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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旋律悠扬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讲述了抗日小英雄王
二小的事迹。70多年过去了，王二小的故事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写成小说，拍成电影、电视剧，制作成连环
画、动漫，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著名诗人方冰，他是演员方青卓的父亲。 日前，记者采访了方青卓及沈阳音乐学院
教授、作曲家范哲明和红色文化研究学者赵怀力，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首歌曲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

核心
提示

参与国际对话
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之际，回顾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我
们可以列出许多成就。不久前我去
参加世界美学大会，中国学者在大会
上受到极大重视。在几代人的努力
下，中国文化和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已
经很有地位。”高建平说。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召开了一系
列重要美学会议。“几次会议，打开了
中国美学的大门。中国美学家也经
常参加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国际性美
学学术会议。”在高建平看来，积极参
与国际对话，对传播中国文化具有重
要作用。

“我们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主
体性，也就是说要依靠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提供更有中国特色的核心理论见
解。”高建平表示，中国文化是一个丰富
多彩的宝库，只有深入研究，寻找其现
代意义，形成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性，才
能使这种内容加入主流思想和学术前

沿之中，获得交流的有效性，从而提高
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将作品建构在
社会现实的土壤上

中国电影作为“讲好中国故事”
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同样备受瞩目。
在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
院副教授周清平看来，中国电影走出
去需要更好地完善属于自己的“文化
基因”。

周清平说，中国电影已经迎来中
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时代，想要更好
地讲述“中国故事”，必须植根于民族
文化传统和美学体系，提纯中国电影
优良的文化基因，完成中国叙事，“要
将作品建构在社会现实的丰厚土壤之
上，实现东方民族文化、主流文化与现
代文化的融合，让中国艺术电影具有
独立而现代的文化精神和美学价值体
系，进入生产与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这
样才能让中国艺术电影更好地走向世
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每个人都要学习
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更好地展示中国形象，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是很多文化学者正在思考的问题。

高建平对记者说：“对于宣传中
国文化，我们完全可以不同角色多声
部宣传。普通人也可以充当传播媒
介，大家现在都可以学习如何向外国
人讲中国故事，这是一种能力、技巧，
更是一种修养。”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
雷表示：“要充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
文化的价值审美，只有这样才能在全
球化浪潮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今，除了美学，还包括其他人
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上我们都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绩，也被世界瞩目。”高建
平表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归
根结底，只有真正将学术实力发展起
来，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跨
越文化和地域，飞向世界各个角落，直
抵人心。

专家学者在沈热议中国文化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

文化基因让“中国味”更浓郁
本报记者 赵 雪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
公布的第二天，一位朋友很吃惊
地告诉我，购书网站上，大部分获
奖作品都断了货，“还以为现在已
经没有人关注严肃文学呢，没想
到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的！”

而在另一则新闻中，情况则
是相反的：茅盾文学奖揭晓当天，
在广州开幕的南国书香节上，仅
发现了三处摊位摆有专门的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五部获奖作品
中仅有三部作品正在出售。“《哈
利·波 特 全 集》占 了 整 整 一 个 摊
位，《九州缥缈录》再占一摊位，与
之对应的是大量 书 迷 齐 聚 这 些
畅 销 书 前 。 近 日 大热的《长安
十二时辰》，是出版商们重点推荐
书目，物料、显眼标牌一应俱全，

‘茅奖’书籍对比之下，待遇未免
‘寒酸’。”

“这年头，还有人关心‘茅奖’
吗 ？ 有 人 因 为 获 奖 就 跟 风 买 书
吗？”相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却
是截然相反的。但细想起来又不
矛盾，买不到跟卖得少可能更有
关 系 ，严 肃 文 学 作 品 越 来 越“ 小
众”的状况不会因为一次评奖而
彻底改变。“茅奖”作品热销当然
好，但真正检验一部经典作品好
坏只能靠时间，不是一时的畅销，
而是长销。

对“茅奖”的关注，主要是因
为它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备受
关注的全国性文学奖项之一，从这
些获奖作品中能够看到中国长篇
小说的创作现状，看到作家们从

“高原”迈向“高峰”的努力和成绩。
作 为 一 名 普 通 的 文 学 爱 好

者，没有时间读完所有的获奖作
品，在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
品中，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几部：

首先是梁晓声的《人世间》。
也许是出于某种怀旧情结，因为
梁晓声初登文坛的几部作品正赶

上我刚刚对文学感兴趣的少年时
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
有暴风雪》《雪城》曾经深深地感
动了我。所以，《人世间》的宣传
语中，“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让读
者看到了作家梁晓声受俄罗斯文
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与几十年
坚持不变的艺术情怀”，仅这一句
就对我很有效。

再有就是李洱的《应物兄》。
年 初 时 就 有 好 几 个 朋友向我推
荐这本书，关注的理由一个是它
描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另
一个是评价两极，争议本身就是
看点。

关注的作品还有在 5 部获奖
作 品 之 外 的 ：一 部 是 刘 亮 程 的

《捎话》，读过他的散文集《虚土》
《一个人的村庄》和小说《凿空》，
是在李娟之后我所钟爱的“写新
疆”的作家。不知道这位以散文
见长的作家，这次的小说到底会
不会令我有新的惊喜？另一部是
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是一位
七旬老者推荐给我的，作品关注

“变老”的话题，也是我非常感兴
趣的。

当然了，还少不了对我省作
家滕贞甫的《战国红》和孙惠芬的

《寻找张展》的关注，一部入选中
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另一部为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十部入围作品之一，是
辽宁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

我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出于自
己的阅读偏好，相信相当多的读者
也是如此。文无第一，每一届的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很难得到众
口一词的肯定。无论是“五个一”
还是“茅奖”，也都不过是给爱好者
提供的参考——一个在畅销书排
行榜和文学网站的点击量之外的
参考，有权威评论家作出品质保障
的参考。不是“迷信”权威，但对
他们的意见应该给予尊重。

关注“茅奖”作品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月
28日，“傅狷夫书画作品展开幕式暨
作品捐赠仪式”在辽宁省博物馆举
行。

傅狷夫书画作品展是省博物馆
当代海外华人名家书画系列展览项
目之一，本次展览200余件展品借展
于海外，部分展品来自浙江省美术馆

的收藏，涵盖了傅狷夫艺术创作各个
时期的佳作。傅狷夫是一位影响广
泛的海外著名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他勤于笔墨，精研传统，取法自然，勇
于创新，开创了独特的“傅派山水”。
其书法，尤以“连绵草”见长，刚柔互
济，笔墨间充满画意。他教导学生，
培育了许多山水画坛的著名画家。

傅狷夫书画作品展
暨作品捐赠仪式在辽博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23日，中外经典歌剧电影全国巡
回展映大连站在大连百丽宫影城拉
开帷幕，“‘邮’说歌剧艺术”邮票展
同时在该影城展出。

从 8 月 23 日至 9 月 3 日，共展
映 13 部经典歌剧电影，包括《这
里 的 黎 明 静 悄 悄》《玫 瑰 骑 士》

《艺术家生涯》《安德烈·谢尼埃》
《塞尔维亚理发师》《阿依达》《路
易莎·费尔南达》《茶花女》《托斯
卡》《游吟诗人》《费加罗的婚礼》
等 。 这 些 歌 剧 由 中 国 国 家 大 剧
院 、上 海 广 播 电 视 台 、上 海 京 剧

院、意大利都灵皇家歌剧院、英国
皇家歌剧院、西班牙马德里皇家
歌剧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制作，
由世界著名歌唱家主演。

在欣赏中外经典歌剧电影之
余，观众还可以欣赏大连的邮票收
藏家李洪源收藏的 1000 多枚与歌
剧、歌剧院、作曲家、歌唱家相关的
珍贵邮票。此外，李洪源在影城还
举办了专题讲座，向观众介绍歌剧
艺术与歌剧艺术邮票。据了解，此
次中外经典歌剧电影展先后在全国
10个城市展映。通过巡回展映，让
更多观众了解歌剧艺术。

13部中外经典歌剧电影
在连展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23日，辽宁老干部大学艺术团原
创舞蹈《京韵舞魂》，在于哈尔滨举
办的“我和我的祖国——第七届全
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中获得舞蹈
项目一等奖——金牡丹奖。

辽宁老干部大学是为省属离退
休老干部继续学习提供服务的公益
性、非学历的学习组织。此次文艺
汇演共有 74 个舞蹈项目参演，《京

韵舞魂》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端正的
台风和良好的现场反馈，赢得评委
的认可，取得优异的成绩。这个舞
蹈创意新颖，体现鲜明的时代感，充
分展现老年人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
采。舞蹈整体编排合理、连贯、完
整，将芭蕾、京剧、舞蹈等多种表演
形式进行有机结合，显得既新颖又
富有创意，表演过程动作流畅协调，
舞蹈音乐把控到位，理解准确。

《京韵舞魂》获金牡丹奖

据赵怀力介绍，方冰曾在《人民
音乐家李劫夫》一文中写道：“抗日
战争时期，我和劫夫就在敌后晋察
冀边区一同打游击。我们合作写了
不少歌曲，流传很广。其中《歌唱二
小放牛郎》，一直流传到现在，还在人

们的口头传唱着，主要是劫夫的曲子
谱得好，给我的词插上了翅膀，它才
能够飞腾到现在……”

赵怀力说，《歌唱二小放牛郎》
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
困难的时期创作的故事歌，这首在

晋察冀边区家喻户晓，在其他根据
地也广为流传的歌曲，鼓舞了人民
和战士的抗日士气。据史料记载，抗
日战争时期，《歌唱二小放牛郎》歌中
的王二小形象，鼓舞了当时一个村干
部，他在日军严刑拷打下不投降，最
后，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放了。

1946 年，时任晋察热辽军区文
工团总团长的安波在热河军区工作
时，听这个村干部讲亲身经历，连夜
给李劫夫写信：“你应该紧握你手中
的笔杆，不，不是笔杆，而是一挺千
金难买的重机枪，我相信在全国人
民解放之后，你在我们中是最有资
格大笑几声的……”

赵怀力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
参加革命的，他们对红色文化情有独
钟。采访赵怀力时，记者见到赵怀力
的母亲珍藏的王二小的故事挂图。赵
怀力说，新中国成立后，因这首歌影响
广泛，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小学课本。
这四幅图由王玉芳创作，是六年制小学
语文第二册教学图片。王二小成了一
代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小学课本

壮丽70年·一首歌背后的故事

因《歌唱二小放牛郎》影响广泛

王二小的故事编入小学语文课本
本报记者 杨 竞

每每说起父亲方冰当年创作《歌
唱二小放牛郎》的细节以及父亲对自
己的影响，方青卓总是忍不住哽咽，她
说，这首歌是父亲生前最自豪的作品。

方冰是安徽淮南人，1914 年出
生，原名张世方，1938 年到延安陕北
公学学习，1938 年冬到晋察冀边区，
一边参加游击队保卫边区，一边书写
战斗诗歌。

关于《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背
景，方青卓说，根据史料记载和爸爸
生前回忆，1941 年初冬，持续了将近
半年的反“扫荡”结束以后，在晋察冀
边区活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原驻
地——一个叫两界峰的小山村。一
天，他和作曲家李劫夫坐在房前的台
阶上谈起这次反“扫荡”中的经历，说
到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其中
有完县（今河北顺平县）野场惨案中牺
牲的小英雄王璞，他们被这些平凡人
物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决定把这些
动人的故事写成歌词，谱上曲子，在群
众中唱起来，纪念英雄，激励大家，同
时给后人留下一个时代的见证。

方青卓说：“爸爸用了一个小时就
把这个歌词写出来，然后把歌词交给李
劫夫叔叔，李叔叔看过歌词后，哼唱了
几遍，因为文字抒情，叙事简洁，他也只
用了个把钟头，就谱出了这首曲子。”

几天以后，冀中军区召开庆功大
会，由抗敌文工团唱起这首歌。不久，
这首歌就传唱开来。《晋察冀日报》很
快发表了这首歌曲。从那时起，几十
年来一代传一代地唱，一直唱到今天。

方青卓说，父亲生前，每每说起
“二小放牛郎”的故事都很感动。他80
多岁时，说起这个故事还是泪流满面。

一次，方冰生病住院，方青卓从北
京回沈护理，她在父亲耳边低声深情
地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静静地
听，方青卓望着爸爸含泪的双眼，轻轻
地说：王二小盼望您老多活几年，多向
小朋友们宣传晋察冀精神……方冰真
的战胜疾病出院了。

“王二小小小年纪，却有着这样的
大爱和牺牲精神，令人感佩。这首歌
唤起了我们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方青卓
如是说。

一边参加游击队
一边书写战斗诗歌

《歌唱二小放牛郎》每个音符都是
带着血带着泪从战斗的生活中流淌出
来的，每一句歌词都是人民在战斗生活
中用生命代价换来的。

《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词共七段，每
段四句，李劫夫找到一种令人深思的音
调，写出这首曲调流畅、结构严谨、主题
鲜明的抒情叙事歌曲。全曲虽然只有

四句曲调，但却是抗战时期军民情感的
概括、真实情感的表达。

范哲明曾将《歌唱二小放牛郎》改
编成管弦乐伴奏的童声合唱。他说，
劫夫院长谱写的曲子有两个特点，一
是结构短小，二是主题鲜明。他的旋
律音调出自民间歌曲，并多用分节歌
形式进行创作，易于百姓传唱。

分节歌是同一曲调反复多段歌词
的歌曲形式。它起源于民间，中外许多
乐曲、歌曲都以这样简短的、易于传唱
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首歌分为若干段，
每段歌词韵律相同，并唱同一旋律，抒
情歌曲、民歌、通俗歌曲常用，民歌中尤
为常见，如《绣金匾》等。《歌唱二小放牛
郎》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各段歌词在字

数、韵律等方面大体相同，用同一个乐
段的旋律反复演唱，个别段落由于音乐形
象有较大变化而将旋律适度改写。

李劫夫院长曾对作曲系的学生说，
唱会民歌200首，不会作曲也会绺。李
劫夫将创作特点也传授给学生，比如
傅庚辰、谷建芬、秦咏诚等作曲家，他
们写的曲子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旋律以“分节歌”的形式写成

中华美学学会2019年年会暨“视界融合：美学、文艺学与艺术
学的理论构建”全国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东北大学科学馆召开。近
200位美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进行了一系列研讨活动。

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如何更好地传播和发展成为专家的关注话
题，“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在国家文化交流活动中坚持传播好中
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中华美学学
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建平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8
月 26 日，首期全国基层曲艺工作
者培训班在丹东开课，姜昆、郭达、
李明启等表演艺术家现场开讲。来
自丹东各县（市）区的各类曲艺组织
的基层曲艺工作者约 50人参加了
培训。

此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引导
广大曲艺工作者，尤其是长期活跃
在基层一线的曲艺工作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自觉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

民。同时，帮助基层曲艺工作者出
精品、出人才，树正气、扬新风，繁荣
创作、服务人民，充分发挥曲艺艺术
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更
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为推动新时代曲艺事业繁荣发
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
神力量。培训班采用专家主题讲
座、互动教学和现场教学多种形式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开课当日，姜
昆、郭达、李明启等表演艺术家与学
员们交流了表演创作心得。

首期全国基层曲艺工作者
培训班在丹东开课

方冰给外孙讲王二小的故事。（资料片）

赵怀力母亲珍藏的王二小的故事挂图。 本报记者 杨 竞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