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表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编者按：文化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已组织 150余批次近 3000人次的艺术创

作人员和演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采风创作、结对帮扶和慰问演出、展览活动。为推

动文化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建立深入生活开展文艺创作的长效机制，引

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文化部对 2015年

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丹青描摹时代，采风结出硕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中 国 画 院 在 文 化 部 启

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第

二 天 ，即 组 织 画 家 奔 赴 江 苏 无 锡 基 层 ，先 后

走街道、进农村、看厂矿，感受到无锡新农村

的发展腾飞，体会了一批又一批无锡人艰苦

奋 斗 、实 干 兴 邦 的 伟 大 奉 献 精 神 ，并 用 画 笔

将这些收获真切记录下来。6 月，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画院的艺术家又深入崂山腹地，

先后前往崂山区上葛村、黄山村和北九水村

进行写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注重组织集体

写生之余，也鼓励画家自己深入生活，要求所

有画家每年必须抽出时间写生。画院的号召

得到了积极响应，2015 年春节，田黎明赶赴海

南南海舰队写生一个月，吃住在部队，日常起

居按战士的生活标准和习惯，每天早出晚归，

为战士画像。刘万鸣 4 月深入晋察冀革命老

区，到白求恩曾战斗过的河北唐县，和乡亲们

同吃同住，观察村民养殖业，画了数十幅动物

写生稿。

7 月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中国油画院写生作品

展”在中国美术馆一楼中厅开幕。36 件主题实

践活动采风成果中的优秀作品与观众见面，也

将美术界始终坚持采风创作、以丹青描摹时代

的优良传统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中国画院代表田黎明

艺术为人民服务
国家京剧院：刘长瑜（京剧表演艺术家）

“从人民大众的土壤中吸取养分，同时再

反 哺 人 民 ，这 是 文 艺 健 康 发 展 最 重 要 的 途

径。”刘长瑜说。几十年来，她多次赴边远贫

困地区、边境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为基层人

民 群 众 慰 问 演 出 。 多 年 的“ 下 基 层 ”“ 在 乡

间”，她深感地方戏曲的生存窘境，深知戏曲

演员成长的艰辛和不易，时刻心系基层院团

的发展，以实际行动为他们提供帮助——开

展戏曲讲座、现场指导教学、为院团管理建设

建言献策、在全国各地授徒传艺，已成为她生

活中的常态。

2014 年末，得知广西戏剧院京剧团想要

排演《红灯记》，作为《红灯记》第一代李铁梅

的扮演者，刘长瑜奔赴千里到南宁，帮助当地

的青年演员解决了剧目排演中的关键问题。

2015年 3月，国家京剧院与青岛市京剧院进行

结对帮扶合作，刘长瑜随同剧院赴青岛出席

签约仪式并发言，现场教授、指导青岛的京剧

演员。刘长瑜 4 次赴新疆，为当地戏曲演员和

京剧艺术爱好者开展京剧讲座，普及京剧艺

术知识。

刘长瑜提倡京剧艺术要从孩子们抓起，

倡导在中小学开办京剧课程，她也经常亲自

走进课堂，开展京剧教学。在孩子们心中，刘

长瑜并不是距离很远的“著名艺术家”，而是

一位非常有魅力的京剧奶奶。刘长瑜

五次进藏帮扶西藏话剧团出作品
中国国家话剧院：白皓天（青年导演）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5 日，国家话剧院应

结对帮扶单位——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邀请，

派出青年导演白皓天在“西藏话剧（小戏小

品）艺术高级研修班”授课。

2015 年初，国家话剧院与西藏自治区话

剧团建立了帮扶关系，在剧目合作、人才培养

等方面向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提供支持。

时隔仅 4 个月，白皓天再次赴藏，为创排

话剧《共同家园》展开采风活动。《共同家园》

描述的是 1840 年鸦片战争期间，藏民族以国

家大义为己任，毅然派兵抗英的故事。为了

更加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白皓天不仅在西

藏图书馆、西藏博物馆查阅史料，还前往江孜

抗英遗址进行实地寻访。由于寻访沿途须翻

越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山，白皓天的高原反应

强烈，不得不随车带着氧气袋，一边吸氧，一

边参观。与藏族百姓进行交流，让他深切感

受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民风民情等。

4 月、5 月、6 月，白皓天 3 次进藏探讨剧

本、确定演员，带领剧组开始紧张的排练工

作。在白皓天的积极协助下，7 月中旬，《共同

家园》剧组一行 30 余人从西藏来京进行封闭

式强化排练。该剧将作为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献礼剧目之一上演。白皓天

每部剧目都在采风中创作
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

2014 年底至 2015 年 8 月，中国歌剧舞剧

院剧目创作部多次组织策划歌剧《星海——

永恒的旋律》、《号角》、《白毛女》及民族音乐

会《国之瑰宝》等剧目的采风创作活动；为庆

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组织策划了大型

舞台剧《太阳的女儿》的主创人员赴西藏进行

采风创作工作，并与当地建立了结对帮扶长

效机制。

5 月，《星海》剧组赴延安采风，鲁艺成了

主创人员获取创作灵感的场所。在鲁艺，主

创人员了解到，在当时物质贫乏的情况下，冼

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极富戏剧性。

他因陋就简，将勺子、叉子、锅碗瓢盆都纳入

“乐器”的行列，将煤油桶改制成一把低音胡

琴，让演奏者拿个搪瓷缸，用勺子拼命摇，摇

出“渡黄河”的效果。正是用这些“打击乐”和

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乐器”，冼星海创作出

了永恒的旋律——《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

壶 口 瀑 布 边 ，主 创 人 员 伴 着 汹 涌 的 黄 河 波

涛，再一次开起了创作会。大家认为，通过

新的作品，一定要让观众充分理解黄河的意

象，并能够从音乐、歌舞中感受到黄河的伟

大和激情。
中国歌剧舞剧院

剧目创作部代表孙鸣迪

长期寻访民间艺人抢救民间舞蹈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斯日吉德玛（蒙古族舞蹈家）

在新疆观看表演时，一位民间艺人对于

民间舞蹈失传的担忧让斯日吉德 玛 深 受 触

动 。 作 为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的 骨 干 艺 术 家 ，斯

日吉德玛深刻感受到肩负着传承发展 民 族

艺 术 的 重 任 。 带 着 这 样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斯 日 吉 德 玛 逐 一 走 访 了 新 疆 最 原 生 态

的艺术传承人，极大地丰富了民族舞蹈的艺

术体验。

采风期间，斯日吉德玛深深“扎根”在基

层一线，借宿在当地民间艺人的家中，与他们

同食同宿，切身体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氛

围，深刻了解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生长环

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56 岁的代才且老人，多年来整理出了托

布秀尔萨吾尔登的 12 种姿态，并都传授给了

他的徒弟们。师徒们共同表演的托布秀尔萨

吾尔登舞，舞技高超独特。民间艺术家们对

艺术质朴和不懈的追求，令斯日吉德玛大开

眼界、深受感动。

在进行实地考察采风之后，斯日吉德玛

对萨吾尔登伯依勒格的历史形态、现实形态、

继承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由恩师莫德格

玛指导，斯日吉德玛完成论文《萨吾尔登伯依

勒格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将成果应用在了实

践当中，为佛得角艺术家创编了新舞蹈作品

《萨吾尔登伯依勒格》。斯日吉德玛

深入基层小学，开展戏剧普及教育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马彦伟（青年演员、导演）

2003 年 9 月，受剧院派遣，马彦伟来到北

京市革新里小学，受邀为报名参加戏剧班的

同学每周上一次戏剧表演课。从舞台到讲

台，从演员到教员，马彦伟认真地对待每一节

课，梳理资料，组织教材，设计了一套从语言

发音基本功的训练、绕口令、诗歌、寓言到注

意力、想象力、观察力、模仿力、信念真实感等

表演元素训练。马彦伟的戏剧课堂气氛活

跃、生动有趣，充满欢声笑语，深受广大师生

的欢迎。

教课过程中，马彦伟发现校园剧本非常匮

乏，于是开始剧本创作和文学改编，他创作的

第一个作品是根据寓言故事《拔苗助长》改编

的童话剧《贪心的代价》。12 年来，马彦伟为

革新里小学排演了经典童话剧《谁的颜色最美

丽》、《真假猪八戒》，童话剧《字典公公家里的

争吵》，现实题材校园剧《生日》及校园剧《一块

口香糖》、《礼物》、《最美的风景》。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向马彦伟发出了邀

请。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小马哥”都会和同

学们分享戏剧带来的快乐。与同学们的接触

也让马彦伟受益匪浅，在他创造的多个角色

中，很多性格刻画和细节处理的创作灵感来自

于校园中的同学们，可谓教学相长。

马彦伟

做农民、盲童乐手的知心人
中国交响乐团：周宏（乐队副队长）

在过去的 5 年中，周宏组织乐队音乐家

小组，持续赴重庆市北斗村进行“同吃同住

同劳动”的“扎根活动”。整整坚持了 5 年的

帮扶培训，让当初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任

务”变成了现实。5 年多的时间，也让交响

乐真正走进了重庆基层，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改变着盲童的人生。

2010 年 6 月，中国交响乐团艺术家小组

与重庆市南岸区北斗村农民管乐队结缘。之

后，中国交响乐团艺术家小组又与重庆特殊

教育中心的扬帆盲童管乐团结成帮扶关系。

器 乐 的 学 习 是 一 个 漫 长 而 复 杂 的 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

努力。不管对农民还是盲童，周宏从头教

起，从简单的音符到节奏，不厌其烦地和队

员一遍遍练习。农民学员们也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聪明才智，用“首调唱名、首调指法”

取代了一般专业教学中的“固定调唱名、固

定调指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奇迹般地解

决了困扰多时的各乐器调性统一问题，为

后续教学打下了较好的演奏基础。

周宏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让农民朋友和

盲童学生在丰富生活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克

服困难的勇气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这些都是

音乐艺术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周宏

采风成就作品的细节
中央歌剧院：胡绍祥（编剧）

胡绍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近年来，他创作出了《鄞地九歌》、《红

帮裁缝》、《北川兰辉》、《我的母亲叫太行》

等歌剧作品。

2013 年 9 月，中央歌剧院来到兰辉同志

家乡附近的四川省绵阳市演出《复兴之路》

音乐会。胡绍祥和中央歌剧院院长俞峰抓

住机会共赴兰辉的家乡北川县采风，决定

创作歌剧《北川兰辉》，在创作过程中，胡绍

祥和作曲家再赴北川，再次采访兰辉夫人

和生前好友，参观考察北川羌族民俗博物

馆，拜访了回教阿訇，不断将兰辉的形象充

实、丰满。在反复修改 20 余次之后，形成了

上演的文学剧本。2015 年 5 月，歌剧《北川

兰辉》在京首演，观众用热泪盈眶和热烈掌

声表达了内心的感受。

最近，为创作《我的母亲叫太行》，胡绍

祥深入太行山地区的武乡县，和窑洞里的老

人聊天，听到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人们讲当

年的事，让他茅塞顿开，在剧本中力求表现

老百姓与八路军血浓于水的感情。该剧将

于 10 月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剧目上演。胡绍祥

大美不言，人自爱之
中央芭蕾舞团：演员队

中芭演员队是中央芭蕾舞团最年轻的

团队，现有演员 90 人，教员 7 人，平均年龄

24 岁，拥有朱妍、张剑、王启敏、李俊、盛世

东、曹舒慈等一批世界一流的优秀舞蹈演

员。在主题实践活动中，这群殿堂中的“白

天鹅”以自己深入基层采风创作的所得，塑

造着富有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力量的“鹤之魂”。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中央芭蕾舞

团长期坚持的创作原则和优良作风。2014

年冬至 2015年 5月底，为创排大型原创芭蕾

舞剧《鹤魂》，演员队三度牺牲休息时间，利

用周末赴江苏盐城和黑龙江扎龙丹顶鹤自

然保护区体验鹤工生活，观摩鹤的生活习

性，模仿鹤的动作姿态，现场即兴创作舞段

动作，听工人和“驯鹤姑娘”徐秀娟的家人

朋友讲述鹤的有趣故事。冬季寒风肆虐之

时，他们早上三四点便起床精神抖擞地前

往基地；夏季蚊虫肆虐，他们不顾叮得满身

大包也要与丹顶鹤近距离接触。

怀着对徐秀娟所在的英雄之乡的崇敬，

演员们在滚烫的地胶上为鹤场工人和齐齐哈

尔基层群众送上慰问演出。中芭的深扎，不

仅脚踏实地，还把脚尖立在滚烫的地胶上，只

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什么是灼热的疼痛，但是，

观众看见的是美，大美不言，人自爱之。

中央芭蕾舞团演员队

代表朱妍

民间音乐带来创作灵感
中央民族乐团：赵东升（作曲家、创作室副主任）

赵东升，中央民族乐团作曲家，多年坚

持深入基层采风创作，为剧团及民乐事业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陕北、山西、浙江、海南……为搜集民

间 音 乐 素 材 ，赵 东 升 的 足 迹 踏 遍 天 南 海

北。在浙江，赵东升采集到舟山渔民号子、

舟山唱书、十番锣鼓等多个素材，并且同舟

山市文化馆十番锣鼓非遗传承人高成文等

诸多十番锣鼓理论专家学习了十番锣鼓的

演奏和创作技巧，为后来创作《浙东十番锣

鼓》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在海南，采集了海

南黎族、京族和具有海洋文化特质的民间

音乐，并且根据民间艺人黄海林演奏的鼻

箫，创作全新的作品。在海南采风期间，赵

东升同乐团演员一道，不畏路途险峻，深入

中国最南端的三沙市，慰问驻扎在海南永

兴岛的驻岛官兵。赵东升代表乐团参加了

“中国梦”主题歌曲的创作，其中作品已上

报文化部、中宣部。

赵 东 升 更 以 饱 满 的 创 作 热 情 创 作 改

编了多部采风作品，其中浙江十番锣鼓、

海南黎族鼻箫、民歌合唱《天南海北茉莉

花》将在“2015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中

上演。

草根沃野赛名花，香彻寻常百姓家
中国国家画院：李延声（画家）

李延声从艺近 60 年来，一直注重扎根

人民。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要求从西子湖

畔到山西煤矿工作 8 年，熟悉矿工、了解矿

工，因此有了丰富的矿山生活积累，有充沛

的感情积淀。《休息了——煤矿盛开大庆花

组画之一》、《山中的太阳》等作品多次参加

全国美展并获奖，影响很大。

近年来，李延声不畏严寒酷暑，不辞艰

险，辗转于田野山川之间，满怀弘扬民族文

化之深情，艰难寻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取

得了大量最直接、最生动的人物资料，以毛

笔直接面对真人写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写真造像。

有不少传承人年迈体弱，住在偏远山

村，李延声就上门拜访，取得第一手原生

态、最生动的资料。在江西婺源，李延声沿

着崎岖的小路到秋口镇长经村拜访傩舞传

承人——79 岁高龄的程长庆。在地震后的

汶川，尽管路况时有险情，李延声坚持采访

羌笛、羊皮鼓舞和羌年的传承人。

6 月至 8月，“家园心声——李延声非物

质文化遗产画展”亮相恭王府，展出作品70多

幅，包括为传承人的写真画像，表现非遗题

材的中国画以及和传承人合作的书法及刻

瓷作品等。“草根沃野赛名花，香彻寻常百

姓家，兰叶游丝描不足，绵长悠远踵增华。”

著名书法家沈鹏在看过李延声一幅幅神采

奕奕的非遗传承人画像之后，为他赋诗。本版文字由王立元整理，图片由卢旭拍摄

李延声

表彰仪式现场

赵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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