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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集《仰 望 敖 包》出 版 发 行

培养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

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

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

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

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德艺双馨是古往今来优秀文艺工作

者的重要特征。“德”是道德修养和人格

境界，“艺”是专业素养与文化修养，“双

馨”是二者兼备、相得益彰。文艺史上，

只有德艺双馨才能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

性相统一的文艺佳作。新征程上，我们

只有培养一大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心怀“国之大者”、具备深厚文化

修养和过硬艺术本领的文艺人才，才能

不断推出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兼备的高

峰之作，才能肩负起文艺引领时代风气

的光荣使命。

培养德艺双馨人才，高等艺术院校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高等艺术院校要

坚持以德育促进专业教育，以专业教育

夯实德育成果，为青年文艺人才培养打

下深厚的思想、文化和专业基础，为建设

一支宏大的新时代文艺人才队伍发挥重

要作用。

坚持崇德修身 走好艺术人生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

根的人，必先铸己。”这一“立”一“铸”都

要趁早。青年是立志成才的关键时期，

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增强从事文艺工作的社会责任

感，才能在艺术生涯中坚持走正路，在文

艺创作中传递正能量，成为推动文艺事

业健康发展的有生力量。

“你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艺术道路？”

作为延安鲁艺继承者之一的中央戏剧学

院，每年开学季都向新生同学提出这一

问题。无数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

高远又坚定的初心，才能支撑文艺人才

走稳、走好艺术人生。青年学子要牢记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生活抱有

极大的热情，惟其如此，才会有钻研艺术

的持久韧性和服务观众的不竭动力。

青年学子要心怀“国之大者”。“壮绝

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抗日战

争时期，欧阳予倩和田汉等组织领导了

中国戏剧史上影响深远的“西南剧展”，

通过进步演剧活动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战

士气，也为中国戏剧发展进行了文化上

和艺术上的宝贵总结。实践证明，只有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青年学子要加强道德修养和人格建

设。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立德”贯

穿于每个人的人生过程，事关为人做事

的根本原则。人生道路不同，人生风景

各异，但只有讲德行、有操守，才能立得

住、行得稳、走得远。文艺行业尤其是演

员等台前行当，容易受到社会关注，也容

易遭遇名利的考验。中央戏剧学院教育

青年学子：没有高尚的德行和千锤百炼

的技艺，再闪耀的花火也只能是昙花一

现。“欲从艺，先立德”，不是一句口号，而

是每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文艺人才的必然

选择。

文艺人才树立正确“三观”，文艺作

品才能深刻地传达正确“三观”。古人说

“文如其人”，认为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

容，是创作者德行和才能的外化，这是有

一定道理的。青年文艺人才要自觉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锤炼自身的道德

修为，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要自觉抵制

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为营造风

清气正的文艺行风乃至社会风气添砖加

瓦，为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注入正能量。

高等艺术院校要利用教育教学和排

戏演戏等方式立德树人。2022年，中央

戏剧学院创作演出了《万水朝东》《风云

儿女》《背篼里的春天》《听故事·见江西》

《八女投江》等大型舞台剧。这些作品由

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完成。师生同台传承

文脉，在具体生动的艺术创作实践中，

“继承鲁艺传统，抓好学科建设，讲好中

国故事”，传承前辈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为在新形势下完成好新任务勇做

排头兵。

培养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艺术教

育工作者肩负着培根铸魂的使命。教师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宽广的精神境界

和健康的艺术趣味，才能为学生树立好

榜样。教师要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更新

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通过“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的言传身教和生动鲜活的

艺术实践，润物无声地为学生扣好从艺

道路上的第一粒扣子。

提升专业素养 加强文化修养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

博见。”新时代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

舞台，如何书写人民史诗，描绘时代风

貌，怎样开拓题材广度、开掘思想深度、

增加历史厚度，回答这些时代文艺之问，

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文

化修养，为创作文艺精品、讲好中国故事

打下坚实基础。

戏剧界有句老话“戏比天大”，强调从

业者要尊重观众、重视创作、遵从艺术规

律。其初心是为人民服务，前提是具备专

业素养。专业素养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基

础，是实现艺术价值的先决条件。演员要

熟练掌握台词基本功，具备扎实的形体基

本功和创造人物形象的基本功。要关注

人、关注时代，不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

力。剧作家应该沉下心来扎根生活，下苦

功夫，不怕坐冷板凳，自觉在人民创造新

生活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用人民创造

历史的奋发精神滋养创作。

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曾说，对于演员

而言，比表演方法更重要的是生活积累

和文化积淀，“演戏到最后，拼的是文化

修养”。只有熟练的技巧，很难成为艺术

大师。文化修养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保

障，是决定其艺术之路能否长远的关键

因素。艺术家一方面对生活具有深刻的

体验和感悟，一方面其深厚的学养能够

支撑起艺术创作的哲学思考，再加上娴

熟的艺术技巧和高远的美学追求，才能

形成深刻的生活观和艺术观，才能从不

同的视角深入生活、理解生活，进而透过

表象看到生活和人的本质。这个创作的

根本问题只有在深厚而广博的文化修养

支撑下才能得以解决。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专业固然是

立身之本，但如果在专业领域画地为牢，

发展必定受到局限。只有广泛地吸收各

方面知识，才能在创作时更加游刃有

余。以哲学为例。哲学在文艺创作中的

分量，经典作家们已经论述得非常透

彻。戏剧用形象说话，哲学用命题说

话。戏剧是用诉诸感情的方法来表达思

想，同时又是有思想地表达感情。通过

提高哲学修养，能够使创作更具有独特

的视角。不只是哲学，有抱负的文艺工

作者还要对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

类学乃至自然科学和前沿技术等领域广

泛涉猎，才可能在精神境界上打开格局，

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想得透，从中

获得巨大的精神能量，进而使艺术创作

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中央戏剧学院是涵盖话剧、音乐剧、

歌剧、舞剧、偶剧、京剧以及电影、电视等

艺术门类的高等艺术院校。为中国演艺

行业输送生力军，为中国戏剧影视事业

培养高水平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近些年，中央戏剧学院正在努力探

索构建“话剧、戏曲、曲艺三位一体”的学

科体系，探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

国情的“中国演剧体系”。这是时代对戏

剧艺术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们的社会

担当和历史使命。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创作是自己

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

正所谓“美丽的容颜终将老去，深入人心

的艺术形象，才是演员永葆青春的正

道”。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

学子，要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通过不

断的努力和长期的积淀，提高自身的思

想文化艺术“含金量”，用文质兼美的作

品奉献人民，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

人生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文艺新

篇章。 （人民日报）

近日，我县作家娜荷芽所著的散文
集《仰望敖包》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为我县文学百花园再添一抹新
绿。这是她所著的第二部散文集。

本书装帧精美，设计考究，内容丰
富。全书分为仰望敖包、艾里是蒙古
勒津的胎记、温暖从手心开始漫开、
呼瑞——呼瑞——、朝着家的方向走
等五辑。作者以阜新地域文化为主
线，以20万字的厚重笔墨，通过对蒙古
勒津历史、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民族民
间文化的理解、认识、思索和探寻，建构
起希日塔拉草原、翁山、敖包、古城古
塔、扎仓、莲花、艾里、玛瑙、蒙古族短调
民歌等诸多意象群，描写乡愁记忆，展现
地域文化，表达了作者对这一方水土的
深沉热爱，更体现了作者对传承、弘扬优
秀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

娜荷芽，本名窦春妍，蒙古族。作为
副研究馆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的她，所创作的诗歌、散文、蒙古剧、文艺
评论等有100多篇（首）发表，所著散文

集《开在书页里的花朵》获蒙古贞文学奖
金奖。此外，她的多件作品获省、市、县级
奖项。

十多年来，娜荷芽的足迹踏遍蒙古贞
的山山水水；她还利用节假日，去北票拜
谒尹湛纳希，去内蒙古参观喀喇沁王府，
去云南参加西南蒙古族文化研讨会，去呼
兰县拜谒萧红故居，去北京陶然亭凭吊高
君宇……她以对蒙古族文化的执拗热爱，
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柔情、以饱含深情的
笔触抒发着民族情结，体会和感受着地域
文化的独特魅力。

散文集《仰望敖包》就是她十多年倾
情付出的艺术结晶，发散着她的担当和筋
骨；散文集《仰望敖包》的问世，让娜荷芽
成为当之无愧的辽西蒙古族地域文化的
传播者。

可以说，《仰望敖包》既是一部集思
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文学专著，又是一
部地方文献性典藏，对繁荣辽西地域文
化、解密蒙古勒津历史都具有一定的社会
意义和史学价值。 （孙国明）

娜荷芽，本名窦春妍，女，蒙古

族，副研究馆员，曾就读于辽宁文

学院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辽宁省

作家协会会员，阜蒙县第三批优秀

专家。

她创作的诗歌、散文、蒙古剧、

文艺评论等有100多篇（首）发表在

报刊杂志上；创作的蒙古剧《水草

情深》等7部（个），均参加省市县

级演出并获奖。其中《水草情深》

获辽宁省第五届戏剧曲艺调演金

奖，获阜新市政府阜新文艺“红玛

瑙”奖金奖，获阜新市委宣传部“五

个一工程”奖。她致力于以地域文

化为主的散文创作，所著散文集

《开在书页里的花朵》获蒙古贞文

学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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