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欢天
喜地的音乐， 跃动苗条的身姿，
4月23日， 顺义区北石槽镇一年
一度的秧歌广场舞比赛召开， 吸
引了600多名观众前来 “观战”。

舞动中国， 舞动北京， 舞动
北石槽……今年第八届秧歌广场
舞比赛跟往届有很大的不同， 一
方面， 舞台换在了健身广场， 留
给队员们施展的空间变大， 动作

更舒展、 更到位； 另一方面， 赛
制更加接近于市、 区级的比赛赛
制， 分数由统一舞蹈 《中国梦 》
和各队自选舞蹈共同评定， “量
大质好” 的要求促使队员们表演
更加专业。

据悉， 北石槽镇党委、 政府
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群
众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4月25
日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
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 由北京京剧院主
办的 “梅葆玖的京剧贡献” 高端
论坛举行， 以表达对这位德艺双

馨、 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的深切
怀念与崇敬之情。

本次论坛分为四个板块， 主
题分别为梅葆玖先生对梅派艺术
的坚守； 梅葆玖先生的演唱特点
及对梅派的发展； 梅派的影响及

梅氏二代对京剧的传播； 《大唐
贵妃》 与开放的艺术观。

开幕式上， 北京京剧院李恩
杰 院 长 宣 布 建 立 “ 梅 葆 玖 视
听 工 作室 ” 的决定并举行揭牌
仪式。

近日， 由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二届抗癌京剧演唱会在北京
长安大戏院举行。 在这个特殊的舞台上， 国粹艺术与科学抗癌理念融
汇在了一起， 向大众传递着 “癌症可防可治” “健康生活 快乐相伴”
的理念。 本报记者 黄葵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
曹蕾 杨二丽） 近日， 由大栅栏
街道、 纪晓岚研究会联合举办的
纪氏家训研讨会暨首届子午诗会
在三庆园戏曲博物馆举办。

一部精彩的电视片 《走近纪
公晓岚》 拉开了研讨会的序幕，
带领嘉宾重新走近历史了解真正
的纪晓岚。 活动中， 从沧州赶来
的纪晓岚研究会会长张宝友和名
誉会长李忠志对纪晓岚的生平故
事、 家规家训进行阐释和点评。
诗人峭岩、 绿岛、 陈唯斌、 王晓
笛、 魏龙飞等声情并茂地用一首
首优美的诗歌抒发了对纪公晓岚
的无限崇敬， 用自己家族对纪公
家训的传承现身说法。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孙妍） 24日，
“2017北京书市” 闭幕， 在过去
11天里展销正版出版物达到40万
种， 共接待读者接近60万人次，
各界名人举办荐书行动、 新书发
布、 签售讲座、 互动体验等文化
活动达到百余场， 为这个春天的
京城带来了浓郁的书香气。

“2017北京书市 ” 在朝阳公
园内设置了5大展区共600个展
位， 比去年增设了100个， 是近

年来展位数量最多的一届。 在规
划布局上开创了两个 “首次 ”，
其一是京城四大书城首次齐聚联
合展销； 其二是首次以出版社主
题专架形式集中展示精品出版
物， 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查书找
书乐趣。 孙妍 摄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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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嘉宾李敬泽趣讲《红楼梦》
近日， 由十月文学院联合各

方策划主办的 “名家讲经典” 系
列文学讲座正式启动。 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作为首讲嘉宾， 带
来了一场题为 “《红楼梦 》 的几
个读者” 的精彩讲座。 作为现代
文坛著名作家的茅盾， 并非红学
家 ， 却也是李敬泽提到的 “读
者” 之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报记者对李敬泽进行了专访。

记者： 您讲 《红楼梦》 为什
么选择从 “《红楼梦》 的几个读
者” 讲起？

李敬泽： 伟大的作品， 往往
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和无数伟大的
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 曹雪芹去
世 之 后 一 直 到 现 在 ， 有 那 么
多 伟 大的读者 ， 共同使这样一
部曹雪芹还没有写完的书， 变成
了一部辉煌的、 饱满的， 而且在
时光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芒的伟
大作品。

记者： 您要讲的 《红楼梦》，
一共有几个读者？

李敬泽： 四个。 第一个读者
是脂砚斋 。 曹雪芹写出 《红楼
梦》， 第一个看的恐怕就是脂砚
斋。 在曹雪芹最早流传的几个本
子上都有他的批注， 而且从批注
中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是一个和
作者关系极为密切， 甚至是参与
了作者创作过程的读者。

脂砚斋对 《红楼梦 》 的阅

读， 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提供的
材 料 使 得 胡 适 和 俞 平 伯 这 些
现 代 学者们确定了 《红楼梦 》
的阐释方向———自叙传。 当脂砚
斋认为或者认定 《红楼梦》 就是
曹雪芹自叙家事、 自伤身世作品
的 时 候 ， 实 际 上 也 把 我 们 引
向了对 《红楼梦》 阅读的感受，
引向了中国人最为传统， 但又是
最为持久、 深沉的对世事和生命
的感受。

记者： 您说第二个读者是茅
盾， 这个还是让人惊讶的， 毕竟
他并不是以红学家著称的作家，
您的依据是什么呢？

李敬泽： 大家可能都不觉得
茅盾先生和 《红楼梦》 有多密切
的 联 系 ， 但 是 茅 盾 先 生 早 年
做 过 一件事 ， 他把 《红楼梦 》
里他认为不大靠谱的地方全部删
掉 ， 留下了一个现实主义版的
《红楼梦》。

茅盾先生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
融和碰撞中 ， 站在他的角度对
《红楼梦》 做了一番批评。 通过
他的批评， 一方面我们认识了欧
洲的现实主义原则是什么， 另一
方面， 我们也反过来认识了什么
是中国的 ， 就是欧洲人理解不
了， 或者说欧洲小说里装不下的
东西，比如吃饭、看戏、游园子、结
诗社等， 这些中国独有的审美情

趣， 包含着中国人对生活和艺术
的根本看法， 也是 《红楼梦》 蕴
藉传统文化最精髓的地方。

记者： 您提到 《红楼梦》 的
第三个读者是许世友就更独特
了， 他可是军人呀。

李敬泽： 是的。 许世友将军
是一位武将， 不是个文人， 可想
而知，让他读《红楼梦》挺难为他
的。 为什么许世友这位身经百战
的将军要读《红楼梦》？ 因为后面
还有一个更大的读者， 毛主席。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是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当代
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 毛主席把
八个将军叫到书房里聊天， 忽然

就说起中国古典小说里写得最好
的就是 《红楼梦》， 问： “许世
友 ， 《红楼梦 》 你读了没有 ？”
许世友说： “我读了。” 毛主席
又说， “读一遍不行， 读五遍。
要能文能武， 你们这些武将也要
学一点文， 读一点文学。”

在 《红楼梦》 的传播史上 ，
毛泽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
没有他的大力提倡， 《红楼梦》
的地位和全民认知度都没有现在
这么高。

毛主席熟读 《红楼梦 》， 他
在 《红楼梦》 上做的批注， 加起
来有五六千字。 比如第六回刘姥
姥一进荣国府， 毛主席就批了几

句， 他说第六回从千里之外， 芥
荳之微， 小小一个人家， 说着说
着就说到刘姥姥， 写得真好！ 因
为一荡就是千里之外， 整个世界
和社会面一下子拉开了。

毛主席认为， 《红楼梦》 展
现 了 封 建 社 会 的 全 景 。 这 就
让 《红楼梦》 从自叙传的角度一
下 子 提 升 了 ， 它 浓 缩 了 封 建
时 代 从盛转衰 ， 并最终走向灭
亡的全景！

记者： 您说的第四个读者是
您的母亲， 这里面应该有段有趣
的故事吧！

李敬泽： 是的， 从我有记忆
开始， 我妈就是 《红楼梦》 的狂
热爱好者 。 前面三个都是大读
者， 了不得的读者， 我母亲这个
读者也算是 “芥荳之微”， 《红
楼梦》 很重要的力量就在于， 它
在两百多年中， 在无数 “芥荳之
微” 的读者心中， 成为一本情感
教育、 人格教育、 乃至于成了一
本指导人如何生活的书。

毛主席说 《红楼梦》 是封建
社会的百科全书， 我也觉得， 某
种意义上， 它确实已经成了一本
百科全书， 因为很多方面完全溢
出和超出了小说的功能和范围，
所以它是那么伟大。

“名家讲经典” 系列文学讲
座每期将从古今中外文学经典
中 ， 精选出雅俗共赏的名作经
典， 邀请一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
树的大家， 面向首都各大高校学
生、社会各界群众，讲解普及古今
中外文学名著经典。 此项活动将
作为“北京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
学院的常设品牌活动长期开展，
2017年计划举办20场， 平均每月
2-3场， 并在 “北京十月文学月”
期间形成高潮和集中展示。

“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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