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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广告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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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各类广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7年2月1日）

1947年 2月 1日，中共中央在延
安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
毛泽东就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
讲话，彭德怀作了军事斗争形势报告，
周恩来作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情
况的报告，朱德就解放区土地改革等
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议通过了毛泽
东为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
高潮》的党内指示。

关于军事斗争形势，会议认为，
1946年 7月到 1947年 1月，人民军队
已歼敌 56个旅，平均月歼敌 8个旅，
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在下降，人民军队
的力量在上升。人民军队已在几个
战场上开始夺取主动，军事形势正在
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今后
数月内，人民军队若能再歼敌军 40

至 50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
大变化。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
运动，会议认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正
在迅速加强。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
力下，美国已不得不撤退他们在中国
的海军陆战队。国民党统治区的反
对蒋介石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虽
然较曲折，但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方
面，已经为广大群众所认识。国民党
统治区的人民斗争，已显示出反美的
民族斗争与反蒋的民主斗争正日益
相结合；为生存的经济斗争和为争取
独立民主的政治斗争正日益相结
合。这种斗争必将进一步发展，将使
美蒋完全陷入孤立。

会议认为，上述军事斗争的形势

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表明
了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很快到来。即将到
来的革命新高潮，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三
次，它与前几次有所不同，这一次革命高
潮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没有国
民党参加；在规模上、深刻程度上都将超
过前几次高潮。会议认为，为了迎接新
的高潮的到来，必需做好各项工作，新的
革命高潮的基础在于土地改革的深入，
因此，会议要求各地一定要扎实、深入地
把土地改革继续抓好。

此次中共中央二月政治局会议，
为迎接和推动全国新的人民大革命
阶段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
地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
动的发展。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预言：
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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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1月22日电（记者
陈键兴）“借一出400年历史的戏，让
一个600年历史的剧种在21世纪舞台
上恢复青春的生命，如果成功，我们是
否也有机会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的
传统文化拉到 21世纪的舞台上重放
光芒？现在我可以讲，青春版《牡丹
亭》启动了昆曲复兴，这是两岸合作的
巨大而成功的文化工程。”台湾著名作
家白先勇22日在此间说。

2004年 4月，白先勇携手苏州昆
剧院共同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
首演，迄今已在海峡两岸及海外演出
近 500场，今年 3月将在台湾开启 20
周年庆演。22日下午，相关记者会在
台北举行，87岁的白先勇先生亲自担
任主持人。

“青春版《牡丹亭》永远会打
动年轻人的心”

白先勇自小与昆曲结缘，深深着
迷于这门中国戏曲艺术的文化底蕴。
不忍见昆曲传承不易、逐渐式微，2003
年他同苏州昆剧院合作，担任总制作
人，集结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联手
创作青春版《牡丹亭》。

回忆“起点”，白先勇说，这出戏聚
集编剧、服装、灯光、舞美等方面的台
湾精英人才，演员、乐师则来自大陆。

“非常难得请到大陆昆曲大师汪世瑜、
张继青来训练青年演员，还有翁国生
导演。俞玖林、沈丰英等演员足足‘魔
鬼式’训练一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
5点，根基很扎实。”

“20年，很难得！演员当年 20岁
出头，但如今依然青春，因为《牡丹亭》
歌颂青春、爱情、生命，是永远青春的
一出戏。”白先勇说，“有人讲青春版
《牡丹亭》是‘白牡丹’，因为跟白先勇
有关。我要慎重声明，我是这出戏的

‘义工大队长’，后面有一大群义工，我
们在一起传承，度过了艰难和快乐的

时光。”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为何能20年不

辍？白先勇深有感触：“《牡丹亭》是明朝
我们最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的作品。21
世纪初，昆曲衰落的趋势下，我们重做这
出戏，希望训练出一批青年演员，并号召
青年观众回到戏院。现在来讲，我们的
基本目的达到了，演员经过20年磨练，站
上全世界最好的舞台，拥有了经验，接班
了；同时，我们培养了一批年轻观众。”

他说，“学生一直以来是我们最主要
的观众。我们在北京大学演了4次全本
青春版《牡丹亭》，剧场 2000多人，每次
都满座，不要忘了这是 9 个钟头的大
戏。20年后，青春版《牡丹亭》再回台
湾，我们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白先勇认为，青春版《牡丹亭》永远
会打动年轻人的心，因为爱情，更重要因
为美。“你先被美吸住了，然后是感情，它
是中华民族、中国人自己的表达情感的

方式。”他说自己2005年去北大看演出，
被学生们的热烈程度“吓”到了。

“青春版《牡丹亭》那么美，爱情那么
动人，最重要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
不掺杂西方的艺术品，这勾起了大家的
DNA，怎能不感动！”他说，“我们是一个
诗人的民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一
首情诗。这出戏勾动的是一种集体的文
化觉醒。”

“每个人都希望我们中国式的
文艺复兴”

白先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起青春版
《牡丹亭》在伦敦演出后的一件事。那是
分别从北京、香港、台湾到英国留学的三
个学子。“他们眼眶都红红的，哭过。我
想，这出戏是牵动人的民族情绪的，看到
自己的文化在异国大放光芒，感动那么
多外国人，他们内心有了更强烈的民族
自信吧。”

“这不光是演一出戏！”白先勇说，“19世
纪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衰落，这是
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心中的隐痛，大概每个人
都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像欧洲文艺复
兴一样，来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我希望新一批观众看这个戏后，对
我们自己的过去，对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的
历史，有新的认识。”他说，表演艺术很能
代表一个民族的心声。意大利有歌剧，德
国有贝多芬、莫扎特为代表的古典音乐，
俄罗斯有芭蕾舞。“我们中华民族呢？我
觉得昆曲非常能够代表。昆曲在中华民
族表演艺术中是‘百戏之祖’。2001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昆曲列入首批‘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白先勇兴奋地说，青春版《牡丹亭》在
海外演出，西方人的反应出乎他意料之外
的热烈。“他们一起站起来喝彩十几分钟，
肃然起敬，我想是由衷地对我们中华民族
文化有一种敬佩。”

“我们有这么了不起的表演艺
术，希望后继有人”

关于20周年庆演在大陆的规划，白先
勇表示，已在和“苏昆”商议，希望在北大
演第 500场。“有北大学生说，他们当年看
青春版《牡丹亭》后相恋结婚。”他说，这样
的例子不少，他们现在估计都有下一代
了。

“年轻人受青春版《牡丹亭》美与情的
感动，而且从中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
化，我们自己的戏，多么精致，多么美。我
们不能整天看人家的东西，忘掉自己。看
了半天外面的花花草草，回头一看，自己
后园的牡丹花最美。我们忘掉了很多自
己很美的东西，要把它找回来！”他说。

记者会 50多分钟，白先勇不断上台
主持，之后站着接受媒体采访约 20 分
钟。有记者问到“使命感”，他说：“我已
是吃奶力气都用出来了。我做不动了，希
望后继有人，更多有心人士站出来，保护
它，发扬它。”

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将启
白先勇赞“两岸合作巨大成功的文化工程”

1月22日，在杭州西湖文化广场，市民
在“长三角美好年货节”上选购商品。

春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人们逛花
市、赏花灯、置办年货，年味渐浓。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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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日下午，87岁的白先勇主持记者会 新华社记者 陈键兴 摄

镊子在指尖轻捻着，游走于残损的
古籍书页，纸屑被层层揭起。修复师王
斌坐在红色漆木工作台前，一边轻轻拨
弄着桌案上泛黄的纸页，一边用毛笔蘸
上浆糊，粘补书页上的缺损部分……从
事古籍修复的 10多年里，王斌用双手小
心翼翼地复原出一本本古籍残卷中的文
明记忆。

53岁的王斌是辽宁省图书馆的一名
古籍修复师。虽然古籍修复工作鲜有人
关注，但在王斌眼里，古籍是延续中华文
明的珍贵文献，修复古籍就是让千百年
积淀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

古籍藏书是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一
大特色。辽宁省图书馆拥有古籍文献61
万册，其中善本 12万册，包括蒲松龄手
稿《聊斋志异》、宋刻本《抱朴子内篇》等
珍本、孤本。

然而，许多古籍经过长期的流传，已
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如脆化、霉变等

“病态”现象。古籍修复师的工作就是让
这些“生病”的古籍“康复”。

2009年，从小就对传统历史文化感
兴趣的王斌主动申请，从辽宁省图书馆
的其他部门转到古籍保护中心，加入到
图书馆的古籍修复队伍中。

得益于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
视，修复师们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古籍修
复。从理论学习到实际操练，再到能够
独自修复一本古籍，王斌仅用了一年多
的时间。

“古籍修复容不得任何失误。每一道
工序都要小心翼翼、屏息凝神。”王斌说，
每拿到一本古籍，修复师首先要查看并记
录破损情况，同时制定修复方案，再根据
方案对古籍进行清洗、配纸、修补、锤平、
修剪、压实、装订……整个过程前后有几十道繁琐工序。

王斌清晰地记得，在修复清乾隆年间《御制盛京赋》
时，为清除书页上因受潮没及时修复的铁锈斑点，她几乎
用尽了所有办法。“那段时间我经常睡不着觉，本着修旧
如旧的原则一直反复试验，最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让
书上的斑点变浅甚至消失。”

每一次修复，都是对古籍历史的一次深入探索。王
斌通过自己的双手，让那些因岁月磨损的古籍重焕新生，
让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再次被人们记起。工作至今，在她
的巧手慢工之下，几百册古籍得以重现芳华。

“古籍修复是件苦活、细活、安静的活，它和传统手工
艺一样，有着失传的隐忧。”王斌说，庆幸的是，和过去相
比，眼下古籍修复无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进
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古籍修复的队伍。

自2007年我国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像王
斌这样的修复师已从不足百人增至数千人。2014年，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辽宁传习所”在辽宁省图
书馆挂牌成立。在传习所老师的带领下，辽宁省图书馆
建立起一支业务精深、老中青结合的修复人才梯队。

最近，王斌正带着去年刚加入辽宁省图书馆修复团
队的“95后”修复师李明一在修复一本《大唐纪功颂》。
王斌还经常前往鲁迅美术学院，为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的学生授课。“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古籍、爱上古籍，
才能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生命力。”王斌说。

新华社南京1月22日电（记者 赵久龙）记者22日
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
第七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单近日出炉，新增52个省级传
统村落。截至目前，江苏先后认定公布了省级传统村落
七批共554个。从地区分布看，苏南272个，占比近半；苏
中152个；苏北130个。苏州、扬州、南京三市拥有的省级
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开展传统村
落和传统建筑组群摸底调查，特别是对镇村布局规划中

“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村庄进行全面排查，摸清全
省传统村落底数，将具有一定历史遗存、传统特色、鲜明
地域文化的村落列入建议名单，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
认定为江苏省传统村落，实施挂牌保护。

传统村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独特风貌，承载着历史
文化信息。传统村落依托自然，融入自然；生息于斯的村
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业内人士呼吁，
尊重传统村落自然文化节律，特别是规划者、设计者、文
旅从业者，要尊重村落的历史、文化和习俗。

“传统村落保护，要置身于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
既要塑村容村貌之‘形’，也要铸农耕文明之‘魂’，不断注
入新时代精神。”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保护名录动态更新，扎实推进省
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建设，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持续强化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江苏省级传统村落达554个

现有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辅警王
飞因未履行请假手续连续旷工超过 7日以上。按
照《劳动合同法》和单位规章制度有关规定，经延安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同意定于2024年1月10日与王
飞解除劳动合同。现通知王飞尽快办理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失业保险金关系转移或申请等相关手
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通知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

2024年01月24日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