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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艺苑艺苑 笔谈笔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
文化走出去、提高传播能力作出了一
系列的重要指示。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
传播体系”，指明了“着力提高国际传
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
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
导力”的整体布局。提升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基础上，更
要以艺术的传播方式与策略，通过东
西方文化的交融，拓宽国际传播渠道，
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民心相
通和文明互鉴。

艺术产生嬗变的前提是交融，而
交融的原动力是传播，传播的初心是
沟通。京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一，通过观看、理解、体验京剧，外国受
众可以在粗浅层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审
美情趣，但要想通过京剧传播进行中
西方文化沟通的话，除了东方艺术自
带的神秘性和写意性外，全人类共通
的肢体是具兼容性的载体。

自19世纪末以来，京剧作为我国
对外文化交往中典型的载体和符号，
保持与世界密切关联，成为世界了解
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20
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京剧演员孙萍、
叶金森受委派，以“驻场”的形式在匈
牙利进行深度文化交流，在京剧与欧
洲话剧相互结合中迸发了艺术形式上
的全新变化，创排出一批具有典型东
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跨文化舞台剧
目。《三岔口》《圣·拉斯洛国王》《西游
记》《艺术家的节日》《西部的故事》《宽
恕》《白雪公主》等一批具有开创性的
剧目，对京剧艺术的国际传播方式和
效果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京
剧的国际传播方式也逐步由“单一式”
到“互动式”转型，为中外戏剧艺术深
度对话提供可能，初现多维、多级、多
层的传播效果。

一、以“守正创新”提升京剧艺术
国际传播影响力

自1991至1999年间，孙萍、叶金
森通过对东西方传统戏剧进行一系列
大胆的创新与融合，在充分遵循欧洲
传统哑剧、木偶戏和意大利即兴喜剧
艺术特征的前提下，将斯坦尼体系、布
莱希特体系与中国戏曲“梅兰芳体系”
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京剧与肢体
戏剧的共通点，丰富并完善了传统西
方戏剧的艺术表现方式和演员情感传
达途径。这种东西方艺术间跨界融合，
虽然使演员表演难度增大，但是演员
在角色间切换更自如、舞台表现形式
更多样、舞台美术设计更高效，也为舞
台艺术更广泛地表现生活提供可能。
可以看出，双方在彼此的艺术形式交
融中所产生的“新颖”，都是以“本我”
意识而生发。但是这并不阻碍两种艺
术形式的交融。这样“四两拨千斤”极
具性价比的艺术形式，在匈牙利戏剧
界颇具影响。

如果说孙萍、叶金森具有独创性
的艺术表达为欧洲舞台的表演方式开
辟了“新模式”的话，笔者认为这种

“新模式”的影响不止于表演手段与
导演技巧或舞台整体呈现的层面，实
则是对两种艺术形式演剧空间彼此
往来中产生。在西方观众看来，这样
的演剧时空“熟悉又陌生”；对于中国
观众而言，这样的艺术化合也合乎情
理逻辑。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演剧空间中，中国传统文化美学价值
与西方戏剧审美第一次做到了跨越
物理的边界，极大提升了京剧的国际
传播影响力。

二、以“求同存异”提升京剧国际
传播感召力

中国传统思想提倡“和”的思维，
新中国成立后“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
也体现了“和”文化的包容性与融通
性。孙萍、叶金森正是利用京剧艺术的
包容，通过肢体语汇联通东西方差异
文化中的“最大公约数”，使中国京剧
与欧洲传统肢体戏剧融会成一种令人
既熟悉又陌生的戏剧形式。

纵观孙萍、叶金森二人在匈牙利
近10年的创作传播轨迹，基于当时匈
牙利的经济环境和戏剧生态，他们的

作品几乎时时刻刻都必须和观众的审美
赛跑。只有观众在每部剧中都获得不同
的新鲜感，才能有异文化的生存空间，千
篇一律的戏剧样式和千人一面的故事结
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是无法生存
的。因此，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地变化是维
系京剧在匈牙利深层传播的生命线。

京剧为纽带，以东西方跨文化艺术
交融连接了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文化
为载体，以在东西方差异性文化间“求同
存异”的艺术手段，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京
剧国际传播感召力。

三、以“交融嬗变”提升京剧国际传
播说服力

在传播策略变得更深入、传播渠道
变得更多元的今天，传播效果也由单向
到双向发展。整体看来：在“你来我往”中
形成“互动”，在“互动”中实现“交融”，在

“交融”中化合“嬗变”，京剧在匈牙利的
嬗变体现出京剧在欧洲戏剧舞台上的延
展性“再传播”。在这系列的传播过程中，
京剧是以元素、符号性的技术进行融合，
那么技术本身所承载的艺术特征得以较
为完整的保持。

京剧，无论语言、故事还是表演，都
与西方戏剧方式有很大差异。如何实现
京剧的“国际化”？艺术的发展和演进，顶
要紧的是崭新的感受力。京剧的跨文化
传播重要的是在剧目故事本身和故事表
现形式上做文章，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
统一。在尝试用京剧表现西方经典故事，
这样既能让西方人不陌生，还能达成东
西结合的互鉴结果，更提升了中国文化
的国际说服力和理解力。

京剧在匈牙利所进行的交互性跨文
化交融与嬗变所创新的国际传播方式，
在今天看来的确为当今传统文化国际传
播开辟了一条多元化路径，同时也为用
传统艺术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路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作者吴雨航单位系北京外国语大
学艺术研究院；通讯作者孙萍系第十、十
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
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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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可以说，
党中央对文艺创作要坚持人民性导向
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认识
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
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推动
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真正的创造
者。发掘这种力量、讴歌这种力
量、传播这种力量，正是文艺工作
者的责任。精神力量不是凭空而来
的，只有在烟火人间的日常点滴进
行探寻、提炼和升华，上升到艺术
的高度，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
心、化育人心、振奋人心的优秀
作品。

这些年来我的电视剧创作，一直
秉承着坚持人民性、弘扬正能量的理
念。作品反映的多是老百姓的生活，
拍的都是小人物，但传递出的精神是
温暖的、强大的。比如电视剧《情满

四合院》讲的就是胡同大杂院里发生
的事，对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情
感、小人物的心理，做了真实深入的
还原。电视剧描写的就是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倡导的是推己及人、与人
为善、忠厚朴实的价值观，反映的都
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很容易就会
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这种共鸣一
旦产生，电视剧就成功了。如果电视
剧不接地气，或者宣传的价值观不能
增强人的精神力量，就不可能获得
成功。

拍完《情满四合院》后，我又拍
摄了《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九道
弯》等作品，都坚持在人民性中发掘
精神力量。《正阳门下小女人》反映
了女性独立奋斗和诚信经营、诚信做
人的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即
将在央视播出的《情满九道弯》中，
被称为“傻茂”的主人公在商场、爱
情、亲情、友情中的沉浮，反映出的
努力奋斗、永不放弃、真诚守信、宽
大为怀、嫉恶如仇等精神品质，既是

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化原因，也
是新时代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这种蕴
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优秀精神气质，是
我们的力量所在，底气所在，信心
所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文
艺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义不
容辞。我将继续坚持为群众发声、为
人民立传的艺术追求，努力通过自己
的作品记录时代的变迁、百姓的酸
甜、生活的温暖，激发昂扬向上、崇
德向善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目前，我
正在筹备新的电视剧作品 《情满簋
街》 以及描写北京中轴线发展故事的
《情满钟鼓楼》，剧本已创作完成，希
望能早日与观众见面，写就新的平民
史诗、百姓传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视
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在人民性中寻找精神力量
刘家成

显然包含计算的数学教育将既在
计算之内又在计算之外进行。它应该
表明数学内在的探索本性。计算是数
学推理的工具，而数学推理实施于建立
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都关系到表明“完
美的严谨性和不可更易的逻辑”。在整
个教学的年代里，应当逐步阐明数学思
维与科学认识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最
终说明形式化和量化的极限。

——（法）埃德加·莫兰

著名数学史家克莱因曾说:“音乐
能激起或平静人的心灵,绘画能愉悦
人的视觉,诗歌能激发人的感情,哲学
能使思想得到满足,工程技术能改善
人的物质生活,而数学则能做到所有
这一切。”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指
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
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
之繁，无处不用数学。”数学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作用。在
论述一般能力时，莫兰也给予数学特
别的重视。他认为，数学虽然包括计
算，但远远不仅仅是计算，数学具有探
索的本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
的逻辑性，对于培养抽象思维和逻辑
推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国家
研究委员会在《人人关心数学教育的
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除了定理和理论外，数学提供了有特
色的思考方式，包括建立模型、抽象
化、最优化、逻辑分析、由数据进行推
断以及符号运算等。它们是普遍适用
的、强有力的思考方式，应用这些数学
思考方式的经验构成了数学能力——
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里日益重要的一
种智力。它使人们能批判地阅读，能

识别谬误，能探索偏见，能估计风险，能
提出变通办法。数学能使我们更好地了
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充满信息的世界。”
的确，数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重要工具。所以数学在整个教育体系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莫兰提出，
要充分重视数学对于发展人的科学认识
能力的价值，在未来的教育中，应该重视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同时，也要
让学生知道数学的局限性，防止过分夸
大数学的作用。

一般智能的发展需要把它的发挥与怀
疑联系起来，后者是任何批评行动的酵母，
它如同胡安·德·迈雷纳所指出的，使得我
们能够“反思思想”，而且它还包含着“对于
自身的怀疑的怀疑”。它需要借助 ars
cogitandi，后者包括正确使用逻辑、演绎、
归纳——推理和论辩的艺术。它还包含着
古希腊人称之为metis的智能，即“思想态
势的总体……它组合了嗅觉、洞察力、预
见、思想的灵活性、多谋、警惕、窥视机会。”
还必须借鉴伏尔泰和柯南·道尔的机智，然
后研习古生物学家和史前学家的技艺，以
便学会“发现意外珍奇事物的本领”，这是
把表面上不起眼的细节转变为一些可以再
现整整一段历史的征象的艺术。

——（法）埃德加·莫兰

与人的好奇心一样，怀疑精神也是
一般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陈先达先生
曾经说过，做学问要培养两种能力：提问
的能力和怀疑的能力。提问的能力即问
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没有问题意识，不
知朝哪钻；怀疑的能力即怀疑精神决定
研究深度，没有怀疑精神，即使抓对了问
题也可能浅尝辄止。莫兰说，怀疑精神

是任何批评行动的酵母，包括对我们自
身行为与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一般能力
还需要发展思维的方法，莫兰用拉丁文
ars cogitandi来表述，即思想的艺术，
诸如推理和论辩的具体方法。同时，需
要发展古希腊文 metis的能力，译者将
之译为“杂拌”，莫兰将之解释为“思想态
势的总体……它组合了嗅觉、洞察力、预
见、思想的灵活性、多谋、警惕、窥视机
会”。我理解这其实就是一种“机智”，一
种灵活的智慧。而后面谈到的伏尔泰和
柯南·道尔的机智，则可以理解为“洞察
力”。同时，需要像古生物学家和史前学
家一样，具有“把表面上不起眼的细节转
变为一些可以再现整整一段历史的征象
的艺术”。其实，无论是推理还是“杂
拌”，无论是机智还是洞察力，这些都是
一般能力的体现，是思维方式的体现。
莫兰说，要构造得宜的头脑，其实就是要
培养人的复杂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能
力。而怀疑精神，是培养思维能力尤其
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般的智能越强，处理特别问题的
能力就越大。教育应该促进精神的提出
和解决问题的自然禀赋，和相应的激励
一般智能的充分运用。这个充分运用必
然包含着幼年期和青少年期最充沛和最
生动的天性的自由发挥；这涉及经常被
训导所扑灭的好奇心，而问题是应该刺
激这个好奇心，或者唤醒它（如果它仍沉
睡）。从早年起就要鼓励和磨砺探询的
禀赋，并把它引导到关于我们自身地位
和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上去。这种品质
当然不能被编写在一个程序中，它只能
由教育者的热忱来激发。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特别重视“一般能力”的问
题，也就是心理学家西蒙所说的GPS，
这个 GPS 是指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一般能力，在心理学上一般称之为智
力。教育从关注知识传授走向关注智
力发展，是当代教育的重要主题之
一。这是因为，只有发展一般能力即
智力，才能够具有解决一个个具体的
特色问题的能力。同时，莫兰认为，
人的一般能力的发展与人的好奇心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与生俱来就具
备好奇心，具备探索世界的自由天
赋，所以，父母和教师应该在人的幼儿
期和青少年时期努力地去唤醒它、呵护
它、滋养它、刺激它，而不是忽视它、嘲
笑它、扼杀它、扑灭它。儿童的这种好奇
心虽然是一种禀赋，但是如果我们无法
满足他们探索的需求，拒绝回答他们的
问题，或者对他们“幼稚”的问题冷嘲热
讽，好奇心就会被扼杀。这种好奇心也
很难被刻意地去培养，不能“被编写在
一个程序中”，难以通过正规化的课程
体系加以培训，只能够通过父母和教师
的热情，鼓励孩子们调动自己的内在力
量去探寻、去追问。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
主席）

认识与思维
朱永新

10月2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来到了延安，瞻仰革命圣地，缅怀老
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
精神。

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凡夫。在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
的浪潮，李凡夫是第一批从上海到延
安的革命知识青年。李凡夫回忆，

“在‘抗大’成立了高级干部研究班，
毛主席经常亲自来抗大研究班讲课，
我是教员，但主要还是学生。”“主席
很平易近人，大家开玩笑地跟主席
讲：‘教员，跟我们讲讲形势吧。’主席
讲得很多，讲形势、政治、哲学……这
段时间我是每天下午听毛主席讲课，
主席生动、丰富的讲话，吸引着我们
每一个人。我听完毛主席的课，又去
跟学生上课。”在那时，李凡夫主讲
《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政治
经济学》等课程。他还重读《资本

论》，编写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经过教
研室集体讨论，写成讲稿，这样既完成
了教学任务，又培养了青年教员。

后来，陕北公学、抗大、华北联大还
到敌后方办学。李凡夫说：“我们是在敌
人心脏里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干部，这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敌人来扫
荡，我就和几个教员带着100多名学生
打游击，与敌人周旋。在反‘扫荡’的间
隙，结合当时实际上的政治课、军事课，

就这样，我们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战
斗中学习。”在抗日战争期间，李凡夫发
表了《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
前途》和《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等
著名文章。

李凡夫虽然1934年在上海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30年代上海著名学者，但是
在延安8年，他成长为党的优秀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有关部门称他“为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抗日军
政干部，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
贡献”。

1942年李凡夫应邀参加了延安文艺
座谈会。我是1943年出生于延安，他经常
找出当年他们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前拍的
那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的合影，教导我
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手中画笔为人民
服务。我从艺60多年，也是始终坚持以人
民中心的创作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他理论联系实际地
作有关延安作风的报告。父亲说：“用萝
卜叶喂兔子，我们有菜又有肉吃了！在

延安时，蒋介石想把我们困死，毛主席领
导大生产运动，部队在南泥湾开荒，种粮
种棉花，机关干部人人学会了纺纱，毛主
席、周恩来等同志都参加，我也学会了纺
纱线，大家终于实现了丰衣足食。这些
经历让我们懂得如何以乐观的精神面对
困难，渡过难关。”李凡夫在宣传、教育工
作上倾注全部心血，著有《革命的世界观
与道德观》《李凡夫文集》等多部著作。

1992 年在广东中山市，家乡人民
建立了“李凡夫书屋”，30 年来为家乡
亲人和青少年提供了教育学习的良好
环境，成为延安精神的教育基地，赓续
红色血脉。“李凡夫同志的一生对党对
人民鞠躬尽瘁，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
不止，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
风亮节和革命情操。”从延安走来，重
温那段峥嵘的革命岁月，代代传承延
安精神。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字画院国画院艺委会
原班）

从延安走来
李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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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萍、叶金森演出《艺术家的节
日》剧照

▲孙萍、叶金森参演《圣·拉兹洛国王》

慢阅读慢阅读

一言一言一言 难忘难忘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白
煜
章

篆
刻

艺
苑
笔
谈

艺
苑
笔
谈

▲李凡夫画像 李延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