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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在进
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各地区开始了
党组织的整顿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好成效。但是，
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
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
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并没有得
到解决。因而有许多地主分子、富
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党
内。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
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作
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
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
不能彻底开展。因此，党在全国土
地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决定
结合土地改革工作进行整顿党的队
伍的方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地指

出，如果不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
“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1947年绥德义合会议后，边区各
级党组织召开会议，除讨论和研究开
展土改工作外，通过开展批评，整顿了
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纠正了工
作中的各种偏向。同时，对农村基层
党组织开始进行试办性的整顿。到
1948年 7月以前，在 10多个农村支部
进行了整党试点，并取得了一些经验。

1948年7月19日至8月4日，中共
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边区地委书记
联席会议，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
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全面总结
边区半年多来的工作。7月 22日，毛
泽东复电西北局，表示同意《中共中央
西北局执行中央1948年土改整党指示
初步意见》中所确定的工作方针。西

北局通过这次会议，全面部署了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此次整党，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改变我们党
组织成分不纯，或作风不纯，使党和群
众密切结合起来”的指示，西北局规定
整党的方针是：经过调查研究，发动和
依靠党内外群众力量进行整党，即党
内外民主结合。并确定以教育改造为
主，把整党和发展党员结合起来。在
处理党员问题上必须贯彻严肃而谨慎
的态度，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及严
重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
党。具体步骤是：事前在党内外说明
整党的意义、政策和方法，先由党内开
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支部和
个人的工作，使大家认识错误何在和
如何改正错误，彻底批评脱离群众的
现象。然后请群众代表参加党的会
议，由支部和党员做自我批评，宣布处

理办法，征求群众意见，同时表扬好的同
志和吸收新同志入党。在此基础上，实
行支部的改选，并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

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后，广大农
村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组织的工作。通
过向广大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揭发了党
内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批评了错误倾向，对阶级异己分子和严
重违犯纪律分子进行了处理，吸收了一
批新党员，改选了党的支部，从而纯洁
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
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党在农村的核
心领导作用。总之，整党运动为巩固边
区的土地改革成果、恢复和发展生产、
支援前线等方面工作的胜利发展提供
了保证，为解放战争取得新的更大的胜
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3月 16日，不少搭乘飞机抵港的
旅客，一进入香港国际机场就被一尊
金庸笔下大侠郭靖的大型雕塑吸引。
这尊高约 3.5米的雕塑展示了郭靖摆
出“降龙十八掌”的经典动作，颇有一
种飞龙在天的昂扬气势。

2024年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
百年诞辰，香港举办“侠之大者——金
庸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知名雕
塑家任哲的金庸小说人物雕塑展是其
中的重头戏。3月15日和16日起，在
中环爱丁堡广场、香港文化博物馆、香
港国际机场等文化场所和地标性建筑
联合展出40余件大型雕塑作品。

“我希望通过雕塑这种艺术形式，
带领大家重温武侠经典，并引领年轻
一代明白‘侠之大者’的含义，让每个
人都成为自己心中的大侠。”任哲说。

从武士到大侠

屡获国际奖项的“80后”雕塑家
任哲，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回看
他25年来的雕塑谱系，不难发现武士
和英雄是他常见的创作题材。2019
年，刚完成一个大型雕塑展的他，计划
尝试一次武侠题材的创作。

“金庸小说伴随着我的成长。我
喜欢郭靖的谦虚憨厚，喜欢乔峰的大
义凛然，也喜欢令狐冲的潇洒不羁。”
任哲说，他一直都期待能通过雕塑去
表达对金庸的喜爱与崇敬。

在他看来，从武士到武侠的探索
是一次创作上的升华。“武士讲究的是
自我超越，但‘侠’除了和自己相关，更
和他人相关。”任哲说，“侠”的更高境
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升到人与家
国。当一个人有家国情怀时，他就是

“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在众多金庸武侠人物中，任哲尤

爱大侠郭靖。为此，他在此次展览中
专门设计了三尊郭靖的雕像，展现其
少年、青年和暮年不同的人生阶段。

“三个雕塑概括了郭靖的一生，也反映

出他随着自我成长对‘侠之大者’的认识
愈发深刻。”任哲说。

此次展出的40余尊雕塑里，有一尊
任哲新塑的金庸半身铜像，陈列于香港
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内。

在塑造这尊半身像时，任哲挑选了
金庸晚年形象作蓝本。“因为我们希望将
观众心目中最熟悉的金庸样貌通过雕塑
定格。”任哲说，团队还尽可能向金庸的
家人、朋友了解他们印象中的金庸。“比
如大家说金庸很爱笑，所以我们通过微
表情刻画出金庸笑容可掬的样子，让观
众感受到他的慈祥。”

“二创”与原创的融合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金庸一生共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
塑造超过1400位人物。任哲说，团队主
要挑选被影视剧翻拍多次、容易让观众
产生共鸣的40多位角色。

在任哲看来，塑造金庸群英谱最大

的困难在于如何让角色形象得以差异化
表达。“把多个时代的人融合在一起展
出，既要让他们不同，又要让他们相同，
同时要在他们相同的特点里展现出不
同。”任哲说。

雕塑家通过艺术创造，把小说里用
文字描述的人物一一呈现于现实，这个
过程既是“二创”，也是原创。

华山论剑是金庸小说里的“名场
面”。“金庸小说中一共写过 3次华山论
剑，我一直梦想着有没有可能让这些武
林高手再次同时出现在一个华山论剑的
场景中。”任哲说。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展览的华山论剑
展区，任哲的这个梦想成为了现实。他
采用艺术蒙太奇的方式，将东邪、西毒、
南帝、北丐、中神通——金庸武侠小说里
武功登峰造极的“五绝”聚集在一起。

“这是西毒的蛤蟆功，那是南帝的一
阳指……”许多游客观展时一眼就识别
出各个角色，还有的不禁感叹，“塑造得

惟妙惟肖，侠义江湖，风云再起。”
由于雕塑形态体量大，同时主要采用

冷硬感较强的不锈钢和铜作为材质，如何
把人物塑造“鲜活”，任哲为此下了一番工
夫。

比如，在塑造断臂后又经历16载一直
在绝情谷苦等小龙女现身的杨过时，任哲
就将雕塑的整体线条，包括衣服纹理都设
计为向下的状态，头发丝也像被雨水打湿
一样披挂着，以展现杨过黯然销魂的状态。

“我希望拉近雕塑与观众之间的距
离，让观众在观展时能感受到人物当下的
情绪、人生所处的状态。”他说。

用潮流方式传播文化

任哲出生于北京，2023年获批香港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任哲说：“这让
我能更长时间待在这座城市进行创作。
在这样一个国际都市里，一些多元文化的
表达方式，对艺术家是有很大冲击的。”他
也希望利用好香港这个窗口，用雕塑传播
东方文化。

在他眼中，香港的文化氛围和金庸小
说有几分相似。“香港既有中华传统文化
留下的深厚底蕴，又融汇了西方及东南亚
的文化精粹；金庸小说也具有创作上的多
元融合，这会让作品更加耐看。”

近年来，任哲注意到他的藏家群体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这让他感到很欣
慰，也成为他持续创作金庸小说人物系列
雕塑的主要动力。“我希望大家通过观赏
雕塑，能真正明白‘侠之大者’的含义，让
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心中的大侠。”他说。

在众多雕塑中，之所以选择将郭靖
“降龙十八掌”的雕塑展陈在香港国际机
场，也饱含任哲的一番心思：“这里是香港
的窗口，是每位搭乘飞机来香港的游客对
香港的初印象。‘降龙十八掌’呼应今年龙
年，而且郭靖高超的武功也展现了外国游
客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功夫。”

“我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金庸迷’经
过雕塑时能一眼认出郭大侠，然后摆出和
他一样炫酷的造型，合影留念。”任哲说。

致敬金庸，“塑”说“侠之大者”
新华社记者 黄茜恬

游客在亮马河畔的国潮文化节参观
游览（3月16日摄）。

3月 16日晚，2024年北京亮马河醒春
启航活动举行。近年来，北京市朝阳区推
动城市更新，打造了80万平方米的亮马河
国际风情水岸，实现6公里航线通船，游船
航线途经燕莎、蓝色港湾、红领巾公园等
多处商圈、公园，已成为北京旅游消费的
新亮点。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北京亮马河开启
2024年醒春首航

新华社台北3月15日电（记者 齐
菲 赵博） 15日晚，台湾著名作家白先
勇携手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共同打造的
青春版《牡丹亭》，在高雄市凤山区卫武
营艺术文化中心拉开20周年庆演大幕。

“昆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
春版《牡丹亭》上演 20年、近 500场，远
远超出想象，我非常感动。”作为青春版
《牡丹亭》总制作人，白先勇日前在高雄
受访时说。

此次是青春版《牡丹亭》首次在高
雄演出。原班人马将在高雄一连3天演
出“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全本，歌
颂青春、爱情与生命。柳梦梅、杜丽娘
甫一出场，观众就报以热烈掌声。随着
剧情发展，观众们的心也随之起落。

“很惊艳！在台湾很少见到这样的
戏剧表演形式。我好像穿越到古时候，
去看一出很棒的戏。这是讲述青春、爱
情的故事，我也跟着杜丽娘的情绪起
伏，产生共鸣。”中场休息时，初次观看
昆曲的高雄观众戴宛宣仍很激动。她
说，青春版《牡丹亭》每一个画面都非常
漂亮，就像画一样。

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徐少楠正在台
湾政治大学做交换生。她告诉记者，相
较其他版本，青春版《牡丹亭》非常典
雅，给人一种静好的感觉，带来美的愉
悦感。

《牡丹亭》为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经
典作品，描写了大家闺秀杜丽娘与书生
柳梦梅一段跨越生死的爱恋。2003年，
白先勇同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
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联手创作青春
版《牡丹亭》，以传统为根基，遵循只删
不改的原则，同时加入新时代的审美与
现代剧场的概念。大陆昆曲名家汪世
瑜、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昆曲演员俞
玖林、沈丰英分饰柳梦梅、杜丽娘。

历时一年规划、制作、排演，青春版
《牡丹亭》2004年 4月在台北首演即获
满堂彩。3 本大戏 6 场演出，场场爆
满。彼时，有台北观众红着眼眶步出剧
场，不少“昆曲迷”在绕梁余音中，细细
回味何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当时我们是在抢救一种衰落的文
化。现在可以讲，青春版《牡丹亭》启动
了昆曲复兴运动，一出戏点燃了一个火种。”白先勇认为，
让一个 600多年历史的剧种在 21世纪的舞台上重放光
芒，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块试金石。“我们有那么灿烂的
文化，要想办法把传统和现代连接起来，那会不得了。”

牡丹花开二十载，正青春、正绽放。此次来台巡演，
青春版《牡丹亭》一如首演时那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台湾报章、电视、网站纷纷以“经典再现”“重逢青春”“20
周年再出发”等为题，报道此次庆演。

“首演好像就在昨天。”当年 20多岁的俞玖林，如今
褪去青涩，尽显成熟。在他看来，600多年历史的昆曲和
400多年的《牡丹亭》依然青春。“只要心里对‘美’有一份
期许，不断充实新的养分，‘青春’就可以永恒。”他说。

初次和白先勇见面时，俞玖林曾获赠一本书，内页上
写着对一位年轻昆曲演员的殷殷期许，希望他对昆曲能
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俞玖林回忆说：“当时年纪小，还不
能体悟。但通过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现在愈发认识到自
己身上的担子，也真正知道何为‘薪火相传’。”

他说：“很多人都曾想这出戏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我
一直有一种感觉，青春版《牡丹亭》开始了就不会画句号，
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祈日前在《中国时报》撰文表
示，一定要回头再品味 20年前的青春版《牡丹亭》，那是
我们青春的启蒙。

自2004年首演至今，青春版《牡丹亭》已在海峡两岸
及海外演出近500场，吸引80万人次观众。此次20周年
庆演在台除高雄外，还将先后在新竹、台北登场，第 500
场预计在北京上演。

新华社瓦莱塔3月15日电（记者 陈文仙）马耳他
艺术双年展中国馆15日在马首都瓦莱塔圣埃尔莫堡举行
开幕式。展馆主题为“寻迹”，展出深圳艺术家严善錞的西
湖主题作品，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地理距离的文化盛宴。

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于敦海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中国
馆为观众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中国文化向来
倡导“和而不同”，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此次
中国参展是今年两国人文交流一个好的开端，中方期待
新的一年里同马方在文化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促进
两国民心相通，为中马关系增色添彩。

马耳他国家遗产、艺术和地方政府部长邦尼奇在仪
式上表示，马中两国虽幅员差异巨大、地理距离遥远，但
密切的人文交流拉近了马中人民的心。马耳他艺术双年
展中国馆开馆不仅为马耳他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窗
口，也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

马耳他艺术双年展主席、马耳他遗产委员会主席丘
塔亚尔表示，马耳他举办艺术双年展，旨在将各国文化带
到地中海这片具有文化特质的区域，为过去与现在、不同
国家之间进行对话提供平台。

中国馆由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深圳市对外文化交
流协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同主办，深圳市当
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策展，共展出严善錞创作的 103件
以中国文化名胜杭州西湖为主题的绘画及铜版画作品。
中国馆策展人、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馆长颜为
昕介绍说，中国馆由两个展厅串联组成，两个空间存在一
个递进关系，从单色到多色，从注视到翻阅，由浅入深地
进入严善錞的西湖系列创作。

这是马耳他首次举办艺术双年展，精选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约 80名艺术家的作品。双年展于 3月 13日开
幕，将持续到 5月 31日，展馆均设在马耳他著名的文化
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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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亮相马耳他艺术双年展

● 这是3月12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拍摄的由雕塑家任哲创作的金庸武侠人物
雕塑。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