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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

文化资讯

本报讯 8 月 19 日清

晨，伴随着哲蚌寺传来的阵阵

铜钦声，一年一度的西藏拉萨

雪顿节拉开序幕。

6时许，一阵铜钦声响彻

云霄，哲蚌寺众喇嘛到达措钦

大殿，开始准备今年的雪顿节

展佛。群众自发跟随巨幅唐卡

的搬运队伍，缓缓走向展台，等

待着展佛仪式的正式开始。

7时 20分，当第一缕曙

光洒向展佛台，伴随着法号

声，巨幅唐卡逐渐展现在了人

们的视线中。

游客王女士说：“到拉萨

旅游能赶上雪顿节很幸运，这

是感受西藏民族文化魅力的

好机会。”

雪顿节是藏族传统节日，

自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开始，

为期7天，其间有规模盛大的

展佛仪式和隆重的藏戏演

出。2006年 5月，雪顿节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今年雪顿节将

举办藏戏表演、传统马术表

演、藏棋表演和第十三届西藏

珠穆朗玛摄影大赛、第十四届

纳木错徒步大会等活动。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需要，今

年的雪顿节活动分散至罗布

林卡、曲米路湿地公园、洲际

广场等多个场地。

（格桑朗杰 金一清）

本报讯 “紫禁城建成

600年纪念券”8月18日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发行。该纪念

券以紫禁城和故宫相关元素

为创作素材，利用独特工艺和

技术，展现出故宫文化的深厚

底蕴。纪念券有单张、二连体、

四连体、二十连体共四款规格。

纪念券正面以太和殿为

主景，背景辅以紫禁城鸟瞰

图。背面选用九龙壁上的第

一条龙为主景图案。纪念券

设计精巧，细节丰富，故宫经

典元素分布在纪念券的不同

位置。

据介绍，该纪念券采用了

手工雕刻凹印、多种荧光套

印、丝网光变等多种设计和印

制技术。尤其是双色凹印荧

光油墨印刷，是该工艺在纪念

券里的第一次应用。纪念券

上的江崖海水纹采用胶印专

色印刷，四种颜色线条水纹在

日光下精准套印，在荧光灯下

呈现四色炫彩效果。

（刘 硕 施雨岑）

本报讯 天津的城市文

化地标——文化中心天津大

剧院日前对外正式宣布“回

归”，并于当晚在户外剧场

推出了首场演出《同心·绽

放——京津冀交响乐艺术发

展联盟大型交响音乐会》。

这场交响音乐会由北京

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和河

北交响乐团携手举办，演奏的

曲目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

贝多芬A大调第七号交响曲。

据了解，按下“重启键”的

天津大剧院将推出“重启音乐

季”“中国优秀戏剧舞蹈演出

季”和“优秀戏曲剧目展演季”。

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

首席常任指挥李飚介绍说，

“重启音乐季”中，中国爱乐乐

团、中央歌剧院、中国交响乐

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

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央

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等国内一

流乐团，指挥家余隆，歌唱家

幺红、张立萍、莫华伦、魏松、

戴玉强、沈洋、王传越等将逐

一登台。所有演出均在天津

大剧院的户外剧场——平台

剧场上演。

保利剧院公司京津冀事

业部总经理徐坚介绍说，“中

国优秀戏剧舞蹈演出季”集结

了中国多部优秀戏剧舞蹈剧

目。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悬疑

话剧《无人生还》，上海歌舞团

的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陈佩斯戏剧展演话剧《戏

台》《托儿》，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经典话剧《雷雨》将一一登

台。“优秀戏曲剧目展演季”也

汇聚了京津冀优秀院团和多

位艺术表演名家。

（周润健）

西 藏 拉 萨 雪 顿 节 拉 开 序 幕

“紫禁城建成 600 年纪念券”发行

天津大剧院按下“重启键”推出三大“演出季”

清 凉 阁

□ 谭旭颖

跟随着季节的脚步，一路

且行且赏，告别漫长的春天，

经过蓬勃的夏天，转眼间，清

凉的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看来路，有泪水也有欢

笑，有失落也有惊喜，当走完

这段不平凡的旅程时，希望所

有的苦难终会让人变得更有

力量，希望所有的慌张最后都

是虚惊一场。

犹记期待中的莺飞草长，

此时，已是花开一场又一场，

当葱茏绿意满陌上，当清风

明月染秋光，当惆怅变成了

过往，愿我们依然还有如初

的热望。

素朴向美，找到属于你的

微光，初心莫忘，沿着属于你

的方向。或许有风雨坎坷，但

也总有那么多美好盈怀而来，

让我们猝不及防。

这一生，向美好的事物

靠近，看美好的风景，和美好

的人同行，当老去的时候，带

着美好的回忆，与美好的过

往相拥。

这一生，待人赤诚善良，

尽量活得温暖有光，一起乘风

破浪，有梦就去追，勇敢疯一

次，执着爱一场，才不枉来这

世间走一趟。

带着一腔孤勇，穿越人海

茫茫，此生有爱有梦，何惧前

路薄凉。

月落荷塘，风过花香，映

着满天星光，看，爱的人也在

赶来的路上……

爱很简单，用心就能拥

有，懂得知足，你就会很幸福，

心向美好，终将遇见美好。

怀一颗柔软心，做一个深

情人，与世间种种柔情相迎。

纵使行千里，也走不出爱里，

纵使有相离，也是为了明天更

好的相遇。

亲朋常聚，心情常欢，四

季常安，遥遥故人可相念，人

间烟火最温暖。

愿风雨过后，山河依旧多

锦绣。

愿余生无恙，往来岁月皆

温柔。

愿世间美好，与我们环环

相扣。

愿世间美好，与我们环环相扣

□ 骆学峰

一名博士后、一名博士、两

名硕士，河北省太行山区的一家

县级中医院来了北京高端医疗

人才开展诊疗服务，“县里来了

北京大专家”的消息在阜平县传

开了。

阜平县是革命老区，当地有

“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曾是深

度贫困县，医疗条件相对落后。

近年来，为提升基本医疗保障水

平，县定点帮扶单位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助力当地政府高标准

建设了一座现代化中医医院和

医疗康复托老中心。“医院建好

了，设备配上了，人才怎么办？”

这个问题困扰着阜平县中医医

院院长吕占平，“阜平县人口23

万余人，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尤

其缺乏高端医疗人才。”

为破解中医医院发展瓶颈，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协调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引进了中国中医

科学院高端医疗人才，支持阜平

县中医医院建设。一名博士后、

一名博士、两名硕士组成了医疗

专家团队，到阜平县中医医院相

关科室对口支援帮扶。

为进一步发挥好中国中医

科学院驻点帮扶医疗队专家群

体对阜平县中医医院“传帮带”

的作用，中医医院成立了博士工

作室。“人才梯队的培养要通过传

帮带形成一个稳定的团队，‘输

血’应与‘造血’相结合，下一步重

点是培养本地人才，打造一支不

走的专家队伍。”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消化科专家吕林说。

“县里来了北京大专家”的

消息在阜平县传开了。47岁的

赵银花是阜平县城南庄村村民，

患有退变型腰椎间盘突出。给

赵银花治疗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

望京医院康复治疗专家郭江舟。

“刚来的时候都不能走路，现在

治疗了两个疗程，正常行动都没

问题了。”赵银花说，通过牵引、

针灸、理疗等方式综合治疗，腰

已经基本正常了。

除了坐诊，中国中医科学院

专家团队还经常送医下乡开展

义诊。50岁的崔荣花是阜平县

北古洞村村民，2019年易地扶

贫搬迁到阜东新区乐居家园，由

于血脂高脑供血不足经常头

晕。6月份的一次义诊，她听说

家门口来了北京的博士专家，

“那天等到快天黑了，排队的人

多，专家义诊给开了点中药，症

状有所减轻，在家门口就享受到

高级专家的医疗服务了。”崔荣花

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不出远

门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更方

便地看病，并防止出现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是我们的目标。”国

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驻阜平扶贫

工作组负责人，阜平县委常委、

副县长雷伯勇说，“有这么好的

医疗硬件设备和资源，我们下一

步打算把阜平县中医医院打造

成燕山太行山片区一个区域医

疗服务中心，让优质的医疗资源

能惠及更多的群众。”

“县里来了北京的大专家”
——河北太行山革命老区建起医学博士工作室

□ 吴思敬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地平

线上，一个巨大的身影，穿过黎

明的风，迎着太阳走过来了。

他，就是当代中国有世界影响的

大诗人——艾青。

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艾青没

有失去对光明的信念，而是以强

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礼赞光明、礼

赞太阳、礼赞人民，表达了对和平

与尊严的热切呼唤。在蒙受屈辱

与苦难的日子里，他没有低下高

贵的头颅，而是坚信“即使是磷

火，还是在燃烧”。在新时期到来

之际，他又焕发出诗的青春，以诗

人的良知，把亲身的经历，以及自

己的反思，凝结为诗的意象，向自

己的读者和时代诉说。

艾青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当之无

愧的诗坛泰斗。在他长达50余

年的创作历程中，有两个创作的

高峰时期，一是20世纪三、四十

年代，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新时期。艾青最重要的代表作，

都是诞生在这两个时期。在艾

青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他不

平凡的一生，重温他的诗歌创

作，我感到他的精神品格特别值

得珍惜。

以辛勤的诗歌创作，
抒发内心燃烧着的博大
的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1938年11月17日，艾

青写下的这两行诗句，正是屈原

以来历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

心声：“长太息以掩涕兮……虽

九死其犹未悔。”

在艾青眼里，为众人仰望的

英雄与普通老百姓是统一的。

他希望自己永远和那些正直、勤

劳的人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

的美。信任那些对世界怀有希

望、对人怀有梦想的人。正是

由于艾青心底充溢着对祖国、

人民和大地真挚的爱，他才能

不停地鼓荡起写诗的冲动，把

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把

自己的情感与人民的情感融于

一体，创作了一系列歌咏人民、

礼赞大地的诗篇。

比如，写于1933年的《大堰

河——我的保姆》：“……大堰

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

你。/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

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

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

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

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

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

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

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

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

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

颗颗地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

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

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

摸我。”

大堰河以自己的奶水，也以

自己全身心的爱哺育了艾青，艾

青则以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以对乳母的真挚的爱来赞美这

位伟大的母亲。这首诗是艾青

带有自传色彩的心灵告白，是对

圣洁母爱的颂歌。诗中流溢着

纯洁的、无私的爱，这种爱是献

给大堰河的，同时也是献给“大

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

姆和她们的儿子”的，这表明了

诗人的阔达胸怀，也是这首诗的

普遍价值之所在。

比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

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

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那从林间出现的，/赶着马车

的/你中国的农夫/戴着皮帽/冒

着大雪/你要到哪儿去呢？/告

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

由于你们的/刻满了痛苦的皱

纹的脸/我能如此深深地/知道

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

月的艰辛。”

1937年的冬天，日寇的铁

蹄践踏着中国的山河，正像风雪

在肆虐着中国的大地。诗人悲

愤的情感奔涌而出，把赶着马车

的农夫、蓬头垢面的少妇、年老

的母亲等真实的人物形象置

于北方冰封的大地上，并与他

们亲切地对话。而“雪落在中

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

呀……”反复地出现，如同一段

乐曲的主旋律，给人一种悲怆、

回环的美感。

比如，《手推车》：“在冰雪凝

冻的日子/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

之间/手推车/以单独的轮子/刻

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1938年初，艾青有两个多

月的北方之行，看到大好河山满

目疮痍，人民蒙受深重苦难，他

的心在流血。他选取北方常见

的景象，运用象征手法写出了这

首《手推车》。诗人把手推车置

于寒冷而贫瘠的北方土地上，它

的唯一的、单独的轮子穿过广阔

的大地，留下了深深的辙印。诗

中明写的是手推车，暗写的是推

手推车的人。诗人用自己独特

的艺术语言，完成了对北方农民

的礼赞。

以开放的姿态，打磨
自由诗的光芒

艾青毕生渴望自由。他说，

“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

最可宝贵的东西”（《诗与宣

传》）。“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

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诗

论》）。艾青堪称是自由的使者，

在《向太阳》中，诗人憧憬地写

道，太阳让他想起博爱、平等和

自由。他意识到诗人的职责：

“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交给人

间；诗人盗取了那些使宙斯震怒

的语言”（《诗人论》）。可以看

出，艾青是把民族的解放与个人

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发出

的对自由的呼唤，体现了他对新

诗品质的最深切的理解，也使他

诗歌中的自我形象闪耀着人格

的光辉。

正是出于对心灵自由的渴

望，艾青以自由诗作为自己最主

要的写作形式。在他看来，自由

诗是新世界的产物，更能适应激

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艾青

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充盈着自

由的精神，在形式上也不愿受既

有格律和程式的拘囿。

他具有开放的眼光，对以惠

特曼为代表的自由诗和以凡尔

哈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

歌的借鉴，使他在意象的选择、

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表现出极大

地独创性。在沉郁顿挫的艺术

风格中，他的诗歌作品呈现出一

种崇高之美与苦难之美，代表了

中国自由诗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美学原则上，确认
诗歌是真善美之间最好
的联系

“诗”与“真”的关系，历来是

诗人们高度重视的一个话题。

如拜伦所说：“假如诗的本质是

谎言，那么将它扔了吧，或者像

柏拉图所想做的那样：将它逐出

理想国”（《给约翰·墨里的公开

信》）。梁宗岱认为：“真是诗底

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

与最终的实现”（《〈诗与真〉

序》）。艾青对此亦有共识。特

别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艾青痛彻

感悟到“说真话”的必要。他复

出后的第一本诗集《归来的歌》

的自序就叫《诗人必须说真

话》。本来，“诗人必须说真话”

这一命题，是平凡的真理，对于

诗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没有

什么可以讨论的。然而，面对当

时到处泛滥的假、大、空诗风，强

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就成为诗坛

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

艾青对诗坛中的那些“跟

风”写作、失去自我的诗人予以

尖锐的批评：“‘不倒翁’只能当

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

（《艾青诗选自序》）。归来的艾

青，敢于一吐胸中块垒，他最好

的作品，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

融入了他的深刻反思，说的都是

真心话。

当然，艾青并不孤立地强调

“真”，他主张真善美相统一的美

学原则：“真、善、美，是统一在先

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

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

（《诗论》）。艾青富有代表性的

诗篇，都实现了对世界认识的

“真”，社会功利的“善”与艺术的

“美”的统一。

通过独特而坚实的
意象，展现诗歌“思”的
内涵

艾青是诗人，也是哲人。他

的诗不单是感情的宣泄，也是思

想的升华。诗人的激情与哲学

家的智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

的统一。20世纪30年代，艾青

就提出：“人存在，故人思想。”

“对世界，我们不仅在看着，而且

在思考着，而且在发言着”（《诗

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艾青对

人生、自然、社会的思考更为深

刻、更为冷隽，也更为成熟了。

反映在诗歌中，则是不断提升

“思”的品格，不断趋向与哲学的

融合。

当然，艾青作为诗人，完全

知道诗与哲学有着把握世界的

不同方式，他总是力求把“思”的

内涵通过独特而坚实的意象，自

然而然地展示出来。翻开他的

诗集《归来的歌》，《鱼化石》一下

子映入读者的眼帘：“动作多么

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

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

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

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

尘；//过了多少亿年，地质勘探

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

栩如生……”目睹这块鱼化石，

读者会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不

仅仅把欣赏的重点放到那片化

石的形态上。特别是重新被发

现的鱼化石“依然栩栩如生”，彰

显着强大的生命力。

艾青晚年写的《鱼化石》与

他早年写的《煤的对话》有异曲

同工之处。鱼化石和煤都被深

埋在地下亿万年，但前者成了化

石，而后者则成了一点就着的

煤。艾青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

是《光的赞歌》。这首诗写于改

革开放初期。相比早年歌咏“太

阳”的热烈与单纯，《光的赞歌》

则丰富多了。诗人的笔下，光的

来源也不再限于高空中的太阳，

而且也来自人类自身。这表明，

真理不是由别人恩赐的，而是要

从人类的实践中去寻求。这里

表现出来的对个体的尊重，对生

命价值的肯定，应当说是艾青晚

年在思想上的一种飞跃。

在艾青的诗学中，诗不是简

单的情绪抒发，也不是简单的哲

理书写，而是把生活的经验通过

诗人的构思，凝结成象征性的含

义。所以，艾青最好的诗，都是

用意象说话的。艾青对诗的智

性强调，使我们的新诗能够进入

新的水平、新的阶段，而非仅仅

停留在简单的抒情上。

艾青一生追求光明，把自己

的生命与诗歌融合起来。他对

土地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对

光明的向往，永远不会过时。

艾青：永远和正直、勤劳的人在一起

赶海 少 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