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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
同志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 95 岁。
蓝天野始终心系表演艺术的传承、
青年演员的培养。去年 1 月，人艺
2019级表演学员培训班结业，蓝天
野寄语青年演员：“作为一个艺术
家要德艺双馨，永远是德在第一
位。”在他看来，党的文艺工作者首
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树立高远的
理想追求和家国情怀。（据6月9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相信很多人是从 1990 年播出

的古装神话电视剧《封神榜》中“姜
子牙”这一角色认识蓝天野的，在
这部电视剧中，他饰演的姜子牙仙
风道骨，充满智慧，成为一代人的
记忆，被誉为“最经典的姜子牙”。
事实上，除了姜子牙，蓝天野还饰
演过很多角色，每一个角色都诠释
着他对艺术的热爱，展现出老一辈
艺术家对待事业的认真精神，这种
精神值得传承和学习。

蓝天野生于乱世，在那个硝烟
弥漫的年代，他就积极参加革命工
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走上舞台，从
事演艺事业，认真对待每一个角
色。为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作品，他坚持扎根群众、深入生活，
虚心向人民学习，不断进行生活和
艺术积累。比如，为饰演《茶馆》中

“秦仲义”这一角色，蓝天野走遍北
京城的大小茶馆，深入观察茶馆里
的“老北京”、说书人、店伙计的一
举一动，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
书籍上搜集了一千多张有借鉴意
义的人物形象，并且自己设计了化
妆和造型。这一切幕后的努力，终
于成就了“秦二爷”这一经典形象。
这也足以证明，任何角色的成功都
不是偶然，其背后都凝聚着演员不
为人知的努力和付出。

如今，每个演员尤其是年轻演
员，在对待艺术事业时，都应沉下
心、扑下身，克服思想浮躁，全身心
钻研人物、研究作品、揣摩角色。世
上做任何事，都没有捷径可走，没
有近道可抄，没有不劳而获、坐享
其成；只有努力和吃苦，只有精益
求精、兢兢业业，才能走向成功。因
此，每个演员都应该像蓝天野那
样，“搞艺术不能将就，要讲究”，

“无论角色大小，戏份轻重，只要一
上到舞台，演员就有义务去塑造一
个鲜明饱和的人物形象”，“只要党
需要我、观众需要我，我就要发好
光和热”……这样，才能塑造出一
个又一个令人记得住的角色。

艺术需要精耕细作，好作品来
自精雕细琢。除了蓝天野，还有不
少老一辈艺术家都深谙其道，他们
在艺术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孜孜不
倦，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认
真、敬业和勤奋的态度，坚持追求
艺术品质和水准。他们饰演的每一
个角色，都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
一个价值的标杆。

艺术来自生活。不管环境如何
改变、条件如何改善，这对每一位
艺术创作者来说，都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艺术创作，唯有态度认真，深
入生活，贴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
才能不断获得灵感和“营养”，创造
出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奋斗的路
上不少一步，成功必然不期而至，
这应该是蓝天野老人留给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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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非遗人物点燃传承的璀璨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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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10 位 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
物”正式公布。2021“中国非遗年度
人物”从 100 位候选人中确定了 30
位提名候选人，并最终产生 10 位
能代表当前我国非遗保护发展成
绩的标志性人物，分别是尼玛、朱
南 孙 、齐·宝 力 高 、许 晓 明 、李 子
柒、邱春林、何祚欢、陈勤建、金文
和韩再芬；涉及的非遗项目包括卓
舞、中医诊疗法、蒙古族马头琴音
乐、湖北评书和南京云锦木机妆花
手工织造技艺等。（据 6 月 12 日《金
陵晚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厚重悠久
的文化内涵，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珍
贵的历史记忆，是全国各族人民不
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因此，让非遗好
好“活”下来、真正“火”起来，是我们
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让一项项非
遗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
现和当下生活“美好相遇”，有助于
增进民众的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文
化自信。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正式揭晓，
可谓是非遗传承历程中的一件大
事。这一活动旨在盘点过去一年中

为非遗保护传承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标志性人物，梳理一年中非遗领
域的重大事件，记录非遗传承发展
的生动实践，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
届，“非遗年度人物”的故事和经历
引发社会公众对非遗的关注，吸引
了更多年轻一代加入到非遗保护的
行列中，对非遗的薪火相传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推选活动本身也
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

换言之，每一项非遗传承的背
后，都有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传承人；
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肩上，都扛
着非遗薪火相传的沉甸甸责任；每

一届“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推选，都
让非遗再一次进行了精彩亮相，再
一次引发关注，也加深了公众对非
遗技艺之美、匠心之韵的印象，对非
遗不断传承赓续、茁壮成长、发扬光
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正 如 专 家 所 言 ，非 遗 文 化 保
护，认知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希望
相关部门能加大对“中国非遗年度
人物”的宣传力度，让非遗人物的
坚守和追求感染更多的人，激发更
多的人对非遗产生浓厚的兴趣，自
然、自觉、自发地加入到非遗保护
传承的队伍中来。同时，“中国非遗

年度人物”是荣誉，更是责任，期待
非遗人物能够在各自的领域里深
耕细作，在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创
造性转化、积极性开发等方面作出
更多努力，让更多非遗从田野巷陌
中“走出来”，让一个个具有生命力
的文明“活化石”，再次在当下的生
活中绽放出新的光彩，让非遗“见
人见物见生活”，更科学地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大力度地惠
及广大群众。

期待非遗人物点燃传承的璀璨
烟火，让非遗的美好照耀更多人的
生活！

复杂精巧的传统剪纸、仍在使用
的活字印刷术、古老技法的夹江年
画……近年来，非遗文化结合新时代
元素创新发展，越来越受到百姓的
喜爱，古老非遗文化正渐渐“飞”入
寻常百姓家，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
蝶变”。（据6月11日新华社）

近年来，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遗余
力，取得了显著效果。尤其是一批又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
立，对发掘、保护、传承和弘扬非物

质文化遗产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一大批本来无人知晓的非遗项目，
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一些陷入传承
危机的非遗项目，则开始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

成绩有目共睹，但困境也时刻存
在。对于一些非遗项目来说，最大的
困境就是过于曲高和寡，距离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太远，距离我们的日
常消费市场太远，结果往往因为缺
乏现实效益，导致有的非遗传承人
缺乏主动保护、传承和弘扬的动力。

有人呼吁，非遗传承人不能把自己
传承的非遗项目束之高阁，言外之
意，就是要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之下，
让更多非遗项目被大众所欣赏、所
肯定。

因此，让更多非遗项目或产品能
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才有利于它
们的保护和传承。如何才能让非遗
项目或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最
好的办法还是主动适应时代的发
展，以创新为手段，以市场为动力，
来保护、传承和弘扬非遗项目。

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东源木活
字印刷术为例，它是我国已知唯一保
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
艺，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以“中国
活字印刷术”的名义，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但在印刷业早就更新换代
的当下，和现代印刷技术相比，它没
有任何竞争力，但是，其传承人在充
分了解市场需求后，开发出满足年轻
人需要的产品，在今年“5·20”当天，
在网店销售出了100多份用木活字印

刷的复古婚书。
多数非遗项目和产品，往往和“古

老”“传统”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古
老”“传统”恰恰是现在很多人所喜欢和
追求的，这也就为围绕非遗项目开发文
创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奠定了基础，从
而让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
命力。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
例子越来越多，古老的非遗文化，正
在市场环境下悄然绽放出新的生
机，给人希望，令人期待。

大提琴入农家，
乡村该有的文艺范
郭元鹏

6 月 11 日，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芦浦村
养殖塘附近，琴声悠扬。今年51岁的养殖户卢
建君在自家鱼塘边用大提琴提了一曲《我爱
你，中国》。学大提琴3年有余，在育苗的空档
期拉上几曲，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咸祥
是“大提琴小镇”，是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
友先生的家乡。在咸祥镇，很多人的生活因大
提琴而改变。过去在农村罕见的西洋乐器，现
在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河畔音乐会、麦田音
乐会……政府搭建平台，让这些“草根”音乐
爱好者走上舞台。（据6月13日《宁波晚报》）

据报道，在咸祥镇，许多家庭都有一部甚
至多部大提琴，或其他西洋乐器，不少家庭的
孩子和老人都能“露一手”。据报道，在乡村振
兴的路上，咸祥镇还将投资 8000 万元建设一
个乡村文化地标---友友音乐剧院（乡村体
艺中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乡村文化地标
的魅力，将会把这片希望的土地“照”得更亮。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大提琴这样的西洋
乐器，与乡镇、村庄、农民显得不搭，不明白为
何大提琴这类乐器会出现在农村，成为一些
农民的最爱？实际上，高雅艺术从小众走向大
众，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的必然。从咸祥镇老百姓对过去罕见的西
洋乐器的钟爱，可以看出，乡村老百姓对文化
生活有着较高的追求，希望的田野也需要唱
响“文化振兴”之歌。

拿咸祥镇来说，大提琴走入寻常百姓家，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
活。这里的文化生活不止是看看电视、看看戏
曲、听听快板等，还可以举办河畔音乐会、麦
田音乐会等，这种文化生活的提档升级，让乡
村生活多了迷人的色彩，让村民的精神世界
更加丰富。以往，不少农村的文化生活是单调
甚至匮乏的，老百姓无事可做时，能够想到的
娱乐方式就是打牌、打麻将。有了多元化的农
村文化生活，对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
升农民精神面貌，意义重大，成效也显著。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而最终的目的是让村民生活更美好。而生
活更美好，不仅在于楼房好看了、道路宽敞
了、环境美丽了、衣食无忧了，还在于文化生
活的丰富、精神世界的富足、业余生活的文
明。用一位农民的话来说，乡村振兴，不仅是

“我们有钱了”，还有“我们幸福了”“我们文明
了”“我们高雅了”。

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路上，需要将文化振
兴放在重要位置，像有的地方一样，打造文化
主题广场、音乐街巷、音乐河道、音乐建筑小
品等一系列文化主题设施，让文艺气息扑面
而来；还可以让更多的文化产品进驻农村，让
文化的馨香滋润乡村的美景，从而用文化建
设最终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大提琴小镇”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
文艺范儿，我们需要更多具有文艺范儿的
乡村。

人社部办公厅与教育部办公厅日前联合
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
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提到，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
教。（据6月9日中新网）

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
让到乡村任教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一种人生荣
耀，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拓展
乡村振兴的人才来源。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对乡村教育的重视
和政策倾斜，乡村教育已经有了较大发展，教
学楼整饬一新，硬件设施越来越好，电子白板
教室寻常可见，课程配置更加整齐，足球、篮
球、音乐等文化教育器材配置越来越全……
乡村教育已经今非昔比，乡村教师工作环境、

职称评定、待遇等都有了很大改善。
工资待遇可能是高校毕业生最为关注的

实际问题。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今年5月，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再次向各省
（区、市）发出提醒函，要求进一步巩固义务教
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简称“不低于”）成果，确
保“不低于”持续落实落地。很多地方都出台
了相应配套措施，激励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
教，使乡村教师在工资待遇、职位晋升、岗位
聘任等诸多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乡村教师有
了更多“奔头”，他们的干劲更足，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和成就感。

价值实现可能是高校毕业生比较关注的
重要问题。相比城市而言，乡村教育的广阔天

地大有可为。只要愿意静下心来教学，潜下心
来钻研业务，一心一意热爱教育，把学生教
好、带好，那么，新时代乡村教育的天地就是
广阔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
人生价值。在教育乡村孩子的过程中，使他们
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
在成长中沐浴温暖，就是实实在在地为乡村
人才振兴作贡献，就是为教育公平作贡献。当
一名乡村教师，可以呼吸散发着泥土气息的
新鲜空气，专心致志地教学，感受教育带来的
成就感，这何尝不是人生理想和价值的实现？

《通知》的发出，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指明
了方向，乡村教育必将因更多优秀高校毕业
生的到来，获得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乡村教育
振兴的步伐一定会更加坚实。

据新华社6月10日电，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要求遏制“天价”月饼，明确
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公告指出，在坚持月饼价格由市场形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企业守
法经营、合理定价，促进月饼行业健康发展。月饼是积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中秋节美食，其本质是食品，理应回归传统食品属性，而
非背离传统文化本源，助长奢靡浪费，带偏社会风气。 朱慧卿 文／图

“飞”入百姓家的非遗才有生命力
苑广阔

让到乡村任教成为一种人生荣耀
杜建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