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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第十八届世界美

学大会在中 国 举 办 。 国 际 美 学

协 会 现 任 主 席 柯 蒂 斯·卡 特 表

示，他非常喜欢中国的艺术家和

艺术作品，并且多次为艺术家们

撰写了评论。近日，卡特与中国

青年艺术家王斐等人进行了一次

艺术交流。

当代艺术发展现状

王斐：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

艺术的现状？

卡特：我造访过中国的许多

艺术团体，也接触过不少艺术家，

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处于蓬勃

发展的阶段。

王斐：您怎样看待中国艺术

家作品的价格，是否认为现在的

价格与他自身的艺术价值处于良

好的状况？

卡特：我认为最近世界的艺

术市场正在走下坡路，但中国的

艺 术 市 场 却 呈 现 上 升 的 趋 势 。

如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作

品 能 售 到 7 万 美 元 至 8 万 美 元，

从这点来看，中国艺术家的价值

越 来 越 高 。 至 于 最 近 艺 术 市 场

的不景气，却给了收藏家们一个

收 藏 当 代 中 国 艺 术 作 品 的 极 佳

机会。

中国当代艺术要保持中国元素

王斐：您认为中国新一代的艺

术家群体下一步会有多元化的发

展，还是会有另一个潮流的兴起？

卡特：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

比较而言，更加偏向于政治化，西

方艺术则富有西方国家的商业文

化特点。今后，中国的当代艺术

可以更加趋向于全球化，但无论

怎样发展都必须有自己的特点，

不可一味地去复制西方的思想和

方式。

我们崇尚艺术的多元性，因

为我们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也就

是不同美学的产生，所以美学是

一定要追求多样性的。因此，为

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艺术，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让我们的大

脑变得丰富，然后去接受各种各

样的艺术理念，这样才能够接受

更多新鲜事物，艺术才能够良好

地发展下去。

王斐：一个艺术家在起步之

初，怎样去面对不被大众理解这

一难题？艺术家应该改变环境还

是改变自己来迎合环境？

卡特：艺术家始终都要用本真

的一面来体现自己的意志和精神，

千万不可因市场而改变自己内在的

东西。只有在作品中体现了你自己

的个性和内在精神之后，才能被市场

接受。没有被接受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他人还没有发现你作品的真正

含义，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改变自己

去迎合市场。

起初，一部分优秀的艺术家

可 能 会 因 为 经 济 的 原 因 而 比 较

艰 苦 ，他 们 需 要 社 会 组 织 的 帮

助，这在发达国家是经常出现的

事 情，这 样 做，能 更 好 地 帮 助 优

秀 的 艺 术 家 走 向 成 功 。 一 个 国

家的强大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经

济的强大，二是文化的强大。基

于这两点，发达国家某些组织很

愿 意 为 发 展 本 国 文 化 软 实 力 而

出力。

王斐：如果一个中国艺术家

要去西方开音乐会或举办展览，

那么他的作品中是否应多顾及西

方人能理解的内涵，还是一直保

留中国元素，不用刻意去改变？

卡特：一定要保持中国的元

素，虽然这样会让一些西方人不

能接受，但若没有这些元素，你的

作品会显得假。

西方观众可以通过学习和作

品的注解来达到了解艺术家及其

作品的目的。西方的观众很欣赏

艺 术 家 的 诚 实 和 对 自 己 的 忠 诚

度，如果他们发现艺术家是为了

取悦他们而做一些作品，他们将

会对你失去兴趣。

西方人希望多了解中国的文化

王斐：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想请教您。不知您有没有发现，

中国人和西方人 形 成 的 一 个 家

庭 ，他 们 的 混 血 后 代 往 往 西 方

人 的 特 征 更 多 些 ，这 是 一 种 生

理 现 象 。 那 么 ，您 是 否 认 为 在

文 化 上 的“ 混 血 ”，也 会 出 现 类

似的结果呢？

卡特：我认为，西方的艺术和

理念试图进入中国，虽然会对中

国的文化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绝

不会吞噬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

的文化是非常有底蕴的、是非常

强大的。在今后即使有中西文化

的融合，也不会对中国的文化造

成太大的改变。

王斐：这次世界美学大会选

择在北京举办的原因是什么？

卡特说：中国的文化越来越

受到世界的瞩目，越来越多的西

方人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艺术，

而 且 世 界 美 学 大 会 只 有 一 次 是

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其他的都在

欧洲举办，我认为亚洲是被忽视

的一块。亚洲国家中，中国文化

非 常 深 厚、悠 久，因 此 我 们 决 定

这次美学大会在北京举办。

2008 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已经被中国的美所吸

引，并且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

的 机 会 将 这 个 大 会 带 到 中 国 北

京。一是中国处于亚洲的中心，

这 次 来 到 中 国 也 是 希 望 中 国 艺

术 与 世 界 艺 术 有 一 个 和 谐 共 处

的发展；二是中西方艺术家能够

相互学习，因为以前并没有太多

的接触；三是未来世界各国的相

互 合 作 ，将 是 一 个 大 趋 势 。 虽

然 ，以 前 中 西 方 有 过 相 互 的 交

流，中国对西方的文化有一定的

影响，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并没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西方人只是

从 报 纸 上 了 解 到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但没有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更

多东西。

在我的田野考察实践中，河

南内乡宛梆剧团给了我难忘的经

历和感受。几年间频繁的往来走

动，我每一次都能看到他们新的

变化：新生力量的加入、设备的更

新、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新的经营体制的施行

等，每一步都与宛梆艺术的发展

紧密相连。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国有剧团

建立，老一辈宛梆人就在艰苦的

经济和演出条件下，使宛梆的生

命 得 以 延 续 并 在 唱 腔 上 有 所 创

新。1993 年至今，剧团历任团长

李兆冉、周成顺、刘铁民等，更是

自觉地以宛梆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为己任，带领全体演员，在艺术的

保护、传承和剧团的生存模式上

不断探索，终于在 1998 年创作排

演新编历史剧《三院禁约碑》，获

得省“五个一工程”奖；2002 年，剧

团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宛梆于 2006 年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然而，他们从来都是低

调行事，默默地做着保护宛梆遗

产、传承宛梆艺术的大事：在其他

地方剧种市场萎缩、生存堪忧的

情况下，剧团两支演出队一年仍

然能够上演 600 余场。这不是一

个神话，而是全体宛梆人在国家

政策的扶持下，用他们的精神和

汗水，在老一辈演员就已经开始

了的、对宛梆艺术的保护、继承和

剧团生存模式的探索实践中，一

步一步走出来的。如果说国家的

政策扶持、地方政府的经济付出

是外因，那么宛梆人的文化自觉

就是宛梆艺术得以大力发展、得

以被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因。

老团长范应龙，主工生行，善

于学习、勇于创新。他在宛梆唱

腔的改革中，吸取了越调归韵于

“ang”的特点，改变宛梆传统唱腔

以开口音“吒”“呀”“哪”“哇”为韵

脚的收韵方式，而以每句唱腔尾

字的韵母收韵，使人听之感觉干

净、规范。唐金焕，老一辈宛梆名

角，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省分会

会 员，内 乡 县 政 协 委 员，主 攻 青

衣、花旦、武旦。她在宛梆唱腔的

改 革 上 善 于 运 用 自 己 曾 经 唱 过

京剧、越调、黄梅戏、豫剧等剧种

的优势，对宛梆的旋律进行继承

和发展。程建坤，宛梆音乐的设

计者，不仅将宛梆传统音乐烂熟

于 心 ，还 善 于 吸 收 新 的 音 乐 元

素。比如在《三赐御匾》中，运用

了 3/4 拍子，增加了传统的梆子腔

板式连接程式，丰富了唱腔音乐

的表现力。

刘兆龙、谢华丽、蔡桂梅等中

青年演员是剧团的中坚力量。年

轻演员杨红海继承了周成顺的表

演和演唱风格，大气稳重、唱腔宏

亮；武新茹、胡文采等，以女性身

份饰演男性角色的形式，做着恢

复宛梆艺术固有的生角“讴”音花

腔的实践……

每一位宛梆人都无怨无悔地

做着贡献：像蔡青兰那样，不顾伤

痛、带 病 演 出 者 有 之；像 杨 辉 那

样，不畏严寒、赤膊上阵者有之；

像刘兆龙那样，已知天命、依然演

出 者 有 之；像 张 德 州、周 成 顺 那

样，生 命 不 止、演 出 不 止 者 亦 有

之。他们以宛梆艺术而自豪，以

传承宛梆艺术为己任，剧种的发

展永远大于个人的得失。

著名学者田青曾于 2010 年初

在《“文化自觉”何时成为中国社

会共识？》一文中，认为当下热门

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运动，是人类自觉地意

识到本民族文化之于异文化的重

要意义时的行为实践，只有真正

地做到这一“文化自觉”，才能够

找到本民族文化之根基，最终达

到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

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只有抛

开不正当利益的驱使，让“文化自

觉”这一内因成为全体国人的共

识时，才能真正利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才能在世界民

族文化多样性中，形成“当代中国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如果说，田青是站在世界和

中国整体文化的高度来谈文化自

觉和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复兴

与繁荣的关系的话，那么几代宛

梆人所做的和正在做着的工作，

及其取得的些许成绩，则是以一

个基层剧团的实践，说明了在国

家力量扶持的同时，真正的“文化

自觉”对于戏曲艺术的保护和传

承的重要性。

了解日本的舞蹈，先从它的创

世神话开始。神话中的伊耶那歧

与伊耶那美两兄妹，被认为是分别

创造了日本的国土与人类。

传说，伊耶那歧与伊耶那美

兄妹二神受天帝的命令，把漂浮

海上的大地固定了下来。二神站

在浮桥上，用天帝所赐的沼矛伸

入海中搅拌，海水发出哗哗的巨

响。提起矛时，矛尖滴下的盐水

凝聚成海岛，叫做淤能吕岛。二

神来到淤能吕岛上结了婚，伊耶

那美生下八座大岛，接着又生下

分别掌管石头、泥土、河海、水、

船、食物等各方面事物的神，最后

生下火神，可是伊耶那美却反被

火神烧死。伊耶那歧于是愤怒地

斩杀了火神。

伊耶那歧到黄泉国追寻已逝

的妻子。他违背妻子的警告，看

到了妻子在阴间丑陋的面容，吓

得慌忙逃跑，并发誓永远与妻子

断绝关系。为了祛除黄泉国的污

秽，伊耶那歧在阿波歧原举行了

法事。传说当时他扔掉的手杖、

腰带、衣服、头冠、左右手饰物等

都化为各种神灵。他洗左眼时诞

生了天照大神（太阳神），洗右眼时

诞生了月读神（月亮神），洗鼻子时

诞生了须佐之男命（海神）。伊耶

那歧分别命令他们治理高天原、夜

食国、海原这几个地方。

须佐之男命不听从命令，跑

到他的姐姐天照大神的地方去捣

乱，姐姐被吓得躲进一个山洞里

再也不出来了。天地因此变得一

片黑暗，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也不

能让天照大神出来。最后，来了

一位天宇受卖命女神。这位女神

头上戴着用花做的藤蔓花环，手

持天香山翠绿的竹叶，敞着胸，脚

踩在倒扣着的木桶上载歌载舞。

人们为她精彩绝妙的舞姿欢呼起

来，忘记了黑暗和寒冷。

人们的欢呼声令天照大神觉

得很奇怪，于是忍不住从山洞里探

出头来，想看个究竟。结果，她刚

一露头就被躲在旁边的天手力男

神给捉住，另一位布刀玉命神立刻

用绳子把她拴了起来。天照大神

再也逃不脱了，只好乖乖地回到天

上，天地于是又恢复了光明。

日本的祭神舞据说就是来源

于这则神话中天宇受卖命女神所

跳的舞蹈，至今还保持着一边舞

蹈一边踩踏木桶，发出咚咚声响

的独特风格。

日本在古代最初经历了三个

文化阶段，即绳文、弥生、古坟文

化阶段。从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

纪至公元 3 世纪）起，日本原始民

族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

和政权建立后（公元5世纪），也就

是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

与中国开始频繁接触，这时候，吴

国的伎乐传到日本。从飞鸟、奈

良时代起，也就是中国的隋唐时

代，日本才真正开始大规模学习

中国和韩国的乐舞文化。伎乐、

雅乐和散乐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代

表性舞蹈。

伎乐包括两类舞蹈，一种是

在中国流行的西域佛教乐舞，如

《狮子开道》、《迦搂罗》、《醉胡年》

等；另一类是流行在南朝的乐舞，

如《吴公》、《吴女》等。这类乐舞

在日本都戴假面具表演。

雅乐是日本宫廷舞蹈的统称，

包括唐乐、三韩乐。唐乐是指从中

国传去的汉唐乐舞。根据记载，

由遣唐使带去日本的音乐有 48

种。唐代许多宫廷舞蹈如《秦王破

阵乐》、《团胡旋》等，都传入日本。

日本的散乐相当于我国汉朝

时期流行的百戏，演出的多是杂

技、幻术等内容。

到了平安时期，中国唐代乐

舞、印度天竺乐舞、朝鲜乐舞都传

到了日本，丰富了日本古代乐舞

艺术的内容，促进了日本舞蹈的

发展。

（摘自《舞蹈的故事》）

1977 年，在中国的大地上似

乎 没 有 发 生 什 么 惊 天 动 地 的 大

事，既没有发生像 1976 年粉碎“四

人帮”那样的大事件，也没有发生

像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社会

和人们带来的大变革。然而，在

这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涌动着一

股巨大的潮流，人心思变——就

是这潮流大浪涌起的前奏。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话剧《一九

七 七》（喻 荣 军 编 剧 ，王 晓 鹰 导

演），以一个知识青年后代返回北

大荒，寻找父辈当年的生活足迹

为线索，生动地展示了当年的知

识青年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动人

故事，讲述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及

情感生活，形象地揭示了 1977 年

那一特殊年代的政治背景、社会

情境及人们的生活状态，细腻地

写 出 了 发 生 在 这 一 切 背 后 的 变

化，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虽说 1976 年打倒“四人帮”给

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多年被

禁锢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但是，长

期的思想禁锢所形成的习惯思维

及其权力阴影下的余威依旧笼罩

在人们的心头，而地处边远的北

大荒更是如此。对于那些在战天

斗地的过程中耗尽了青春岁月的

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多么希望黑

夜早些过去，黎明的曙光早些照

到自己的头上；多么想早些与父

母亲人相聚，重温儿时的梦想。

正因为此，一个“回城指标”引发

了那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竞争”。

当小根宝那瘦弱的身子扛起300斤

重的麻包，挪动着那颤抖的双腿

迈向目标，最终倒在途中却又不

甘心就这样“ 葬送”了这唯一的

希望而号啕大哭时，人们的心里

就 像 被 针 扎 了 一 样 。 当 恢 复 高

考的喜讯传来，张国强为了得到

10 天的复习时间而让小根宝用

铁 锹 打 断 自 己 的 腿 以 获 得 那 宝

贵的“休假”时，人们的心灵真的

被 震 动 了，分 明 感 到，人 物的腿

伤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而是折

射了人物心灵中难以言说的巨大

精神之痛。

而场长老迟呢，他一天到晚

训斥别人，把农场的“ 大印”（公

章）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自以为

是代表组织（“章子就是王法！是

组织！是党！”）执行上级的政策，

把知识青年当成木头人那样来管

理，他的一贯“正确”，不正是变相

地对人性的践踏吗？可他是坏人

吗？不是。

然而，尽管严寒还没有消尽，

但春的信息已经突破层层屏障撒

向了大地，开始融化着人们心中

的冰块，催生着“人性”的觉醒。

当阿三悄悄地把“大学招生

要改了”的消息透露给张国强和

陈琼后，他们那久被压抑的心又

开始“活动”了。他们从开始的不

相信，到“憋不住”喝酒发泄，又唱

又跳；从最初的私下传递消息到

为争取上学的权利而据理力争，

他们的意识开始觉醒了。为了获

得上学读书的权利，张国强等人

以“绝食”进行抗争。这并非是如

老迟所说的“跟组织叫板”，而是

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确认与肯

定，是个人尊严的觉醒，是自己选

择生活的自觉意识的萌发。因为

“报名考试是党中央给大家伙的

权利”。人物的这种精神大变化，

不正是时代的前进和政治的发展

所带来的变化吗？

可是，作为场长的老迟对这

一切却很不理解。高考的政策下

来以后，他从心里不想让知识青

年们走，他要开发大雁洼。为此，

他设置种种障碍，报名要经过组

织审查，要经过场里的测验……

但是，他的思想其实也在转变着。

当高考那天到来，知青们早

早起来去赶火车，结果拖拉机打

不着火而不得不跑步去火车站，

可还是晚了。正在知青们感到绝

望之时，场长老迟开着拖拉机赶

来了，“快，我开着拖拉机送你们

去考场，兔崽子们，抓紧了啊，站

稳了啊，看我老迟咋把你们往大

学里送吧。”此时此刻，不用说参

加高考的知青们，连剧场内的观

众都跟着激动。

透过从人的变化到人性觉醒

细腻的变化过程，观众看到了时

代发展的希望曙光。

该剧根据电影《高考一九七

七》改编，但作者的思考没有停止

在电影版的结尾处，而是精心设

置 了 张 国 强 与 儿 子 张 鑫 源 这 条

线，通过两代人的“ 代沟”，对社

会、人生进行了深入思考。当年，

张国强以“绝食”的方式争取参加

高考的权利，而今天，他的儿子却

说：“现实告诉我们，高考不是唯

一的选择。”他们当年想通过“高

考”“回城”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儿

子却想通过去农村支教找到自己

的价值。这看似两代人的代沟所

产生的思想观念的差异与矛盾，

不也正凸显着时代的烙印吗？作

品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

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

不同时代人的变化，折射了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把思考引

向了历史与现实，引向了人的灵

魂深处。

著名民族音乐家、民族弓弦

乐大师、作 曲 家、教 育 家 刘 明 源

离开我们已经 14 年了。刘明源

的 一 生 为 民 族 音 乐 事 业 奋 斗 拼

搏 、辛 勤 耕 耘 ，倾 注 了 毕 生 精

力 。 正 如 著 名 作 家 苏 叔 阳 的 挽

联“先生去矣友邻皆悲从此人间

少妙曲，天国召噫神娥恭候而今

云头荡嘉音”。

由中央民族乐团、喜洋洋室内

乐团主办的纪念刘明源诞辰 80 周

年系列纪念活动即将拉开帷幕，届

时各种形式的演奏会、学术研讨会

将在北京举行。刘明源之子刘湘

与其父的弟子将同台献艺，以精彩

的演奏共同怀念这位音乐家。

刘明源 1931 年 5 月 28 日生于

天津。当医生的父亲酷爱音乐，

并拉得一手好胡琴。6 岁时刘明

源便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板胡、

京 胡 演 奏 ，练 就 了 扎 实 的 基 本

功。他 11 岁便以出色的演奏技艺

加入天津地区的百灵乐团、闽粤

会馆等乐社组织，参与演奏，同时

继续学习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广东音乐、曲艺等。他 16 岁后相

继在天津的“胜利”“皇宫”“永安”

“惠中”等歌舞团担任高胡、板胡、

二胡演奏。他 1951 年加入天津市

评剧团，1952 年调入北京电影乐

团民族管弦乐队任乐队首席、独

奏演员、队长等职务。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刘明源

的一曲《大起板》就曾响彻大江南

北。这首高音板胡独奏曲，以优

美的旋律、鲜明的节奏和热烈饱

满的情绪深深感染着听众，以至

常常演奏至高潮处，全场观众起

立随声击掌。1957 年在第六届世

界青年联欢节上，刘明源以超群

的演奏，征服了评委和观众，夺得

民间乐器演奏比赛的金质奖章，

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刘明源是深深扎根于民族音

乐土壤之中的演奏艺术家。长期

以来，刘明源始终没有停止过向

社会、向民间、向姐妹艺术、向人

民大众学习。他抓紧到各地演出

实践的机会，深入生活、深入民

间。在河南演出期间，他参加当

地的河南梆子剧团的演奏，在掌

握了大量河南民间音乐素材和演

奏特点的基础上，创作了二胡独

奏曲《河南小曲》。

在一次出国访问演出中，他

听了蒙古艺术家赞米扬的马头琴

独奏，深受启发，于是用心揣摩马

头琴的演奏技法，并以内蒙古音乐

素材为基础，创作了中胡独奏曲

《草原上》。这首乐曲绘声绘色地

描绘了广袤的草原风光，表达了作

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片深情，同

时在演奏技法上拓展了中胡的表

现力，并首次将中胡这件伴奏乐器

推上了舞台，成为独奏乐器。

技艺与神韵的完美统一，是刘

明源演奏艺术魅力之所在。深厚

的功底、巧妙的处理、跌宕起伏的

力度变化、刚健有力的音质、纯正

明亮的音色和具有大将风度的舞

台表演，令听者如醉如痴，心灵震

撼。他的演奏以情入曲、以曲传

情，静如小河流水潺湲动听，动似

大江东去气势磅礴。无论是以东

北曲调创作的板胡独奏曲《大姑娘

美》，还是具有陕西风情的《秦腔牌

子曲》，都被他演奏得得心应手。

刘明源在几十年的操琴生涯

中，不断进取，大胆创新，广收博

采。人们赞誉他拉什么像什么，并

称他为“胡琴司令”。他的按弦技

法变化万千，揉弦、压弦、滑弦、滚

打、勾颤等方面都能得心应手。右

手运弓似行云流水，而且出弓、入

弓、换弓均不露刀斧痕迹。

几十年来，刘明源以其深厚

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优秀民

族器乐曲，这些乐曲脍炙人口、

久演不衰，如板胡曲《节日》、《花

儿的故乡》、《月芽五更》，合奏曲

《喜洋洋》、《幸福年》，二胡曲《河

南小曲》，中胡曲《草原上》、《牧

民归来》，加工整理的广东音乐

《平 湖 秋 月》、《双 声 恨》、《倒 垂

簾》、《雨打芭蕉》、《孔雀开屏》，

以及与他人合作出版的《板胡基

本功练习》一书。

刘明源不仅是胡琴大师、民

乐作曲家，还是一位卓有成绩、让

人敬仰的教育家。自上世纪 50 年

代以来，他培养了大批的演奏人

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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