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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 106 岁高龄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瀚因为

身体原因，平时只能坐在轮椅上，睁眼和说话都已经

很困难了。在空军总医院的病房里，雒树刚部长努

力将身子倾斜，靠近老人家的耳朵，尽可能让她听

到：“老寿星，我又来看您了，2016 年，我来看过您。”

老人虽然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感谢之情，但她一直

紧紧握着雒部长的手不愿放开，有力而温暖，似乎想

用尽全力告诉大家：“我感谢党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感

谢给我的荣誉。”

吴瀚于 1914 年 3 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35

年，她参加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22 岁时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吴瀚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由生物系转入），但因为卢沟桥事变，她在清华大学没拿到证

书就匆匆离校。这年 9月，吴瀚应聘汉口懿训女中教员，这期间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执行党的指示。她是中共湖北工

委的特别交通，往返武汉与大别山七里坪送信。她受党组织指派创办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任团长，带领

近百名姐妹到医院救死扶伤，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最后一刻。

1941 年 8 月，吴瀚终于到达江苏如东拼茶镇，成了新四军的普通一兵，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在苏北抗日民主根

据地，吴瀚的青春继续绽放光彩，她曾经被大家誉为新四军一师女战士中的“三大女杰”之一。

吴瀚曾参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先后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华东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担

任教员、资料员、秘书科长等职。解放后，她先后在上海市民政局、山东省科委科学技术情报所、教育部担任办公室副

主任、所长及监察员等职。1973年进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工作，任研究员，1978年离休。

“我想对党说，祝愿我们的党历久弥新，永葆青春。”今年党龄 83年的吴瀚曾这样深情地讲道。她是一名普通的共

产党员，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瀚：
愿把一生献给党的壮丽事业

向为祖国文化艺术事业向为祖国文化艺术事业
奉献毕生心血的老同志致敬奉献毕生心血的老同志致敬

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纪念章。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是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推动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形成崇尚先进、尊爱英雄，为党、国家和人民建

功立业的良好风尚，9 月 23 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部机关举行颁发“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400 多位部系统同志获得此枚纪念章。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还亲自上门，为获得纪念章的文化和旅

游部系统百岁老同志送上纪念章。他对老同志讲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颁发纪念章，对老同志们为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表彰。我把党和国家的这一崇高荣誉给您

送来，也向您表示敬意和祝贺。”本期刊登文章介绍六位百岁纪念章获得者的

先进事迹，表达崇敬之情。这六位老同志中，年龄最长者是 106岁的国家图书

馆研究员吴瀚，年龄最小者是 100 岁的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仲秋元，他

们都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9 月 12 日，雒树刚部长专程来到仲秋元老人家里，

和他一起庆祝他的百岁生日，代表文化和旅游部祝他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他为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

敬意和感谢。9 月 23 日，仲老的女儿代表父亲，到文化

和旅游部领取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

念章，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谢之情。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

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

晚年的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仲秋元指着《中国人

民救国会纪念文集》扉页中的这段话讲道,“这是抗战胜

利那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对救国会负责人说的一段话。

我们就是毛主席说的‘文的’!”

仲秋元于 1920 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45 年 12 月，

经彭咏梧、何理立介绍，仲秋元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大批进步出版社,为谋生

存、求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他无私奉献，恪守职业道德，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 年 6 月至 1950 年 12

月，仲秋元先后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秘书处主任、出版

总署计划处秘书室主任。1951 年至 1954 年，他先后任

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部主任、出版总署《毛泽东选

集》出版发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仲秋元于 1973 年至 1978 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

书记、革委会主任。他努力培养艺术人才，对颂扬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积极提倡与支持，表现了深

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1978 年 6 月至 1982 年 5 月，仲

秋元先后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办公厅主任。他善

于统揽全局，考虑问题全面，着重抓工作中的重点难

点，加强对各部门的统筹协调。他结合文化系统的实

际，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文化艺术教育的具

体政策、法规、办法和措施，推动了部党组各项决策部

署的贯彻落实。

仲秋元于 1981年至 1986年，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1986 年 3 月，仲秋元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

十分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关心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在北京老年医院，雒树刚部长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

研究员李纯一老人送上研究员李纯一老人送上了鲜花、果篮和深深的祝福，并并

且关切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且关切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等情情

况况。。已经已经 101101 岁高龄的李纯一老人岁高龄的李纯一老人，说话已经很吃力

了了，，他艰难地说出他艰难地说出了谢谢。雒部长为他佩戴起纪念章，

他用力他用力地说道：“我很惭愧，很惭愧，我真的没有为祖国

做多么大的贡献。”虽然已经听不太清，更不能顺畅地

表达，但是当听到大家询问周总理为他改名字的事情

时，李老骄傲地一直重复着：是周总理，是周总理！

“要做到不管地位多高，岁数多大，都应讲真理，不

容易。”李纯一曾在他的论文《谈谈音乐史研究的材料

和方法》中这样谈道。的确，他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也

展现了老展现了老一辈学者敢讲话、讲真话的学术品质。李纯

一的研究建立在一的研究建立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他将考古学的方

法运用到音乐史学法运用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就音乐史学研究而言，亦

不失为一种新的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对音乐考古学科

的建设与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均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 年，李纯一出生于天津市一轮船水手之家。

1956 年，他调往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中国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任中国音乐史研究室主任及

副研究员。在他主持下，研究室积极开展对音乐考古

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对北京文博考古单位收藏的

出土乐器进行考察测音，获得不少新的古代音乐史料，

同时发表若干有关中国音乐史及音乐考古的论述。

1972 年，他受国务院指派，赴长沙参与马王堆一号汉墓

出土乐器的考察研究，完成相关发掘报告的编写工

作。1984 年，他开始对国内若干重要考古发现地区的

出土音乐文物进行考察研究。1988 年离休后，他仍笔

耕不辍，并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顾问。

因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考

古学的开拓性研究，李纯一在音乐考古方面亦已形成

自身的体系与方法，并完成长达 45 万字的综合性论著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这是一部中国古乐器学开

创性的专著，亦为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一次较为全面的

总结，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趋于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志。

李纯一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科的开创者，他一路筚

路蓝缕、披荆斩棘，从“微观入手”到“宏观掌握”，为中

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走进位于昌平的老年公寓，已经 101岁高龄的肖晴，

起身迎接，还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喝水。雒树刚部长说肖

老表达清晰、思维敏捷，称赞她长期从事戏曲艺术，为我国

戏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听到这样的称赞，肖老连忙谦

虚地说：“我原来是学习西洋音乐的，对于戏曲研究只能算

是半路出家。”听到肖老的回答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涯，肖晴兴奋不已，她眼神中

充满了坚定,充满了对戏曲事业的热爱。她激动地说：

“我之前从来不听戏曲，那时候，和我同期的其他四个

人都放弃了，觉得在这个年纪从头学起戏曲来太难

了。我那时候已经入党了，我认为搞西洋音乐的固然

少，但是搞民族音乐的也很欠缺，全国戏曲事业亟需人

才，我决定留下来学习。”就这样，带着这颗初心，肖晴

在戏曲声乐的研究道路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听完肖老

的讲述，雒部长满怀深情地说：“听您的谈话我感觉怎

么都听不够，我建议您可以写回忆录，口述历史，对于

今后的戏曲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

肖晴于 1919年 3月出生于贵州贵阳，长期从事戏曲

声乐、戏曲音乐，特别着重京剧声乐、京剧音乐及“程

腔”的研究，直到 1986 年离休。她曾记录整理出版梅兰

芳京剧《宇宙锋》全剧总谱（与人合作）、程砚秋电影艺

术片《荒山泪》全剧曲谱（琴、腔分行谱）、《程砚秋唱腔

选集》（代表剧目 20 出），并编有《程砚秋艺术评论集》一

册（40万字）。

肖晴从个案研究入手，形成了对戏曲声乐全面深

入的认识，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论述体系。她从对民族

声乐特别是戏曲声乐传统深刻认知出发，提出了在继

承传统的发声方法、唱字口法、行腔特点、情感表达、意

味追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声乐技术与理论的系统

性与科学性，契合现代审美需求，丰富与发展表现现代

生活的手段，从而建立我国现代戏曲声乐学派的意见。

直到今天，肖晴仍然心系戏曲研究事业，她语重心

长地对大家说：“我特别关注戏曲演员变声期的保护问

题，我希望我能继续有机会向大众普及变声期的知

识、技巧，让大家了解怎样保护好嗓子，这是我最大的

心愿。”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肖晴：
我将继续致力于提高戏曲声乐理论的科学性

如今已经是 102 岁高龄的白鹰一直关心着研究院

的建设发展以及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进步。9月 24日，

雒树刚部长来到北京医院看望已经卧病在床很久的白

老。雒部长贴心地弯下腰，趴在床头，在白老耳边亲切

地和他讲话。他耐心地向白老讲述这枚纪念章的意

义。“每枚纪念章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代表了您，

都在中央有档案，我给您带来了党和国家的这一崇高

荣誉。”听到这里，白老脸上露出了孩子般喜悦的笑容。

2017 年，在北京医院干部病房休养的白鹰在听到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设发展取得的成果时感到十分欣

慰。他激动地说：“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

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信我们院一定

能为建设社会主义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多贡献。”

白鹰于白鹰于 19181918 年年出生在江苏武进，是中国戏剧家协

会会员会会员，，原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原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在战争频繁的山乡在战争频繁的山乡、、在旅团战斗在旅团战斗前沿，他参与演剧、歌

咏、绘壁画墙头标语、喊话等战斗鼓动；担任话剧编导、

舞台设计、饰演各类角色。1946 年初，白鹰随肖华部队

抵东北辽东省，在安东创办艺术专科学校——白山艺

术学校，任校长并执教。1948年 10月，他任辽宁省文艺

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 年 5 月任辽东省文委书记、省文

联主任；同年 9 月，任省中苏友协副会长。1953 年 3 月，

他调中央戏剧学院，历任教研部第一副主任、表演系副

主任、副院长。1978 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副组

长。1979 年 5 月，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并于 1980 年创建、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任《中国文

艺年鉴》主编。

1982 年 ，白 鹰 等 着 手 筹 划 全 国 艺 术 研 究 工 作 。

1984 年，作为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主管规划办公室，历年筹划了 4 次全国会议，推进全国

艺术科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白鹰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一名文艺老兵对党、对人民、对文艺事业的忠诚。

有人说，郭汉城先生一辈子只说了两句话子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一句是““中国中国

戏曲是最好的”；另一句是“中国戏曲不会消亡会消亡”。”。而他的一而他的一

生，都在为这两句话力行实践。他把弘扬民族戏曲文化当作扬民族戏曲文化当作

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我这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曲事业献身。”。”

9月24日，雒树刚部长专程来到郭汉城家里看望他并为他

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虽然已经是

103岁高龄，但是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在大家的簇拥下侃侃而

谈。他热情地向大家讲述着自己的工作历程，和大家探讨如何

促进戏曲事业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好像身上永远有用不完

的劲。郭老满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用实际行动证明

着他的承诺：“有生之年，还剩多少力量，就要做多少事。”

郭汉城于 1917年出生，是浙江萧山人，1939年赴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转到

文化战线工作，1954年调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研究。他是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我国戏剧戏曲学学科（前

海学派）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郭汉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传统戏曲剧目，坚持自己的学术主

张。他与张庚共同主持完成了中国戏曲“志”“史”“论”的编写工作，他们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是新中

国戏曲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戏剧理论家，郭汉城与张庚一起把对中国戏曲理论的研究纳

入学术规范。作为戏曲批评家，郭汉城把自己的戏曲理论研究方法应用于他的戏曲批评之中，为现代戏曲史研究开辟了

新路，为当代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作为戏曲剧作家，郭汉城继承了中国古代戏剧

家“创作与理论并重”的传统，他的剧作体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也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

从战争年代走来，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郭汉城毕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和著述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直到百岁高龄也没有停止探寻艺术真谛的脚步。郭汉城最近在一次谈话中充满豪情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中国戏曲的规律性问题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使之适应新的时

代的需要。我们要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白鹰：
生动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的光荣使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究员郭汉城：
一片丹心献梨园

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仲秋元：
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奉献一生

中国艺术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纯一：
对中国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亲自上门，为获得纪念章的部系统百岁老同志

郭汉城（左图）、肖晴（右图）送去纪念章并表示敬意和祝贺。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程佳采访整理，本版图片由杨慧峰、本报记者喻非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