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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北京京剧院在北京吉
祥戏院上演了一部新编小剧场京剧《吝
啬鬼》，这是改编自十七世纪法国著名作
家莫里哀同名话剧的一部京剧新作品。
剧场座无虚席，到场观摩的观众既有普
通戏迷，也有大学生等京剧新观众群体，
还有来自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工
作人员，以及“慕名而来”的专家和票友。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演员们的表演和整
体舞台呈现赢得了中外观众高度赞赏。
为使外国观众朋友能够看懂剧情，剧院
专门邀请了专业翻译将演员全部唱词和
道白翻译成法文，以中法文对照的方式
打在字幕屏上。小剧场京剧《吝啬鬼》成
功首演，迅速在业内外走红。随后在中国
戏曲学院的盛邀下，于6月7日走进中国
戏曲学院大剧场，为近千名在校师生献
艺交流演出，点燃了广大学子的极大热
情，激发了戏曲学生观众的民族艺术自
豪感和自信心。截至目前，小剧场京剧
《吝啬鬼》先后受邀参加天桥艺术中心小
剧场展演季和中国京剧小剧场展演活
动，参加年度“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
新创剧目展演”，并准备赴西安参加“丝
绸之路国际戏剧节”。

小剧场京剧《吝啬鬼》之所以一时间
成为业内外热议的话题，是因为它尊重
了京剧艺术的创作方法，科学而准确地
把握住创作方向和目标，为京剧艺术的
当代创新表达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实
践，高度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京剧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京
剧艺术自1790年徽班进京开创基业至

今233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历史性突破与变化，雄辩地证明
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一重要
特性。200多年的京剧发展史，是一部波澜
壮阔的艺术传承史，是数代艺术家薪火相
传的赓续发展史，也是中国戏曲舞台艺术
千年流变发展繁荣的生动写照。小剧场京剧
《吝啬鬼》虽然取材于外国戏剧名著作品，但
是它在表现方法上完全遵循了中国传统戏
曲的美学原则，采用京剧唱念做打的艺术手
法，以丰富多样的戏曲表演手段开展剧情、
刻画人物、传情达意，从而给观众营造了浓
郁的戏曲美的感受。该剧创作者的艺术追求
是理性而自觉的，在新创剧目赓续京剧艺术
美学原则的探索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京剧这门古老
的传统艺术如何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持续发
展，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小剧场京剧《吝啬鬼》并未因为它尊重
传统而故步自封，恰恰相反，它以创新的精
神和大胆的变革，巧妙地将300多年前的
欧洲故事、西方名著，与中国古代社会和现
代审美观念融合在一起，实现了一个全新
的京剧舞台艺术作品。创作初期，我明确要
求主创人员坚持四个必须——故事发生的
环境背景必须是中国古代社会，人物的造
型和妆扮必须体现传统戏曲人物的行当化，
主要人物名称和人物关系、情节事件、主题
立意必须“原汁原味”，主要人物阿巴贡的角
色必须是京剧丑角演员来扮演。这实际上规
定了该剧的创作路径，也规定了作品的基本
品格和面貌。其目的是凸显京剧程式化、写
意化、虚拟化，更大程度地发挥戏曲传统表
演手段和方法，从而完成了京剧艺术形象

“阿巴贡”的创新性舞台塑造。创作者在剧目
创排过程中，也借鉴了舞蹈、傩戏、音乐等其
他姊妹艺术的形式和元素，加强演员的表
现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
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
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
无畏品格。正是这样的进取和创新精神，才
实现了京剧艺术在不断积累中大胆变革、
勇毅创新，从而永葆青春活力。

在包容中互鉴，在互鉴中发展，在发展
中强大，这是京剧艺术之所以成为国粹的
重要法宝之一。像其他诸多优秀中华传统
文化艺术形式一样，包容性成就了京剧。没
有北京城当年对徽班艺术的包容和接纳就
不会有京剧，没有徽班艺人对汉调艺人以
及昆曲弋阳腔、梆子声腔等曲种艺人的包
容和接纳就不会有京剧，没有传统京剧艺
术对现代剧场、话剧表演、交响乐、现代音
乐、民族舞蹈、民间艺术的包容与接纳就不
会有现代京剧艺术。几百年来，吝啬鬼阿巴
贡这一人物形象，早已经走出法国，在世界
各地传播。法国的“吝啬鬼阿巴贡”是世界
的，中国京剧艺术也是世界的。中国的京剧
艺术与法国“吝啬鬼阿巴贡”的包容互鉴，
诞生出一个同样属于世界的“京剧阿巴
贡”——用京剧语言讲述世界故事，推动京
剧艺术传播的同时，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发展，这便是京剧艺术的品格和魅力，也体
现出中华文明包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也是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史而长
盛不衰的根本血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我们这一代文化工作者的文化使命，是中
华文明绵延赓续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京
昆室副主任、北京京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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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

百姓流离，

民族危重。

冀科学救国，

结缘水利；

投身革命，

忠诚求真。

淮河治理，

黄河防汛，

长江三峡虑殚精。

祖国怀，

每水水惦念，

堤堤操心。

心藏大爱沉沉，

襄千秋伟业情深深。

系供水需水，

中华永续；

西北东北，

注入动能。

扬黄灌区，

流域治理，

七次出关逾八旬。

女儿志，

践钱氏家训，

世守清芬。

（2023年7月4日上午，参加“纪念

钱正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有感。）

沁园春
——《钱正英》

大同

翻译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的津梁，翻译家是文化交流互鉴
的使者，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播火
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
译对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1908年鲁迅先生发表
《摩罗诗力说》一文，里面特别提
出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先
生亲自投入到这“别求新声”的
工作，为新文化运动引入异域的
火种。钱钟书先生在 《林纾的翻
译》中回忆：“我自己就是读了林
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
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
《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
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
地、一个在 《水浒》《西游记》
《聊斋志异》 以外另辟的世界。”
他从一个角度印证了翻译文学当
时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外
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就像是一呼一
应、一唱一和的关系。袁可嘉先
生主编的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刘硕良先生主持的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云南
人民出版社的 《拉丁美洲文学丛
书》 成为很多作家的枕中秘籍，
带来陌生国度里别样的生活，最
重要的是别样的写法，“原来小说
还可以这样写”。王小波在《我的
师承》 中一一列举查良铮 （穆

旦）、王道乾、傅雷、汝龙等翻译
大家对自己文字风格形成的影响。

其实翻译从来就是吃力不讨
好的事业。但老一代翻译家却始
终将这项事业视为丰富中国思想
武库、滋养中国文学创作的不可
或缺的途径。像董乐山先生译
《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
李文俊先生译福克纳，傅惟慈先
生译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如
此。李文俊先生去世后，小说家
阿乙说：“李文俊先生用毕生的精
力投入到福克纳作品的翻译中，
不但是让福克纳的作品，也是以
自己的精妙译笔，深刻影响到我
们这些写作者。李译是我们读者
心中的灯塔。”

还记得 2007 年前后，我为加
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 《逃
离》 寻找合宜的译者。朋友给我
推荐了李文俊先生，说他喜欢门
罗，译过她的中篇名作 《熊从山
那边来》。我去李先生家找他。他
果然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门罗
还没有获诺奖，李先生可以从容
翻译，我也得以从容编辑，对照
原文读李先生的译本，时时为他
理解的精准与传达的精妙而叹
服。如一个表示句中人物说话停
顿的简单小词“now”，李先生会
把握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话
说回来”，人物声口，如见如闻。

译完 《逃离》，李先生意犹未尽，
问我还有没有门罗其他的作品，
他还愿意翻译。可见他有多么喜
爱门罗，喜爱翻译事业。

李先生今年 1 月 27 日凌晨去
世。去年的冬天，我们先后还送
走了王智量、柳鸣九、郭宏安、
杨苡等一批翻译大家。2014 年 3
月，傅惟慈先生去世，我写过一
首挽诗，结尾两句是：“耆旧襄阳
零落尽，去来无迹若为情。”这将
近十年前写的句子更像写的是今
天的事情。去来无迹，是翻译大
家牌戏人生的潇洒。但文字有
灵，会长留天地之间，津逮一代
一代读者、作者。燃灯人远去
了，但灯塔会依然矗立，召唤人
们“到灯塔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筑文明互鉴之津梁
韩敬群

前些日子，看电视连续剧《山河
锦绣》，发现剧中出现不少古树、大
树，很是特别。听说该剧是在河南郏
县实景拍摄的，立即引发了我的兴
趣。最近，借着到平顶山学院讲学的
机会，就顺道到郏县拜访大树。

根据相关科学研究，森林是在距
今 5.6亿年时三叶虫抵达地球之后，
由苔藓、蕨状植物逐渐演化而来的。
树木、森林与人有着久远和非常密切
的联系。森林为远古的人类提供了家
园和食物，是人类的生命生存所系。
在人类发展进步的道路上，没有一个
阶段能够脱离森林的滋养和护佑，即
使今天这个信息智能化的时代，也是
很难脱离森林环境和木材的作用的。
因此，对于树木的敬惜爱护，应当成
为人类持久永远的自觉和习惯。

我是个农村出身的人，从小对于
树木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如今生活
在城市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依然还对
儿时家乡许多大树的位置、形状记忆
清晰。当年在大树下游戏、歇息、交
往等等的甜蜜回忆，时常还会在脑际
呈现。30 多年前，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过一篇 《大树情思》 的小散
文。可惜的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家乡的大树如

今几乎毁损殆尽了，这是我每每回到故
乡，除过难见已故去的父母、姐姐等亲
人之外，同时还感叹伤感的对象之一。

树，特别是一些大树，从很多年
前，通过自发或种植，一天天成长至
今，经历风雪炎热，旱涝煎熬，顽强地
生长，多么不易啊！何况，它还在时时
不断地庇荫着人们的精神情感和身体。
有科学家研究，一棵树要对40多种昆
虫负责。一棵大树，就是一段历史、一
个传说、一处风景，就是未来的憧憬。

郏县的这个郏，很特别，可以说是
汉字专门为郏县准备的。打开《新华字
典》，郏字只有一个解释；郏县。郏县
很古老，是古代南北茶道要津，有很多
历史文化遗迹。如汉代文帝刘恒母亲薄
太后的墓冢，汉代文臣武将张良、纪信
的家乡，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
墓园等。我这次来，主要是拜访大树。
据统计，如今在郏县737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存在着各种古树名木 1239 棵。
其中500年以上树龄的有152棵。郏县
的树王是一棵被人们称为“侯公槐”的
国槐树。不管是侯公手植，还是侯公在
此居住而闻名的大树，如今都像是一本
大书，包含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这棵
树高13米，围4.2米，东西16米，南
北15米，已经有2200多年历史，如同
巍峨的山体一般壮伟，如同大将军般气

宇轩昂、威武凛然，令人敬惜非常。传
说当年楚汉相争时，刘邦彭城大败，逃
跑时父亲被项羽所捉，并进而以其为人
质。后刘邦派大将陆贾劝说项羽不成，
又派一侯姓谋士前往沟通。一番周旋
后，楚汉相商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
羽信然，随后刘邦父亲方才归还。刘邦
兵胜夺得天下，登基后盛赞侯公为“天
下辩士”，封侯公为平国君。如今站在
此大树跟前，想侯公当年身负王命，深
入虎穴，终救刘邦父亲于危难，多么的
勇武智慧和动人心魄啊！侯公或许可以
称之为神人，成别人难成之事，此古槐
也有神灵爱心。据当地人讲，此树有一
年经历大风，忽刹刹疾风到来，天昏地
暗，雷电炸裂，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
眼见沿南房坡而上的一支粗壮枝干被折
断，人们直感灾祸降临，房屋不保。可
是，又突然看到，折断的粗大树枝轻轻
地随风翻滚了几下，稳稳地落在了院外
的空地上。房屋完好无损。类似这样的
事出现过几次，都是这样，古树受伤，
而居民房屋无恙。常言道：背靠大树身
得安，大树底下好乘凉。此话不虚！

人们常说，落地生根。这既是指各
类植物的种子，也是指人们迁徙的习
惯。在郏县的王英沟村，就看到了这样
的生动情形。王英沟村有郭、梁、张三
大姓的人们，据说是在明朝洪武年时，

从山西洪洞县迁移来的。村里沟西岸的
郭均岭家宅院前的国槐古树，树干胸围
3.5 米，在 2 米高处分为南北两大主
干，其基围都在2米以上。近观稳重威
严，气势凝重。该树已经有2000年的
树龄。真不知道当年是不是这棵树留住
了移民的脚步。它和王英沟梁建德家院
外的巨大古树，以及周边的古树群落，
成为一道风景，使得这里至今古风浓
郁，超凡脱俗。

人是有恋土情节的，想必树也是这
样。在一个地方居住得久了，就会与这
块土地融为一体，相依为命，互为因
果。这是一种近乎血肉和生命的联系，
很难割断。在郏县的渣元乡十里铺村，
有一棵如今生长在房子中间的古槐树。
这户赵姓人家为了保护古树，盖房子时
特意为古树留出生存生长空间，让古树
穿堂而立，在房上自然地接受雨露阳
光，婆娑生长。

在郏县看到不少古树、大树，每每
使我有许多复杂的感叹。面对这些吸收
了大地日月几千、几百年精华的大树，
自然会想到天地滋养万物的无私和伟
大。面对这些寿命超长的古树，自然也
会感触人类生命的短暂倏忽，从而唤醒
珍惜生命的自觉。站在这些古树大树的
跟前，也会有一种宁静感生出，生命尽
管是一个有限的对象，但在拥有生命的
时候，就应该舒心顽强地生长。在王英
沟，还看见一棵曾遭火烧的巨大树干，
经多年的生命力量积蓄，一条约3厘米
宽的树皮从根部沿着枯干延伸，少说也
有好几米的长度，直至枝头，然后又勃
勃地生长活跃了起来。古树、大树，忧
乐无言，是一种伟岸的存在，也是一种
精神和智慧的启示。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到郏县拜大树
李炳银

父亲今年90岁，母亲也有86了，除
了父亲听力稍弱外，二老身体还算硬朗。

父亲是个木匠，出师很早，年纪轻轻
就做了掌墨师，在十里八乡，甚至周边县
份都大有名气。生活的四季，在父亲刨起
的片片木花中跌跌撞撞、花开花落。在我
们一家看来，春夏秋冬轮回中，最美的花
就是父亲用汗水催开的刨木花，最好听
的声音就是做木匠叮叮咚咚的声音。

父亲的木匠箱有两个，一个是大木
箱，很普通，长约两尺，宽、高约一尺五，
用于放斧子、清刨、二清刨、罐斧、锯子等
大样工具。另一个木匠箱则精致得多，最
上面一层像个开放式的盒子，但无盖子，
既方便放东西，也不会让细小物件从四
周掉落；下面是两层抽屉，里面装满了线
刨、槽刨、凿子、钉锤、墨斗、弯尺、竹钉什
么的。这个木匠箱长约一尺五，宽、高约
一尺，四角配有竹制弯梁，在箱子上空约
一尺处成十字交叉，再用麻绳固牢，挑抬
移动时稳稳当当，类似于古时候的食盒。
每当有人请父亲去干木工活，主人家都
是来两个人接，一人挑木匠箱，一人扛一
对木马，父亲则空着手，享受着其他木匠
师傅所没有的贵气。

从我记事起，父亲的木匠箱就已经
是表面斑驳了，但也能看出栗红色的底
漆，露出的木质纹理用特有的方式记录
着父亲的艰辛。父亲的木匠箱也是我见
过的木匠箱中最精致的，其他木匠的木
匠箱，简单丑陋，有的就是个大竹筐，有
的干脆就是个麻袋一装了之，相比之下，
父亲的木匠箱一放在工地，就彰显出他
掌墨师的形象。

在家附近做木匠，过年时，父亲会把
所有木匠行头收拾在一个袋子里，把空
木匠箱子挑回家。母亲说，一年到头了，
木匠箱在外面风里雨里的，也要回家好
好过个年。年三十，父亲把箱子里里外外
擦拭干净，祭祀好祖先后，母亲会把一缕
红布好好地系在箱子的竹梁上，虔诚祈
祷说请鲁班仙师、龙师傅保佑父亲做木
匠顺顺遂遂、平平安安。龙师傅是父亲的
授业恩师。母亲念叨时，父亲则在旁谦恭
站着，看着和自己相伴多年的木匠箱，就
像看着自己的长辈。

要是干活的地方远，过完年父亲开
工时，母亲也会准备一缕红布交给他，叮
嘱一定要给木匠箱系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木房
慢慢被砖房取代了，手工木制家具也
渐渐被各种新式组合家具取代，手工
木制品在没落，老手艺在没落，手艺人
在没落……

渐渐老去的父亲木匠活已经越来越
少，别无他法的他大部分时间埋头务农。
不管做木匠还是务农，父亲都继续用他
宽厚的肩膀扛起家庭的责任。木匠箱搁
置在角落，愁容却搁在父母脸上。好不容
易接到一处木工活，母亲头天就将木匠
箱收拾好，父亲一样样地把木匠行头磨
光磨利。虽然主人家依旧热情，但是父亲
却没有了主人家来帮挑木匠箱的待遇。

每到年三十，看着跑运输的人家热
热闹闹地给车子系上红布条，母亲依然
会给搁放在家里很久的木匠箱虔诚地系

上喜庆的红布条。在母亲眼里，木匠箱就
像是位曾经为家里作出过巨大奉献的老
人，纵使已经行动不便，但全家依旧要敬
重、爱护。

几十年来，辛勤的父亲自己也记不
清到底为别人家起了多少幢房子，但因
为家庭困难，唯独没有为自己家起新房
子。2006年，随着条件的好转，家里终于
准备建新房了，砖混结构，父亲虽然老
了，还是决定自己做木工活。

这是父亲的收山之作，时年父亲已
经74岁，虽然身体还很硬朗，但我明显
感觉到父亲的吃力了。有次我回家帮忙，
刚好看到父亲在刨木板，只见父亲弓着
腰，双腿一前一后成弓步形站着，手脚青
筋突出，脚步不如以前稳了，遇到木疙瘩
时，他居然打了两个趔趄，出来的刨花也
短而碎，这是明显的力气不足，脚、手、眼
的配合已经跟不上了。我赶紧让父亲休
息下，接过父亲的刨子接着推，刨子手柄
很光滑，被父亲的汗水浸得湿湿的、热热
的，我感受着父亲做木匠的艰辛。

2006 年底，我家的新房建好后，父
亲就把这些木匠工具一件件擦拭干净，
整整齐齐地收放在木工箱子里，他的动
作迟缓、眼神不舍，甚至有些伤感。我知
道，父亲的木工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时光
在父亲拉扯的锯子中穿越着四季，我想
做木匠只是父亲镶刻进骨子里的责任和
担当的一种方式，流过的无数汗水才是
父亲从不说出口的对家庭的爱护。

在家里的老屋，父亲的木匠箱一搁
下就快20年了。现在，每当回家看到父
亲的木匠箱，我仍忍不住想起父亲为了
一家奋力推刨、挥斧、锯木的情景，以及
他汗水浸透衣背的艰辛。那个木匠箱一
直静静地搁放在老屋一角，和父亲一样，
老而宁静，仿佛在诉说往昔一段静默的
时光。
（作者系贵州省三穗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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