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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征程：迎接庆祝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16日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介绍，本次大展将书法寄情抒怀的艺术表达方式与
记言录史的社会功能相结合，打造具有人民性、时代性、专
业性的主题艺术盛宴。大展组织 300 多位书家深入生动的

实践、火热的生活，通过 300 余件作品，聚焦十年来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新时代“时代楷模”先进典型事迹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讴歌时代，书写人民，赞美英
雄。

此外，本次大展还将中国传统裱装风格融入现代展陈设
计，展现了清新质朴的中国式审美。

“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在京举办

新华社德国杜伊斯堡8月17
日电（记者张毅荣 黄燕）在中德两
国专家为期数月的全面修缮下，坐
落在德国杜伊斯堡市动物园内的中
国园林郢趣园17日重新开放，迎接
游客到来。

这座以古韵楚风为特色的园林
占地约 5400平方米，由中国湖北省
武汉市赠予其友好城市杜伊斯堡
市，1988 年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
数十年来，古典优美的郢趣园吸引
了大量游客。

岁月流逝，这座园林到了需要
修缮的时候。2021年，两座城市商
定，由武汉方面把维修需要的古建
材料打包发往杜伊斯堡，并以线上
方式帮助德方技术人员完成修缮翻
新工作。

重开当日，郢趣园内游客络绎
不绝。当地游客雷娜特欣喜地说：

“我是这座中国园林的常客，期待已
久后园林终于重新开放，很高兴看
到园林保持了我熟悉的样子。”

杜伊斯堡动物园发言人克里斯
蒂安·施赖纳介绍说，尽管郢趣园内
亭台、步道、拱桥等多处都进行了修
缮，但通过与中方专家定期举行视
频会议交流、从园林现场向中方专
家远程展示翻新进度并获取建议等
方式，修缮后的园林依旧保持原汁
原味。

1982 年，武汉市与杜伊斯堡市
缔结成了中德首对友好城市，今年
适逢友城关系建立 40 年。杜伊斯
堡市市长泽伦·林克当天也出席开
园仪式并对记者表示，郢趣园是两
座城市精心维护下友好城市关系中
的典范，希望未来双方能继续相互
合作学习。（参与记者：李超 任鹏
飞）

德国杜伊斯堡中国园林
修缮后重新开放

大河奔涌，经典永传。词作家乔羽远去的足音，留
下许多激荡人心的回响。

8月17日，乔羽的家人、好友、同仁齐聚中国歌剧舞
剧院，参加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主办、中国音乐文学学会
协办的“永远的一条大河——乔羽先生思念会”，深情
回顾他的生前点滴、艺术成就，表达深切哀思与怀念。

乔羽一生创作出1000多首作品，《我的祖国》《让我
们荡起双桨》《祖国颂》《爱我中华》《难忘今宵》《大风
车》《人说山西好风光》《夕阳红》《思念》等作品在一代
代中国人心底传唱。大家表示，乔老的笔下，有赤诚的
爱国心，有质朴的童心，有纯美的诗心；乔老的歌里，有
祖国、有人民，有你、有我、有他。

音乐学家田青说：“乔老爷对歌词的看法——家常
饭、粗布衣，是中国音乐文学的一个传统。在他的平白
如话里，在他的家常饭、粗布衣里，有着常人难以企及
的格局，他的‘白’，不是白水，而是白酒，越陈越香，味
道隽永。”

“乔羽是中国音乐文学事业的财富。在语言上，乔
羽真正做到了学习群众熟悉的语言，运用百姓喜欢的
语言，创造出人民佩服的语言。”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
长宋小明说。

歌唱家郁钧剑说：“一首好的歌词能给歌者好的教
养，把歌词理解好，歌声当中就会有教养、修养、素养。
这点乔老师为我们做到了。我作为一个歌者，一个民
歌歌者，我深深地感谢乔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深深地怀
念他……”

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三楼小剧场的入场走廊处，剧
院特意布置了纪念展板，展出了乔羽生前的珍贵照片、
手稿、书法，以及大家的思念挽联。

“乔羽先生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他以对艺
术、对剧院高度的责任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带领剧院度
过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
记诸葛燕喃说，剧院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
的守望与传承。希望通过今天的纪念活动，将这份敬

重记录下来，不但存史，也以存念。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中国歌

剧舞剧院歌剧团深情演唱乔羽代表作《我的祖国》，诉
说无尽思念与缅怀，也获得绵绵温暖与力量。

（记者：周玮)

湖北地方戏南剧《本色》8月 17日至 18日在北京梅兰芳
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了老英雄张富清在部队保家卫国、到
地方为民造福的事迹，集中展示了他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朴
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公仆本色。

《本色》分为“保障供给”“抗旱救灾”“精简贤妻”“绝壁凿
路”“体国克己”“永恒记忆”六幕，还原了张富清在解放战争
中亲身经历的烽火硝烟与转业后到来凤县工作生活的片段，
由张法德、叶明理、储永光编剧，李永志导演，南剧老生于开
国领衔主演。

南剧是湖北省四大地方剧种之一，原名“人大戏”“施南
调”，主要流行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鄂湘渝三省市土
家族、苗族聚集的武陵山地区，形成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成熟于道光年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联合演出方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张尧说，《本色》注重细
节刻画，表演质朴深情，唱腔优美动听，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
族特色。此外，学院将于 2024年招收南剧本科班学生，为南
剧培养新时代优秀人才。 记者：白瀛

永远的一条大河
——追思词作家乔羽

剧照由演出
方提供

南剧《本色》展现张富清公仆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