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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6月 30日，中共中央西
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保
卫边区》指示。11月初召开边区政
府三届二次会议，要求将动员一切
力量，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
攻，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
11月 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
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
在大会上号召全边区 60万青壮年
男女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
争。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号召边
区青壮年要以“抢我一粒粮，还我一
滴血”的精神参战。《解放日报》发表
《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
呼吁边区人民要拼性命、洒热血，保
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丰衣足食的
生活，保卫党中央！号召全边区人
民及游击队、民兵、工作人员立即行
动起来，参加军队，打击一切妄图侵
犯的国民党军队。11月13日，中共
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强调：要把
所有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一切服
从自卫战争，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
胜利。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总动
员委员会成立，刘景范为主任，贾拓
夫、方仲如为副主任，同时发布改组

各县领导机构以适合战争需要的命
令。15日，《解放日报》发表蔡畅、白
茜的文章《解放区妇女当前的任务》，
指出边区妇女今天的任务就是动员起
来，集中一切力量，参加、支持自卫战
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保卫民主自
由。

经过动员之后，边区男女青壮年
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热潮一浪高过
一浪。从工厂到农村，纷纷组织起民
兵自卫队，练投弹、学埋雷。农民抢收
抢打，开展送公粮早入仓的竞赛。工
人为赶制武器，自动延长工作时间。
机关干部自动降低生活标准，节衣缩
食，支援战争。边区到处呈现出母送
子，妻送夫，干部、劳模、参议员带头，
兄弟争相参军，复员军人自动归队的
感人场面。

自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参军动
员令到 1947 年春，就有 19.106 万名
青壮年参加了野战军或者地方兵
团，其中 16.053 万名地方兵团战士
转入野战军；1万多名青年参加了地
方游击队，使地方游击队人员增加 3
倍以上。边区人民积极参战、支援
前线，仅 1947年 3月到 1948年初，动

员随军担架 6633 副，临时担架 1.55
万多副，运输弹药、食品的牲口 5440
头，缝制军鞋 58.4 万双。边区人民

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
战争。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保卫边区
（1946年6月30日—1947年3月）

瑙鲁，太平洋上的一颗珍珠。尽管陆地面积只有
21.1平方公里，但这个由珊瑚礁组成的岛国以其旖旎的
热带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吸引了全球游客的目光。

瑙鲁政府当地时间15日发布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愿同中国恢
复外交关系。新华社当日在瑙鲁聘用报道员并设立报
道点。

17日，经过约5小时的飞行，新华社记者从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搭乘航班抵达瑙鲁机场，成为瑙鲁政府宣布与
台湾当局“断交”、愿同中国复交后，首位进入这个太平
洋岛国的中国记者。

阳光充足、民众热情，是记者对瑙鲁的第一印象。
瑙鲁位于赤道以南约 42公里处，属热带雨林气候，年均
气温 24摄氏度至 38摄氏度。在机场，当地人萨拉比谈
起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愿同中国复交，十分高兴。

“欢迎更多中国游客来瑙鲁旅游，希望我们和中国成为
好伙伴。”

瑙鲁不大，议会大楼、博物馆、二战纪念碑等知名景
点都体现出太平洋岛国的历史文化特色。鱼市场不远
处的沙滩旁，碧蓝的海面一望无际。夕阳西下，当地儿
童在沙滩上追逐、嬉戏。

在这里，也有中国企业的身影。记者来到中国港湾
负责施工建设的瑙鲁艾沃港码头升级改造项目，已在这
一项目工作5年的中国港湾瑙鲁码头项目生产经理朱伟
表示，码头升级改造工程对提升当地航运物流能力发挥
了显著功效。“以前的旧码头太小，集装箱船无法直接停
靠，2个月才来一班。现在可以直接停靠新码头，1个月
甚至20天就来一班。”

2022年9月3日，瑙鲁码头项目顺利开港运行，瑙鲁
进出口货物靠海上转驳转运的方式成为历史，集装箱船
可以直接靠港转运货物。那一天，许多民众兴奋地涌入
码头拍照留念。

瑙鲁法律执业人士乔舒亚·斯科蒂表示：“我对中国
和瑙鲁的关系抱有很高的期望。”

夜幕降临，记者结束了一天的采访。乘车途经海边
公路，耳畔不时传来太平洋的涛声，一阵又一阵。

1月 9日晚，一场名为“我和我的
角色”的文化讲座在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举办，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带着
他的港版新书《濮存昕：我和我的角
色》，向香港读者分享其创作感悟和演
艺生涯点滴。

濮存昕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国家一级演员，在话剧舞台上塑造的
李白、哈姆雷特、白嘉轩等人物深入人
心，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鲁迅、弘一法
师等经典形象，多次凭借高超的演技
斩获大奖。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观众席不时
响起掌声和笑声。台上的他，真诚、谦
和，一如既往。

香港，一点也不陌生

“又一次来到香港，又一次看到
海。”坐在海边吃花椒拉面的濮存昕，
一边辣得冒汗，一边凝望海面，感受海
风送爽。

对于香港这座城市，他一点也不
陌生。他与香港的互动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80年代。

1984年，濮存昕参与港产片《大
漠紫禁令》的拍摄。“那是我第一次见
识香港导演拍大片的阵势，布景、道
具、车队，排出一条街，场面很大。”他
说，香港电影人很敬业。

这次来港，濮存昕与从北京人艺
移居香港的编剧何冀平以及香港话剧
团的老友重逢，格外高兴。他曾与香
港话剧团合作排演何冀平创作的话剧
《德龄与慈禧》，在剧中饰演光绪皇帝。

“《天下第一楼》《新龙门客栈》等

优秀作品都是何冀平老师写的。《德龄与
慈禧》是用家事说国事，写得特别好。有
机会和香港同行们同台切磋，感觉很
棒。”他说。

濮存昕多次来港演出，曾踏足香港
多个剧场。他对远离闹市的葵青剧院印
象深刻。“非常简洁的一个剧院，观众席
和舞台的设置都很舒服。内地剧场装修
要现代化、专业化和实用化，可以向葵青
剧院学习。”

在濮存昕此次抵港前几天，内地《只
此青绿》和《咏春》两个舞剧在香港刚刚
结束演出，引发了一波观剧热潮。

“《咏春》很棒，看得我热血沸腾。”他
说，“优秀作品不仅思想深刻，还要兼具
艺术审美。要深刻还要有趣，完成思想
和艺术的高度结合。”

在濮存昕看来，香港是一个开放多
元、面向世界的窗口，优秀的内地作品要
多到这里交流，也要从香港走向世界。

“这几年内地有好多好戏我都可以
推荐过来，比如一些小剧场演出和国家
大剧院的新戏等。”他自己导演的作品
《雷雨》也希望有机会能到香港演出，“可
以检验一下我的‘习作’。”

在舞台上读书

在濮存昕的字典里，“书”蕴含丰富
内涵。他说：

“人生是自己书写的书，戏则是舞台
上的书。”

“演戏就是在舞台上读书，阅尽人间
冷暖。”

“向角色学习，台词和故事是我的教
材。”

话剧《李白》1991年首演，至今已30
多年。他不断揣摩李白的人生，演绎李
白的悲愤和天真，将自己的感悟融入这
位赤子情怀的大诗人角色。现在，他站
在台上，观众相信他就是诗仙；然而，濮
存昕说：“扮演李白滋养并提升了我的生
命。”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
迅的“于天上看见深渊”，弘一法师的知
进退而善其身，哈姆雷特对生命意义的
探究……“我曾经以角色的名义思考言
行，就像跟他们交往过一样。”濮存昕
说，“不是我在塑造角色，而是角色在塑
造我。我有太多的学养来自他们，精神
境界也得以提升。”

“有文化的演员才能演好‘没文化’的
角色。”在濮存昕看来，文化统领人的精神
生活，涵盖人的生活方式。“世界想了解中
国人的文化，就要看中国的作品。”

中国剧团去欧美演出的时候，很受
尊重。“台上演员们的那种从容自信、技
艺精湛，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形
态。”濮存昕说，“我们有能力淋漓尽致地
解读自己，包括批判自己。你有这种艺
术能力和精神高度，就会产生艺术审美
的高贵感，人家才会尊重你。”

2005年，他和北京人艺的同事去美
国演《茶馆》。百老汇院线联盟经理看完
演出后说，想与剧团建立联系，希望再有
中国剧目来演出。

近20年来，濮存昕有意识地去学老
戏。“学老戏，就是演优秀前辈演员演过
的戏，跟老师们学，加入自己的领悟。”他
说，“越学越觉得学不够，我只有用这样
的笨办法来丰富自己的‘学历’。”

探索新的艺术空间

从舞台到影视，从演员到朗诵者，从
导演到导师……众多身份中，如果有一个
能为濮存昕准确定位，那大概就是文化传
播者吧。

他是中国西部唯一的戏剧节“大凉山
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前不久还在深圳
参与了“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演出。他期
望让戏剧、音乐、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走
出殿堂，走进山川草地，让艺术之美照亮
琐碎日常。

“文化就是让人超脱于俗世，眼睛里
有审美、有见识、有独立判断力，这是我们
文艺工作的意义。”他乐此不疲，日程表已
排到一年之后。

自视为“语言工作者”的濮存昕对朗
诵艺术情有独钟。他说，朗诵属于所有
人，通过朗诵，人们可以亲近诗歌、亲近文
学。在香港的讲座现场，他即兴为观众朗
诵了《兰亭集序》，声情并茂，满堂喝彩。

“汉语言文字特别是古典文学非常简
约，用短句、律诗就能表达宏大情怀，文字
美不胜收。”他思考语言表达的艺术性，用
心琢磨语音语气，尝试用朗诵艺术特别是
古诗词朗诵，探索新的艺术空间，发掘汉
语的音乐感，完成语言的歌唱性。

新年伊始，他将再度与中阮演奏家冯
满天先生合作，举办音乐朗诵会，为观众
带来诗与乐的激荡。

“乘长风而来兮，载明月以归。”已逾
古稀之年的濮存昕常怀“归零”心态，“越
老越不能以为自己都是对的，要保持艺术
的敏感和探索。‘老’没关系，但别‘旧’。”
他笑着说。

濮存昕：文化厚土滋养艺术人生
新华社记者 陆敏 黄茜恬

1月 20日，游客在太湖源镇指南村村
落景区体验剪纸技艺。

当日，集年俗美食、旅游观光、文化感
受为一体的“吴山越水品乡俗·幸福来临庆
新春”临安区第二届年俗文化旅游节在浙
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指南村村落景
区开幕。本次年俗节从农历腊月初十开
始，在临安各个乡村设置极具地方特色的

“年俗集市”，展示传统年俗文化，在指南村
的各个村落景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年俗活
动，让游客在临安传统山乡感受传统民俗
年味，领略民俗文化，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
佳节。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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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第一印象
新华社记者 王申

家住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的朱丽叶·托马斯坚持学
中文已有10年。

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白底蓝色大大的“懒”字。“用
汉字‘懒’是提醒所有人监督我，学中文要勤奋，不要偷
懒!”在达拉斯近郊一家咖啡馆里，朱丽叶笑嘻嘻地解
释。她今年 62岁，从事科技出版工作，目前正跟远在云
南的中国老师上网课学中文。

朱丽叶与中国的缘分始于童年。
“我奶奶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总让我坐在她腿

上，我们一起翻看书中图片和文字。奶奶总说中国是一
个神奇的地方，你长大后应该去中国!”

2009年，朱丽叶随丈夫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碰巧
当天是她生日，与会者都用中文向她说“生日快乐!”。“我
高兴坏了，要不是美国家里还有两个年幼孩子，我几乎
就决定不走了。”朱丽叶回忆道，神情仿佛又回到当年祝
福声声的会场。

回到美国后，朱丽叶开始关注中国，从更多方面了
解这个国家。2012年，她和丈夫再次从中国旅行回来，
丈夫送给她10堂在线中文课程作为圣诞礼物。

就这样，朱丽叶开始学习中文。如今，除了远程跟
随中国老师学习，她还通过一些中文学习软件自学，并
坚持每周在当地一所大学上3小时中文课。

朱丽叶说，她的中文老师相信严师出高徒，除了布
置听说、翻译等任务，他会检查作业完成情况，并引导谈
论生活以及其他话题。朱丽叶最薄弱的中文技能——
口语已有很大提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语言开始，朱丽叶逐
渐走向中国文化的更深处。

“我喜欢结交中国朋友，热衷了解中国文化，爱吃中
国菜，看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听中国音乐，疫情之前我甚
至开始学古筝。”

中国历史的精髓深深吸引着朱丽叶，中国传统文化
也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安慰了她。

“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是我的人生
导师，我非常爱他。父亲去世后我非常难过，我自问是
否做到了尽孝?是否做得还不够?是中国‘五福’启发、安
抚了我。”朱丽叶说。

在中国文化中，“五福”是幸福人生的五项指标，包
括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审视我家四处摆放的
中国‘五福’元素，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父亲尊享

‘五福’，功德圆满，应感欣慰。”
朱丽叶不仅自己爱上中文，还把这份热情分享给家

人和朋友。她开心地说：“朋友们支持我学中文，帮助我
联系中文老师，分享中国文化活动，还推荐各种中国美
食。”

朱丽叶的大儿子是软件工程师，受母亲影响，他从
上大学起就开始学习中文。如今，母子俩都通过了HSK
（汉语水平考试）三级，正在准备四级考试。

朱丽叶说，刚开始学中文时，她只限于对中国语言
和文化感兴趣，从未想过它会成为自己生活中如此重要
的一部分。“10年中文之旅让我明白，我可能永远无法精
通这门语言，但我坚信不会放弃。”

眼下朱丽叶正和丈夫计划她的第六次中国之行，准
备去云南看望她的中文老师并邀请他来美国旅游。“我
家正在盖新房，我们为老师准备了房间，他愿意在我们
家待多久都行……我还想去张家界、苏州和西安住上几
个月，继续实现我对中国的奇妙梦想!”

“像我这样认为与中国有缘的美国人还有很多，我
们非常珍惜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我们喜
欢中国，期望在两国之间搭建多元化沟通渠道。”朱丽
叶说。

一个美国人勤学中文的十年
周宜兰

● 延安民兵进行操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