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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人民中间，艺术家们更真切地体会到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的真谛。

通过下基层演出，了解百姓生活和民俗文化，演职人员为日后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和经验

前些年念书时，有一天路过鸟巢东北侧，见

到一外形像皇帝帽子一样的建筑，颇为好奇。

后来方知这里是中国国学中心，隶属于国务院

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定位为中华文化展

示和研究基地。建筑主体取天圆地方之意，外

形中正，似一方鼎，附以两翼阙楼。近日，这里

挂牌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

读书和工作以来，与朋友聊天被问及主修

专业，我回答历史学时，常被朋友表达出的兴趣

所感染。他们往往说：“历史，我也很感兴趣。”

“《明朝那些事儿》里的事儿都是真的吗？”“你们

去挖文物吗，能鉴宝吗？”我回答说，历史学和你

们想得不太一样，它是一门系统性学科，分为众

多专业门类或分支学科，有着严谨科学的研究

法和方法论，远不是碎片化的历史故事或通俗

史学著作能涵盖的。对历史故事的兴趣也不能

等同于对历史学科的兴趣。而文物鉴宝，大略

属于历史学下设的考古学学习研究的范畴。

历史是什么？仅近代以来，人们就提出了数

百种定义。史学家李振宏先生在《历史学的理论

与方法》一书中，将众说纷纭的历史定义归纳为

两个层面：“历史是独立于史学家意识之外的已

经消失了的人类社会的客观运动过程，和把历

史当作一门学问即历史学——一种观念性的东

西。”概言之，就是客观历史事实本身，和史学家

对客观历史事实的研究及历史意义的建构。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兴起，社会科学分

化，传统的显学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自上世

纪80年代起，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金

融、法律等，以及与新兴科技、新业态相关的学

科成为新的显学。历史学既不能经邦济世，又不

能创收赚钱，史学式微的呼声日起。然而，历史

研究真的对于国家、社会和民生无用吗？当然不

是。人们需要从历史知识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

养，社会需要历史科学作为其活动导向，人类需

要从历史中认识自身。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

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

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要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需要历史研究者在做好基础研究

的基础上，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上升到历史意

义的建构层面。如果只是停留在“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考索历史事实，则不容易起到凝聚思

想共识、实现价值认同的作用。正如历史学家

何兆武先生所言：“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

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没有哲学深度，就

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另外，需要历史研究者增强历史认识中的

主体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而言，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实践，是始终不渝

的学术方针。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

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

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

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

的，是如何唯物、辩证、历史地观察问题，带给史

学家的是主体性的解放，而非教条的束缚。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

主体性进一步解放，史学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方

法、新范畴将会更多地涌现和成长起来。在进一

步深化改革开放、开拓前进的新时代，每一个史

学研究者都应该增强主体意识，着力提高研究

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历史

学科也只有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

用，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价值。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京剧演出，今天
是第一次听演员这么近距离地演唱，感觉
非常过瘾。”1月 14日至 19日，国家京剧院

“文化迎春、艺术为民”下基层小分队来到
海南琼山，为当地基层百姓奉献了多场精
彩演出。82 岁的游信家老人看完表演后，
不住地为演员们点赞。

春节近了，年味浓了。为了给基层百
姓送去温暖和祝福，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发
动 10 家直属国家文艺院团以及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 3家美
术单位等，组成 48 支下基层文艺小分队，
赴陕西延安、贵州黔东南、山东临沂、四川
阿坝州、湖南岳阳、海南琼山等 18 个省

（区、市）的老少边穷和县级以下地区，开展
慰问演出、结对帮扶、艺术交流、送春联等
服务基层活动约 232场。艺术家们纷纷表
示，“服务人民，我们在路上”。

慰问形式多种多样

飞行 4 个多小时，长途跋涉 800 多公
里，辗转多地，连夜赶路，冒雨演出……1月
10 日至 12 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了 30 多
位部直属艺术单位和部分外请的知名艺术
家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
在那里开展了慰问基层的演出活动。

为了能更好地贴近当地群众，此次的

演出活动精心策划遴选了节目：既有体现
当地民族特色的歌舞《连心歌》《糯粑香》，
又有充满异域风情的魔术《神柱》；既有老
年人爱好的传统京剧《武家坡》、川剧《变
脸》，又有颇受孩子们欢迎的儿童剧《三只
小猪变变变》；既有高雅优美的芭蕾双人舞

《沂蒙情》，又有惊险刺激的杂技《奋勇前行
——地圈》；既有主题突出、富有时代感的
朗诵《伟大的觉醒》、歌舞《一带一路畅想
曲》、歌曲《天边边个红》，又有风趣幽默、参
与性强的群口相声《欢声笑语》、口技《小鸟
与蜜蜂》。在小分队演出中，根据观众人群
的不同，节目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调整，在
小学延长了儿童剧《三只小猪变变变》的演
出时长，在面向老人时增加了京剧唱段。

在开展好文艺演出的同时，艺术家们还
向当地百姓送上了12000多份从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征集的传统
年画、农民画、春联模板，为春节增添喜气。

为基层百姓送温暖，也得到了各地方院
团的积极响应。云南省各级院团在2018年
全年共开展“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百团
千队进万家惠民演出13249场，观众人数达
1594 万多人次。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
百团千队将积极组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惠民演出活动2000多场，其中
省级院团将完成 78场为百姓“唱春台”，为
部队“送慰问”惠民演出，州、市、县文艺团队
将完成惠民演出1956场。

扎根群众送温暖

为了真正做到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
层群众，文化和旅游部在组织开展公益性
演出活动时，将重点不断向老少边穷和县
级以下地区倾斜。在这次春节慰问小分队
演出中，更是选择了最为偏远的村落、驻军
基地和移民点。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镇兴仁
村，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落后，演出时一度
停电，启用了备用发电机才得以让演出顺
利进行。演出条件虽然较差，但乡亲们自
发夹道欢迎欢送，甚至翻越几个山头看演
出的热情深深感动了艺术家们。

艺术家们的表演全情投入。因下雨而
积水的舞台上，中央芭蕾舞团演员张浥洙、
武思明单薄的舞鞋早已湿透，但他们的舞
蹈动作以及通过舞蹈传递出来的精神却毫
不打折。

慰问演出现场的不少群众尤其是孩子
们，第一次看芭蕾舞、第一次听京剧、第一
次看儿童剧，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给他们
的生活增添了快乐元素。“我们生活在贫困
地区，希望这样高水平的演出还能多下来
一些，激励我们更加有干劲地脱贫致富。”
村民董瑞宁和老伴骑了一个多小时的摩托
车来看演出，满足之情写在脸上。

国家京剧院下基层小分队到达海南琼
山后，选择走进琼海甲子敬老院、琼山区社
会福利院，在冬日里为基层老人、孩子送去
更多温暖。在琼山区社会福利院，剧院演
职人员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不光送上精彩
演出，还邀请孩子们上台一起表演，学习了
解京剧身段、唱段等。孩子们一招一式学
得既认真又投入，现场不时传出欢笑声。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主要观众群体是
少年儿童，在做好日常驻场演出的同时，一
直坚持以公益演出形式为孩子们送去欢
乐。2018 年，中国儿艺启动了“让边疆不
再遥远”公益演出项目，将用 4 到 5 年时间
走遍边疆 8 省区的 10 个重镇，用儿童剧描
绘祖国美丽的边境线。今年元旦春节期
间，中国儿艺将把组合式儿童剧《特殊作
业》、益智趣味儿童剧《小吉普·变变变》带
到吉林省珲春市，为当地少年儿童奉献 10
场公益演出，用艺术温暖童心。

艺术更需要人民

中国儿艺优秀青年演员郭斌已经不是
第一次参加春节慰问演出活动了，“虽然演出
时天气很冷，但观众们热情很高，掌声、欢呼
声不断。看到观众们期盼的眼神和孩子们天
真可爱的笑脸，我们的心里感到很温暖。此
次演出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克服一切困
难，保证演出质量，服务好基层的大小观众
们，让他们感受到艺术的温暖和快乐”。

走到人民中间，艺术家们更真切地体
会到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的
真谛，通过下基层演出，了解百姓生活和各
地文化，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和经验。

不久前，国家京剧院到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进行慰问演出，在为那里的科技工作
者与驻地部队献上精彩的艺术盛宴的同
时，国家京剧院还派出创作人员对以“两弹
一星”为题材的现代京剧《横空出世》进行
再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采风调研。国
家京剧院院长宋晨表示，虽然《横空出世》
已经首演，但还需修改打磨提高。“这部作
品究竟应该用何种形式来表现更为合适，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在塑造人
物和故事情节、在台词和唱腔的表现上，如
何做到更真实与厚实，都需要在基层体验
和采风调研的基础上与创作结合起来，再
下功夫。”

国家京剧院演员杜喆已经多次下基层
演出，这次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是让他
大受感动，“能容纳 800 人的场地座无虚
席，戏迷们遇到会唱的选段还会和我们一
起合唱，知道我们演员需要保护嗓子，还从
家里烧好热水给我们送到后台”。感动之
余，杜喆也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使命，“到
酒泉后，我们实地感受了那里的自然条件、
发展历史以及奋斗精神，这些是我们在北
京的办公室里无法想象的，下基层的经历
对我们在舞台上表现人物非常有必要，能
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创作和表演水平”。

宋晨表示，国家京剧院赴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进行慰问演出，是使命，也是一种学
习。只有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锻
造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在江西省新余市分

宜县钤山镇，有一个“千

年进士村”防里村，因古

代出了19个进士而得此

美誉。舞龙灯是防里村

的历史传统，从宋朝至

今，每到逢年过节，村内

有重大喜事，村民都会

舞龙欢庆。特别是过春

节，村民自发组织龙灯

队以舞龙灯的方式拜

年，预祝来年丰收、大吉

大利、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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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县的两名小朋友在

“三下乡”活动现场观

看机器人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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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服务小分队在杭

州市萧山区义桥镇民丰

村为农民写福送春联。

王小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