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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一
范仲淹不是商丘籍人，但范仲淹是

商丘的名人，是商丘一张靓丽的名片。
范仲淹是应天书院培养的学生。

1011年 1月至 1015年 3月，范仲淹在应
天书院刻苦读书，考中进士，辗转各地
做官，官职最高到参知政事 （副宰
相）。他是从商丘走出去的北宋王朝的
栋梁之材。

范仲淹是应天书院的老师。1027年
1月至 1028年 10月，范仲淹在他母亲去
世守丧应天府期间，受应天府知府兼南
京留守晏殊的聘请，执掌应天书院。他
对培养自己成长的应天书院，充满了感
激之情，认为此次执掌应天书院，是报
效母校的好机会。他不负众望，在执教
应天书院近两年的时间里，应天书院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四方从学者辐辏”。

范仲淹是商丘的女婿。范仲淹的结
发妻子李氏是太宗朝参知政事李昌龄的
侄女，李昌龄是楚丘（今山东曹县，当
时属于宋州管辖）人，岳父李昌言为太
子中舍。李昌言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嫁
给郑戬、骆与京。郑戬，苏州吴县人，
进士，官至枢密副使。骆与京，河南长
葛人，官至汉阳知军。李昌言的儿子也
即李夫人的弟弟李禹卿的女儿嫁给了曾
巩。李夫人的侄子李通娶郑戬的侄女为
妻。在裙带关系盛行的北宋官场，这些
关系对范仲淹的事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

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名
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为孔子所谓

“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名臣，集
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
于一身，被朱熹称为宋朝“第一流人物”，
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范仲
淹与应天书院，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
辉。没有应天书院的教育，就没有范仲
淹的辉煌人生；没有范仲淹这位名人，
这张名片，应天书院尤其是商丘也将缺
少一道靓丽的风景。范仲淹的思想和事
迹，是应天书院的一束亮光，穿越千
年，依然醒目，是中华传统精神的一块
基石，厚重辽远，博大精深。

二
范仲淹 （989—1052），苏州吴县

人，出生在河北正定。父亲范墉博学多
才，历任武信军（今四川遂宁）、武宁
军（今江苏徐州）、成德军（今河北正
定）节度掌书记，是个管理机要文书的
官员。

范仲淹 1岁时，父亲去世。范墉一
生为官清廉，家无积蓄，范仲淹的母亲
谢氏突然遭此不幸，感到束手无策，只
得在官府和朋友的帮助下，护送丈夫的
灵柩回苏州郊外老家。把丈夫安葬后，
谢氏寡母孤儿生活没有来源，靠范仲淹
的母亲给人家缝洗衣裳，糊口度日。范
仲淹 3岁那年，母亲改嫁平江府（今苏
州市）推官朱文翰。从此，范仲淹改姓
朱，取名说（“说”同“悦”。一直到
1017年28岁时才改回范姓，名仲淹）。

朱文翰是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长
山镇）人，为人忠厚正直，对谢氏母子
十分爱怜。朱文翰与范仲淹的母亲结婚
后，辗转湖南安乡、缁州 （今山东淄
博）、长山等地任职，范仲淹也随继父
奔走游学。

继父朱文翰对范仲淹格外关照，视
为己出。继父去世后，范仲淹知道了自
己“姓范不姓朱”的身世，他很感慨，
于是在大中祥符四年 （1011），22岁的
范仲淹泣别了母亲，带着书籍和琴剑，
来到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商旅云集、
文教先进的大都会商丘，来到了他朝思
暮想、梦寐以求的应天书院读书。

三
宋太祖赵匡胤开辟的大宋基业，经

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获得了稳定、
巩固和发展。赵匡胤原为归德军节度
使，坐镇宋州商丘。因此，商丘是龙潜
之地，是赵宋王朝的发祥之地。赵匡胤
当皇帝是上应天命，于是在1006年，宋
真宗将宋州商丘改为应天府，后又在
1035年升为南京，成为北宋“四京”之
一，在北宋几个重要的城市中，仅次于
都城汴京。

应天府书院的前身是睢阳学舍，
是五代时期虞城人杨悫创办的。杨愨去
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接续办学，并
使睢阳学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007—1008 年间，应天府民曹诚捐资
助学，在戚同文儿子戚维、戚伦等人的
帮助下，建校舍 150 间，聚书 1500 卷。

1009年，地方官府将曹诚捐资助学的事
迹报告给宋真宗，宋真宗很是赞许，并赐
名“应天府书院”（后简称“应天书院”）。
这样，应天书院就成为了远近有志青年
读书学习、报效国家的向往之地。

四
来应天书院读书之前，范仲淹曾立

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鸿鹄之
志。做良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
宰相这个平台上，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权
力，发挥自己的作用，造福天下的百
姓。如果当不了宰相，那就求其次，做
一名好医生，用自己手中的医术解除人
们的病痛之苦。范仲淹的这个理想，无
论是做宰相还是医生，都是立志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生在世，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不仅体现
了做人的价值，也诠释了做人的意义，
于自己、于国家社会，都非常重要。因
此，范仲淹的理想，今天读来，常令人
感奋不已。

有志者事竟成。理想是光，引领着
他不断前行。

五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又说：
“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范
仲淹深明读书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自己
的理想，他在应天书院“昼夜苦学”，
读书四年未尝解衣就寝。无论是白天或
者夜晚，读书累了，他就用冷水洗洗
脸，然后再读，史称他“辄以水沃面”。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生活是清苦
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喝粥为继，有时
往往没有饭吃，直到中午过后才能吃上
第一顿饭。宿舍同学见状，从家里给他
带来一些食物，他“皆拒不受”，他
说：“不是不感谢同学的厚意，原因是
自己长时间食粥，已经适应了，如果今
天吃了同学送给的美食，以后还怎样继
续吃粥呢？”恶衣菲食，常人所不堪忍
受，而范仲淹处之晏然，持之有恒。

大中祥符六年 （1013），宋真宗到
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回都城汴京的路
上驾次应天府。皇帝来了，人人争看，但
范仲淹不为所动。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去
看皇帝，他非常认真地说：皇帝是要见
的，但不是今天，等以后再见也不迟。考
中进士后，在殿试时，范仲淹不仅见到了
皇帝，而且与皇帝近在咫尺。在以后做
官特别是“庆历新政”的过程中，他与皇
帝几乎是朝夕相处了。范仲淹一句“异
日见之未晚”，其淡定、自信与执着，令古
今多少人拍案叫绝、击节长叹！

六
“诗言志，歌咏言。”在应天书院读书

期间，范仲淹写有《睢阳学舍书怀》诗：
白云无赖帝乡遥，
汉苑何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
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
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
涧松何必怨山苗。

诗开门见山，描写他当时的困境和
心情：寄读他乡，身世飘零，犹如无根
可倚的白云，只能无奈地遥望着东南的
家乡；这时又听到了幽咽的洞箫声，更
增添了他心头的凄凉。接着，笔锋一
转，勉励自己虽然身处逆境，但不能自
甘沉沦，像凤凰一样隐遁世外，而要向
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学习。接下
去，范仲淹写自己虽然生活贫困，但自
甘其乐，虽然出身寒微，但有宏伟抱

负，他希望能遇到知音、伯乐。两句用
典，一为 《论语·雍也》“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中的颜回，他以颜
回自励；一为《列子·汤问》“伯牙善
鼓琴，钟子期善听”的知音故事。诗的
最后两句，表达了一种必胜的信念。年
轻的范仲淹很自信，只要自己不懈追
求，自强不息，理想终会实现。“斯文
未丧”是孔子的议论，范仲淹借以化
用，表达自己的志向。“涧松何必怨山
苗”，引左思的《咏史》诗，借涧底的
大松树却不如山顶的小树苗之高的自然
现象，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睢阳学舍书怀》直抒胸臆，格调
高迈，催人奋发，而且用典贴切，语言
朴素，情景交融，达到了深刻的思想内
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

七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教书期间，写了

著名的 《南京书院题名记》。“南京书
院”就是应天书院，“题名记”说的是
曹诚捐资助学、皇帝赐匾“应天府书
院”之事。虽是一篇记文，却写出了

“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为尊；
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的
语句，让大家领略了范仲淹作为一代杰
出人物的豪迈气概。范仲淹主持下的应
天书院，成为了全国教育的典范，振兴
了北宋的教育事业。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教书期间，心忧
天下和百姓，关心国家大事，写了著名
的政论文章《上执政书》。“执政”是指
宰相。他上书宰相，提出自己革新政治
的六项主张：“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
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是一篇关于
国家政治、经济、教育、国防等方面改革
的万言书。《上执政书》在社会上引起了
广泛的影响，也成为他后来主持的“庆
历新政”改革内容的蓝本。

八
从应天书院走出去的范仲淹，是商

丘的名人，是北宋上空一颗闪亮的星。
范仲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为后人提供了前行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

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刚健有为、自强
不息，极力提倡阳刚之气，反对自暴自
弃，鼓励人们树立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

范仲淹在后来做官的过程中，多次
被贬，但都能刚健有为、独立不惧，他“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以天下为己任”，坚
持原则和道德标准，不苟且于世。

范仲淹称晏殊为老师，引为知音，
但在给章献太后祝寿的问题上，他与晏
殊有不同观点，反对为太后祝寿。晏殊
大惧，召范仲淹责怒之，以范仲淹为
狂。范仲淹正色抗言，极力申辩。他

“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
用曲为”，他为人刚毅不谄，正直不
阿，有忠鲠之节。范仲淹每次上殿奏
事，多陈治乱，以开悟皇帝，于是京师
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
文”（范仲淹字希文）之说，可见，范
仲淹言行的影响之广。

范仲淹“发必危言，立必危行”
“谏则必黜，黜出益谏，陈善闭邪，宁
以身蹈不测而不悔”，这种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打破了当时“以
宽厚沉默为德”“以避谤为智”的官僚
积习，开启了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风。所
以朱熹赞扬范仲淹“本朝唯范文正公振
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朝忠义之风，
却是自范文正做成起来也”。

九
范仲淹孝亲与仁民的精神，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道德规范。
“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

学说的核心和根本，它包括诸多道德范
畴，其基本精神就是“爱人”。从范仲
淹的言论著述和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
爱家与仁民精神，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
目标，也是他人生实践的基调。

儒家的“爱人”，首先是“爱亲”，
爱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人。范仲淹敬爱
母亲。到应天书院读书时，与母泣别，
期以十年，接母奉养，后果践行诺言。
范仲淹于朱氏父亲亦多感恩，常思厚
报。后乞求皇帝赠朱氏父亲太常博士，
对朱氏兄弟多有接济。

范仲淹曾语子弟曰：“吾吴中宗族
甚繁；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
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
其饥寒哉？”范仲淹遂建义宅，兴义
学，置义田，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
咸施之。范仲淹性喜施与，乐善泛爱，
解衣推食，也不完全限于族人。

范仲淹为官期间，能“不以己欲为
欲，而以众心为心”，即使在他母丧丁
忧期间，为了使“四海生灵长见太
平”，依然能“冒哀上书，言国家事，
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正是
从仁民的精神出发，范仲淹在他的仕宦
生涯中，总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诚心关注着民生与国事，提出了许多忧
国忧民的思想主张。如他在《体仁足以
长人赋》中认为：善政之要，在于“力
行乎仁”“致恻隐以昭陈，敦惠爱以为
心”。在 《用天下心为心赋》中认为：
为官之人应“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
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
防”。他还认为：“天下之政也，惟贤是
经；天下之情也，得贤而宁”“能政之
处，民必蒙福；谬政之下，民必受
弊”。他还请求仁宗皇帝“敦好生之
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恻
隐：在物祝纲，于民泣辜；常戒百官，
勿为苛酷”。在《上执政书》中，范仲
淹从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
想出发，针砭时弊，直陈天下危机，指
出造成当时百姓困竭的原因在于“国用
无度”，“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民力已
竭则说明“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
不固”，因此要想巩固社稷，就要对老百
姓施行仁政，使王道复行于天下。而他
在《岳阳楼记》中发出的“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
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更
是他忧国忧民精神的体现。

十
范仲淹的家国天下情怀，是中华优

秀传统道德中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认为，国家的兴盛在人才，

人才的培养在教育，因此，办好学校至
为重要，于是他提出对国家的教育及其
教育背后的政治进行改革。范仲淹做官
各地，每到一处，他主要的任务之一就
是办学。他把应天书院的办学模式推广
到他所有做官的地方，于是，“天下庠
序，视此而兴”，应天书院成为了天下
办学的样板工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
任，以教育为先导，成为了北宋时期著
名的教育家。

范仲淹写下的响彻千古的《岳阳楼
记》，更是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忧患
意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大到国家、社会，小到个人、家
庭，没有忧患意识是不行的，因为没有
忧患意识，就会死于安乐。

范仲淹身在朝堂的时候，他想着天
下百姓的生活怎么样；他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时候，则替皇帝考虑天下的长治久
安。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
成为了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一直在激励着后人，树立理想，明确
方向，造福人民。

范仲淹的家国天下情怀，集中体现
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认同，他从孝
亲出发而派生出来的爱民、爱国的仁爱
精神，那种为了捍卫民众和国家社稷利
益而独立不惧、刚健有为的人格特质，
那种俭约自守、“不以己欲为欲，而以
众心为心”的大公无私精神，具有强大
的精神内涵，至今仍然熠熠发光，显示
出经久而重要的时代价值。

十一
范仲淹的“不欺”精神，是留给后

人的良心圣药。
庆历六年 （1046），邓州 （今南阳

邓县） 穰县人贾黯中了状元，同年 9
月，贾黯虔心敬意地到邓州州衙拜见时
任邓州知府的范仲淹。范仲淹把自己一
生做人为官的感悟送给了贾黯，他意味
深长地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
二字可终生行之。”这便是范仲淹著名
的“不欺”精神。

范仲淹的“不欺”，意思为上不欺
君，下不欺民，中不欺己。上不欺君
主，那是对君上的忠诚。在封建社会
里，君主至高无上，虽说一味的“忠
君”思想不值得提倡，但作为臣下，只
要不属于那种“愚忠”，能够在“忠
君”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值得
肯定的。因此，范仲淹才有“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的感慨。下不欺百姓，那
是无疆大爱。范仲淹感叹“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心怀百姓，真心实意为民办事，
这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
薯”的道理相通。中不欺自己，是一种
良心，可谓胸襟坦荡，不欺自己的良
心。对于家风，他常以俭廉率家人，要
求家人畏名教，励廉耻，知荣辱，积养
成名。古人常说的“君子坦荡荡”，指
的不就是范仲淹吗！

范仲淹以“不欺”的精神，为官几
十年，官职遍历朝中重臣、地方要员，但
一生清廉守正。他持俭忍穷，乐善好施，
以至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但
留给后人的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二
范仲淹既是应天书院的学生，也是

应天书院的老师，他离开应天书院、离
开商丘已经1000年了。1000年中，虽然
四季更替，花开花落，但商丘始终记着
这位从自己的土地上走出去的国之栋
梁，并把他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
的语言、文字、故事和精神，以及他的
身姿与气象。

有人统计，范仲淹先后到全国23个
地方做官。这23个地方，既有当年范仲
淹足迹的见证，也都营设了纪念范仲淹
的不同物象或方式。中国范仲淹研究会
已举办八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大
会”，23个地方几乎都成立了范仲淹研究
分会，苏州、邓州、岳阳、杭州、建德、桐
庐、盐城、庆阳、邹平、青州、洛阳、伊川、
北京等地范仲淹研究活动如火如荼，纪
念活动丰富多彩。各地对范仲淹的重
视、对范仲淹精神的弘扬与传承，热度
不仅不减，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商丘人对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重视
程度，千百年来，持之以恒，长盛不衰。

2019年10月，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商
丘市人民政府、商丘师范学院联合举办了

“范仲淹与应天书院学术研讨会——纪念
应天书院赐匾101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
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应天书院正面的南城郭上，立了青
年范仲淹塑像，建了忧乐亭，在整齐的
木屏风柱上镌刻了他的名言；南城湖
中，一座长达 300多米的范公桥，飞架
东西，连接古城南城门通往应天书院的
路；古城东门里，建了范文正公书院、
魁星楼和文昌阁；应天书院内，在崇圣
殿的偏殿内布置了范文正公纪念堂；应
天书院大门前的广场中，一块宽大的木
质屏风赫然醒目，背面书写着范仲淹的
《南京书院题名记》，正面的六个鎏金大
字“以天下为己任”闪闪发光……所有
这些，既是范仲淹留给商丘的宝贵精神
财富，也是商丘人民对范仲淹的深切纪
念；而范仲淹读书和教书的应天书院，
既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家
园，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
一块重要基地。

十三
站在应天书院门前的状元桥上，环

视周围，古城巍巍，湖水汤汤；辽阔的
天空在应天书院的上方显得更加静谧而
深远。书院周围，天光一色，芳草萋
萋，层林尽染，将青年范仲淹塑像映照
得高大而丰满。此情此景，自会令我们
情不自禁地吟起范仲淹在富春江上写的
《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几句话：“云山苍
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非常赞赏东汉严光（字子陵）
“怀仁辅义天下悦”的执政治国理念，尽
“顾天下大事”之责，其松柏孤直，高风亮
节的品格，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范仲淹留给商丘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接受、传承和弘扬！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范仲淹留给商丘的宝贵精神财富
□ 李可亭

永城市知行读书会近日举行“水有
处 行无疆”《宝水》阅读分享会，60余
名会员代表走进美丽的永城市演集街道
时庄村，围绕河南籍作家乔叶的 《宝
水》一书展开交流探讨。冬日暖阳下，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会员们诵读了《宝
水》中的精彩章节，分享了阅读心得和
感受，对《宝水》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对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有了更多的理解。

《宝水》是作家乔叶 2022年推出的
一部长篇小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书中讲述了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在
新时代的背景下，由传统型乡村向文旅
特色新型乡村的深刻嬗变，堪称当代版
的山乡巨变。小说以温软朴素的笔调，
展现了豫北山村四时旖旎多彩的繁博风
物，以鲜活琐碎的家常，彰显出当代乡

土中国人情事理的恒常与新变。
2019年，乔叶曾经做客永城，和永

城市知行读书会的会员们结下了深厚情
谊。得知永城市知行读书会要举办《宝
水》分享会，乔叶特意发来了视频。她
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对 《宝
水》的厚爱。《宝水》是一部我能够奉
献给故乡的礼物，这个故乡其实不仅仅
是更小的更狭义的焦作，也意味着河

南。之前参加过咱们知行读书会的活
动，深切地感受到了书友们对我的深情
厚谊，至今想起来印象还非常深刻，期
待大家把感受分享给我！”

为帮助广大会员提高阅读体验，永
城市知行读书会特意选在了乡村振兴的
样板村——时庄村开展这次活动，该村
通过文旅融合、文化助力，如今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文化艺术旅游村，和乔叶笔

下的宝水村有异曲同工之妙。永城市知
行读书会会长尚明侠说：“如果说强烈
的文化使命感是驱动作家拿起手中的笔
去书写的动力，那么，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赓续中华文脉、坚持守正创新，
便是写出好作品的法宝。”

会员薛迎春说：“品《宝水》，就像
在山村生活了20年，品出了藏在人们心
灵深处的微妙心事，品出了乡村的巨

变。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宝水》流
在其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笔
尖娓娓道来，不加任何评论，信息量却
大到让你欢喜让你忧。这是一部农村工
作宝典和生活指南，它唤醒了我们的文
化自信，是对当今社会最好的馈赠。”

会员徐明顺说：“《宝水》一书分
为冬、春、夏、秋四个章节，如同一幅
长长的水彩画卷，意寓在中国大地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任何时
候，都必须把个人成长同祖国发展、民
族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多为党为祖国为
人民多作贡献，我想这里面应该是有作
者乔叶老师的内心真实写照。”

分享会后，会员们还参观了时庄村
尚瓷博物馆、陈氏染坊、朱明德书画
院，共同品味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水 有 处 行 无 疆
——永城市知行读书会《宝水》阅读分享会侧记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历时半个多月、演出47
部剧目，第十八届中国戏剧
节 11月 27日晚在浙江杭州
闭幕。在闭幕式上，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和著名
剧作家徐棻被授予“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奖（戏剧）”。

赵燕侠创立了建国后京剧
旦角艺术中新的艺术流派——

“赵派”；徐棻则是我国川剧界
的第一位女编剧。两位老艺
术家都为中国的戏剧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闭幕式演出剧目，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等
共同出品的音乐剧《绽放》
当晚在杭州大剧院演出。
《绽放》 紧扣“奉献”和
“改变”主题，展现了“七
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张桂梅扎根教育事业
40余年的“燃灯人生”。

本届中国戏剧节以“潮
涌新时代·戏聚新天堂”为
主题，在杭州演出 34 部参
演剧目和 1部特邀剧目，在
温州演出 12 部展演剧目。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副秘
书长薛长绪说，这些剧目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中
国精神，践行守正创新的艺
术精神。

本届戏剧节坚持理论研
究与创作实践并重的传统，
组织了“一戏一评”剧目评
论会，举办了“新时代戏剧
舞台美术创作论坛”“全国
戏剧院团管理新业态新模式
论坛”和“新时代越剧创新
发展研讨会”，并开设了

“全国中青年戏剧骨干人才
研习班”，还推出了 35 场

“一剧一推介”直播。
中国戏剧节创办于1988

年，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全
国戏剧界展示优秀戏剧创作
成果的重要平台。第十九届
中国戏剧节继续在浙江杭州
举行。 （据新华社）

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
在杭州闭幕

应天书院。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