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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兰考有一个叫东坝头的地方。
站在这里眺望黄河，千顷浊浪与漫长

沙岸尽收眼底。6 月中旬，跟随全国政协
“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调研组赴河
南、山东调研，使我有幸来到很久以来就一
直想看看的东坝头。

东坝头，很早就从史书上知道的一个
地名。当地人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这
里是黄河最后的大湾之一。自古以来，这里
就是一段险象环生的黄河。1855年的黄河
大改道就是从这里开始。滔天的洪水将黄
河堤岸撕开一个大口，竟然放弃了曾经夺
淮入海，流淌700多年的河道，调头北上，
从此又从山东入黄海。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江河水患
的治理就提上了毛泽东的议事日程。1950
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水灾，为救济灾民，
减轻灾害，毛泽东作了一系列指示，并在这
年冬天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央
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拨款20亿
元（旧币），对淮河、沂河、海河等流域进行
治理。

1952年2月，荆江分洪工程开始建设，
30万临时征调而来的建设大军，仅用75天
就建成了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水利工程。
1995 年，我在北京采访曾任中南局副书
记、领导过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的中顾委委
员李雪峰同志时，他说当时湖北、湖南两省
为这个工程上不上一直争执不下，最后是
毛主席亲自拍板上马的。

最让毛泽东放心不下的还是黄河。
新中国成立后，江淮发生洪灾时，

毛泽东要求水利部每天向他报告黄河水
情，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灾害。

从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以来，毛泽东几乎都在没黑没白地工作。
1952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局已经稳定，
中央再三要求他安排一次休假。毛泽东提

出休假可以，但他要去看一看黄河。
1952年10月 2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从

北京出发，前往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视
察。10月30日，毛泽东在河南地方领导和水
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同志陪同
下，前往开封视察黄河，第一站就来到了东
坝头。

在前往开封的专列上，当王化云向
毛泽东汇报三门峡水库修建规划时，毛泽东
说，这个大水库修起来，能防洪，能发电，还能
灌溉大量农田，你们的规划是可以研究的。

站在水阔天高的黄河东坝头大堤上，
毛泽东不禁赞叹道：好一个黄河之水天上来！
伫立良久后，他开始向王化云了解历史上黄
河决口改道和百姓受灾的情况。王化云向
毛泽东汇报说，他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游引水
入黄是有可能的，察看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
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
一点来是可以的。

毛泽东说，黄河是条悬河，在济南附近看
得很明显，东坝头这里怎么看不出来呢？王化
云回答，东坝头背河一面是黄河走了几百年
的地方，所在大坝内外悬殊不是很大，到开封
柳园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当天下午，
毛泽东就来到了开封柳园口，详细询问黄河
泥沙的情况，叮嘱当地领导，要把大堤、大坝
切实修好，修牢固，遇到险情，党政军民一齐
上，万万不能出事。在离开开封时，他对送行
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送了，把黄河的事情办
好，我们都能睡个好觉。

在河南考察黄河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一
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比起“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毛泽东对治理黄
河，显然更加慎重。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黄河，是 1918 年 8
月。当时正值黄河大水，河南许多地方也因此
受灾。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河南，在许昌对

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回忆说，1918年
8月，他第一次离开湖南去北京勤工俭学。因
为黄河水灾，他和同学们一起在许昌多待了
三天。

对三江大河的忧患贯穿了毛泽东的
一生。

1935年10月，长征即将取得胜利之际，
毛泽东一连写下了《七律·长征》和《念奴娇·
昆仑》两首词作。毛泽东赞叹了昆仑山的雄奇
壮丽，同时也对发源于青藏高原纵横于中华
大地的大江大河“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
为鱼鳖”的“千秋功罪”发出了“谁与评说”的
疑问。

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部东
征时到达清涧县袁家村。2月8日，毛泽东纵
马直抵黄河岸边，察看渡口情况。当时，一场
漫天大雪让晋陕峡谷千山万壑变成了一片银
色的世界，甚至连黄河都被冰雪覆盖成一条
银色的长链。戎马倥偬之际，毛泽东诗兴大
发，在马背上吟成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
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这是何等的豪情啊！毛泽东面对黄河写
下的诗句，已经成为经典名篇，此后他又一次
次对黄河发出感慨，也被人们记录下来，使我
们得以了解毛泽东对黄河那种特殊的情感。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于
1947年 9月下旬移驻佳县神泉堡。此时，解
放战争胜利大局初定，心情放松的毛泽东在
1947年10月17日到佳县县城进行调研，当
天与县委的干部们谈话，嘱咐大家要依靠群
众把工作做好，并为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
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毛泽东在县委书记张俊贤的陪同下，参
观了地势险峻的香炉寺，久久眺望黄河和近
在咫尺的山西。在神泉堡，毛泽东曾两次登临
白云山，每次站在山上，都会久久地瞻望
黄河。

面对黄河，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们说，自
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
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
见河流。

对黄河，毛泽东一直有自己的评价，他
曾多次说过，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
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
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
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
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
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
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
改变了！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到达吴堡县川
口渡口，准备东渡黄河。就要离开工作、战斗
13年之久的陕北，毛泽东思绪万千地说：“这
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
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

在拍摄纪录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
季《东方欲晓》时，我提出来，第一集就应该是
《黄河东渡》，并将这个细节放进了这部纪录
片中。对毛泽东来说，此次东渡黄河意义非
凡，预示着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转折，也预示
着中国即将迎来东方的满天霞光。

此次随全国政协调研组行走河南、山东，
常常让我想起毛泽东与黄河的历史往事。

毛泽东一生中畅游过许多江河，却唯独
没有在黄河中游泳。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过
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但最终却没能成行。

“黄河宁，天下平。”毛泽东对黄河安澜的
期望，在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变为现实。党中央
已经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作出全面部署并扎实向前推进。

一张蓝图绘到底，百年重塑旧山河。几千
年来游移不定、肆意咆哮的黄河，必将成为一
条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导演，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

毛泽东的黄河情
王建国

每逢喜庆的时刻，音乐
总是能抒发情怀，凝聚情
感。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6月25日晚上，在香港
沙田大会堂，香港弦乐团上
演了一场“情系25载”音乐
会，当 《庆丰收》《情深意
长》 这样的民谣在琴弦上流
淌出来，观众们仿佛沉醉在
祖国大地的多彩美好中；当
《我的中国心》旋律响起，观
众们振奋、感动，有人说：
听得很想流眼泪。

每 年 庆 祝 香 港 回 归 祖
国，我们都会举行音乐会，
我想，这是音乐人为祖国、
为 香 港 献 上 的 最 好 的 礼 物
吧！与往年相比，这次音乐
会有一点“特殊”，因为我们
请了一些社区家庭来参加。
看着台下他们喜悦的脸庞，
我更加坚信，音乐的能量来
自社会，要用音乐把爱的能
量传递给更多基层孩子，希
望音乐点亮他们的人生，照
亮香港的未来。

不由想起 25 年前那激动
人心的一晚，我参加了在红
磡体育馆举行的香港回归祖
国庆祝演出。记得当时我小
提琴独奏的是中国曲子 《夏
夜》，这首曲子表达的就是怀
念故乡的感情。当时心中油
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
荣耀感，一生难忘。我们在
国外学习生活过的中国人，
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特别的
感受。每当五星红旗升起，
国歌奏起的时候，我就会非
常 激 动 ， 从 心 底 会 感 到 自
豪。现在回想起来，这是非
常难得和珍贵的纪念。

1997 年，我来到香港定
居。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我
也 开 启 了 自 己 人 生 的 新 篇

章。25年来，香港给了我很多，让我打开自己的眼界，发掘
自己的潜力，大胆创新，追求梦想。我不仅仅只做一个小提琴
演奏家，也投身艺术教育、开设艺术学校。

2013年，我创立了香港弦乐团，我希望能培养香港青年
艺术家，在市场中为他们创造舞台和机遇。这几年，香港弦乐
团进步很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抓住中华文化作为自己
的特色，通过广泛交流、探讨，创作艺术精品。

香港弦乐团第一次到内地巡演，是在2018年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我们参加了上海国际文化艺术节，走访了上海、常
州、无锡等城市。后来，内地巡演成了我们的常态，重庆、哈
尔滨、长沙……到过许多城市。巡演交流给团里的年轻人上了
宝贵的一课，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在内地演出过，不了解内地
的文化艺术发展状况，也不了解内地观众。几地演出下来，亲
眼看到祖国的繁荣发展，看到众多城市美丽专业的音乐厅和热
情的观众，看到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机会，他们有了最真切的
感受，发自内心地感到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体会到祖国的强
大是多么重要。同时，内地观众也对香港的文化艺术有了更深
的了解。记得在武汉演出后，有观众跟我说，以前以为香港就
是搞金融，没想到香港年轻人艺术水准这么高！美妙的音乐语
言让交流无限，让情感升华。

音乐最终要感染人，艺术家演奏不仅要扎实的技艺，更需
要自身的理解和表达，所以需要亲身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那
些看似平常的水、土、食物等，都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我
们团里的青年艺术家去了无锡后，再演奏阿炳的 《二泉映
月》，拉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通过内地巡演，他们的艺术
水准和眼界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香港的文化繁荣、香港
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合作等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团和大湾
区其他城市的艺术交流越来越频繁，青年艺术家们经常在大
湾区城市演出，这让他们很开心。“十四五”规划明确提
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特别好的机
遇。香港像个文化大熔炉，荟萃中西文化，发展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大有可为。从我们自身来说，关键是要抓住五千
年中华文明的根，在根脉上生长壮大，创作具有中华文化特
色的艺术作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让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

所以，在艺术创作上，我们一直坚持挖掘优秀的传统艺
术，用西方乐器表现出来，形成中西结合的香港乐声，比如整
理改编了多首传统民谣，受到观众的喜爱。文艺创作需要在传
承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勇于创新，这也是我自己艺术生涯的一
个心得。我在香港是第一个跟流行歌手、舞蹈团跨界合作的小
提琴演奏家，现在，我希望能与岭南地区传统戏曲粤剧结合，
为此我跟很多粤剧艺术家、专家交流探讨，发现粤剧本身就善
于多方面吸收优点，加以融会贯通，非常具有开放性。这给我
增添了信心，从粤剧中找到灵感，把如此优秀的传统艺术用新
的语言讲出来，让我们的作品有更多迷人的色彩，让中华文化
更加光芒四射。

回归25年，香港的魅力与日俱增，我们很幸运，时代发
展为每个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每个有梦想的人，都能在这里
努力、奋斗、拼搏，融合、创新、实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

奏
出
多
彩
梦
想

姚
珏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令香港市
民热情高涨，纷纷去一览其宏伟建筑和文
物精品，感受中华文明的风采与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25年来，随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
交融不断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焕发出勃勃生机。比
如粤剧，经过持续努力地推广，现在香港有
不少小朋友喜欢上了粤剧，去听、去看、去
学，甚至自己表演粤剧，让优秀的传统文化
遗产展现出无限的传承活力。浸润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底蕴中，可以厚植我
们在今天不断繁荣发展的文化自信。

立足香港，沟通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建设书香社会，是先父石景宜
一生的志向和努力，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文化书使”。父亲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给
我们塑造了良好的家风，他的初心也是我
们的初心，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书为
媒，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通过传
统文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通过多样化的
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弘扬。

2005年，我们出版了一套中国全方位
透视丛书，包括民族、教育、科技、经济、传
统建筑、绘画等12册，送给全港大学和中
学图书馆，还举办了“学界阅读报告大赛”，
鼓励学生们阅读报告，参与大中学生有数
千人。后来，又相继出版了《中华民俗文化
丛书》《中国文化知识》等书籍，希望能够通
过阅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不久前，第四届“中华翰墨情”中小学
生书法比赛举行。这项比赛是从2016年开
始的，当初我参与推动这项比赛，一方面是
为了促进各地文化交流，最初是佛山、香
港、澳门、台湾四个赛区的孩子们参加，随
着赛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更多的赛区加
入其中；另一方面就是想以书法为媒弘扬
传统文化。随着电脑、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
及，以及语音转文字等信息技术的使用，人
们用笔书写的场景越来越少，提笔忘字成
了经常出现的现象。这个问题对于孩子们
来说更为重要，拿起笔写好中国字，才能真
正理解中华文化。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表现
了中国天人合一等独特的审美和文化精
神，通过练习书法，可以陶冶情操、涵养德
行。有获奖的孩子说：我很享受书法给我带
来的宁静和乐趣，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让更多人关注并且喜欢书法，感受中华文
化的魅力。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孩子们
心里已经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
让其走进现代生活，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记得2019年，《清明上河图

3.0》数码艺术香港展在香港开幕，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在这个展览里，我看到了

“汴河码头”180度球幕，30余米长、近5
米高的 《清明上河图》 巨幅动态高清投
影，画里的事物都“活”了起来，还有

“宋‘潮’游乐园”，观众在里面可以用角
色扮演的形式，沉浸式体验宋代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这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
幕展中，能跟观众互动的清代宫廷画家郎
世宁《八骏图》也颇受欢迎。这些新颖的
形式让人印象深刻，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有趣、互动性强，他可能一下就会被吸引
住，并且帮助他展开想象力，一步一步去
了解更多的文物的信息，以及背后的历史
文化知识，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喜欢上
传统文化了。

现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短视频等形
式已经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新表达方式，
用好新媒体，传播内容简洁精练，传播形
式生动有趣，讲好中华文化故事，让中华
文化深入人心，让香港的文化画卷越来越
美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
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由本报记者谢颖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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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延安是一座千姿百态的
城市，它是革命的，是奋斗的，是科技
的，是文艺的。但归根到底，永远都是
红色的。这座英雄的城市，也是我最难
忘的。

2015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响
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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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号召，我踏上了去往陕北的
列车——先后两次、历时三年、行程逾五
万公里，开启了“董希源红色写生之
旅”，创作出《春风情满梁家河》《中共七
大旧址》以及186平方尺的《东方欲晓》
等一批丈二匹以上的巨幅写生作品，《延
安枣园》就是其中之一。

《延安枣园》 是一件现场写生作品。
作为重要的革命旧址，枣园的光芒曾照亮
了中国革命的征程。

2015 年 10 月 21 日，我再次来到枣
园，这也是我到延安的第10天。在知秋
金风吹一片、满园霜色染绿茵的枣园中，
站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五位革命家的塑像前，我与往日一样
继续支起可以创作丈二匹尺幅的超大画
板，望着枣树中错落有致的领袖故居，数
点片片落叶，感悟阵阵金风，细味层层清
凉，在与历史的对话中，静静地倾听伟人
的步伐，漫写昔日的时光，极抒心中无限
的崇敬。

在这件作品中，我采用全景式表现枣

园整体风貌的山水巨作的创作方式，以五大
书记雕塑为画面的中心，将枣林掩映中的领
袖故居为主要表现内容，通过对园中几棵参
天大树的刻画和远山的烘托，重点突出他们
在艰苦的岁月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
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中共七
大，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的伟大业绩。

为了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感与现场感，
我对这件作品不着颜色，以纯水墨的表现手
法去描绘战争风云背景下的枣园，力求用自
己最精彩、最满意的笔墨语言向观众讲述这
段峥嵘历史。

回望历史，“到延安去”曾唤起一代青
年心中强烈的愿望，因为延安有指引中华民
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宝塔”。今天，
这座“精神宝塔”依然光芒万丈。在延安精
神的感召下，我把自己的创作作为一种接受
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实践成果，无怨无悔地
回赠给延安人民。

又是一年七一，每年这个时刻，我都会
想起延安，想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传统国画
创作的画家的初心和使命。我深深懂得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性，我深深懂得扎实
的生活基础，人民大众的生命情怀，永远是
画家创作的法宝。

这些作品的创作，也让我再一次想起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
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
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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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
立足香港，沟通两岸文化交

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书
香社会，是先父石景宜一生的志
向和努力，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文化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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