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旗帜和方

向，内涵十分丰富，构成了一个科学

理论体系。就文化艺术工作来说，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就必须明确我们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属性定位，

洞悉文化艺术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的崇高使

命。进而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中写好

中国文化艺术的绚丽华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新

时代的重要使命。面对波澜壮阔的

新时代，需要产生与此相称的精品力

作。饱满的创作热情，多元的文化创

造，凝练文化精品，锻造艺术高峰，文

化艺术工作者需要更加深入地认识

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应当更深刻地

看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这个问题。因此，新时代

的文化艺术活动都必须更加适应新

时代的大实际。这就要求文化艺术

工作者要更加具有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新时代呼

唤作家、艺术家有一种更高的历史站

位、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坚实的生

活基础，进而创造出更多的时代大作

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不同时代总会催生出符合那个时代

特征的文艺精品。“文变染乎世情，兴

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我们今天面对的“时

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今天要做的大“事”，就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则是我们今

天面临的大“世情”，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是 大“ 民

意”。文化艺术工作者需要立足于这

个思想根本，凭借文艺创作在反映现

实矛盾方面具有的自身优势，理应担

当起全面、深刻反映这些新现实、新

矛盾的新时代使命。

进入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要在

彰显文化自信上态度更加坚定、更加

有所作为。发时代之先声，为新时代

鼓与呼，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

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

美、崇高之美，要体现在弘扬中华文

化、凝聚中国精神上，要体现在坚持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上。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有利于

确立文化自信。如果文化不能激活

现实或者被现实所激活，这种文化

和 艺 术 创 作 便 不 能 给 人 们 带 来 信

心，同样也不能使人们对这种文化

艺术抱有信心。现实题材作品更能

够 更 容 易 塑 造 出 典 型 化 的 新 人 形

象，更容易促使人们建立起对于现

实的审美关系，更能够为人民提供

正确精神指引。英雄是民族精神的

坐标，典型是历史潮流的结晶。新

时代的神州大地卷起的伟大实践浪

潮，英雄辈出，作家、艺术家理所当

然首先要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塑造

当代英雄的典型形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在这个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者

应奋发有为，勇担使命，要提高、增强

文艺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文化和文明

辨识度。这种文艺形象更加需要体

现在精神和心灵的特征上，体现在

情感、文化和价值观的情愫上，体现

在作品的浓烈文化自信以及建筑在

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民族精神独立性

上。文艺创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不仅是历史

的“ 剧 中 人 ”，还 是 历 史 的“ 剧 作

者 ”。“ 人 民 ”理 所 当 然 成 为 文 艺 创

作所要表现的主体。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蓬勃生动的现实正

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活动，正体现着

中国人民的本质力量。现实题材的

当代性充盈了，文化的生命力和人

民的主体意识才能真正得到哺育和

确证。文艺更多地选择表现现实题

材，就能够有力地增强现实主体意

识，体现展示出浓郁丰赡的文化主

体性。

每一时期的文化都有时代风貌

的投射，每一时期的艺术都有时代精

神的烙印。时代精神滴灌着每一个

国民的心灵，是当代中华民族品行的

集中体现，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价值

追求的思想纽带，是感召各族人民凝

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

量源泉。伟大时代呼唤催人奋进的

伟大作品，需要作为时代精神记录

者、传播者、弘扬者的文化艺术工作

者担当起时代使命，把追求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文艺创

作的时代主题，以充沛的创作热情充

分地展现时代图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必须更自

觉地、更坚定地、更全面地学习时代、

学习生活、学习人民，创作方向更好

地适应新时代，更鲜明地同我们伟大

的时代相称。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

敏锐地感悟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风

云的声响，捕捉新时代的信息，感应

新时代的精神；更加积极地反映人民

意识，渗透人民精神，更多践行感应

时代精神的探索。在深入时代社会

生活的大潮中，密切注意到社会主要

矛盾的运动变化，深刻认识和把握矛

盾运动变化的规律，从社会矛盾冲突

反映最深刻的地方，看到人民创造历

史的力量，看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看到生活的本质情愫，精心描摹中国

经验，细致抒写中国故事，纵情赞颂

中国梦想，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创造

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奉献给新时代，

奉献给人民。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积

淀着时代情感生活的美好向往，它们

与时代同甘苦共命运，与社会生活悲

欢离合同频共振，承载着时代的理想

诉求，昭示时代精神的总体特征，从

而在陶冶国民思想情操、锻造国人

心灵世界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强

大作用。优秀的现代戏深深扎根人

民生活与思想的沃土，从人民丰富

多彩的生产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

用独特的视角、个性的表达反映人

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反映人民

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展现人民大

众身上散发出的时代精神之光，给

人以思想、力量、快乐。

当代社会蕴藏着巨大的激情的

能量，孕育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

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矢志不渝的改

革精神、激扬飞跃的创新能量。现代

戏创作理应对此发声，通过自己的艺

术笔触、舞台想象，在主题表达、人物

塑造、故事选取、场景安排、构思设计

诸多方面迸发出这种中国梦形象的

内在能量、主体精神和时代之魂，释

放出充盈审美意蕴、展现精神力量的

黄钟大吕之声。同时，中华大地博

大而丰富的自然风情、人文景观，有

温度又有质感的现实生活、社会气

象，足以给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提供一个寻找或点燃的现场，提供

一个激发灵感和捕捉灵感的现场，

提 供 一 个 萌 生 勃 发 原 创 能 力 的 现

场 。 作 家 艺 术 家 满 怀 深 情 拥 抱 生

活，痛饮生活之杯，接上充沛浩然的

地气，激活不羁的灵感和创造的火

花，进而通过一个个具有艺术真实

的新情节，使得人物的理想不仅让

我们感到可敬，也感到可信。

创造是迷人的词语。新时代舞

台艺术那种繁星璀璨、群峰耸峙的绚

丽华章等待我们去创造。在党的十

九大精神指引下，我们有责任、有担

当、有信心，立足中国文化与现实，聚

焦创新创造，满腔热忱地为新时代铸

魂立传，用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描绘

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努力攀登上新

的艺术高峰。

创造中国文艺的绚丽华章
孙豹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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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终岁尾的文化大餐，各家

电视台的 2018 跨年晚会已经留在记

忆里了。这些晚会星光闪烁、亮点纷

呈，很多温暖、温情、温馨的节目都可

圈可点，尤其是以往某些偏重拼明

星、拼烧钱、拼娱乐、拼怪诞的晚会编

排，在今年悄然瘦身变脸，出现了不

少文化味鲜明、人情味浓郁的节目，

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跨年晚会扎堆儿播出，难免就会

有比较和竞争，评价自然也会各有差

异。我认为，一台晚会的成功，不是

看谁家请的腕儿大，谁家的舞台最

炫，谁家的噱头更多，而是应该比较

谁家的文化含量更高，谁家的创新

意识更多，谁家得到观众真正发自

内心的掌声更热烈。比如除了歌舞

这样的过去传统晚会内容，今年有

的电视台还特意添加了思想文化交

流的项目，有的电视台添加了家庭

文化内容，有的电视台开始关注冬

奥会和冰雪文化……种种举措新意

十足，诚意满满，的确值得点赞。其

中 张 杰 演 唱 的《天 上 掉 下 个 林 妹

妹》，将 民 族 传 统 和 现 代 元 素 相 结

合，曲调优美，辞采绚烂，表演灵动，

尤其引起我的注意。

看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忽然

想起前几年谭维维在央视春晚演唱

的《华阴老腔一声喊》。两者都是采

取了这种土洋结合的混搭式创新尝

试。一阴柔、一阳刚，一狂野、一含

蓄，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但都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戏曲文化与电声、说唱、

现代舞的有机融合，产生了奇妙的化

学反应，带来震撼人心的视听力量。

同时，也让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彩，再一次见

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醇厚魅力。

张杰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越

剧部分的词句，出自曹雪芹原著。“似

一朵轻云刚出岫”“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扶柳”“眼前分明外来客，

心底却似旧时友”等等优雅含蓄，韵

味无穷，显示了汉语言的美妙张力。

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令人自豪。我

们用汉语思维，我们生活在汉语氛围

和节奏里，沐浴着汉语文化的光彩。

在浙江电视台跨年晚会看到任家萱、

田馥甄、陈嘉桦的身影，就想起她们

演唱的《中国话》的歌词：“各种颜色

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

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

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

卷着舌头学平上去入的变化……好

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汉

语文化给我们的浸润和恩惠，是如春

夜喜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这一脉

文化情缘，澎湃着长江和黄河的宏

阔，闪耀着昆仑和泰岱的壮丽，连接

着一辈辈中华儿女的精血和心魂。

可是，我在今年的某些跨年晚会

节目中，感觉看到的中华传统文化元

素太少了。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大

量外语元素尤其是英文元素的流量

翻新、遍地开花。比如东方卫视和湖

南卫视晚会上都有《全部都是你》这

首歌。这虽然是个中文题目，演员的

演唱内容却是配发中文字幕的大量

英文歌词，而湖南卫视的晚会一开场

干脆就是两首英语歌曲，题目是《It's

my life》和《Lion》；再比如，登上跨

年晚会的很多歌手的名字都改换了

汉语姓氏，大量英文艺名出现在节目

单和字幕上。当然，对这种英文艺名

不能一概投反对票，来自我国台湾的

任家萱、田馥甄、陈嘉桦的组合名字

就用英文字母标识，叫 SHE，风行多

年，约定俗成，已经得到观众的高度

认可。可是，本来是黑龙江哈尔滨

人，本来是北京孩子、重庆孩子……

这些人打小儿用的都是汉语名字，现

在却都改用了英文艺名或者中英文

混合的名字来登台亮相、招摇过市，

而且被当成一种时尚的“潮流”，这就

令人有点想不明白了……

提到 Nicholas Tse可能很多观众

不知道是谁，Nicholas Tse 是谢霆锋

的英文名字，看到谢霆锋三字，公众

就会想起他的电影和音乐作品。谢

霆锋的汉语名字不是更加有助于在

华语文化圈中的交流吗？这样的汉

语名字有什么不好？

起艺名是人家的自由，旁观者自

然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热衷英文艺名、

热演英文歌曲。毕竟万紫千红、草木

蔓发，正是一个春山可望、开放包容

的健康文化生态。可是，倘若一味地

以洋为美、慕洋为癖，就应该进行反

思和修正了。洋字母不一定堆成国

际范儿，越是民族的反而越是世界

的。谨以此文，向 2018跨年晚会的某

些组织者和参与者进一言。

2018跨年晚会观感
高 昌

潮音阁

张杰在跨年晚会上演唱

眼前这本不算太厚却有千斤重

的《为伟人做翻译》，是一部内容十

分丰富、意义甚为重大的书；一部具

有 许 多 鲜 为 人 知 的 关 于 毛 泽 东 主

席、周恩来总理伟人风范和人格魅

力的佳话的书；一部对从事外事工

作特别是外语翻译的人来说不可不

读的书。

为了深刻理解这部引人入胜的

《为伟人做翻译》的珍贵价值，首先

对此书的作者范承祚有个剪影似的

了解是很必要的。承祚同志原来是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1953 级 的 学 子 ，

1954 年受国家公派，作为我国有史

以来首批留学阿尔巴尼亚的六名学

生之一，赴地拉那学习。因为工作

需要和学习成绩优异，1957 年他大

学尚未毕业，就被分配到我国外交

部工作。其中有近 20 年时间一直担

任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主要阿尔巴尼

亚语翻译，共有百余次。他是毛主席、

周总理十分信赖的贴身翻译，是很

得力的外交官。同时，他还是一位

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又非常勤

奋的诗人，有诗集《万里千诗》、长篇

回 忆 录《往 事 如 诗》等 作 品 相 继 问

世。

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国力增

强，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更加频繁行

动，不时耍弄新的反华伎俩。他们

痴心妄想地要给中国人“换脑筋”，

搜罗、豢养一些无聊文人，编造一些

污蔑我们党和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

理的文字。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有

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有

责任、有义务揭露他们的阴谋。在

这方面，承祚同志为我们做出了很

好的榜样。

在书中，承祚同志对毛主席和

周总理非常人具备的才干和美德，

不是通过空洞的政治说教、理论分

析、呼喊口号强加给读者的，而是以

确凿的事实、娓娓动听的故事，在读

者心里掀起感情的波澜。生动的故

事是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的精髓，

这些故事见微知著、非常精彩，不仅

充分展示了伟人毛主席、周总理的

人格魅力，而且还具有很重要的历

史文献价值。在此举出几例：

20 世纪 60 年代，在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中阿两国是同一条战壕

里的战友，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但在

斗争策略上存在着差异。中方主张

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阿方则

坚持“不妥协”立场，“大修”“小修”

一起打。为此，中国共产党和阿尔

巴尼亚劳动党决定在北京举行一次

高级别双边会谈。1962 年夏，双方

进行了三轮会谈，但对分歧没有达

成共识，阿方卡博等同志闷闷不乐，

担心此次毛主席不会接见阿党代表

团。然而，6月 28日中方派专机送客

人由北京飞往武汉。翌日，在武汉

东湖宾馆休假的毛泽东主席会见并

宴请了来宾。宴席上摆了一桌菜，

毛主席生动地说道，我们餐桌上有

这么多的菜，同时我这里还有小辣

椒 等 小 盘 食 品 。 同 志 们 要 是 不 怕

辣，也可以尝一尝。大碗大盘里的

是我们共同的食品，四个小碟则不

同 于 它 们 。 这 就 是 说 我 们 这 里 有

同，也有异；既有大同，这是主要的，

也有小异啊。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

善于求同存异，怎么可以团结广大

群众进行革命事业呢？听罢此话，

卡博紧张的心情立刻轻松起来，解

除了心结。这是中阿两党关系史上

的一段趣事，具有重要的意义。作

者仅用几百字就把经过讲得轻松活

泼、饶有情趣。

1963 年冬至 1964 年春，周总理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非、亚、

欧 14 个国家，其中访问阿尔巴尼亚

的时间最长，共 9天。中国代表团 12

月 31 日抵达地拉那，当天的日程安

排得很满，在完成阿方安排的 6 项活

动之后，已是当地时间元旦凌晨四

时 半 了 。 大 多 数 工 作 人 员 都 休 息

了，唯独周总理还穿着旧睡袍，在他

的房间里轻轻踱步。他嘱告尚未休

息的翻译承祚同志快去睡觉，告诉

他“天亮后还有事呢”。承祚同志不

解，因为元旦的日程表上，早上没有

任何活动安排。承祚同志因非常疲

劳，一头倒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正当他酣睡之际，总理的卫士长成

元功把他叫醒：“小范，快起来，总理

准备下楼了！”承祚同志以最快的速

度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大步跟上。

周总理“服装整齐，神采奕奕，精神

矍铄，步履轻松”地出现在一楼大厅

里，原来他老人家是来给宾馆的炊

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

员、汽车驾驶员、电话接线员、仓库

保管员这八大员拜年来了。这时，

承祚同志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总理

说的“天亮后还有事呢”，就是要给

宾馆的工勤人员拜年！周恩来总理

满面春光，向聚在大厅里的每位阿

尔巴尼亚工勤人员祝贺新年。泱泱

大国的总理向异国的普通劳动者拜

年，这一非常之举，感动了在场的每

个阿尔巴尼亚工作人员，成为流传

至今的佳话。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重视翻

译工作和翻译人才。周总理还对翻

译 人 员 提 出 了 要 具 备“三 化 ”的 要

求，即思想革命化、语言规范化，要

有知识和文化。这“三化”对我们这

些“外字号”的人具有深刻的指导意

义，《为伟人做翻译》一书，对此也有

不少精彩的阐释。

在赏读此书的过程中，读者朋

友一定会觉得，本书的作者范承祚

同志，是一个有觉悟、讲原则、忠诚

老实、很有责任心，中、外文都很过

硬的翻译和外交官。是的，确实如

此，他的良好的政治素质、文化修养

和 工 作 能 力 ，是 对 周 总 理 提 出“三

化”要求的最好践行。

承祚同志是我国阿语事业的奠

基人之一，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出书

和发表文章都会给我看，我也十分

喜欢赏读，因为从他的作品里可以

学 到 许 多 我 所 不 知 道 的 东 西 。 我

很 早 就 建 议 他 把 本 书 中 的 内 容 写

出来，奉献给读者，但他很谦虚，一

直没有动笔。我进一步敦促他：你

所 了 解 的 这 一 切 ，不 属 于 你 个 人 ，

而 是 党 、国 家 和 人 民 的 一 笔 财 富 。

现在，他终于把这笔财富贡献出来

了 ，这 是 一 件 大 好 事 、大 喜 事 。 我

相 信 这 本 书 的 问 世 ，对 广 大 读 者 ，

特别是青年读者增强对毛主席、周

总 理 等 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的

了 解 和 热 爱 ，增 强 我 们 的 理 论 自

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会大有裨益。

跨年晚会扎堆儿播出，难免就会有比较和竞争，评价自然也会各有差异。我认为，一台晚会的成功，不是看谁家请的腕儿
大，谁家的舞台最炫，谁家的噱头更多，而是应该比较谁家的文化含量更高，谁家的创新意识更多，谁家得到观众真正发自
内心的掌声更热烈。

6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理论评论

本版责编 张 昱

E-mail：whblilun@163.com 电话：010-6429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