个宝钗扑
蝶的经典故事情节，这也是薛宝钗难
得的展露青春色彩之时。为宝钗配以
海棠花，寓意温和、美丽，李隆基曾
有“海棠春睡”之典寓杨贵妃，《红
楼梦》 中宝玉也曾打趣宝钗体丰怯热
似杨妃，整个人物因此而更加立体生
动。

俞平伯曾用“双峰对峙，二水分
流”形容她们二人难较高下。观者自可
从这两件瓷塑中去领略其中韵味。

（作者单位：中国工艺美术馆、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学术研究部）

中华瑰宝展中的红楼瓷塑
——金陵十二钗之林黛玉、薛宝钗

李海琪

瓷塑林黛玉 （左） 和薛宝钗

5 月 12 日，收到我的学生时
光发来的照片，加之看到各个微
信群里的消息，14年前那段刻骨
铭心的记忆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
特大地震。在第一时间里，我脑
子中迸发出一个执念：“我必须马
上要到汶川第一线！”我知道当时
汶川一定需要大量的社会力量帮
助。我和丈夫叶金森看着电视里
惨烈的画面，随即召集几名中国
人民大学的学生，在学生时光的
协调下，收集了大量生活必需品
与救灾物资，坐上飞机直奔四
川。在震后第三天，我们一行人
抵达已经几乎被夷为平地的绵阳
市北川县。对于当年这个看似

“莽撞”的行动，用时光的话来
说，他感谢我给了他生命中一次
难忘的经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地震后灾区的道路更是难上加
难：大多数高速、铁路、国道、
省道都已瘫痪，我们一行人飞到
成都后，改乘汽车奔赴一线。道
路崎岖，几乎没有一块平地，不
停的颠簸使我的身体愈发难受。
直到汽车无法通过，我们遂下车
步行前往北川。一路上，我看到
的全是残垣断壁，很多山头、丘
陵仿佛被劈开，变成了一处处悬
崖陡壁，路上泥泞不堪。对于长
期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来说，那
是一生走过的最漫长的路。毫不
夸张地说，我基本上是连滚带
爬、翻山越岭、踉踉跄跄地走到
北川……

地 震 后 天 气 反 复 ， 经 常 下
雨。一连几天，暴雨、大雨、小
雨不断。刚刚到达北川，我们没
地方住，只能睡在自己背的帐篷
里。越离震中越近，地无一寸
平，晚上只能睡在睡袋里。在我
们睡袋不远处，就有等待妥善安
置的遗体。前两天还是鲜活的生
命，可是现在只能这样躺在冰冷
的环境中，让我一次次感到大自
然的无情与生命的脆弱。

为了避免大灾之后有大疫的
发生，来自社会各界的团体、机
构积极配合当地消防部队投入到
抗震救灾中。当我第一次来到北
川体育馆时，映入眼帘的是数百
张年幼无助的脸庞，一双双渴望
求生的眼睛。他们大多都因地震
失去了亲人与家园，成为孤儿。
看着他们，我心疼得流泪。

在那里，我和凤凰卫视 《冷
暖人间》 剧组相遇了。我和主持
人陈晓楠一起去采访，力图了解
更多感人的故事。其中，一名男
老师的描述让我至今感怀悲怆：
他和他的妻子都在一所中学任
教，他有幸跑了出来，而他的妻
子在地震来临时，用自己的身体
撑住班级的门框，让学生们从她
身体所形成的“门洞”中逃出。
一个弱女子，用自己躯体撑起了
生命的希望，最后不堪重负被掩
埋。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十几
个孩子生存的希望。我看着这名
男老师，被救出来的孩子就坐在
他周围，早已泣不成声。我不忍
再听下去，心如刀割一样。我和
陈晓楠连同摄制组一道，向他们
深深鞠躬。这样感人的事例还有
很多很多，这样悲伤的故事还有
很多很多，这样残破的家庭更是
比比皆是。它们传达的不只是悲
伤、更多的，是力量。

我不仅要尽自己所能投入救
援，更要以艺术的形式安抚受灾
群众的心灵。几天后，我应邀到
帐篷小学，为那些孩子举行震后
的“第一课”。我借用京剧人物林
冲、岳飞的事迹，来鼓舞这些学
生，激发他们对生命、对生活的
期望，对重建家园的勇气与决
心，给他们坚持学习、坚持奋斗
的底气，增强他们向往美好生活
的信心。告诉他们这样才能不辜
负他们对生命的渴望，不辜负在
地震中逝去亲人们的遗愿。我们
教他们京剧的“山膀、云手”，教
他们简单的京剧唱段，用传统艺
术、用演唱帮助他们暂时忘却内
心痛楚的伤疤。哪怕是仅仅几分
钟，看到一个个脸上露出久违的
笑容，对于我而言，已经心满意
足了。

随后，我们又回到绵阳市，
与绵阳歌舞团一道组织救灾义
演。我把自己的空行李箱放在舞
台中间，演唱完毕，带头把全身
上下除去买返程机票的钱之外所
有的钱全放到这个行李箱中。现
场观众十分感动，几乎在场的人
都把自己身上能掏的钱全捐了出
来，去救助汶川的同胞。在义演
的过程中，我还收留了一名在地
震中失去家人的女孩为义女，把
她带到北京教育、培养，现在她

已经成长为一名舞蹈编导。
随我同去的学生时光筹措了大

量的文具和书包，直接从机场拉到救
灾前线。在帐篷小学边上，学生们排
成一排，挨个领取文具。在地震现场
那些日子里，我们走到哪里，就把人
民大学的旗帜带到哪里。这么做是要
告诉自己，也是告诉在抗震救灾前线
的人们，我们时刻伴你们同行，希望
永远与你们同在！

2008 年，我的丈夫叶金森已经
将近 60 岁，而我也将近 50 岁。10
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都不住地
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动念头
让我们义无反顾、不顾安危，第一
时间到前线去？我清晰地记得，当
电视上报道汶川地震的新闻时叶金
森那急迫的眼神，以及毅然支持我
到第一线去的决心。他身在梨园世
家，深受传统文化滋养，当时虽然
还肩负着在美国大学的讲学任务，
但是他和我一样，都将这一切置之
脑后。我衷心感激他，更感谢传统
文化对我们的培育。我是一名艺术
家，更是一名有担当、有责任心的
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骨子里那种对民族的责任感，传统
文化对我的滋养，让我本能地产生
了那种“冲动”的念头。

后来，我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委员随外事代表团到希腊访
问。在希腊国会，我以在汶川的例
子来向世人阐释为什么中国能崛起
——中国与希腊都是文明古国，中
国戏曲和古希腊悲喜剧都是人类宝
贵的文化遗产，有太多相似之处。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家国情怀为大，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这种
情怀数千年来滋养了代代华夏儿女。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遭遇过无
数灾难，依然不屈不挠，繁衍出了
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
智信、忠孝节悌廉”的价值观影响
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痛定思痛，我
们不要忘记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
不要忘记灾难带来的启示，不要忘
记我们民族的伤痕，更不要忘记中
华民族抵抗灾难的决心与气魄！

缅怀汶川大地震，我们要铭记
历史、以史为鉴，认真从传统文化
中吸收向上、向前的强大力量。如
今，面对无情的疫情，只要我们众
志成城，一定能够打赢这场防疫攻
坚战！

（作者系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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