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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的时代使

命和人民立场，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指明了方

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之后事关文艺创作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

的又一重要讲话，讲话承前启后，意义深远。10

年来，首都舞蹈界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创造了一批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精神的

舞蹈作品。其中由北京舞蹈学院和国家大剧院

联合创排的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以延安时

期的文艺工作者为主角，表现他们在波澜壮阔

的历史中的成长，作为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

季的开幕大戏演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总结

这部剧的创作，我们对首都文艺事业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如何再创辉煌又有了新的思考。

追寻革命年代文艺的春天

新时代，文艺的发展迈入了一个充满机遇

和挑战的时期。这是文艺创作的繁荣期，是一

个文化自觉、艺术追求与人民需求结合更加紧

密的文艺的春天。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

天》（以下简称《春天》）力图通过追溯历史，带领

观众重回革命圣地延安，探寻那个年代艺术家

的改变和成长，追寻杨家岭的春之气息，呈现我

们这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沉淀与对未来的思

索。杨家岭的春天是火热革命年代里的春天，

它的内在力量穿越时光，让我们与当年的文艺

工作者共享一个文艺的时空——如何实现艺术

创作观念的转变，唤起艺术工作者的内在自觉，

是文艺创作的永恒课题。

该剧核心是表现艺术家内心的蜕变。音乐

家、舞蹈家与老妈妈同甘共苦，深刻领悟了艺术

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创作出更加生动的作品；文

学家用笔墨记录下杨家岭青年追求婚姻自主的

时代故事，让民主之花在杨家岭的热土上绽放；

版画家在战火硝烟中创作，坚持用信仰和生命

将革命精神铸成一幅幅永恒的艺术珍品……我

们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艺术家从“小我”的情感

表达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我”的情怀抒发的

转变。我们常说艺术家需要天赋，然而艺术家

同样需要成长和历练，如何通过艺术作品传达

高尚的价值观，让艺术作品引发人民大众的共

鸣，恰恰需要艺术家对自我的唤醒，这是文艺自

觉最核心的内容。延安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和

精神气质构筑了一个火热的熔炉，用最浓烈的

方式“锻造”了艺术家的精神世界，给予我们以

深刻启示。当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肩负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也必须努力锻造自

己的精神世界，自觉追寻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春

天，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篇章。

展现人民艺术的无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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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中，我们通过“厚土”“破晓”“永

生”3个篇章讲述了艺术家融入人民的过程。他

们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以文艺为“武器”去战

斗。他们用手中的纸笔、刻刀，用自己的音乐、

舞蹈去创作、去表演，在人民的传颂中走向文艺

精神的永生。在该剧创作初期，我们的团队多

次前往延安实地采风，与当地专家和民间艺人

深入交流，了解延安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在革

命纪念地和文艺纪念馆重温延安的辉煌历史，

与革命前辈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这

一过程，我们慢慢塑造出一个个富有生命力和

情感深度的舞蹈人物形象。他们没有具体的名

字，而是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所有艺术家。他们

不是孤芳自赏的群体，而是身处于人民之中。

环绕他们的或是田野间辛勤劳作的老妈妈，是

智慧勤劳的纺织妇女，是豁达的老村长，是战场

上英勇无畏的小战士……通过这些人物关系建

构，让剧中人和剧外的我们都深刻感受到了人

民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艰苦卓

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繁荣的建设时期，人

民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始终是文艺作

品的主角。

《春天》在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开幕

演出之后又重回杨家岭，在延安大剧院接受了

观众的检验。北京舞蹈学院的青年艺术家和

学生们用他们的青春洋溢展现了舞蹈艺术的

勃勃生机，延安观众也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

这部作品的喜爱与肯定。相信这样生动的场

景，也将在青年舞蹈工作者的心里埋下一粒种

子，让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人生中也走向文艺为

人民的自觉。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精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

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

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也说明，我们强调

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是要排斥学习和借

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春天》的创作以延安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

会风貌为背景，大量运用了陕北民歌、唢呐、说

书、皮影、剪纸等传统艺术元素，从中提炼出舞

台画面，使观众感受到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气息。以“破晓”这一幕为例，惠儿是一名纺织

女工，她接受了新思想，拒绝父亲安排的包办婚

姻，文学家也被卷入了家长里短的矛盾争执

中。编导们为此特意创作了一场梦境中的“皮

影戏”。文学家和矛盾双方化身为皮影戏中的

人物，以诙谐夸张的模仿皮影的舞蹈动态，表现

青年人追求美好的心愿以及与旧观念斗争的勇

气。这场戏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传统艺术的

创新表达引发了当代观众强烈共鸣，说明传统

文化经过创新创造就能产生更强的现实影响和

社会价值。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该剧进一步结

合现代审美与创作思维，在思想和形式上力求

与当代接轨。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创作灵感

和选材来自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版画这一艺

术形式由鲁迅先生引进和倡导，本身带有浓郁

的西方艺术风格。线条清晰、构图新颖的西方

木刻版画，经过与中国民族绘画艺术的融合，反

映了民族危亡、群情激奋的时代面貌，达到了极

高的艺术水准，在世界版画领域展现出新的中

国艺术的价值。版画融汇中西的艺术道路也启

发着《春天》的创作。版画风格的舞美成为该剧

一大亮点，版画特有的简洁而富有力量感的线

条，刻画出人民的劳动、生活及战斗场景，成为

舞美设计的重要元素。舞蹈通过动作细节，将

版画中的故事和情感进一步具象化，使观众能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积蓄的力量。舞蹈大开

大合的肢体形态和大场面的群舞带给观众强烈

的视觉冲击，与版画的意境相融合，体现出革命

浪漫主义精神。两种艺术形式的巧妙融合与互

补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

形成了“以舞入画，以画入舞”的舞台表达。

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今天，这种跨文化的

交流和借鉴都使中国文艺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

文化背景而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面貌，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也要有吸

收外来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在创新创造中融

汇古今中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

界影响的艺术精品。

《春天》的创作，是对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承

与弘扬，是对新时代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生动

注解，展现了新时代舞蹈工作者的担当与追

求。从延安文艺到新时代文艺，我们看到，深沉

勃发的文艺力量来源于生活、根植于人民，激发

文艺工作者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民族复兴注

入新的活力。广大舞蹈工作者作为文艺界的重

要力量，肩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在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应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和坚定信念，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文艺实践中，坚

定文化自信。唯有此，我们才能不断推出更多

优秀的舞蹈作品，以文艺滋养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

（作者许锐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北京评协副主席；毕琬乔系北京舞蹈学院硕

士研究生）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以坚定的文化自

信、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深刻阐释

了文艺的重大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

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

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作出了全

面部署。

又读总书记的讲话，澡雪精神、疏瀹五藏。

讲话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的有序继承和发展。讲话还是一篇独具中国古

典神韵的美文，体现了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话

语体系的自觉追求，即兴圈点、机趣生动、入木

三分，具有鲜明的中国文艺理论言说风格，信手

拈来的遣词造句、丰富用典，示范性地表现了中

国气派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讲话更是一篇

意味无穷的“道之文”，“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大道无名，长养万物”，讲话之“道”似简实繁，

从“文艺是什么”“文艺为什么人”“文艺该怎么

办”等多个层次展开，依次回答了文艺领域的诸

多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

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

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

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

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

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

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

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

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

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

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

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体悟人情、感怀世态，心

中有人民，笔下才有乾坤。艺术家要把个体的人

放入眼里、贴近心里，“小写”时向着精妙幽微处

钻研，“大写”时朝着宽广纵深处努力。在我的创

作历程中，写过“一个人”执守人生的平凡与崇

高（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写过“一座碑”镌刻英

雄的牺牲与不朽（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

写过“一艘船”辉映先贤的浪漫与激情（民族歌剧

《红船》）；写过“一本日记”记下的医护的生死时

速（民族歌剧《天使日记》）；还写过“一封信”寄托

的隔海的挂念与遥想（民族歌剧《侨批》）。着眼

于人民中的“一份子”，让我能落笔于生活中的小

切面，从小处深扎进生活、探究细节，再向高远处

攀升精神、寄寓风骨。

郭沫若曾评说杜甫，他的伟大在于“对于人

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

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

地在忧国忧民”，“杜甫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

人民和政治的”。李白纵使“飘然有超世之心”，

也“以最深厚的同情心叙述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悲

哀的命运”。白居易因诗中表达了“对农民的关

切”而备受推崇。“人民性”是诗家深沉的自觉与

真诚。《尚书》言“天工，人其代之”，“天矜于民，民

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本思想是千年中华文化的

赤诚执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

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

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最触动

我的不是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不是创作者吴

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松鹤，而是一群普普通

通的曲阳石匠。他们过去雕刻王侯将相，如今雕

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石碑与石匠之间的精神共

振深深触动着我，是恢宏伟岸的人民精神铸造起

高大挺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我创作的另一部河北梆子作品《密云十姐

妹》也聚焦于人民的崇高精神与伟大创造。

1958年9月1日，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

史性工程启幕，密云水库建设宏图徐徐展开。

回望这一光辉的时代伟业，我跟随剧组深入生

活、驻扎一线，进村采风采访，力求与时代照面、

与人民贴心。我们的目光聚焦到了“密云十姐

妹”身上，这些十八九岁的芳华少女粗衫褴褛，

经风雨、沐日晒，主动融入改造世界的建设热

潮，混在男人们中间喊着响亮的号子，推小车、

抡风钻、夯地基、搬土坯，与20余万建设大军共

同筑就了青山绿水、长堤碧波。从塑造“这一

个”王秀兰，到描摹“这一群”激情、韧性、坚强、

果敢的姐妹们，从热火朝天的上世纪50年代到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潮扑面而来的90年代，从

“建水库”到“守水库”，密云水库青山绿水绕京

城的如歌岁月嵌入了时代、理想与生活，交织了

澎湃汹涌的历史与变革，牵引起跨越60余载的

峥嵘春秋。这部剧的创作就是在女性主体精神

的喷薄中，鼓舞逆流而上的斗志，实现人民精神

的极大张扬与挥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

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岁月峥嵘，神州

大地风雷涌动；时代繁花，光荣与梦想澎湃激

荡。新中国经天纬地掀起的建设新高潮，伟大人

民雄姿英发描绘的崭新蓝图都是文艺创作者取

之不竭的宝贵源泉。时光流转与空间变换从不

曾影响中华文明血脉的汩汩流淌，华夏精神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有待文

学、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丰

富表达。

国家京剧院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时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多年来，剧院一直坚持“三并举”

的剧目方针，并提出改编经典名剧、经典名著的

“两改”创作思路，在以优秀新编历史剧、传统经

典剧目展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同时，努力聚焦

人民生活、书写时代史诗，近年来，剧院以作家、

剧作家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主角》为蓝

本，改编创作了同名现代京剧。作品以一代名

伶忆秦娥40年的人生起落、命运沉浮、情感经

历、生命启悟引发观众思考，鼓励人们在各自的

人生舞台上自觉精进成为主角。此外，我们还

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

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艺术使命，努力以艺术作

品阐释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

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如我们的新编历

史剧《纳土归宋》，选取五代十国末期吴越王钱

俶顺应历史、尊奉正朔、自献封疆、纳土归宋的

历史故事，表现维护国家统一、秉承民本思想、

追寻和平安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

神主题，体现了国家京剧院以历史主动精神，探

寻中华民族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的创作追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部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国有文艺院团的

导向性、示范性、代表性作用，剧院还注重加强

央地联动，与石家庄市京剧团合作推出了京剧

现代戏《雄安人家》，将雄安新区的建设者、原住

民等的个体情感命运与新区的崛起发展和京津

冀协同战略及伟大时代的奋进脉搏紧密连接起

来，塑造出一批鲜明的新时代奋斗者群像。新

编历史剧《故土新归》则聚焦新疆的一段恢宏历

史，展现了名臣左宗棠“抬棺西征”的壮举，表现

了中华民族以仁治疆、以民固本，追求长治久安

的融合与发展，剧作在收复国土的各方较量与

人物情感的跌宕中，描绘出时代风云的浩荡，彰

显出中华儿女的昂扬斗志。

时时回眸凝目，纵观历史文化长河乃知来路

之艰辛。层出不穷、色彩斑斓的个体创作与集体

智慧集中于优秀剧目创作，10年来，我们坚持以

作品表达拼搏竞进的民族意志和永远拔节向上

的精神力量。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统一、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论作为创作个体还是

国家院团，我们推出的作品都是文化自立的实践

与文化自信的彰显，我们珍惜、保护和利用自己

的文化遗产去实现对伟大人民史诗的讴歌。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艺创作者任重

道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

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乃至文艺院团的价值也

要看作品。创作者只有将目光投向祖国的山川

大地，在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积累经验，以

高远的视野、细腻的笔触、优美的旋律书写生生

不息的人民史诗，写出人的精神力量、集体的命

运与时代的光辉，才能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时

间检验的优秀作品，为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强

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春天的觉醒
——从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的创作谈起

□许 锐 毕琬乔

舞蹈诗剧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杨家岭的春天》》剧照剧照 王小京王小京 摄摄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王 勇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艺术家要把个体的人放入眼里、贴近心里，“小写”时向着精妙幽微处钻研，“大写”时朝着宽广纵深处努力

新中国经天纬地掀起的建设新高潮，伟大人民雄姿英发描绘的崭新蓝图都是文艺创作者取之不竭的宝贵源泉。

时光流转与空间变换从不曾影响中华文明血脉的汩汩流淌，华夏精神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有

待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丰富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