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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商报，中国邮政于7月11日发行《故宫博
物院（二）》特种邮票，全套邮票面值为11 . 40元。邮票
设计中选取了此前未曾出现在邮票票面上的标志性
建筑，故宫平面图也是首次被选用。

该套《故宫博物院(二)》特种邮票一套4枚，小型
张1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金水桥、中和殿、乾清
宫、千秋亭，小型张图案为故宫博物院平面示意图。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
周年，是一件文化盛事；故宫形象多次被搬上过邮
票，所以这次设计中选取了未曾出现过的标志性建
筑，同时结合了春夏秋冬自然季节的特色景致。故宫
平面示意图也是首次被邮票选用，细腻、完整地呈现
了故宫恢弘的建筑布局。

该套邮票由阎炳武、冯辉设计，小型张由王虎鸣
设计，版式二边饰由夏竞秋设计，在印制上使用了无
色油墨等工艺。由北京邮票厂采用胶雕套印（邮票），
影写（小型张）工艺印制。据介绍，邮票自发行之日
起，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
客户端和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城出售，出售
期限6个月。

国内首部歌剧剧场复演

门票两分钟内被抢光

据北京日报，日前，广州大剧院正式启动复演，
《马可·波罗》成为全国第一部在剧场复演的歌剧。

今年是中意建交50周年，同时为迎接广州大剧
院院庆十周年，制作方邀请曾在《声入人心》中表现
不俗的王凯、洪之光、刘彬濠、戴宸四位青年歌剧演
员主演此次特别版《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曾是
首部成为意大利剧院歌剧季开幕演出的中国原创作
品，曾陪伴它一路走来的指挥大师汤沐海、深圳交响
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男中音歌唱家翟晓寒等
老朋友也在本轮演出中回归。

《马可·波罗》的票房相当火爆，两次开售均在两
分钟内迅速售罄。疫情尚未解除，根据文旅部印发演
出、娱乐等场所恢复开放指南规定，剧院入座率不得
超过30%，为了满足更多观众的观演需求，首场演出
时，广州大剧院在广州大剧院“云剧场”以及优酷、爱
奇艺等平台开设了付费直播，观众还可以选择体验
VR模式。仅在爱奇艺上，《马可·波罗》就收获了2 . 5
万点赞。

规模最大隋代墓园被发现

据人民日报，近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
解到：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
街道韩家村发掘了一座完整的隋代家族墓园——— 隋
王韶家族墓园。

此次发掘开始于2019年11月，今年5月完成。据
悉，该墓园由方形围沟和7座墓葬组成，面积2 . 1万平
方米，是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隋代墓
园。

墓园内埋葬王韶家族数代共7人。7座墓葬分布
规律，形制统一，随葬器物具有典型的隋代特征。其
中，王韶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该墓被盗严重，墓室
内共出土各类随葬品67件（组），散乱分布在墓室和
壁龛内，器形可辨有武士俑、镇墓兽、骑马俑、立俑及
陶猪、陶鸡等。另有少量墓志残块，无法复原。

《敦煌廿咏》发布

据中国新闻网，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化研究中
心从敦煌文献中整理、考据、校订的五言律诗《敦煌
廿咏》发布，首次尝试用声乐套曲演绎敦煌文献，以
现代作曲和表演方式，用歌声讲述敦煌故事。

《敦煌廿咏》，又称《敦煌二十咏》，是描写和反映
敦煌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的一组五言律诗，共二十
首，敦煌文献中有此组诗的文献共计六个卷号。

据介绍，声乐套曲是从不同角度去诠释同一主
题的系列声乐作品，这二十首声乐作品与诗对应，主
题是敦煌文化与风土人情，但各自视角不同，既同生
一脉又各具个性。在谱曲和编曲上，该研究团队将

《敦煌乐谱》已解译版本中的音乐素材与当代作曲技
法相结合，采用传统调式嫁接《敦煌乐谱》中偏音的
用法，部分作品还使用中亚、印度等地音乐元素；乐
器上除了古琴、笛箫、古筝、二胡、琵琶等中国传统乐
器外，适当增加大提琴等西方乐器。

“中国杂技艺术创新工程”

实施

据新华社，文化和旅游部从2020年起实施“中国
杂技艺术创新工程”，评选确定一批重点扶持作品。

根据要求，申报作品应为2019年1月以来创排
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杂技艺术作品。其创新意义应在
4方面有所体现：代表杂技艺术的发展方向，具有重
要的导向和标杆作用；开发出全新的动作和技巧，拓
展了杂技艺术的新领域；在原有动作和技巧基础上
有重大突破和提升，具有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内容
构思、动作编排、道具制作、舞台呈现等富有创意，能
够实现杂技艺术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

文化和旅游部将按照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
则，组织专家对申报作品进行遴选。入选作品将被列
为“中国杂技艺术创新工程”重点扶持作品。文化和
旅游部将组织专家对重点扶持作品进行跟踪指导，
并适当给予经费支持，推动其不断打磨提高，提升艺
术质量；将依托全国杂技展演等平台，对重点扶持作
品进行集中展示推广。（□记者 刘一颖 整理）

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

特种邮票发行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继出版《大运河》《大孔府》《千古家训》等
长篇文学和儒学专著《祭孔大典》等作品后，
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济宁市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杨义堂去年又推出新
作《鲁国春秋》，受到广泛关注。多年从事文化
和文物保护工作，他的创作内容主要围绕齐
鲁历史文化展开。如《鲁国春秋》这部作品，正
是通过挖掘阐释鲁国的历史，讲述周公因何
制礼作乐，如何敬德保民，最终改变和缔造国
家的故事。

杨义堂介绍，写鲁国，绕不开齐国。齐国
在鲁国的北边，伴随着鲁国一起经过了多年
的历程，因此《鲁国春秋》也介绍了齐国的历
史、齐鲁两国的关系、两个国家不同的治国思
想。那么，齐国和鲁国间到底有哪些恩怨纠
葛？齐、鲁文化的来源和不同有哪些？

“尊贤"“尚功”与“亲亲"“尚恩”

关于齐、鲁两国，《论语·雍也》篇中，记录
了孔子的一则话，“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
至于道。”意思是说，齐国如果能变好一点，
就能达到鲁国的水平了，鲁国如果能变好一
点，就能变成王道的世界。这也说明，在孔子
心目中，当时的齐、鲁两国，还是有很多差别
的。

杨义堂介绍，齐国、鲁国是西周初年的两
个分封国，历史都非常悠久。齐国开国国君是
姜太公吕尚，也是西周的太师。姜太公直到72
岁还未建立功业，未得到当政者的赏识重用。
终于，在渭水垂钓时，遇到周文王，被任命为
太师。奉周文王之命，姜太公带领军队攻打商
纣王。“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后，因姜太公立下
赫赫功勋，被分封到齐，齐国由此建立。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文王
的四子、周武王的四弟，先是辅佐文王，周文
王去世后，他又扶持二哥周武王。因功勋卓
著，周公旦被分封到鲁国。但是，当时需要周
公旦辅佐成王，因为成王年龄小，大约才13
岁，不能治理国家，所以周公旦摄政。周公旦
不能到鲁国来，就让他的长子伯禽到了鲁国。

齐国和鲁国的建立者在文化观念、治国
理念上，都是不一样的。《淮南子·齐俗训》记
载，周公旦、姜太公因受封而相见，互相打听
治国之术。二人的一段对话，现在读来，也是
格外意味深长。

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
周公回答：尊尊亲亲。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
太公回答：举贤而上功。
《汉书》《史记》等也都有相关的相似记

载。
姜太公所说的“举贤而上功”，也就是“尊

贤”“尚功”，即国家要尊重有德行的人，尊重
有功绩的人，这也意味着，齐国将授予有德
行、有功绩的人以官职，让这些人来治理国
家。

周公听后评论：推行这样的政策，你的国
家可能很强大，但这样的做法存在一个致命
缺点，将来，你的国家可能就不在你姜姓后代
手中了。

周公以“尊尊亲亲”为原则来治理国家，
也就是讲究“亲亲”“尚恩”。“亲亲”就是按照
血缘关系来任用官员，让权力在家族内世代
相传。

姜太公对周公之策，同样也有不同意见。
太公评价，以“尊尊亲亲”的模式治理国家，

“鲁从此弱矣”。因为采用这样的管理模式，国
家必然会越来越贫弱，将来必然会受到强国
的欺负。

不过，周公并未接受姜太公的观点。周公
表示：鲁国可能以后不会很强大,也可能受到
其他国家欺负，但是能够保证鲁国政权世世
代代掌握在我的后代手里啊！

《左传》中记载，周成王曾命令齐、鲁结
盟，“赐之盟”并要求“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
书“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要求齐、鲁签订盟
约，自今而后不互相侵害，盟约存放在盟府
里，并由太师负责保管。也有观点认为，结盟
是周公主动提出的。无论如何，齐国、鲁国是
结盟了，并答应世代友好，所以，后来两个国
家发生纠纷时，因齐强而鲁弱，也就是鲁国受
到齐国欺负的时候，鲁国人就会拿出这件事
来评理。

“因其俗，简其礼”

与“变其俗，革其礼”

齐国、鲁国的治国方式和风格，当然还有
很多不同。

姜太公到齐国后，“因其俗，简其礼”，同
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大力发展工
商业，发展鱼盐之利，让人民休养生息，于是

“人民多归齐”，齐国的人口、经济很快发展起
来。《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游说齐宣
王时，这样描述齐国都城临淄的繁华，“临菑
之中七万户”“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
鼓琵，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菑
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
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战国策·齐
策》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冯梦龙《智囊全集》中记载“太公封于齐，
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也？’曰：‘吾简其
君臣，礼从其俗。’”这里，“族”就是“速”的意
思。姜太公封齐仅五个月，就去向成王和周公

“报政”。这么短的时间内，太公治理齐国取得

这么大的成绩，周公也很惊讶，询问原因时，
太公的答案就是“因其俗，简其礼”。

再看鲁国。周公长子伯禽来到鲁国，他很
年轻，又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遇到很多问题，
各方面都面临很大的考验。现在，曲阜城北还
有一个望父台，即为伯禽所筑。当他遇到困难
的时候，就会来此登台，面向西方，想象着假
如父亲在这里遇到困难会怎么办。他沿用父
亲的观点，以礼乐治国，建立了周公庙和历代
国君的庙宇，汲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不允许喝
酒。同时，商朝有一些好的礼俗，比如三年之
丧的礼制，伯禽也沿袭下来。正是三年之丧的
制度完成一个周期之后，他回去给成王和父
亲周公“报政”。

《智囊全集》中记载，“伯禽至鲁，三年而
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
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问：你来得为什
么这么晚啊？伯禽说：我变其俗，革其礼，改变
当地风俗，推行新的礼仪，第一轮的三年之丧
结束了，所以我来晚了。

听完伯禽的回答，周公叹息：“后世其北
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
民，民必归之。”周公认为，鲁国以后要“北面
事齐”了，因为鲁国为政“不简不易”，将导致

“民不能近”。
历史向前发展。齐国到了齐桓公时期，任

用管仲为相，改革政令，发展经济，富国安民。
鲁国依然是重农抑商，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确如周公和太公所预言，
从国力上讲，齐强鲁弱。在春秋五霸、战国七
雄中，都有齐国，而鲁国一直未称霸。

不过，齐国历史上，发生了田氏代姜的大
事件。姜齐政权经过24代传承之后，至战国初
年，被田齐取代。而鲁国，国君一直都是周公
姬姓的后裔。这也应了周公和太公最初的预
言。

几百年间齐、鲁的三种关系

杨义堂介绍，齐鲁两国和周朝一样，延续
了数百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齐国和鲁
国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他说：“概而言之，主
要可以归结为三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是姻亲关系，就是互相结为
亲戚。周代讲同姓不婚，齐国和鲁国是不同氏
族，齐国属东夷文化，姜姓最初就是生活在东

方的东夷人，齐、鲁两个国家因为姓氏不同，
成为姻亲之国。

最有名的包括文姜、哀姜、出姜，都是由
齐嫁鲁。如文姜，齐僖公的二女儿，嫁给鲁桓
公。文姜漂亮又有文化，最初欲嫁郑国公子
忽，公子忽托词说齐国乃大国，齐国国君之女
不是自己结婚的对象，成语“齐大非偶”即源
于此。文姜也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妹妹，二人
产生不伦私情。当时，有很多诗，如《诗经·齐
风·载驱》，“载驱薄薄，簟茀朱鞹。鲁道有荡，
齐子发夕。四骊济济，垂辔濔濔。鲁道有荡，齐
子岂弟。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
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鲁道有荡，齐子游
敖。”就是批评讽刺他们的。鲁桓公到齐国求
婚，文姜嫁给鲁桓公。后鲁桓公得知其丑，斥
文姜，终被齐襄公派人所杀。

第二种关系是掌控关系。齐僖公被杀后，
齐国没有国君了。这时，齐国在鲁国和莒国的
两个公子，即公子纠、公子小白，开始争夺君
位。鲁国支持公子纠。后来，公子小白捷足先
登，当上齐国国君，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
公争霸时，经常联合诸侯外出征伐，鲁国派军
队参加。

齐国也在鲁国扶持代理人。有一个成语
“犹望高子”，是指齐国大将高子，率领军队帮
助鲁国平定“庆父之乱”，帮助维持鲁国边防，
还修筑鲁国城墙，鲁国人十分敬仰他，就用

“犹望高子”来赞美。
第三种关系就是战争。齐、鲁两国经常发

生战争，其中非常有名的是“长勺之战”。关于
这次战争，《左传》中有较详细记载，入选中学
课本的“曹刿论战”（左上图）一段文字，记叙
的就是关于这次战争的情况，“一鼓作气，再
而衰，三而竭”等名句，大家都非常熟悉。

鲁国弱于齐国，齐国经常侵扰鲁国，于
是，鲁国就结交大国，先是结交楚国，后来结
盟晋国，最后结交吴国，一起来抗击齐国。有
一场联合战争“鞌之战”，发生在济南西边的
鞌。齐国攻打鲁国，鲁国联合晋国、卫国组成
联军，双方在鞌决战。最终，齐国战败。齐国国
君齐顷公围着华不注山转了三圈，齐顷公还
和驾车的人互换了衣裳，装作外出打水，才得
以逃脱。

还有一场大战“艾陵之战”。齐国计划攻
打鲁国，孔子问弟子们，谁有办法为鲁国解
围？最后，决定让语言能力出色的子贡到各国
游说。子贡迎来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先后至
齐、吴、越等国纵横捭阖，先说服齐不攻鲁而
攻吴，又说服越等国随吴一起伐齐。后来，吴
鲁联军与齐战于莱芜的艾陵，“大破齐师”。其
中，子贡至吴，劝说吴国助鲁，因为吴国水军
很厉害，于是挖了一条运河运兵，这就是中国
大运河的起源。通过这段运河，又通过泗河，
北边又通过大汶河，到达艾陵。鲁吴联军打败
齐国十万大军的艾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场大型的歼灭战。

杨义堂表示，历史发展浩浩荡荡，自有其
内在规律，齐、鲁两国的发展自然也是如此。
虽然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在800年的恩
恩怨怨中，鲁国一直没有被齐国灭亡。公元前
259年，鲁国被楚国荡灭。战国后期，齐国也想
称霸，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但是由于诸多失
误，“合纵”失败，在秦国攻打赵国等诸侯的时
候，齐国作壁上观，秦国在灭掉其他五国后，
公元前221年，秦国逼迫齐王投降，将其关在
一个小树林里活活饿死，秦国最后统一了中
国。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齐文化、鲁文化是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两种典型；

从为政的角度来观察，齐国、鲁国推行的是两种治国的模式———

古代齐与鲁的“爱与恨”

□ 贾振鑫

民间性，是一个广阔地域内生活人群的社
会劳动实践方式、内容及风俗人情、价值认同的
集中体现，反映了劳动者的愿望、要求和理想，
体现了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活动。

“说唱艺术（曲艺）的源头‘生于民间’”，有
人们劳动之余自娱自乐的创造，也有出于实用
功利目的传经、布道、祭祀、化缘、庆祝等社会实
践活动逐渐演变的间接贡献。在长期演进中，曲
种的产生、作品的创作与改造、表现形式与表现
手段的丰富创新、传承、传播、行业管理等都是
民间自发力量在起关键作用，从业者为适应环
境、赢得观众的自发改良行为也为曲艺贴上了

“民间性”的标签。及至现代，曲艺职业队伍已具
相当规模，亦有专门的行业管理机构，曲艺作
品、表演常常参与官方活动，曲艺显然已非原属
的民间艺术定位。但是，之于曲艺“根”和“魂”作
用的民间性，已由外在的民间显像演进为激荡
曲艺生命的内在艺术基因。在曲艺舞台化的迈
进中，现代曲艺必须重视曲艺民间性“根”与

“魂”的作用，这是保持曲艺独特艺术魅力并获
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曲艺民间性以观众为中心的诸多显像，在
强调创作主体作用者那里很容易被误解为对观
众的迎合，是缺乏艺术层次的低级创造。这种认
识显然是照搬了西方艺术理论中艺术是“自我
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之观点。西
方的艺术思想源自他们射线式宇宙观所决定的
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写实思维、再现艺术的思

想。尽管我国南北朝时期也有文艺评论家把情、
志归结为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和欲念的表
现，从根本上否认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宋代的妙
语说、明代的性灵说也是把主观精神的表现抒
发当做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但从我国文艺思
想整体分析，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中华传统“回
旋”宇宙观之哲学思维。由于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造就艺术产物的不同，浸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滋养而孕育、发展的曲艺，并不一定可以用西方
思想作为剖析、理解的思维标准。

曲艺受“回旋”宇宙观的哲学思想影响，是
在从演员到观众、又从观众到演员的“回旋”空
间里完成艺术传达，更加强调观众参与感在这
个思维体系的重要性。那些只强调艺术家个人
意识的迸发而忽视甚至贬低观众参与的做法，
显然值得商榷。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近现
代的西方人也开始注重受众参与对艺术价值实
现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
国人姚斯与伊赛尔的接受美学确立了受众的中
心地位，认为作品的实际意义在于作品本身及
受众的赋予。接受美学显然是对西方哲学思维
的一种颠覆，“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
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
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其产生20多年后即
风靡全世界也说明强调受众参与作用的科学
性。而观众参与之于曲艺，是根植中华民族文化
沃土的宝贵遗产，亦符合曲艺与环境良性互动
的生态思维以及当今“服务观众”的理念。

基于上述，曲艺民间性的现代价值集中体
现在促使现代曲艺对观众的适应，保持与观众

平视的实现。一是促使现代曲艺在向文人化迈
进中保持原生态曲艺的鲜活，避免脱离观众的
矫枉过正现象；二是维护现代曲艺的大众艺术
地位，突出时代性、地域性，争取观众数量的最
大多数；三是基于曲艺民间性的开放性，要在继
承的基础上促进曲艺以适应观众为中心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是平衡现代曲艺的雅与
俗，杜绝曲艺高高在上的雅不可及，防止曲艺滑
入俗不可耐的深渊。下面就曲艺民间性平衡现
代曲艺雅与俗的砝码作用进行详细论述。

历史上，清音子弟书的衰落，在于严重的文
人化倾向使其脱离了民间性的怀抱步入了雅不
可及的极端，与人民的审美习惯、审美需求、审
美节奏发生了矛盾。内容上多有夸张之词，音乐
过分讲究，较之当年“鞭敲金蹬响，齐唱凯歌还”
的马上曲已有质的变化，和者甚寡，乃至清末就
失传了。现代曲艺小剧场的兴起在回归曲艺舞
台传播主体的同时，复活了早期艺人逐利为本
的心态，出现了某些艺人不择手段“娱乐”的“三
俗”表演。这种早被时代抛弃又吃“回头草”的举
动迎合了当下一部分人的颓废、庸俗心理，走向
了俗不可耐的极端而被观众诟病。现代社会经
济利益至上的背景，确实影响着曲艺从业者的
价值观，他们也有着依靠自己的艺术过上富裕
生活的愿望。这原本是曲艺从业者业务创新发
展的原动力，却被某些从业者经济利益至上的
投机思想上位，用庸俗、媚俗、低俗表演去迎合
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实则是打开了“潘多拉盒
子”，放出了伤害观众心灵的恶魔，遭到了人们
的唾弃与不屑当为必然，如此对观众过度索取

行为最终伤害的还是曲艺本身。
不管是雅不可及还是俗不可耐，都是无视

信息受众而没有体现曲艺民间性所致。曲艺的
雅俗共赏是民间性之大众性特点的体现，是追
求观众最大多数的必然，走向雅与俗的任何一
个极端都会失去曲艺民间性的根本特点，致使
曲艺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重视受众的审美感
受，用民间性作为平衡雅与俗的砝码，找到一个
恰到好处的“点”，是解决雅与俗失衡的关键，之
于当今曲艺作品有获奖没影响的现实意义尤其
显著。而体现曲艺民间性的接地气、亲人民、雅
俗共赏，去赢取大多数观众的喜爱，也是现代曲
艺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综合上述，曲艺民间性的生成源于劳动人
民的社会实践、情感需求、思想活动的触发，表
现形式、表演内容、表现手法的持续改进与丰富
源于信息传递易于受众接受，是曲艺民间性生
成的根本，接地气、亲人民的平视是其重要表
现。随着时代背景的变换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
断提高，曲艺民间性出现了唯美化、纯粹化、丰
富化的文人化演进趋势。曲艺民间性的平视性、
大众性、开放性、时代性、地域性特点的显现，仍
然是现代曲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预
见，曲艺民间性不管如何演进，都是曲艺最最重
要的艺术基因。这正如一个人的身份、国籍无论
如何变化，本人及后代的民族基因都将永远得
到传承一样，曲艺民间性也不会在演进中受时
间、地域的改变而流失。

(作者系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
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曲艺“观众参与感”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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