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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每每新的一年到来，人们总是愿
意回望过去的日子，更要展望一下美
好的未来。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些事
是难舍难分又令人难忘的，回想过去
的20年，我与政协的情缘就是这样。

我是 2003 年底加入朝阳区政协
这个大家庭的，那时我 39 岁。从
2003年到 2023年，从 39岁到 59岁，
从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常委到区政协
副主席，在区政协度过了整整 20
年。这 20 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最黄金的20年，也是我从成长到成
熟的20年。在这20年中，我连任四
届区政协副主席，得到五届区政协领
导和同志们的厚爱、鼓励、关心、支
持和帮助。我和李明、辛燕琴、谢
莹、陈涛、王旭五位主席以及包括这
一届的年生、张岩、李靓、冬岩、王
强、会生等31位副主席、秘书长一
起谋事共事，和很多常委、委员一起
调研建言，和各处室、专委会领导以
及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学习工作。在大
家身上，我学到了胸怀大局的品格，
汲取了参政议政的经验，懂得了为人
处世的道理，也与大家结下了纯洁而
深厚的友谊。大家是我成长的见证者
和事业的推动者，是我的良师益友。
虽然我不能一一列出大家的名字，但
大家对我的好、对我的爱、对我的帮
助，我会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继续前
行的动力。

我是在朝阳区政协直接培养下成
长起来的党外代表人士和党外干部。
从朝阳区政协委员到北京市政协委员
再到全国政协委员，从朝阳区知联会

长到北京新联会副会长再到中央统战
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
和中央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
团17分团团长，最近又推荐我担任
朝阳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在区
政协的提携帮助和关心支持下，我先
后荣获朝阳区多项荣誉，十次荣获北
京市政协优秀提案，两次荣获北京市
政协最具影响力提案，荣获两届北京
市政协提案突出贡献奖，并荣获“为
首都统一战线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
人”“首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劳
动模范”“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
技术管理人才”。2023年又荣获“第
六届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称号。这些荣誉的背后，
无不倾注着区政协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培养的心血和无私的关怀。虽然在区
政协这个岗位上我也做出一些工作并
取得成效，但与这些荣誉相比，我的
所有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中国有
句 古 话 ：“ 滴 水 之 恩 ， 当 涌 泉 相
报”对我来说，政协给我的是涌泉
之恩，而我也只能滴水相报。即使
我把毕生精力和全部才智都奉献给
政协，也不能回报政协对我的培
养、支持和帮助。

我非常热爱政协这个大学校、
大舞台、大家庭，非常珍惜政协委员
这个闪光的名字。20年的履职实践
和成长经历，让我懂得了一个更加深
刻的道理，那就是个人的成长与国家
的命运总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参政议政使我获得了为国履职、为民

尽责的机会。在参政议政实践中我提
升了用政治眼光观察重大问题的能
力，增长了用统战思维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的智慧。参政议政让我有更多精
力、更多渠道、更多方式更加深刻了
解和认识国家的政治制度，从而更加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的自信与自觉。在政协工作的实践
中，我学会了看问题要正面视角，分
析问题要正向思维，提出解决问题的
建议要得出正能量的结论。政协教给
我的这三个“正”字，已经成为我一
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并将使我受益
终生。

虽然我离开了朝阳区政协副主席
的岗位，但我会继续关注区政协各项
事业的发展，并把在政协工作中积累
的宝贵经验和在政协学到的优良作风
永远保持下去，带到我已经赴任的新
的工作岗位中去。经青海省委组织部
批准，我已正式就任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首席专家，并于2023年12月
18日在青海省委党校为来自全国400
多名援青干部做了一场《新时代援青
的使命和责任》的专题报告，从而掀
开了我援青工作的序幕。我在报告中
说，要做一名善于学习的援青人、做
一名乐于调研的援青人、做一名勇于
建言的援青人。用政协人的话说，那
就是要做一名善于学习的政协人、做
一名乐于调研的政协人、做一名勇于
建言的政协人。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
的新时代。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大有
可为、大有作为，期待我们一起向
未来！

我的政协情缘
全国政协委员 连玉明

音乐、绘画、诗，它们之本质
都差不多，仅是外在的形式有所不
同罢了。有的是运用色彩，有的是
运用声音，有的是运用文字，但凡
属杰作，它们达到的意境和表达的
思想、要求的艺术高度和浓度，都
应该是一样的。

李白和杜甫兴趣非常广泛，他
们对其他艺术门类肯定是心向往
之，而且体验多多。他们也写了很
多这样题材的诗文。杜甫不止一首
诗写到了画家画马：马是如何的
好，大宛马，就是书上讲的“汗血
宝马”；也有写剑艺和书法的。李
白也同样如此。就诗中看，李白是
一个爱唱的人，他喝过酒高兴起来
就要边舞边唱。

其实音乐和诗有一些很相像的
东西，无论是现代诗还是古诗。古
诗从声韵上看更接近于歌，但这里
说的音乐性是更为内在的气质和韵
律。李白与杜甫一些好的诗篇，给
我们阅读者留下的想象、主题、意
味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直观的字
面呈现。我们可以沿着诗人所营造
的那个境界无限地想象下去——诗
意绝不是依照一个个汉字对号入座
的，而像倾听音乐，要根据音响的
描绘和指引，蹚向无限的遥远。我

们在心中合成和完成的那种境界和思
想，会通向一个深邃的远方。好诗应
该有这样的功能，我们单纯从它的节
奏美、音乐美，甚至是它的汉字组合
中，也能走得相当遥远。

那些没有想象力感悟力的读者，
往往是按照具体的文字去对号入座
的，一旦离开具体的“座”，他们就
茫然失措了。诗意和音乐之声一样，
最终是要飘到高空和宇宙间的，要让
人 在 冥 想 悠 思 中 去 “ 相 期 邈 云
汉”的。

艺术是极其神秘的。它的神秘在
于不能直观地和文字、和它的表达系
统、符号系统达成直接的谅解。我们
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找到它的直接对应
关系，而应该通过这些符号的组合去
感受更多，找到它们与意象之间的间
接关系，找到那些不可言喻的部分
——从实在之境到虚无之境。我们这
时候也许会失去准确表达的词汇，但
心里的感受是充盈饱满的，这就是所
谓的“陶醉”。

音乐、绘画和文学都是这样的。
那种虚无是洋溢在有限的篇章、有形
的物质之外的，在这个境域之外、境
象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在那里弥漫
和飞扬。这些东西就是艺术最了不起
的部分。

无限的深邃
张炜

1905 年，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
山》诞生，影片展现了京剧传统剧目《定
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
段，谭鑫培成为第一位进入电影银幕的中
国艺术家。踱步历史时间，每一个现代传
播媒介的肇始与发生都刻下了京剧的印
迹。《定军山》之后，中国第一部彩色电
影是由梅兰芳先生主演的《生死恨》，至
电视时代，北京电视台（原中央电视台前
身）刚成立不久实况转播了梅兰芳先生的
《穆桂英挂帅》和尚小云先生的《双阳公
主》。

从《定军山》到《安国夫人》，京剧
艺术横亘时间川流，始终以其丰沛的现代
精神阔步媒介视域，突破舞台与技术的边
界，不断推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之
作。万众期待的京剧电影艺术片《安国夫
人》在全国上映，不负期待，以其突出的
艺术性、思想性赢得了专家学者、戏迷观
众的好评与喜爱，成为当代戏曲电影的典
范之作。该片以国家京剧院2014年创排
首演的新编历史剧《安国夫人》为蓝本进
行拍摄，讲述的是“靖康之变”后，巾帼
英雄梁红玉临危受命、奇胜敌军的历史
故事。

《安国夫人》是李瑞环同志按照“因
人设戏”的戏曲传统，亲自执笔编剧的一
部优秀梅派剧目。在京剧的发展史上，
梅、尚两派都曾以梁红玉为主角进行创
作，梅兰芳先生演出的《战金山》（又名
《娘子军》《黄天荡》），在抗日战争时期
宣传了抗战思想，鼓舞了民族士气。欧阳
予倩据此改编了传统剧目《梁红玉》。尚
小云先生也对《战金山》进行过改编，并
更名为《梁夫人》，1950年前后又进行了
修改加工，改名为《梁红玉》。京剧舞台
上不乏巾帼英雄形象，大家熟知的穆桂
英、花木兰都有精彩的舞台演绎。国家京
剧院创排的 《安国夫人》 在原有 《梁红
玉》《抗金兵》等剧目的基础上，更注重
突出女性形象的丰富与立体，着力展现饱
满的“她世界”。编剧在深入考察历史典
籍后，辩证地对历史史实与民间传奇进行
扬弃，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围
绕梁红玉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设置更加
多元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故事。继承戏曲创
作传统，剧作结构紧凑，主线清晰、矛盾
突出。京剧导演高牧坤在剧本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细致的二度创作，精心编排文武
场，红妆、武装皆有生动的刻画，兼具京
剧风格的传统底色和历史题材的现代精
神，其中几大段唱突出表现了剧作者对历
史经验的深刻思考。

2014 年 5 月 23 日，京剧 《安国夫
人》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而后在天
津、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巡演。2018
年，《安国夫人》 被移植改编为秦腔。
2019年，拍摄录制“像音像”工程，在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同年，京剧电
影《安国夫人》立项。如今展现在大家面
前的就是这样一部由京剧舞台走上电影荧
幕的倾心之作。

电影《安国夫人》充分尊重艺术创作
规律，以戏曲艺术本体为先，调度影视语
言表现、强化了戏曲艺术的独特审美优
势，电影语言创造性地转化、呈现了戏曲

艺术的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品味和时间
品格。观赏一部戏曲电影，要看它在多大
程度上以电影语言彰显了戏曲艺术的审美
优势，在这一点上，《安国夫人》是一部
具有示范意义的优秀作品。《安国夫人》
是国内首部使用LED数字虚拟影棚技术拍
摄的京剧电影，不同于以往戏曲电影绿幕
拍摄的方式，电影导演和拍摄团队以虚实
结合的方式，在灯光、造型、布景、运镜
等技术层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视觉空
间上做了很多创新尝试，使这部古典作品
更添现代审美风尚。

近年来，国家京剧院拥抱数字媒介技
术，积极推动戏曲艺术数字化转型，推出
国内首个戏曲演播作品《龙凤呈祥》，并
于2023年启动了“梅兰芳大剧院线上演
播剧场”，以“京剧+科技”的方式推动
传统艺术“双创”实践，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粹文化。从
数字电视、互联网、移动客户端到沉浸式
体验设备，机械复制技术、智能算法技术
引发的数字媒介变革，在为传统艺术赢得
更广阔表达空间的同时，也得到了传统艺
术丰富文化资源的哺育。京剧 《龙凤呈
祥》演播从艺术与媒介的共生机制出发，
依据艺术特征遴选技术手段，推出了“角
儿来了”“锣鼓师”“舞台侧目条”等八大
观演视角，拓展观演维度，丰富视听效
果，“人人都是C位”的云包厢将线下剧
场稀缺的中心观演席位搬上云端，让戏迷
粉丝通过演播窗口捕捉到艺术家们精致入
微的表演细节。在《龙凤呈祥》演播连续
3年的成功实践基础上，国家京剧院进一
步发挥艺术资源优势，推出“梅兰芳大剧
院演播剧场”。演播剧场从“二十四节
气”中提取审美内涵，依古老中国的时间
节律调动艺术表达形式，匹配推出不同内
容、不同风格的演播剧目。在中国四大传
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打
造“出圈”精品，深化戏曲艺术与中华传
统节日的共同文化基因、共同审美情感。

“跟着节气看大戏”，春分品一场《红娘》
的清新俏丽，立秋听一段 《锁麟囊》 的

“春秋亭外风雨暴”，大雪再看一场《野猪
林》的“大雪飘”，在联结传统与现代的
演播形式中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京剧通过审美的方式进行文化体认和
哲理思辨，生旦净丑、唱念做打，其表演
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新的审美形
态，看似简单的舞台结构有着万千变化，
通过写意化的舞台表演铺陈说不尽的精神
义理与人生况味，传统的审美趣味中蕴含
着现代的、先锋的理性思维。京剧是中国
传统艺术的重要代表，其深厚的精神内核
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转型
提供了不竭力量源泉。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
与古为新。”国家京剧院将坚持守正不守
旧、尊古不复古，不断推出取材古典名著
名剧、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舞台作品，沿
袭《安国夫人》的优秀创作经验，持续挖
掘、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延展更加丰富、兼具古典品味和
现代化理想的审美形态，把中华美学精神
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绽放国粹艺术
新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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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年了，最明显的年味标志
之一就是“吃”。

大多文人都喜欢吃，不仅喜欢
还讲究，不仅讲究还要记录下来某
月某日与某人在某处吃什么，比如
鲁迅。或写成美文，比如梁实秋、
林语堂、老舍、汪曾祺。他们写关
于吃的书我都读过，文人写吃，一
来展示了广博与文采，抒发了闲情
与逸致；二来还可以给读者领略地
方特色及地域习俗等。

写吃，的确是散文中的一大
类，是一种文笔文风。它除了在文
字上张扬着美，彰显着趣，还要能
解馋！最近我读了一位朋友的“老
饕谈吃”，专谈了法餐，很有意思。

他写道，在北京有家叫福楼的
法国餐厅，20多年前刚开业时他
去品尝过。在那里“第一次吃到了
口味纯正，口感极为清润细腻的法
国鹅肝酱，微微熏香的西班牙火
腿，肥硕甜美的吉拉多大牡蛎（生
蚝），壳硬、肉甜、汁水鲜美的新
西兰小龙虾，还有满黄紧实的越南
面包蟹。”读到这里，我的口水开
始搅润舌头了，忍着接着往下读：

“这个店每星期两次通过法航从法
国空运来马赛的牡蛎，每次必点。
挤些柠檬汁，调以法式红醋，把牡
蛎肉连同全部汁水倾入口中，那种
鲜香甜美，真是极致享受。”读到
这里，我开始要咽下口水接着读
了，他写道，由于是常客，店里的
老板娘和侍者都熟识他，但凡他来
了，先赠一杯法国香槟，继而是开
胃菜和全麦干面包、花式蔬菜拼盘
和扇贝的前菜。然后上的是西班牙
黑松露蘑菇汤，这是第一道菜，松
露味道极为浓烈，香气扑鼻。不知
大家知道否，有一种食品的香气叫
臭香，比如梅香马鲛鱼，比如臭干
酪。黑松露的香气也是一种很特殊
的臭香。汤后是法式经典菜香草焗
蜗牛和生蚝为主的海鲜拼盘。主菜
是烤制五分熟的牛排和牛臀盖肉，
异常香美。还有一道是南极犬牙鱼
配里昂虾丸，说到犬牙鱼，何兄内
行地介绍该鱼是一种罕见鱼类，产
于南极冷海深水中。它在 2500米
的深海下要生长10余年才能长至
1至2米。它以少骨和肉质白嫩甜
美，晶莹剔透，入口即化而闻名。
是被称为“白色黄金”的食材。

犬牙鱼的配菜是里昂虾丸，是
红鳕和虾肉混合调制的。口感特别
鲜嫩，颜色天然呈橘黄，好像是浓
郁的鲜海胆，味道也相似，十分奇
葩。餐后甜品是草莓慕斯和榛子巧

克力舒夫蕾。再想了想，我当然还是
没有吃过。

文章最后写道，“法餐在国际竞
赛中屡次评为魁首，是有原因的。第
一它没有重油，没有重口味。第二不
用味精，鲜味来自纯天然物品的调
配。第三注重形式美丽，每一道菜品
颜色和装潢美轮美奂像艺术品，第四
是烹饪技艺极为出色，每一道菜都与
下一道的味感浑然不同。第五是按位
配菜，程序井然，有一种不是单纯为
填充肚子，而是貌似一种礼仪活动的
仪式感。信然。”

读到这里，味蕾完全大开，除了
有一番自愧不如外，更有一番立即想
要去尝试的冲动。

读到这里，再仔细想了想，其实
很多食材我们国内也有，也都吃过，
但是要我们一般人写起来，也许就写
不出那么美，那么有趣。这就是文人
写吃的奥妙所在。

读到这里，也悟到了其实文人写
吃，写的是一种文化，是“雪肉肥鲜
慰老饕，金钟釂酒发诗豪”的人生满
足，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
与春秋”的人生放下，是一时的心
态，是隅簃的境界。

哦，新年到了，在中国自有吃的
讲究，但不是法国大餐。

新年话吃
郁钧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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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剧照

▲ 董圆圆在京剧电影《安国夫人》中饰演梁红玉

华夏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