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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 李心草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举行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改

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战略

部署，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建设的高

度，着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统筹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新的历史起点上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今后要深入学习领会，立足工作实

际，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艺术实践工

作各方面。

深入学习领会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第 33 届奥运会上，中国

艺术体操队、中国花样游泳队在古筝、琵琶等领衔的国风

配乐中的精彩呈现，让世人惊叹东方之美。习近平总书

记在接见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你们让全世界

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看到了中国开放

包容、昂扬进取的时代风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锐

气和底气。”全会明确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国音乐学院建校 60 年来，始终坚守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音乐的办学初心，充

分发挥音乐专业优势，全力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与北

京市“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师生高质量完成 G20 峰会、

金砖峰会、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俄

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 75 周年等重大国事活动

服务保障任务，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深入学习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大意义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10 周年。10 年前，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

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

向”。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义不容

辞、使命在肩。

中国音乐学院始终致力于培育更多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引导学生将艺术追求、学术理

想同家国情怀紧密相连。学校每年假期派出

多支实践团队，围绕“感悟红色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服务北京‘四个

中心’建设”等主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实地采

风。师生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实地采集有

代表性的歌种、曲种、剧种和乐种；与民间艺

人、非遗传承人相互切磋、交流学习；学习体验

少数民族乐器，深入了解民间生活和文化。在

这个过程中，师生们得以倾听百姓心声、感悟时代发展，

从基层实践和人民群众中开拓艺术视野、汲取创作灵感、

挖掘创作题材。

深入学习领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

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

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当

前，我国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首在持续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全会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分类推进

高校改革。

中国音乐学院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借着改革

东风进一步深化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和大学治理现代化水平。准确理解把握全会关于“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事业发展中

面临的难点和瓶颈，加强学校顶层设计，统筹推进育人方

式改革，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师资队伍

建设、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改革优化举

措，全面激发办学内生活力，形成内生动力机制。

今后，我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持续

深化学校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

高质量艺术创演，培育优秀文化人才队伍，为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作者系民革中央委员、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

传 承 经 典 国 粹 流 芳
“未来讲堂——走近梅兰芳华的梅派京剧艺术”活动举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国音乐学院建校 60 年来，始终
坚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民族新音乐的办学初心，
充分发挥音乐专业优势，全力服务党
和国家重大活动与北京市“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师生用音乐讲好中国故
事，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

5月 16日，“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 75周年专场音乐

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精彩文艺演出。

图为专场音乐会指挥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右）和俄罗斯人民艺

术家、俄罗斯奥西波夫国立模范民乐团艺术总监弗拉基米尔·安德罗

波夫在舞台上。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本报杭州讯 11 月 29 日，由民进浙江省委会、民进上海市委会、

民进安徽省委会、民进中央开明画院、西泠印社集团主办，西泠印社

美术馆、浙江民进开明画院承办的“先生归来：赵朴初和他的时代”在

浙江省杭州市西泠印社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持续至 12月 9日。

西泠印社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缩影，很多社员都是近代文化

艺术的旗帜人物，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先生归来”是西泠印社美术馆的一个学术展览品牌，旨在通过

举办展览、出版、讲座等形式对在西泠印社文化艺术历史上产生重大

影响的名人生平、思想等进行系统考订与研究，自 2018 年起先后开

展了吴昌硕和他的时代、王福庵和他的时代、张宗祥和他的时代、丁

辅之和他的时代、马衡和他的时代、吴隐和他的时代六场学术活动。

赵朴初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第五

任社长。本次展览以赵朴初为中心，共分为四个板块：“光辉的朴

老”，反映了赵朴初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与

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作出的卓越贡献。“赵朴初情寄西泠”，

主要通过部分图文史料梳理了赵朴老对西泠印社的深厚情缘。“赵朴

初的书法作品”，全面展示赵朴初雍容宽博、清静柔和的书法艺术和

书骨交融、气势雄浑的文人之风骨。“与赵朴初有交集的部分艺术家

作品”，则梳理了与赵朴初有过交往的社会贤达、政界名士、文史学

者、鉴藏大家及同时代艺术名家的精品佳作。

其间举行《先生归来》展览作品集首发式，并向多家高校和图书

馆等单位捐书。

此活动促进了沪浙皖三地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西泠印社、安徽

省赵朴初研究会、上海赵朴初研究会、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安吉吴昌

硕纪念馆、张宗祥书画院（纪念馆）、沙孟海书学院、方介堪美术馆、陈

振濂书学馆的学术支持。 （阮 琦）

“先生归来：赵朴初和他的时代”展览开幕

江西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因瓷而名，

2000 多年的冶陶史、1000 多年的官窑史、600 多年

的御窑史、100 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造就了

“千年窑火、万里瓷路”的历史盛景，创造了“匠从

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凝结着一部连

续 2000 年未曾中断的中华陶瓷文化发展史。陶

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一

个缩影，保留着景德镇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是景德镇瓷业的中心，见证着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市考察

调研时指出：“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严格遵循保护

第一、修旧如旧的要求，实现了陶瓷文化保护与文

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强调要“把‘千年瓷都’

这张靓丽的名片擦得更亮”。近年来，景德镇依托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以御窑遗址申遗为龙头，实

施景德镇大遗址保护计划，保护好千年窑址、传承

好千年技艺、呵护好千年匠心、讲述好千年故事、

发展好千年产业，加快推动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传承与创新相得益彰、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努力推动习近平文

化思想在千年瓷都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原真保护 守住记忆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始终坚持

“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实施“不落架修缮”，合理

保存传统文化生态。在陶阳里街区保护更新中，

坚决不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针对不同状况的

传统风貌建筑，运用修缮、维修改善、保留、整修改

造、拆除等 5 种不同的保护与整治方式，对原有建

筑旧的梁架、废弃的窑砖、瓦和木构架等材料加以

利用，修旧如旧，通过榫接、墩接等传统工艺，留住

原有风貌和文脉肌理，实现 80%以上建（构）筑物

的留、改，最大化地保护不同时代的遗存建筑。同

时，充分考量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的风貌环

境与老地形，对政府办公楼进行整体搬迁，先后拆

除近 10 万平方米的占压建筑 ，搬迁约 600 户居

民。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

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将陶瓷文化遗

址及周边的 400 余幢传统房屋进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打造成为文旅

消费主题街区，让城市更新与文脉涵养紧密融合，维护了文化遗产的历

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

景德镇古城文化肌理保存完好，拥有瓷业遗址 160 处、老里弄 108

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处、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45 个、世界

级物质文化遗产 20 多处，建设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收集不同朝代

碎瓷片近 2000 万片，用数字技术破译人类古代瓷业巅峰时代蕴藏的文

明密码，这些丰厚的遗存，不仅仅是久远的历史，更是人类文明创新创

造的智慧的鲜活表达，为中国乃至世界古陶瓷历史的发掘保护研究提

供了重要平台。

非遗传承 薪火相传

景德镇既拥有丰富的陶瓷物质遗存，也拥有大量的手工制瓷技艺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拥有一大批技艺精湛的陶瓷匠人，同时还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这些都是“千年

瓷都”的宝贵资源。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流传千年的技艺与记

忆，制瓷过程中的 72 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千年的传承。近年来，为保护

传统制瓷工艺，引入明清窑作群、四大名瓷馆等陶瓷技艺业态，传承祭

窑神、太平窑、“知四”肉、帮会行规等行业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

统技艺得到更好传承、发展。目前，已涵盖包括“挛窑”（砌窑和补窑）、

拉坯、利坯、烧窑、把桩等在内的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拥有 2 项国

家级和 12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活跃着 40 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 300 多名学徒，其中 6 位

为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通过实施艺徒制度、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打造

出一支老中青结合、覆盖 72道制瓷工序的工匠队伍。

如今，景德镇正在深入挖掘阐释千年陶瓷历史脉络、技艺体系和文

化内涵、精神标识，全面做好以传统手工制瓷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抢救性、整体性、生产性、生活性保护传承，推动古老陶瓷文化不断焕发

出新的时代魅力，使保护传承见人、见物、见生活，让景德镇始终是一部

活的陶瓷历史文化教科书。

文旅融合 创新利用

文旅融合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

要途径。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充分挖掘自身内部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依托御窑厂遗址和周边 108 条老里弄、明清窑作群以及近现代陶瓷

工业遗产，找准了陶瓷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点，植入酒店民宿、陶瓷

教育研学、非遗技艺展示、餐饮娱乐等文旅功能，通过把人文、科技、时

尚等元素融入陶瓷文化，发展文旅新业态，注入街区新元素，丰富文化

新内涵，实现了老城区改造向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成功转型，催

生了新的产业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消费增长新空间，打造

文化交流、艺术展览、商业消费一体化公共文化空间，使传统的老街成

为“夜经济”发达的文旅融合新地标。同时，积极探索和实践数字化的

文物保护、传播、转化和创新方式，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和新颖

的展览陈列形式，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实现了历

史文化价值与现代生活产业价值的有机融合，让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既有“书卷气”，更有“烟火气”。

如今的陶阳里，依然有柴窑的烟火，有百年传承的工匠，有完整的造

瓷技艺。景德镇的千年陶瓷文化保护传承的探索实践，丰富了我们对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也为其他文化

资源丰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欣赏

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遗产，不断用小写的“china”，讲述好大写的“China”

中国文化自信的故事。

（作者单位：景德镇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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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 辉

近年来，江西景德镇依托陶阳里历史文化街
区，以御窑遗址申遗为龙头，实施景德镇大遗址
保护计划，保护好千年窑址、传承好千年技艺、呵
护好千年匠心、讲述好千年故事、发展好千年产
业，加快推动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走出一条传承与创新相得益彰、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的发展新路。

本报北京讯（记者 刚 罡） 11 月 25 日，由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国家京剧院、恭王府博物馆、梅兰芳纪念馆联合主

办的“未来讲堂——走近梅兰芳华的梅派京剧艺术”活动在

恭王府博物馆大戏楼举办。活动通过讲授梅兰芳崇高的爱

国情操、精湛的京剧艺术、非凡的创新精神、卓越的对外文

化交流等内容，增强青少年的民族气节，坚定文化自信。北

京市中小学师生代表 100余人参加。

本次活动授课方式多样、演绎剧目丰富。国家京剧

院演员马阿龙现场向师生介绍了京剧四大行当及旦角儿

的四大流派，讲解了京剧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基

础知识；通过生动讲述梅兰芳先生成长历程中的小故事，

使学生们感知梅兰芳精湛的艺术造诣、勇于开拓的创新

精神以及坚定高尚的爱国情操。授课互动中，学生们根

据艺术家的示范，用京剧念白的方式自报家门，学做梅兰

芳手势，体验京剧妆容绘制，在互动中加深了对京剧艺术

的了解。

同学们兴奋地谈道，此次授课活动中，艺术家老师带领

我们打开京剧传承之门，使我们对国粹经典有了新的认识

与理解，梅兰芳先生的形象在大家心中也更加鲜活丰满。

同学们表示，在恭王府以如此特别的方式了解京剧文化，深

感兴奋和享受，也激发了对京剧艺术的浓厚兴趣，希望今后

能够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开课前，恭王府小讲解员们为大家详尽地讲解了园内

人文景观；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京昆团成员通过实景表

演，为来宾展示了传统京剧片段。学生们通过参观“九畹华

姿——梅兰芳戏曲表演手势展”，进一步了解梅兰芳先生精

湛的艺术造诣。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沈蓓莉，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爱民，国家京剧院艺术总监袁慧琴，恭

王府博物馆副馆长陆文捷，梅兰芳纪念馆副馆长王兆仁，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朱渤、徐红旗、许培军、马莉莉、王勃，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苏洪涛等出席

活动。

“未来讲堂”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为培养“五育”并举的时代新人而搭建的校外教育实践

平台。自 2018 年创办以来，邀请各行各业拥有影响力和美

誉度的杰出人士，围绕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内容给孩子们

授课，与学生们互动，传授知识，分享体会和感悟，成为广受

欢迎的校外教育活动。

国家京剧院演员马阿龙在授课中与学生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