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每年都会迎来各种舞台艺术展演

及名目繁多的戏剧周、音乐季的演出。这对

于北京的市民来说不失为一大福分，不出京

城就能领略各地区、各民族的南腔北调，享

受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戏剧为舞台而生。

首都为各地和各民族的舞台艺术晋京展演

提供了展示民族文化和表演绝技的舞台，极

大地丰富了首都观众的文化生活。地方政府

和剧团聚集一方精华，潜心创作排练，以作

品晋京演出、尤以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

最高荣耀。

国家大剧院，自大幕拉开至今，在此上

演的剧目和音乐会有多少台多到很难脱口

而出，早已一扫当时一些人担心演出剧目不

足、舞台吃不饱的忧虑。近年来，国家大剧院

的建筑景观和演出景观带动了全国各省会

城市也相继建起了大剧院、艺术中心一类的

演出场所，有些发达城市类似大剧院的文化

场馆，其富丽程度、造价成本，可谓精湛壮

观，美轮美奂，甚至不亚于国家大剧院，有的

成了该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有的相当于城市

的一张名片。作为文化硬件醒目而自豪地立

于城市中心位置的大剧院、艺术中心，其功

能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建筑学上的成功，

其核心功能和最高使命的聚焦点应是建筑

中的舞台，应是有丰富的剧目供城乡百姓观

赏。笔者每到一座城市在惊叹大剧院建筑的

同时，总伴有一丝忧虑在心头——剧院舞台

的那朿束灯光每天都会点亮吗？

看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总是先看它的学校、

医院、博物馆及其文化艺术氛围，这其中就包括大

剧院一类的艺术表演场所。恕我直言，这些富丽堂

皇的大剧场，仅靠当地剧团的演出远远不能满足观

众对各类舞台艺术的观赏期待，但一些表演团体的

目光又很少聚焦在京沪一些大城市之外的观众，演

出与获奖相比，更看重的是获奖。一些地方政府的

相关领导和单位也存在着轻视演出而更多追求政

绩的倾向，有时耗费巨资，不惜人力物力投入，只求

获一面锦旗或奖杯。

目前舞台艺术作品演出不外乎展演和巡演两

种形式，为了实现文化公平惠民，我们更应提倡的

是巡演。尽管所有的院团都愿意晋京展演，但

戏曲、戏剧最广阔的舞台应该在全国各地，尤

其在基层。不论数量或质量，晋京展演只能是

一个指头，到更辽阔的“他乡”巡演理应是九

个指头。相关的文化部门应该多多组织各艺

术门类、尤其那些有群众基础的剧种、大剧场

与小剧场的话剧。比如，日前安徽省的多台大

戏在北京进行了展演，其中有京剧、黄梅戏、

徽剧等多个剧种作品。京剧的普及性不用说，

黄梅戏在全国的观众中也有着坚实的基础，

如果进行全国巡演，受欢迎的程度不会亚于

在首都演出时。包括中央院团在内，但每年的

中央院团演出季都仅限在北京舞台。其实中

央院团更应侧重巡演，把高水平的演出带给

各地的观众，广泛培养舞台观众的审美情趣，

提高全民的艺术鉴赏水平。代表国家级水准

的九大国家院团积累了很多经典作品，近年

又推出了大量精品力作，如果常态化地把这

些好剧目进行全国巡演，让各地百姓坐在家

门口就能欣赏到精湛的舞台艺术，这将比年

终岁尾“送欢乐、下基层”更有必要，当下更要

提倡“乌兰牧骑”精神，让巡演成为艺术团体

的常态，舞台经典作品也是在不断的演出打

磨中产生的。

刚刚结束的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剧杭州

展演，汇集了 23 台好戏，遗憾的是之后没有

全国巡演的计划。儿童戏剧是培养儿童艺术

素质的重要一课，也是儿童成长中的美丽记

忆，受益终身，让优秀儿童剧在全国巡演才是

所有少年儿童的福音。笔者同时也获悉，今年文化

部拟在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进行抗战题材优秀舞台作品

的全国巡演，希望借抗战纪念日的这次倡导，能开

展更多舞台作品的全国巡演。作为地方院团，不要

把目光只盯住北京舞台，更不要以此为创作目的。

艺术家们的心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舞台在哪里，

观众就在哪里。当然集中一

个地方的展演和全国巡演

都是必要的，不必顾此失

彼，目的在于推出好作品、

推出人才，繁荣舞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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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安徽合肥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

鲁彦周文学奖由安徽省作协、鲁彦周文学研究会、《清明》杂志社等

单位联合主办，于2012年举办首届评奖活动。第二届评奖从去年3月

启动，一共收到参评作品100多部，经过严格的初评、终评，弋舟的《战

事》、胡学文的《红月亮》获得长篇小说奖，小岸的《余露和她的父亲》、娜

彧的《母亲的花样年华》、李亚的《将军》、陈斌先的《吹不响的哨子》获得

中篇小说奖；杨小凡的《药都往事》获得电影编剧奖，谢熹的《徽州往事》

获得戏剧编剧奖，禹扬的《美丽背后》获得电视剧编剧奖。这些作品题

材广泛，艺术手法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历史和现实，充分彰显了年

轻作家们的创作实力。 （赵宏兴）

新华社巴黎6月30日电（记者 王慧慧 应强） 当地

时间6月30日晚上，正在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法国总理瓦尔斯陪同下参观罗丹博物馆。

两国总理在罗丹博物馆馆长陪同下，沿着砂石小路走

到博物馆主建筑前，那座闻名于世的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

罗丹的代表作——“思想者”跃然眼前。在展厅内，两国总

理在一座座艺术品前驻足、观看。李克强认真听取介绍，

并同在场的法国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交流。

李克强说，艺术就是要超越生活，超越传统思维。罗

丹继承了传统，又有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想象力。人类

创新创造、实现突破正需要想象力。

瓦尔斯说，法中合作之所以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是

因为这是世界上两大敢于创新的文明之间的合作。

李克强说，一路走来不断创造“第一”的中法关系在此

访中又实现了一个新突破。两国政府共同发表第三方市

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为中法合作开辟出一个新天地。希望

两国各界有识之士勇做中法创新合作的“思想者”，推动中

法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李克强与法国总理瓦尔斯共同参观罗丹博物馆时强调

做中法创新合作的“思想者”

“过隙白驹，逝者如斯，转眼百年。忆少年出峡，燕京磨剑，

国仇誓报，豪气万千。学浅才疏，难酬壮志，美梦一朝幻云烟。只

赢得了，一腔义愤，两鬓萧然。幸逢革命圣卷，愿听令驰驱奔马

前，看红旗怒卷，铁骑狂啸，风雷滚滚，揭地翻天。周折几番，复

归正道，整顿乾坤展新颜。终亲见，我中华崛起，美梦成圆。”

一年前，在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上，这首由他创作、书写的

《百岁述怀》悬于展厅之中，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寥寥几笔，

一个革命家的雄心壮志、戎马生涯跃然眼前，而他本人早已与

那些沧桑世事一起大隐隐于市了。犹记得，展览现场，他坚持

站着说完每一句话；也还能记得的，是那句“人无信仰生不如

死”，是他 90 岁时题写的“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

隆”，是他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法作品——“为天下立

言是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此外，还有他给自己制定

的“五年计划”：再多写几部作品。

今年 5月，在四川成都，我再次见到马识途老人。他思路

清晰，开口前先问，你大概想谈些什么？此后，围绕话题不曾偏

离半点，年月、人物、事件均记得清楚。在他的叙述里，那场旷日

持久的战争是复杂而艰难的。有很多次，我都想问问，经历过至

亲牺牲的他如何看待生死，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说起自己，马

识途总是很谨慎，他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就

是没能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因此，自己是“职业革命家”，文学

却只能算是个“革命文学家”。说着，他一扬手指向书房，“我的

座右铭就挂在里面，八个字——无愧无悔，我行我素。”

革命家马识途：“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革命家马识途，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矢志不渝。16 岁那

年，他自重庆出发，辗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昆明……寻找

救国救民之路，用他的话说，“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因

此，1938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郑重将本名“马千木”改为

“马识途”，意为识得正途，找到前进的方向。少小离家的马识

途本是赴北平读高中，不料，才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习了一

年多，1933年日军进驻北平近郊，城中不得安宁，马识途不得

不前往上海，考入浦东中学。

1935 年，马识途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

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觉得自己“工业救国”的

理想大有实现的希望，但系里的一次庆典活动，却打碎了他

“工业救国”的梦幻。当时，中央大学化工系举办庆典活动，很

多早已毕业的学长返校和学弟学妹们谈毕业后工作的感受，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处境和马识途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

都和我一样，想着把科学搞好，要实业救国，但结果发现根本

不可能。他们毕业以后，有的到国民党开的工厂里，有的在国

民党机关上班，实际上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尤其当他们说

起生活现状，马识途更觉失望，“在工厂里的，每天就是把日本

货、走私货拿过来，贴上标签，改成国货，然后到市场上去卖，

实际上是推销日本货。到机关上班的，都是花瓶、陪衬，这对我

打击很大，这怎么救国啊？我一心想的是工业救国，结果他们

学了一身本事，国家也不用他们，只能到街上摆个摊摊，卖雪

花膏、擦脸油求生活”。听了学长们说的这一切，马识途感到非

常失望和迷茫。难道真的就报国无门了？他觉得，工业救国的

幻梦破灭了，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学生

的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马识途随“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

到南京晓庄地区宣传抗战，准备发动群众打游击。可他发现，

农民们根本不买账，“光是去念一些文章，演一些节目，农民看

了觉得很可笑。后来才知道，要发动农民，必须要真正和农民

活到一起，给他们办好事情”。于是，宣传开始集中在两个主要

方面，怎样躲日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帮农民治病、上药，他们

很快取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我们要带着他们去大茅山打游击”，共产党派人来了解

情况时，马识途和另外一些人满怀信心，青年人对革命的想象

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却遭到当头棒喝。“他们说，你们简

直是幼稚，青年学生打什么游击啊，日本人肯定把你们全都杀

掉，赶快走！”听从劝告，马识途和同学们远赴安徽、湖北，在鄂

豫皖边区参加了党宣办为预备党员举办的培训班。大家特别

兴奋，总想着去后方打游击，“当时很多人都是武汉大学、北京

大学的大学生，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大家都想去

敌后打游击，认为打游击是一种最理想、最直接的抗战方式。”

今天看来，马识途自己也说，青年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认识太简

单和理想化了。

马识途没能如愿去打游击，他在武汉被时任湖北省委组

织部部长的钱瑛调去做工人工作。后来，钱瑛介绍他入党，并

在入党时说，你是可以做“职业革命家”的。我问马老，职业革

命家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地下党嘛，是最危险的职业，钱

瑛看我老实可靠，觉得我可以做地下党，我就一直做到解放

前，好多好朋友都牺牲了，包括我的妻子刘惠馨，一个月大的

女儿也找不着了，20多年后才找到。”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写入

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多年后历尽艰辛找

到女儿，却坚持让女儿留在养父母身边侍奉终老。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继

续开展党的工作。1945 年，他毕业后被派到滇南做地下党工

作，1946年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直至解放。此后，他在建

筑、科学、宣传等部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并兼任四川省文联

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他与文学的缘分自中学开始，在西

南联大中文系得到启发，战争岁月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方

式，终于在退休后成为自己口中的“专业作家”。

文学家马识途：“抗战作品要反映战争的复杂性”

在马识途写战争的那些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鲜活、有力，

他们活生生立在书页中，诉说着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这些

在《夜谭十记》《老三姐》《清江壮歌》里都有体现。在马识途的小

说里，你会看到，害怕上战场的农民战士自残躲进医院，几个月

里一直心事重重，待重上战场真的失掉胳膊，却发自肺腑地高

兴——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受汉奸唆使拿着手电筒照亮

的农民压根儿不明白，日军的飞机就是靠着他指引的方向轰炸

了村庄，而他最终死在参加抗日的弟弟手里……这样的故事

太多了，马老随口讲出几个，都让人心头一阵酸涩，战争的主

题无比宏大、沉重，却由这样一个个和你我一样平凡的肉体去

承担、支撑，他们英勇、坚强、无私、伟大，却也胆怯、无奈、思

乡、软弱。马识途说，现在

很多人其实不明白，抗日

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多么

伟大、复杂、艰难的一场战

争，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

不好看，是因为他们没法

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

（下转第2版）

马识途：那些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散文诗“复兴”需要
坚守和创新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日前，由中外散文诗学会新疆

分会和伊犁晚报社共同举办的 2014 年度（第八届）中国散

文诗天马奖颁奖典礼暨散文诗创新与发展座谈会在伊犁地

区伊宁市举行。马东旭、王琪、转角、陈亮、王信国5位来自

不同省区的散文诗作者获奖。他们的获奖作品均刊发于

《伊犁晚报·天马散文诗专页》2014年第1期至第12期。

在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与伊犁本土作

家、文学爱好者就散文诗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伊犁文

学发展的传统与未来进行深入交流。有诗人谈到，近几年

的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复兴”之态，很多已卓有成就的诗人

转向散文诗创作，同时涌现出很多致力于散文诗创作的新

人，北京、青岛和伊犁等地都有着非常活跃而执著的散文诗

创作群体，这是当前新诗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伊

犁晚报》的“天马散文诗页”已经坚持8年之久，吸引了全国

各地热衷于散文诗创作的诗人，营造出浓厚的散文诗创作

氛围，为推动散文诗创作作出很大努力。

与会者谈到，伊犁地区是新疆文学事业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学传统，诗歌创作尤其活跃，以亚楠、

松龄、曾秀华、阿苏、曾丽萍、王兴程、西洲、程静等为代表的

伊犁诗群接续传统、勇于探索，他们的作品既有深深的“伊

犁”之印，又风格多样、富有个性，呈现出新疆大美以及人们

对这土地深沉的爱恋。伊犁诗人的创作值得期待。

本报讯 6 月 27 日，湖南省散文学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中国作协

副主席谭谈，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作家白

描，湖南省省文联主席谭仲池，湖南省作协主席唐

浩明、党组书记龚爱林、专职副主席王跃文等参加

会议。来自湖南各地的 115 名散文作家聚集一

堂，共商湖南散文事业发展的大计。

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散文学会章程》和

《湖南省散文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届

理事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及理事

41名，梁瑞郴当选为会长，方雪梅等 16人为副会

长，赵晨为秘书长。同时，聘请谭仲池、谭谈、叶

梦、刘克邦为学会名誉会长。

据介绍，散文学会将办好 《湖南散文》 会

刊，编辑出版《湖南优秀散文年选》和会员优秀

作品集，并设立湖南优秀散文奖，有计划地举办

会员作品研讨会，开展专题采风活动，扩大影

响，增强凝聚力。 （辛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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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十月》杂志社、十月文

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的“十月青年论坛”第一

期——“城市与现实：石一枫近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十月》主编陈东捷及十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研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新的文学思潮和形态都是由

文学杂志倡导推动形成的，优秀的文学期刊应当始终站在

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最前沿，吸引更多年轻人。据介绍，

“十月青年论坛”的创办旨在回归文学期刊的光荣传统，为

当下文学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精神生活空间，架起杂志

通往一代青年人心灵的桥梁。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有影

响力的专家学者同青年一代写作者、评论者对话交流，通过

杂志与高校共同合作，发挥彼此优势，从而能对人们关注的

文化现象、文学问题及新作进行深度研讨。

与会者就石一枫近两年发表在《十月》上的两部中篇小

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进行了研讨交流，肯定

优长，直陈不足，氛围坦诚热烈。大家认为，石一枫的作品

对当代青年人生活现状有着真实犀利的表现，显示出其把

握人物和小说叙述的才能，打开了这代人书写的另一维度，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切近时代本质的生动剖面。其中，《世间

已无陈金芳》刻画了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自我迷

失过程，给人以启示和警醒；《地球之眼》则通过展现不同阶

层代表性人物的奋斗历程，提出了当今社会引人深思的生

存悖论与道德诘问。此外，与会者还就作品在情节设置、叙

事节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有待提高之处提出了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
合出品，李文岐执导，王洛勇、成泰燊、刘威葳主演的抗战史诗巨制
《东北抗日联军》，将于7月4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东北抗日联军》全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战的不
朽历史和东北抗日联军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讴歌了杨靖宇、赵尚
志、赵一曼等革命英雄舍身卫国、英勇抗日的爱国情操。该剧曾邀
请40余位史学家、文艺评论家等对剧本进行反复研讨论证，真实
还原了这支英雄部队14年的艰苦抗争史实。 （央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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