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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
————写写文艺工作座谈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六周年之际六周年之际 □□艾艾 斐斐

改革发展既是历史的大趋势，又是时代的主
旋律。此中的大目标、新使命和动力源，则始终
紧紧地凝聚和深深地镌刻在“人民”二字上，因为
改革发展既是为了人民，又要依靠人民，其成果
也必定和必然要由人民共享。也正是在这个过
程中，作为文明之“芯”和精神之“爝”的文化，不
仅极其重要，而且融贯全程，始终发挥着引领风
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强大作用。
故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把文化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前不久他主持召开教育文化
卫生教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
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
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
的显著标志”，“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
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此中，
作为文化之构成要素和基本形态的文艺创作，则
笃定会成为和要成为其中的核心与主角。

文艺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鱼与水的关系，而
且是源与流的关系，由此而决定了文艺一旦离开
人民就不仅会枯槁，而且会绝生。一个真正伟大
的作家，必然会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始终如一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要求作家
在创作实践中既“要将人民作为作品主体去写”，
又“要以人民的眼光去写”。而要做到这一点，文
艺家就必须在创作实践中“坚守正确的艺术理
想，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切实做到不仅有意
愿，而且用行动深入生活底层，撄及社会脉动，契
合发展锋旌，感应时代潮头，并高度自觉而有效
地在这整个过程中紧紧地追索着人民的愿景，深
深地呼吸着人民的呼吸，由衷地快乐着人民的快
乐，真切地忧患着人民的忧患，通过创作实践而
全方位、深层次、大格局、高站位地表现广大人民
群众的奋进式生活与创造性劳动。

一

文艺之所以要服务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
民，始终以人民为主题和主体，这不仅因为人民
是生活的创造者、社会的变革者和时代前进的
驭手与推手，而且还因为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
生活，始终都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强大胚基与不
竭源泉，同时也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审美主
体和评判主体。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同人民的血
肉联系与主从关系，甚至我们完全可以笃定：只
有人民，才是文艺的活力源与生命线。一旦离
开人民，文艺就会变为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哪
里还称得上什么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艺术生机和
审美创造呢！实际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感
召力，从来就是基于和源于对人民的真切描写
和崇高礼赞，并因此而获致广泛的社会认同与
大众认可，进而转化成为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
的强大推动力。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果戈理的《死魂
灵》，像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
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高尔基的《母亲》，像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
的《屈原》、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
曲”，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
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
城》，像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柯岩的《寻找回来
的世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魏巍的《地球的
红飘带》、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
定》、张炜的《你在高原》等作品，就都以不同的
方式对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起到了
激励和推动的积极作用，并为特定的时代和特
定的人群树立了前进的路标，擎起了精神的旗
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范，特别是在深层
次上氤氲出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一
如19世纪美国内战之前最畅销的小说《汤姆叔
叔的小屋》，竟能以文学自身的力量而引发一场
促使社会发生急遽变革的国内革命，并通过革
命而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

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
鲜明而强烈的人民性，并因此而深得人民的认
同与接受。文艺家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选择主题、描画特定的生活情境、塑造具有历史
特质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且以艺术的形式
将之作为审美对象而返还给人民大众，使之从
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获致思想感召、艺术熏
陶和道德的纯化与升华，从而孳衍出文明的社
会因子与精神的不竭动力，用以推动历史的进
步和社会的变革。这便是文艺与人民之关系的
内在机制与辩证法则，这同时也是文艺的生命
核质和价值源泉。由此可见，文艺与人民的关
系不仅是彼此相依的，而且是血肉交融的，在互
有所恃、所倚、所凭、所契的前提下，文艺对人民
的倚重则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这也就是说，
文艺一旦离开人民，其生命之火便必熄灭，其艺
术之花便必凋萎，其功能之效便必摧折，其审美
之韵便必泯灭。当然了，人民也自然会随之而
失却来自文艺的思想烛照与美学滋养，进而陷
入文明的荒原与精神的凹地，乃致造成一定程
度上的人格矮化与生活窳陋。

显然，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中虽有主从之
分和本末之序，但其在总体上、全局上和常态
上，则是谁也离不开谁。只不过人民永远都是
文艺的生命之源，而文艺始终只是人民的精神
花朵与思想蓓蕾，并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对人民
的无前提倚重与依赖。这种关系，就像鱼和水
的相生相依、各得其所一样。鱼固然因为有水
才能生存，而它同时也赋予了水以生机与活
力。我们说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而人民则是生
活的主人。任何瑰奇壮美、五彩斑斓的生活，既
是由人创造的，又是由人维系的。离开人，尤其
是离开人的群体，即人民，一切所谓的社会生活

便都必将化为乌有、不复存在。所以，从根本上
说，生活为文艺之源的实质，即是说人民乃为文
艺之本。而“本”者，根源之谓也。这说明，只有
人，才是文艺的本源。而人民则是一个极具包
容性和创造力的大众集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创
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
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
常青。”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民永远都是时代变
革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永远都是生活的创造
者、驱动者和主人翁。这就自然决定了一切文艺
创作都应当和必须皈依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
民，歌颂人民，从人民所创造的历史鸿绩与现实
生活中汲取源源不断的丰富营养，并以之为据、
为范而采用多彩多姿的笔触全方位地描画和表
现人民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及其无限丰富的内
心世界。特别是要充分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相结合、相融会的创新精神和典型化的创作方
法为人民造像，替人民抒怀，对人民进行满怀激
情的礼赞与歌吟，将人民的理念、智慧、气度、神
韵艺术化，使人民的情感、心愫、梦想、追求典型
化，从而以人民为时代之主体和生活之主人而实
现惊艳式地开启时代大幕，创造性地激扬改革精
神，全方位地展现民族风采，高频次地唱响中国
旋律，在使文艺从人民中汲取充沛的激情、睿智
的哲理和昂扬的诗情画意的同时，更使人民从文
艺中收撷丰盈的精神果实和饱满的获得感。这
就要求文艺家必须高度自觉而有效地深耕生活、
贴近人民，始终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
真诚地把人民的喜怒哀乐融会于自己的心中，倾
注在自己的笔端，满怀诗意与激情地讴歌奋斗人
生，刻画最美人物，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
发现崇高，从本色中发掘和表现明亮的心灵与真
诚的人生，从而通过深刻提炼生活而达臻精准表
现生活与全面展现生活的高度、深度和深情质朴
的本色与底色。

此种现象作为规律，作为通例，是极具广普
意义与范式效应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文
艺的生命力都是这样形成的，文艺的影响力都是
这样发挥的。因为文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人民
的事业，既因人民而生成，又因人民而发展。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既没有生成和存续的条件
与必要，又失却繁荣和发展的气候与土壤。因
此，文艺永远都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
精神花朵与艺术果实，而时代、社会、生活的主
人，又则永远都是人民，这就天然地形成了文艺
与人民的血肉关联。在大变革的时代和大发展
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使鲁迅的小说、冼星海
的歌曲、徐悲鸿的绘画、贺敬之的诗歌等，都无一
例外地成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美学符号与精神
标识。同样，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罗广斌和
杨益言的《红岩》，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
波的《山乡巨变》，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
的《平凡的世界》等长篇小说所体现和所传递的，
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人民创造历史
奇迹、推动社会前进的英雄行为与美好愿景的生
动写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古今中外，文艺无
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
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
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
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
革的先导。”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始终都是核
心，是主体，是永恒的基石与动力。所以，文艺表
现生活、反映时代、描绘社会的本质，就都是要服
从和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人民”虽只是由两个字
符组成的集体称谓，但其中却有着大内存、大世
界、大乾坤。对之，创作者不仅需要仰视，需要敬
畏，而且尤需“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
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
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
造”。务须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
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以求通过典型
化的艺术途径而讴歌奋斗的人生历程，塑造光鲜
的人物形象。

二

文艺的核心旨要和崇高使命，永远都在于通
过审美途径而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人民、服务人
民、歌颂人民、鼓舞人民，在使人民不断得到充实
和提高的同时，更赋予人民以创造的激情与文明
的粹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完成这一任务，
创作主体就必须实现从“我”跻于“我们”的认知
转换与精神升华。这一实现过程不啻是思想与
艺术的提升和飞跃，更具有革命性质与本质意
义，并因此而必定会给创作带来全新的变化和巨
大的起搏，足以使浅薄变为厚重，低俗变为淳雅，
冷漠变为热烈，猥琐变为崇高。历来的好作品和
大作家，就都是在实现了这种根本性的转换与飞
跃之后，才得以形成和出现的。否则，只蜷缩在
自己的生活小天地中，只看见自己头顶那一小块
灰蒙蒙的天，只恋栈于自己的小情感、缱绻于自
己的小人生、纠结于自己的小得失，终日不厌其
烦地咀嚼着自己的小悲欢和小算计，并将之扩
容、放大到足以覆盖全世界。处于这样的生活领
域和精神境界，乃是尽管才高八斗、笔走龙蛇，也
终究无法写出好作品和大作品来的。因为生活
的内容决定作品的内容，精神的高度决定创作的
高度，一旦睽隔生活主潮和疏离人民大众，一切
所谓的创作也就只能是水花镜月、涸辙之鲋了，
不但会尽失元气，而且会陷于孤岛，只能在人生
大社会与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
然而，做到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则惟在于
创作主体首先必须挚爱人民，深入生活，关切并

参与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衍进，时刻把创造历史
的黎庶百姓放在心中，始终争做新生活的创造者
和大时代的弄潮儿。

然而，就现实的创作而论，却常常会出现如
许误区和悖论。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
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
将自我强化，将人民虚化，将社会淡化，将生活
固化。在一些创作者的心中和笔下，“人民”只
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创作时不要的子虚
乌有，而自我的心绪与思路、感观与体验、情愫
与志趣、意态与欲望，才是真真灼灼的存在，才
需洋洋洒洒地表露。于是，在这些创作者们的
作品中，人们所看到和感到的，便只有“我”的赫
然存在与无限放大，而终归难觅“我们”的些许
身影与心音。

其实，真理往往并不复杂，并不玄奥，真理的
最大特点，就在于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切中宏
旨。而非真理、非道义的论说反倒常常会标奇立
异、故弄玄虚、莫衷一是，直让人眼花缭乱、心旌
倏忽、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文艺上一度出现的
种种脱离人民的“主义”、口号与思潮，其实都是
炒冷饭而充奇货、假秕糠而卖新鲜的做法，无非
是想要以之弱化、颠覆乃至取代文艺的人民性、
时代性、社会性。而可行的、实际的方向、方略和
方法，则永远都是以人民为主体和主人的改革时
代与现实生活。这也就是说，人民性始终都是正
确的创作思想和先进的美学意涵的基石与酵素，
同时也必定和必然是先进文化与现实主义的核
质和胼体，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
其所附丽的现实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典型化与多样
化的美学法则和艺术方法，永远都是对人民性的
最大包容与最佳表诸。故此，我们的文艺要秉持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用中国方式讲好中国故
事，就务须做到热络大众情结，凸显改革潮流，强
化社会意识，紧扣生活脉动，始终把人民看在眼
中、揣在心中、融在情中、化在笔中，以充满豪情
的壮丽笔触全方位、多角度、深钩稽、广辐射地描
绘和表现人民的精神风貌与生活图景，多彩多姿
地提炼和描摹“我们”的创造性劳动与开放式生
活，并以之而深度体现改革时代的大情怀与新景
致。这就要求创作主体首先必须走出“自我”，走
向人民，真真切切地在从“我”走向“我们”的实现
过程中进行彻底的立场转换与高度的精神升
华。不仅要身入人民，而且更要心系人民，在为
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中与广大人民群众时时
相惜、事事相济、处处相融、心心相印。只有这
样，才能了解人民、挚爱人民并通过体悟人民的
意态和谛听人民的心音而将其写“真”、写“深”、
写“活”、写“美”，从而以艺术的方式为改革时代
的中国人民立丰碑、著青史、筑高台，同时也借重
人民的力量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民族的“芯”片
与精神的标识，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冀、所要
求的那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始终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
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
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
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
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
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是期待，这是要求，这更是冀望与指令！
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定当做到。而我们得以做到
的基础和前提则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笔始终都
原原本本、真真切切地服膺人民、皈依人民、奉献
人民、歌颂人民，因为人民永远都是时代的中坚、
生活的主人、改革的动力、文艺的母亲。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的黄秀萍长
篇小说《中国智造》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主编程绍
武、副主编付秀莹，以及白烨、贺绍俊、石一宁、徐坤、张柠、
刘大先、俞胜、郭海鸿等参加会议。

黄秀萍的《中国智造》以长三角、珠三角高新企业崛起
为背景，书写了创业者从打工者到企业家的身份转变、奋
斗经历与情感世界。这是一部献礼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
年的深情之作，也是记录改革开放进程、书写一代创业者
与时代同步伐、共命运的心路历程的丰厚作品。

与会专家认为，该书以作家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去书写
城市，通过铺陈事业和爱情两条线索，生动而具体地描写
了一代人关于生活、事业、爱情的理想与志向。作者把个
人命运与深圳的城市发展结合起来，以独特的角度记录了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过程，以及时代变化为
个体生命带来的个性创造、精神解放的机遇与可能，真实
记录了一代创业者守护民族工业、推进民族自主品牌走向
世界的艰辛奋斗历程。

作为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之一，黄秀萍曾著有多部
打工题材中短篇小说，并曾获得深圳市首届青年文学奖。
《中国智造》是她搁笔20年后与文学重逢的“见面礼”，入
选第六批深圳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 （教鹤然）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10月13日，由
《江南》杂志社主办、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
协办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浙江德清举行
终评委会议。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斯继东
的《禁指》分别获得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
奖，孙频的《鲛在水中央》、马小淘的《骨肉》、
须一瓜的《甜蜜点》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邵
丽的《天台上的父亲》、雷默的《大樟树下烹鲤

鱼》、徐则臣的《青城》获得短篇小说提名奖。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浙江省作协主席、
郁达夫小说奖组委会主任艾伟等参加会议。

据悉，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4月启动
作品征集活动，除继续贯彻“实名投票、评语
公开”的透明评奖方式外，通过审读委成员、
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专业文学团体、海外和港
台文学组织以及网络自荐等途径的推荐，征

集到大量参评作品。随后先由评奖办公室根
据推荐意向，确定入围作品，再由审读委实名
投票，选出15篇中篇小说和15篇短篇小说作
为终评备选作品。本届终评委仍由知名作家
和重要文学刊物主编组成，评委会主任为李
敬泽，评委会成员包括叶兆言、李洱、毕飞宇、
阿来、陈东捷、施战军、袁敏、程永新。本届郁
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举行。《第六
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品集》将由浙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

本报讯 近日，“中·源——周口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
师创作的200余幅作品。参展作品涵盖了架上
绘画、综合材料、国画、雕塑等多种题材和种
类。45年建院史，62位专业教师，10年间的跨
地域写生，都在展览中有所呈现。这200余件
作品，是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为我们呈现的
一个教育与艺术相互滋养的鲜活样本，让我们
从一个侧面看到该校育师资队伍建设、美术教
育和艺术家创作的崭新面貌。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月26日，
“诗歌是一剂灵魂的药——彭鸣诗集《前
世的荷香》分享会”在北京雍和书庭举
行。程湘清、任玉岭、邰筐、王士强、安琪、
郭延芬等30多位诗人、评论家、艺术家以
视频或现场的形式参加。

《前世的荷香》是诗人彭鸣继《木质心
事》《东方既白》之后推出的第三部诗集，
收录她从2014年至今创作的200首诗
作。这些作品中，有的聚焦诗人抗击抑郁
症的心理过程，有的表达对爱情的追求和
思考，更多的作品则是抒写诗人在天地自
然之中得到的安慰和顿悟。与会者认为，
好的诗歌作品，是与诗人的生命相互印证
的。读《前世的荷香》，能感受到其中充满
一种内在的生命能量。海边出生的彭鸣，
就像一只积极收藏大海奥秘的海螺，她那
看似朴素的诗句里总蕴藏着一场语言的风暴。
她的诗歌言之有物、情感真挚，与生命有着内在
的关联。在艺术上，彭鸣善于使用铺陈、叙述、
白描等各种手法，但有时候在抒情时需要进一
步节制。彭鸣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们，在滚滚红
尘里，我们至少还可以用诗歌来救赎自己，把生
命里最本真的东西一点点地都找回来，然后用
灵魂唱出属于自己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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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举办“中·源”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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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名单揭晓

本报讯 9月28日至29日，“陆游田
园诗歌暨新时代乡村诗歌”创作座谈会在
四川岳池举行。龚学敏、罗振亚、李云、黎
均平、李犁、曹纪祖、冯艳冰等参加活动。
活动由中共岳池县委宣传部指导，岳池县
文联、四川省岳池银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主办，《星星》诗刊杂志社承办，岳池县
作协协办。

大家谈到，山水田园诗一直是中华文
化的瑰宝，它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
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
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随着
时间的流逝，当代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中国乡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生
活在其中的人正在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变
革。新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歌要直面这一变
化的现实，在继承古体诗优秀传统的基础
上表现好抒写好新的乡村现实。在新时
代，诗人要回到生活本身，以全新的视野
和美学理念观照乡村生活，在“怎么写”上
不断尝试探索。

会议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田园诗
歌音乐季暨《星星》诗人走进岳池诗歌音
乐会。多位诗人、艺术家朗诵了动人的
诗篇。

（黎 阳）

四川研讨陆游田园诗及新时代乡村诗歌创作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展演展播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自9月22日开始，历时4个多月的“春华
秋实——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系列作品
展播”在线上持续推出，拉开该院建校70周年系
列活动帷幕。教学成果展演、学术研讨会、教育
成就展、纪念大会等活动也陆续举办。

据介绍，中国戏曲学院与多家视频平台合
作，进行140部珍贵影像视频资料的线上展播，
内容主要分为名师风采、教学成果、原创剧目、
科研成果、重大比赛、国家使命、文化交流七个
方面，展现了国戏的传承初心与育人使命。同
时，国戏各院系带来的17场线下教学成果展演
也于10月至12月在梅兰芳大剧院、北京音乐
厅、长安大戏院、国家大剧院陆续举办。此外，
国戏还将于11月举办“新中国戏曲教育70年
学术研讨会”，于12月中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举办“新中国戏曲教育暨中国戏曲学院70年教
育成就展”。

另讯 10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
戏曲学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国博举行。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协同发展、互惠双赢的原则，在举办展览、藏
品征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
合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战略合作，为传承中华优秀戏曲文化、培
养优秀青年人才作出贡献。中国戏曲学院党委

书记龚裕表示，相信随着协议的签署，双方的合作领
域、层次、深度将不断拓展，并逐步实现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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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8日至10日，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2020
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与观众见面。本届音
乐季由北京演艺集团首席演出官周涛担任总导演，包含“幸福赞
歌”“名著之歌”“爱的颂歌”3场主题演出，作品涵盖放歌全面小
康、弘扬民族文化、讴歌抗疫精神、赞颂友谊与爱等主题。

在“幸福赞歌”音乐会上，艺术家们献上一曲曲礼赞祖国、讴
歌新时代和全面小康的优秀歌曲，凸显了今年的年度主题。在

“名著之歌”四大名著影视金曲音乐会上，艺术家们演唱或演奏
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影视剧金曲，弘扬璀璨的民族文化，重温
难忘的经典旋律。“爱的颂歌”音乐会通过交响乐演奏、名家演
唱、配乐朗诵等形式，演绎了多首广为流传的国内外名曲。今年
的音乐季延续直播模式，让更多观众感受到音乐艺术之美。

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是由北京演艺集团精心打造的户外音
乐会品牌。周涛表示，每年的音乐季都力争在原有基础上不断
进步，在艺术样式上积极尝试创新，助力首都文化中心建设、服
务北京观众。 （欣 闻）

2020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在京举行

本报讯 国庆期间，由中国国家话剧
院出品、演出的援疆题材抒情喜剧《那拉
提恋歌》在国话剧场完成了首轮5场演出，
以献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5周年。

据介绍，该剧以一场风趣幽默的“离
婚大战”，展现了援疆医生与牧民间的深
情厚谊，通过对口援疆、脱贫攻坚主题折
射出人物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与人性光
辉。全剧开场以极具哈萨克风情的歌舞
《黑走马》将观众带入到热情、奔放的那拉

提草原。剧中主人公、援疆医生刘主任饰
演者王力夫表示，援疆干部的故事和精神
非常感人。在对角色的诠释中，他在不断
寻找人物的信念感，力图从情感、精神等
方面与人物融合，以更好地展现一名党员
的初心。10月3日首演当晚，几位“援疆
人”受邀至现场观看了演出，他们表示，该
剧真实地表现了援疆人一心奉献的精神，
以喜剧之美让人在笑过、感动过之后，还
能对生活产生新的思考。 （路斐斐）

援疆题材喜剧《那拉提恋歌》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