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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繁荣（代序）
　　　　　　　余华青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陕西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从计划性的文化产品供应到尊重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
自主性和选择权，从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设施建
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与提高，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环境，造就了大批的文化人才，催生了一系列的文艺精品与新型文化产业，极大
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陕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

文化艺术生产全面丰收。全省共创作戏曲、话剧、歌剧等各类剧目１９００多
部，其中８００多部被搬上舞台，涌现出秦腔《千古一帝》，眉户现代戏《漂来的媳
妇》、《迟开的玫瑰》、《五味什字》，歌剧《张骞》、《司马迁》，话剧《郭双印连他乡
党》、《又一个黎明》等一批优秀作品，其中多部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文化部“文华奖”、“文华新剧目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等国家
级奖项。乐舞《仿唐乐舞》、《唐长乐乐舞》、《长恨歌》、《走进延安》等旅游演出节
目深受欢迎。《杨门女将》、《华阴老腔》、《安塞腰鼓》等多个剧（节）目参加北京
奥运会系列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共举办五届陕西省艺术节，涌现出大量的新
人新作。特别是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以省政府名义举办的第五届陕西省艺术节，参
演剧（节）目４１台，演出８２场，同时举办了“秦腔艺术展”和高峰论坛、“陕西省
中青年书画家优秀作品展”和系列文艺讲座，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艺术门类
之多、活动内容之丰富为历届艺术节之最。美术创作成绩突出，组雕《古风新
韵》等一批美术作品多次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获奖，四件美术作品入选“国家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六件雕塑作品建树北京奥运会“鸟巢”和“水立
方”主会场。省戏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团获美国白宫“站得更高”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声有色。大力实施“两馆一院一站一室”农村文
化设施建设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村舞台艺术繁
荣工程、农村文化人才培训工程和送书下乡工程。建成了陕西文化信息网和以
省图书馆网络系统为平台的省级分中心及２个市级支中心，３６个县级支中心，

４２１个基层服务点，实现了先进文化传播手段的突破；为县级剧团配送了２２辆
流动舞台车及灯光音响设备；建立了１０３个农村示范文化室，为１９５９个农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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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室配送了基本文化活动器材；为县级图书馆、乡镇文化站配送了四批２５万多
册适用图书；建立了陕西省社会文化培训基地，累计培训农村实用文化人才４００
多人。相继有１７个县区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３３个县区被省政
府命名为“省级文化先进县”。成功举办了全省百县千场文艺调演、全省社区文
艺调演、陕西省首届少年儿童艺术节、陕西省民俗文化展演周以及“迎奥运”系
列文化活动等多项示范性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建成了西安易俗大剧院、古都大剧院、陕歌
大剧院、陕西省图书馆新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延安文化艺术中心、人民剧院、
省戏曲研究院剧场，西安市、咸阳市图书馆等一批重点公共文化设施。新建了

３０３个乡镇文化站，基本实现了“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的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秦腔、安塞腰鼓、陕北腰鼓、华县皮

影、华阴老腔、凤翔木板年画、黄帝陵祭奠等５１个项目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和市级名录。１４５个项目名列省级
名录，３９５个项目列入市级名录，西安鼓乐、耀州窑传统工艺、延川县小城村黄河
生态文化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项目。命名了省级１１３个项目
的１６７名个人为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３１人
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我省被列入羌族文化保
护实验区。奥运会期间大型民间艺术表演《天地社火》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前演
出，受到中外媒体广泛关注。中国故事“陕西祥云小屋”在京展出，获各界好评，
被奥组委和文化部评为“最受欢迎小屋”和“最佳策划奖”。

文化市场规范活跃。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加强市场文
化管理，培育和形成了娱乐、演出、网络、音像、美术、民间艺术品和艺术培训等
市场，形成多级化文化市场体系；成功举办了“东部文化西部行”和“西部文化东
部行”演出活动及七届陕西西安国际音乐节，活跃了我省演出市场；农村电影放
映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两次获国家广电总局农村电影工作组织奖，城市电影产
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６年票房收入１０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８年达到６０００多万元；网吧连
锁经营初具规模，产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音像市场和网吧专项整治活动经常
化，促进了文化市场规范、健康的发展。

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命名了３５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单位）；西安曲
江新区获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称号，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安
塞黄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陕西华清池有限责任公司、关中民俗博物馆、华县皮
影产业群相继获“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举办或组织参加了１５次全国
和省级文化产业博览会与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有３８个项目签订了合作意向
书，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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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各相关文化部门积
极开辟渠道，组派了众多优秀节目和作品出访，积极拓展海外演展市场。共接
待来自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团组，８００多批１２８００多人（次）来陕参
观访问、洽谈项目、举办展览和演出等，组派各类文化艺术团组８５０多批近万人
（次）赴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特别是“陕西２００８悉尼春节文化”活
动规模大、规格高、影响广泛。弘扬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传播了悠久陕西文
化，增进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友谊，促进了陕西经济发展。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巅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
考。”本书是陕西省文化厅于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１０月，在全省文化系统开展“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征文活动的优秀论文集结。其内容涵
盖了文化发展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陕西文化３０年
发展变化。从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陕西文化３０年发展的脉络和取得的
成就，也可以看到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相
信，这本论文集对于了解陕西文化发展现状、认识陕西文化发展存在的诸多问
题，科学把握改革开放文化发展进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省文化系统
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贯彻党的十七
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为实现省十一次党代会“建设西部文化
强省”的新目标，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文集编者要我作序，由于工作和时间的关系，无法详读论文，但职责所
系，只好用１２月２日在《陕西日报》上对陕西改革开放３０年文化发展的回顾总
结作为代序，以表我对这次征文活动的赞许和支持。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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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文化积累　凝聚民族精神

陈　彦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始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３０年的历程。与中
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经济状态相比，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间经历了堪称艰辛的探索、蜕变过程。从“文革”整整十年里“八亿人民八个
戏”的荒唐现象，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也标志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回归。
人们在挣脱精神枷锁、拨乱反正的同时，呼唤“人”的文学，寻觅时代的精髓，在
探索中与世界对话，在多元文化的启蒙中完成了一个个重要精神命题。在进一
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西部强省的新形势下，回顾改革
开放３０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丰富文化积累、凝聚
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探索中认识并实践文艺的社会功能

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交融发展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基础，精神文明
建设是上层建筑，两者互相促进，交融发展。只有精神没有经济，那只是空谈。
只有经济而没有精神，整个经济建设就会迷失，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就会混乱，
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凝聚力就会被消解———这是我们在３０年改革之路上收
获的深刻教训之一。文化艺术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其功能除了表现创作者个
人的思想感情等等外，更多地体现在它在被传播和接受以后所产生的广泛的社
会作用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文学艺术“感时忧国”的伟大传
统自古有之，它是民族振兴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实践证明，文化艺术不仅能够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到凝聚人心、鼓舞精神的作用，也会转化成物质力量，从而
影响社会生活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一要贴近社
会现实，反映群众心声。要在纷繁中保持一分清醒，保持一颗敏锐的心灵，关注
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群，关注他们的心理与命运，从最平凡、普通的细节上去提
升，注入作家在丰厚的社会资源中的新鲜发现，去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展现
社会关系、公众心理的变化，从中映现出当下时代的特征与变迁。二是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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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精神的牵引作用。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史上一切影响广泛、传之久远的文
艺作品，尽管大多出自文艺家的个体创作，包含着创作者的立场、认知、思考与
冀望，却无不充溢着或渗透着文艺家所属的族群在特定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伟大
而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当文艺作品放逐和丧失了自身构建人的精神
家园的使命，对时代已经发不出强有力的声音了，边缘化就是必然命运。价值
引领不是喊口号，需要作家们走进真实生活，走进老百姓的心灵，开掘平凡生活
的要义，开掘普通人的隐忍而坚韧、痛苦而超越、简约而大义的生存本性和精神
价值，从而使观众在心灵激荡不已之中重新思考和确立自己的价值坐标。

在当今市场经济转轨、消费社会转型和大众文化转向的时代背景下，实践
文艺的社会功能，就要远离“文化工具论”、“市场评价标准”，慎行各种“主题文
化工程”等，应坚守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不能放弃了文艺对社会的责任与道
义，不能忽视文艺对社会的引导作用。

二、继续探索并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经验和积累。在社会丰富多
彩，物质生活较为充裕，思想观念活跃、价值取向多元的今天，要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实现陕西“文化强”战略目标，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把握文化发展的
内在规律，首先要坚持继承与创新两者的辩证统一，探索与时代精神和人民大
众审美要求相适应的创新和突破，“突破”是艺术最高境界、最有分量的创新，它
看似与传统相悖，但由于给传统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最大继
承。

其次，要厘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从产业运作方式的角度来衡
量，文化可以分为经营性文化和非经营性文化。当然，二者并非能截然分开。
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一种经济行为、市场行为；而非经营性文化的特性和本质是
创造性和公益性，其目的是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类
文化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民族进步的灵魂，一定要依靠政府的投入或政策扶持
和引导。这就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根本区别，也是政府与文化企业家的不
同职责。如果所有的文化都通过产业方式运作，一味地追求赚钱和利润，那将
是文化与社会的双重悲哀。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

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
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
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横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文革”浩劫，使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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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了一片废墟，中国人民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现象
潮头叠起、波涌浪翻，深刻地触及了人的灵魂，重新还原和激发了人的情感，实
现了文化观念上一次又一次的解放。３０年来，文化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
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精品意识差，精品佳作少，思维方式陈旧，创作劲头
不足；学风浮躁，文风枯燥；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信心不足、缺乏创新，远离生
活，远离群众等。这些并不是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思想不够解放、
观念未能更新所带来的弊端。文化事业要做到“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
潮”，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具备大视野、承担大责任。要依靠解
放思想，大力推进文艺创新，积极探索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奖励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为人民和国家而
努力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真正形成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
催生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不断产生，以带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产力的大解放、
大飞跃，保持、培育、提升中国的文明传播能力，最终促使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再
铸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使中国文化事业走上和谐、安详、博大、深厚、雍容、可
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拯救民族文化未来的紧
迫问题和战略问题。目前必须要重视建设高质量艺术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队
伍，改善艺术人员待遇，稳定艺术队伍，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提高中华文
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文
艺工作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为文艺家开辟了广阔的创作自
由空间。当前，我们应继续为激发文艺创作的热潮，壮大人才队伍提供新的动
力。要给文化建设的这一支大军从业的信心和支持，文化艺术人才需要养、需
要保护，要给他们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信念，让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地、安心
踏实地从事专业创作。避免那种表面红红火火，但实际上大部分并未在本专业
上下工夫，而是看什么赚钱弄什么，能捞一把捞一把的现象，那样出不了人才，
也出不了真正的艺术。其次应扶优扶强，实施品牌系统工程，加大对文化名品
的扶持力度。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国民的崛起；而国民的崛起，首先是文化的崛
起。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
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和学术土壤。还要重视文化成果向文化积累的转化，鼓励那些为民族文化建
设留下了积累的艺术家。

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标志就是出优秀文艺作品、文化精品。精品生产的
能力对于地方文化的影响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创作上能持续出精品，精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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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能持续叫得响、站得住，才可能跻身文化强省的行列。我们要花大力气抓
精品力作的生产，首先要注重作品的内在力量，不能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制造
文化泡沫，制造“大跃进”式的“繁荣”。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应仅仅体现在数
量上，而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文艺作品历来都是以质量取胜。要创
作深切时代脉搏，凝聚民族精神，关乎百姓痛痒，直逼大众心灵的文艺作品，创
造格调高雅，喜闻乐见，思想深邃，艺术完美，赏心悦目，生动感人，既具有历史
性，也具有开放性的精品艺术。去年我做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的时候，
十分欣喜地发现，全国舞台艺术竟有如此多的思考独到、艺术精美的上乘之作，
由此更联想到近些年来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所创造出的精品佳作。对于这些优
秀艺术成果，我们应尽快建立起有效的保护、宣传、推介机制，才能更为广泛和
长远地转化实现文艺作品的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今天，改革开放走过了３０年历程。３０年，我们在挑战中探索，３０年，我们
在机遇中奋进。３０年不仅创造了经济繁荣、催生了政治进步，３０年更引流了文
化发展的壮阔波澜。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在回望中依旧刻不止息、与时俱进，
不断地创造着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续写着陕西文学艺术发展的新篇
章。

（作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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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冯健雪

　　改革开放３０年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经历了大浪淘沙、
优胜劣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让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精神之根，一个国家的发展、振兴和强盛离不开强大的文化支撑，只有不断
高扬本民族的文化旗帜，不断增强本民族的文化实力，不断增加本民族文化发
展的活力，才能使国家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我们所
说的民族文化，一般是指中华民族经过历史的洗礼而继承下来的具有中华民族
精神特征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兴衰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它是国之魂民之灵，它是一个民
族存在的内在根基，凝聚着本民族对世界、对生命、对历史的认知和现实感受，
它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这个民族的道德行为准则。我们的文
化，它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它同时也体现着时代精神，
体现了健康向上的发展方向。

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千万中华儿女奔赴抗日救国的最前线；一首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志愿军们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中跨过了鸭
绿江，投入到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一部好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引导了一
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可见优秀的作品就像一支支燃烧的
火炬，它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而且还有力地激励着
人们奋发向前。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了发展文化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
作用，也证明了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
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的论述，以及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正确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３０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３０年，
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的过程中，世
界瞩目的三峡工程、跨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黄河治理给人们带来了安居
乐业，逃难流浪的人少了，晨练的人多了；朋友见面问候“吃了吗？”少了，而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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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夕阳晚风中享受着从环城公园传来阵阵高昂苍劲有力的秦腔，这都是饿着
肚子的人们所不能做到的；油气田被开发出来了，百姓的包包鼓了，知道了原来
黄土坡上的人是坐在宝地上受穷，没有文化知识富不了，悲凉的“信天游”从此
改了词；希望小学一座座地建起，要让娃娃从小有文化，懂科学；“神七”上天、
“嫦娥”奔月，更让人们懂得了坚持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３０年来的
改革开放，带动了文化的大发展，文化的大发展又推动了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因
此文化是一个民族兴旺的生命力。

在汶川大地震中《爱的奉献》、《同一首歌》像一股暖的清泉流进了每个中国
人的心。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会叫妈妈的孩子，他们的援助之手都伸向了汶
川，团结、助人、忘我、牺牲已成为志愿者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凝聚了１３亿中
国人民的心，在他们心里没有“我”只有“我们”———向着汶川前进。地上没有
路，他们背负肩扛踏出一条路，天气不具备飞行条件，他们凭自己的责任和勇气
飞出了一条奔向汶川的航线，“爱的奉献”已经成为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同一首歌、
同一颗心。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能在灾难面前那么团结、那么坚强、那么忘我，
那就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在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同时
也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铸造了博大宽广的中国魂。

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的多样
化、多元化加上各国文化的交替、激荡，都引发着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新的
思考。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这就是科学发展，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规
律，否则就像沙漠中的无根草一样早晚会消失。

３０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历史的涤荡，一批批精品剧目如雨后春笋
般地展现在广大人民的面前，她们靓丽、阳光又具有那么强的生命力。艺术来
源于生活，来源于民族肥沃的土地，民族文化的提高就要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
上去发展提高，否则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
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
性，体现时代性”。因此，解放思想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我这个文化艺术战线上
老兵的首要责任，也是陕歌人的首要责任。

陕歌成立已近６８年，陕歌的根基是扎在黄土高原的陕北，是在党的怀抱里
听着党的教导、吃着小米饭、浸泡在“信天游”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是党和人民
的雨露浇灌出的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独一无二的一枝“山丹丹”。当年的“山丹
丹”活跃在抗日烽火的最前线，当年的“山丹丹”同样活跃在被敌人封锁的边区
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歌的《兄妹开荒》、
《南泥湾》响遍了黄土高原，解放区的人民拿起了锄头，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今天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伟大时代，我们还要根植我们的艺术于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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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土壤，因此，在新的大环境下，我们陕歌人更加如鱼得水。为了提高全民的
文化素质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陕歌人、我们土生土长的“山丹丹”、
我们正宗的汉唐文化的后继人，要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的民族，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人要记住自己悠久的历史，要发扬
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我们的《张骞》为国出使西域，《司马
迁》编写传世的《史记》，还有那反映盛唐繁荣的一幕幕《仿唐乐舞》、《大唐赋》，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相继出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这些剧目让中国人挺起胸，
让世界惊叹！这些反映汉唐历史的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轰动的效应。

１９８２年我院根据盛唐时期的“乐舞”资料，挖掘、整理唐代灿烂的“乐舞”艺
术，首创古典宫廷乐舞《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大唐礼乐》、《霓裳羽衣
舞》等唐乐舞系列，是中国文艺舞台上第一部唐代乐舞作品，在全国开了“乐舞”
艺术的先河，使遗失千年的唐代乐舞重放华彩。《仿唐乐舞》至今连续演出２６
年，累计超过两万余场，中外观众达千万余人次，接待百余位国家领导人和各国
政要，出访世界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中外观众的喜爱，得到专家的赞誉，
前后有百余家中外报刊进行了报道。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地区保护与
发展民间和传统舞蹈讨论会的２０多个国家专家，一致认为古典宫廷乐舞《仿唐
乐舞》的诞生“再现了民族艺术的菁华，把人们带到了１２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唐代，
得到了最美的艺术享受”。习仲勋同志看过演出之后称赞：“它继承了我国的古
代文化遗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你们用新颖的、民族的艺术形式把盛唐时
期的宫廷生活生动地再现出来，这就是创新精神！”

歌剧《司马迁》荣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中
国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文化部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等１１项大奖。《张
骞》获得第三届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宣部１９９２年度“五个一工程”入选奖，第
三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演出奖”，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会演获“创作、演出、
舞美”三项金奖，“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剧目”，“陕西首
届文艺大奖”等国家级殊荣，被中国戏剧界、音乐界、新闻界誉为“中国歌剧史上
里程碑式的力作”。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的《与时代
同步，与人民同心》一文中，提到新时期中国歌剧的代表作《张骞》，认为“以其深
厚的生活底蕴，浓郁的民族特色，征服了观众”。这个中肯的评价是对我们的鼓
励，但我们明白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中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只有首先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才能编写出震撼心灵，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作品。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党和国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
全面部署，使陕歌人深深认识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这是党对我们文艺工作者
的信任、鼓励和召唤，也是党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文化的一种新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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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论断。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领导下，继《仿唐乐舞》之后，我们陕歌人
又开始了新的突破，全力打造大型乐舞诗《大唐赋》。为了使观众在短时间里能
够认识了解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貌，就必须将盛唐浓缩在一
个艺术时空单元里，那么在选材上就必须有重点地选取最能体现大唐气象的文
化主题，提炼最能昭示大唐精神的文化符号，创造最能显示大唐文脉的艺术形
式，从礼仪、外交、商贸、宗教、文化、体育、民俗等多视角、全景观的社会生活层
面，表现大唐博深、开放、昂扬、进取的民族精神，表现大唐繁盛、绚丽、和谐、太
平的社会风情，表现大唐青春、浪漫、多元、包容的文化品格，从而来解读弘扬我
们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深远的文化底蕴。２００５年我们的编创人员开始了漫
长艰苦的西行采风学习，沿古丝绸之路至甘肃敦煌，同时又辗转于西安及周边
地区访古探幽，寻找历史的遗迹，相继去了秦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昭陵、乾
陵、永泰公主墓、汉阳陵博物馆、大慈恩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还实地采集了华
州碗碗腔、皮影、老腔，听了周至吉贤古乐，欣赏了秦腔，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
原动力。历时数月，收集素材体验生活，为《大唐赋》的创作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清楚《大唐赋》不仅是陕歌的一株闪光的山丹丹，它还是盛唐文明的一个丽
影。于是打破一切框框，全院一盘棋，团结凝聚文艺界的精英力量，强强联手，
高定位高起点，前沿性，突破性，共同攻关，打造出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大型舞台
艺术工程。

《大唐赋》终于不负众望，在陕西省第五届艺术节上荣获“优秀演出奖”和众
多单项奖。这个被封存了千年的说唱俑，只有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才得以面世，得以舒展，得以灵动，拂去千年尘土，融入时代的文化潮流中，这更
是解放思想，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成果。

长安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在这块古老而壮美的土地上，产生过灿烂夺
目的五千年文明，而唐文化特别是诗歌、乐舞、绘画被称为东方艺术的三大瑰
宝，受到世界的青睐，我们陕歌挖掘这些唐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展现唐代乐舞风
采，就是为了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条历史的长河，这条
长河有过细流，有过波浪，但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宽广，这样得繁荣，凝聚了古
今中外东南西北的精华，这是改革开放的胸怀，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精神给
人们以信心，以力量，以自豪。

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
中国特色事业的强大动力，这种动力推动了祖国文化的进步，凝聚了民族精神，
提高了民族的素质，铸造了国家的软实力，但这种作用不但要在改革开放、宽松
解放的环境中去体现，还必须通过市场去实现艺术的价值。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政策的日益深化，旅游业蒸蒸日上，２６年来我们陕歌《仿唐乐舞》率先走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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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文旅结合的新路，不仅宣传了陕西，展现了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而且已
成为我院的“龙头”产业，实现了演出场次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改革开放的３０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３０年，是科学发展解放思想的３０
年，解放思想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宽松的创作环境，让艺术家们释放了豪
情，放开了脚步，深化了思考，提升了境界。因此，只有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
今天，才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陕歌也才能真正地发展，我们愿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为传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作出新贡献。

（作者：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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