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教师为主体组建的
“学院派”非专业演团——广东艺术团，2月23日到
3月5日短短11天里，分别在美国波士顿、丹佛、科
林斯堡、圣路易斯、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6座城市
进行了演出，广东艺术团与美国观众进行了一场直
指心灵的岭南艺术对话。

“卖荔枝，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团儿
……珠江两岸歌声起，万艇千帆，载荔枝……隔山隔
水，心连心，献给四海五洲兄弟……”广东著名粤剧
花旦、国家二级演员岑海雁一支音韵婉转的粤曲《荔
枝颂》，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制品和生物系统工
程系教授陈灵“带回”了离开几十年的故乡广州。

《荔枝颂》是已故粤剧艺术家红线女1957年的
代表作，脍炙人口、享誉海内外。陈灵对家乡粤曲

《荔枝颂》熟悉的腔调甚感亲切。当年，他时常在周
末跟着在广东省粤剧院拉高胡的哥哥一起去剧场后
台看大型粤剧表演。这次听到岑海雁的一曲“卖荔
枝”，思乡情绪骤然而升。

广东艺术团还带去了充满浓郁岭南民俗风情的
民乐合奏锣鼓柜《马到功成》。苏学成等四位表演艺
术家组合锣、鼓、镲和唢呐奏出高亢悠扬的《马到功
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锣鼓柜是一种传统器乐，属于八音锣鼓的一
种，广泛流传于广东省粤语地区，充满岭南风韵。音
乐文化是我们与国外交流的最好方式之一。”土生土
长的广东表演艺术家苏学成说。

“用精湛的艺术语言向人们呈现‘第一侨乡’‘风
情岭南’底蕴厚重的历史风貌和鲜活生动的美好景
象，充分展现中华艺术的灿烂辉煌和粤语文化的独
特魅力。”广东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汪一洋说。

“接到赴美访问演出任务前后准备时间才一
个多月。为了拿出能代表中国水平、更能反映岭
南艺术特色的节目，我院师生打破整台晚会节目
组织传统结构模式，既突出岭南特色，更让华人华
侨和外国友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力量。”广东省文
化厅党组成员、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韩安贵说。

“整台晚会我们突出创新。比如，创新广府八音
锣鼓柜表演形式，实现从坐着演奏到站起来演奏的
转变。由9人的表演团队压缩到4人来完成乐曲的
演奏技巧与表演内容，使作品更加生动，也增强了作
品的表现力和观赏性。”广东艺术团导演、广东舞蹈
戏剧职业学院舞蹈系主任张海龙介绍说，在琵琶独
奏上首次采用手鼓与广东铃鼓伴奏，从而使形式上

更加生动，增加乐曲表演的厚度，使视觉与听觉更加
饱满，作品更具渲染力。

讲到精益求精，张海龙深有感触：“尽管在家准
备充分，但是，我们每演出一场，都现场总结一次，进
行大改小动。每次改动，都相当于重新创作。”在第
三场时，为使晚会整体节奏更加紧凑，作品渲染力更
强，观赏性更高，艺术团决定忍痛将舞蹈《美丽中华》
由近5分多钟删减到4分钟。张海龙说，节目改动，
前后顺序调整，时间控制等，都需要音乐重新合成。
大家顾不上倒时差，常常是利用演出空闲重新排练。

中国音，岭南韵，友情浓。
“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

母亲！我的祖国！”3月2日，农历元宵节，中国驻芝加
哥总领馆2018年“欢乐春节——祖国陪你过年”广东
艺术团春节演出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福特表演艺术
中心举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总领事洪磊被演员
李思音力邀上台一起联袂演唱《我爱你中国》。

在李思音和洪磊高亢的歌声中，背景上，中国大
地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晚会
尾声，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台上台下齐唱《相亲相

爱》，整个剧场被浓浓的情谊包围。
“在当地演出，华人华侨的真诚喜爱让广东艺术

团感到非常暖心。”有一个细节更是让张海龙难以忘
怀：“结束演出后，当地华人送机，他们事无巨细地叮
嘱，过完安检该如何走，哪条路线最便捷。”原以为演
员们过完安检他们就会离开，但站在电梯上的张海
龙不经意一回头，发现没有人离开，大家眼含热泪，
目光里既有不舍，也有期待。

广东艺术团的演出不仅让当地华人华侨感受到
来自祖国的温暖关怀，更实现了与外国友人亲切交流。

“首场演出大部分是华人观众，但在后面的演出
中，国外观众竟然占了大部分。外国友人被中国文
化深深吸引，被岭南文化深深感染。”广东省文化厅
文化交流合作处调研员李蔚荷告诉记者，“我们感到
中国文化正在不断被外国人理解与认可，正逐渐显
现出其魅力。”

“用文化艺术拉近与美国华人华侨及美国人民
的距离，以文化交流与美国对话，让大家更有共同
语言了。”广东省文化厅文化交流合作处处长于万
东说。

中国音 岭南韵
□ 张建军

王京生的文化理论新著《什么驱动创新——国
家创新战略的文化支撑研究》（以下简称《什么驱动
创新》），对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文化支撑作用，进行
了全面论述，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什么驱动创新”
的理论思考。

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如果
说，“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那么，

“什么驱动创新”则是一个尚未被广泛重视、亟待深
入探讨的问题。作者提出“文化的不同造成了国家
创新能力的迥异，国家创新战略根本有赖于文化的
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文化驱动创新”。

作者论证“文化驱动创新”，是以高度文化自觉
和理论自觉，怀着推进我国创新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通过研究他认识到，“科技
创新是时代的产物，一切科技创新实践都带有它所处
时代的文化烙印”“文化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和传
播，影响着科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文化既是创新战
略的可靠支撑，也是创新战略的目的。文化要素，在

创新战略中形成一种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角色”。
《什么驱动创新》以专章分节的形式系统论述了

文化驱动创新的作用:为创新提供核心价值。“‘核心
价值’是动力与主导力量，而‘创新’是一种变量。”形
成有利于创新的心理定式。打造创新型文化，形成
自强不息的人生理念、敢为天下先的人生态度和主
动的反思能力与批判精神。为创新提供观念指引。
代表时代精神并作为社会文化体现的新思想和新观
念，会有效地促进思想解放，为创新提供观念指引和
精神动力。促进创新自觉、创新自信、创新自强。“正
是因为文化的流动，创新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才得以建
立”。锻造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要培育锐意创新
的企业家群体，使企业家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和理想追求
情怀，具有创新的决心和坚守，具有“拼劲和斗志”。培
育创新所依赖的创新创意阶层，用“充满生机的文化
孕育和培养强大、优秀的创新创意阶层”。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实现空间和环境支撑。“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在于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营造全

民创新的社会氛围，塑造全新的创业文化和国民精
神。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鼓励
创新”，就是“要营造能够激发创新精神，促进创新活
动，保障创新成果的环境和土壤”。“宽容失败”，就是
要“形成宽容失败的宽松氛围，从根本上为创新者形
成一种保障机制”。

让文化驱动创新
——读《什么驱动创新》

□ 吴俊忠

北京陶然亭公园鲜花盛开的湖心山丘下，有两
座墓，分别安葬着革命先驱高君宇和石评梅。高君
宇的墓碑上刻着他的自题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在距离陶然亭不远的北京天坛艺术中心，上演
了山西演艺集团、山西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打造的音
乐剧《火花》。高君宇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
中共山西省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病逝时只
有29岁。本剧再现了他如“火花”般绚烂、如“宝剑”般
锋利的战斗经历和追求理想信念的心路历程。

高君宇的故事洋溢着青春朝气，但又不仅仅是
一个青春故事。他奋斗的青春蕴含着精神的力量。
这正是音乐剧的思想价值所在。山西演艺集团董事
长、《火花》总策划贾新田介绍：“最开始我们想讲述这
样一个年轻人冲破家庭的桎梏，走上奋斗道路的故
事。我们也曾经在高君宇和石评梅爱情的取舍上有
过彷徨。后来我们认识到，高君宇对革命道路的选
择高于高石之间的爱情，尽管他们的爱情也可歌可
泣。这就奠定了这部剧的主旋律底色。”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山西省委号召党员干部学

习“红船精神”。“学习‘红船精神’提升了这部音乐剧的
思想价值。对于高君宇身上所体现的‘红船精神’，我
们是一步一步清晰起来的。”贾新田说，“高君宇不仅仅
是那一代革命先驱的代表，不仅仅将青春、热血献给理
想和信仰，他也是‘红船精神’的优秀代表。”参与音乐
剧的每一个人对“红船精神”的内涵都能倒背如流：开
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
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这是一部歌颂青春的音乐剧，也是一部为青春所
感动的作品。《火花》编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杨硕
正是被高君宇的青春所感动，才以更大热情来讴歌那
一代人的青春的。2014年秋天，杨硕到山西进行采
风。他们来到高君宇位于山西娄烦县的老宅，参观他
的生平事迹展。“那是我山西之行最受触动的一天。”他
说，站在高家窑洞顶的场院上，看着脚下曾经属于高家
的秀水青山，忽然产生了巨大的疑问：是什么动力，让
高君宇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又是什么让他
在艰险的革命历程中至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这也许是我创作音乐剧《火花》的原动力。”他
回京后找到导演，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以高君宇

的一生为出发点，探寻他投身革命并坚定信仰的根源，
从高君宇著名的自题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
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中选取作品的名
字——《火花》。“从那一天开始，这个代表着青春和理
想的名字，伴随了我整整一年时光。”他说，这部作品讲
述的是一个世界、一段青春，同时也是一个梦想。

《火花》区别于一般舞台剧的叙述方式，以一种
片段式的结构，来展现高君宇在实现理想过程中的
心理变化以及自我成长。它并不像传统作品那样
存在着一个反面角色，而是通过高君宇参与到历史
事件中，展现其内心世界。在作品中，高君宇以一
个灵魂的形象而存在，时而进入历史成为参与者，
时而又冷眼观察成为评述者。这种方式更容易带
领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拉近历史与现代的距离，
让观众了解英雄在历史大潮中成长的心路历程。

这次创作，使杨硕对青春也有了新的理解。他
说，坚持理想的人最可敬、最可爱。理想的宝剑依
旧闪亮，青春的火花永不熄灭！

高君宇扮演者是山西省歌舞剧院国家二级演
员白雪剑。以前，他对高君宇知之甚少。为了演好
这个角色，他们多次到北京大学，到山西的高君宇
故居、石评梅故居采风，又查找史书资料。他说：

“我深深崇拜这位英雄，被高君宇和石评梅所震
撼。参演《火花》后，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学到的是我们的信仰不能再流失，从吾辈做起！”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有一件禁出国
境的文物——织写着这八个字的织锦护膊。这件长18.5厘米、宽12.5
厘米，缝缀6条带子的珍贵文物，自1995年从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以
来，便因其图案精美、保存完好而备受瞩目。

文物的发现者和研读者之一、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介绍，1995
年10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对一处男女合葬墓进行考古
发掘，发现了这件在男性葬者右侧的文物。它和弓箭、刀鞘等放在一
起，是在引弓射箭时保护臂膊的护具，古代称之为“射褠”。这件织锦为
五重平纹经锦，其图案设计、配色及工艺，代表了汉式织锦的最高技术水
平。经鉴定，织锦护膊的年代应在东汉到魏晋，即公元2世纪至3世纪。

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在其所著《新疆访古散记》中说，在两汉王朝
统属西域的过程中，对西域大地林立的小城邦，总是审时度势，区别对
待，实施不同政策。当时，只有中原大地能生产出这类光彩夺目的丝织
品。拥有这类织物是当年人们社会身份、权势地位的象征，也是西域大
地大小统治者们追逐、寻求的目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更不
可能是一般商品，只能是为汉王朝中央政权服务的专用品，其上特殊的
吉祥用语，已把一般社会成员排除在享用者之外，显示墓主人享有寻常
百姓难以享受的殊荣。

文物出土的尼雅遗址，曾是古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的绿洲城邦
——精绝国。《汉书·西域传》有这样的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
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
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个。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专家认
为，古代这样一个绿洲小国，在墓葬中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
膊这样高等次的随葬品，墓主应该是一位精绝王。

那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究竟是何含义呢？实际上，这八个字是
古人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总结归纳出的占辞。这样的占辞，在许多
古代史籍中均有记载。其中《汉书·天文志》记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
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

于志勇解读道：“五星”在现代天文学中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
星；在中国史籍中，分别称为辰星、荧惑、镇星、太白、岁星。“东方”是我
国古代星占术中的具体苍穹位置，是星占术中分区分野的概念。从《史
记》等古籍看，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中国”不仅是指黄河中下游的中
原及京畿地区的地理概念，同时还有区别于“夷狄”或“蛮夷”的文化的
含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现“东方”的天象，则兆示对

“中国”军国大事一定有大利。这种天象之所以令古人敬畏，主要是因
为特别罕见，将其视为“天意”。

另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出土的同时，还出土了一件
“讨南羌”织锦残片，有专家认为两者应连起来解读，即“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讨南羌”，是为了祈祝“讨南羌”胜利。

弹指间，沧海桑田。在干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织锦护膊沉睡千年。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

流 沙 掩 埋 的

文 明 切 片
□ 乔文汇

青春的火花永不熄灭
——评音乐剧《火花》

□ 王 芳

高君宇的故事洋溢着青春朝气，但又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故事。这部作品讲述的是

一个世界、一段青春，同时也是一个梦想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文艺创作中流行一种恶搞病象。所谓恶搞，即
以极端轻佻、恶俗、嘲讽的态度对已有的文化艺术作品和形象进行颠覆
性改编。恶搞的主要对象是经典文艺作品，因为经典作品有很高的知
名度，有一定的受众，可以让恶搞者迅速蹿红。恶搞成本极低，多采用
抓取、剪接视频，重加字幕、加方言、配音乐、加流行用语等手段，严重亵
渎、扭曲和肢解了经典的核心价值，更是对经典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
在经典影视之外，更有许多历史题材的严肃作品被肆意篡改，被异化成
娱乐的产物，历史的庄重和肃穆就此崩坍。恶搞性质的网络视听节目，
本质上是对他人和国家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早已逾越了艺术伦理的
底线。

为何会出现恶搞这种网络文化？原因在于经济利益！有些人片面
理解文化发展的产业性质。生产者尽力迎合受众需求，恶搞最容易吸
引眼球，最容易获得点击率和流量。在流量为王的当下，恶搞也就成为
网络文艺的“变态”。

恶搞当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匿名机制和监管缺位。网络
文化的匿名机制和自由机制纵容、激活和释放了人的劣根性。猖獗的
网络谣言和一些以网络游戏、网络直播、恶搞视频为代表的假冒伪劣文
化的生产和传播，不仅浪费了很多网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严重
腐蚀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这种现象在传统艺术秩序中不过是个别偶发
性存在，因为传统艺术生产传播存在着相对严格的实名生产理论和惯
例，监管机制也比较完善。而网络文化是一种自由机制，匿名不过是网
民自由权利的某种体现。网民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网络上
发表各种言论。网络监管的缺位和高成本，进一步导致了网络恶搞病
象的猖獗。

近日，新组建的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
目传播秩序的通知》。笔者认为这个通知的亮点就是将网络恶搞等病
象明确界定为非法侵权行为，即从保护他人和国家知识产权、名誉权、
肖像权等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来管控网络视频节目乱象。从过去的伦
理建构、舆论监督到今天的法治手段，我们看到一系列组合拳已经同时
打向网络文化中的诸种病象乱象。恶搞文化该休矣！

恶 搞 文 化 该 休 矣
□ 马立新 杜吉衍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演员在表演舞蹈《鸡公榄》。 张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