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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的历史是由他的人迹和履痕来完成的。
韩溪用他丰硕的作品和60年的艺术实践，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音乐家的精彩故事，同时也个体回答了一
个普遍性的问题：艺术创作原动力是什么？
如何拥抱一个创作主体的激情与青春？
韩溪在他出版的几部学术专著和散文集中，已然涉笔成趣地有所回答。
但这部书其脉络与意蕴则更为清晰。
第一，现实主义艺术家。
现实主义是韩溪的艺术生命线。
他的创作、艺术活动和人生一直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着，用四个词可以概括：在场、担当、思想、言
说。
“在场”：韩溪一直活跃在主流文化的现场，从未“缺席”、“退席”过，从未“自我流放”或被边
缘化过。
韩溪是一个全天候的全程的参与者。
“担当”：韩溪一直自觉担当一个艺术家的使命，热情耕耘创作，积极响应时代精神的召唤。
“思想”：韩溪是个主体性丰满、有个性的音乐家、艺术家。
他的大量作品证明，在文化艺术上，韩溪有头脑、有思考、有见解、有主张。
“言说”：韩溪一直不断地用艺术发言，每个时期都有作品问世，从未失声、失语。
他不断用他的作品解读着生活，歌唱着生活。
在场、担当、思想、言说，这样的四重奏，谱成了韩溪的艺术进行曲、人生进行曲。
第二，韩溪的美学取向。
韩溪一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从不曾偏离主流文化和“主旋律”。
他既不先锋、前卫、后现代，也不保守、刻板、泥古。
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是他的两个轮子，一对翅膀。
韩溪和他的创作属于现实生活进程中的美好、进步、新生和发展的那部分，站在阳光下，踩在草地上
。
第三，韩溪艺术生命力的源泉。
向生活开放自己，向时代开放自己，站在前沿，与时俱进。
推动地域（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一直是韩溪明确核心的目标和诉求，他深深地扎根于冀东地域文
化的沃土。
可以说，地域文化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灵感，是他的创作动力、人生动力、他的内驱力
、胸中的马达、他的航标和风帆。
而他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相结合参照的思维路径则把他带到了不仅仅是地域文化代言人
的高度。
第四，韩溪的人生哲学——乐观。
韩溪是一个机智的、看得开事的乐观主义者。
他的新著《车把式咏叹调》就突出表现了他那淡淡的、不露痕迹的幽默感。
他是一个能把苦涩转化为甜美的智者。
他的作品没有一丝的灰暗、颓废和悲观。
他的心灵感光胶片是彩色的。
韩溪也达观，积极向上，紧跟生活的脚步，不与生活纠缠，永远盯着地平线。
在形而上的层面，拥有大情怀、大视野、大智慧、大境界。
正是这种永远与朝阳勾连起来的人生姿态使韩溪的心灵一直碧绿，思维一直活跃，也使韩溪作为一个
音乐家、艺术家是杰出的，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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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海问道60年（套装上下册）》讲述了：一个人的历史是由他的人迹和履痕来完成的。
韩溪用他丰硕的作品和60年的艺术实践，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音乐家的精彩故事，同时也个体回答了一
个普遍性的问题：艺术创作原动力是什么？
如何拥抱一个创作主体的激情与青春？
韩溪在他出版的几部学术专著和散文集中，已然涉笔成趣地有所回答。
但这部书其脉络与意蕴则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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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溪，1932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韩城镇富家村。
唐剧主要创始人之一。
“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获得者。

　　1949年8月起从事音乐工作，现为唐山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音乐家
协会顾问，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荣誉理事，唐山市咨询决策专家团成员。
曾任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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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自说篇　第一章 蹒跚学步　第二章 创建唐剧　第三章 心倾音协　第四章 情投皮影　第五章 圈
里圈外　第六章 感悟人生下卷·他说篇　第七章 桃李成春　第八章 艺旅飞声　第九章 乐道传音　第
十章 媒体载述　第十一章 八方信说　第十二章 家乡奖赏韩溪创作年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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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讨了不久，又把我调到公社生活办公室，任务很明确，一个是为生活书记写讲话稿，再一个是
给县里写有关汇报材料。
这第四站的下乡生活过得很轻松，第一，恢复了干部的粮食定量，吃上了公社干部食堂，每晚加班都
超过了午夜12点，按规定补助二两粮食，可以吃上两个菜饽饽，肚子不那么饿了。
第二，工作没有太大压力，没有写稿任务时，就是骑着自行车转食堂，走在哪里大家都是恭恭敬敬，
加之在宋禾麻庄当过生活小队长，对食堂里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了解情况能问到点子上。
其间还指派到胥各庄筹备全市农业展览，核心是展示市委书记800亩玉米丰产田的成果，我参与的是丰
润县馆的布展工作，上学学到的一手美术字和图案画今天又派上了用场。
下乡的第五站是到一个问题较严重的小队食堂担任管理员，每天吃住在食堂。
由于有了较多经验，在这里很快打开了局面，群众吃到了放心饭。
我和食堂炊事员关系也搞得不错，我一直很尊重他，明确讲了我的观点，你可以敞开肚皮吃，但不要
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事。
用他的话说：“你来了没把我当贼。
”他还说：“我想多吃谁也看不住，你让我敞开肚皮吃算你明智。
”在我离开时，他还坦率地对我说： “我很佩服你，在这两个来月，我下工后你没动过一点粮食。
我每次离开食堂都做了暗号，我也在看着你，但没有发现问题，你这个人正直，我服了。
”他这些举动我没想过，但我一直是很自觉的，我下乡一年里，不管走到哪里，就是管食堂、查食堂
的日子，也没有多吃多占，饿极了，我曾从地里的萝卜堆里捡回一些流水的臭萝卜，回到屋里把臭水
挤出，扔在炕炉子里烧糊，然后在地上摔一摔吃，最多一次吃过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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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是我发表作品55周年，在那一年我出版了《车把式咏叹调》，首发式上特向唐山市档案馆、唐
山市图书馆赠送了《森林里的宴会》、《韩溪音乐文集》、《河北地方音乐》（下册）、《唐剧音乐
创论》、《唐山皮影戏》∈收入《河北皮影·木偶》）、《车把式咏叹调》六本专著，想以此回报唐
山大地养育之恩、唐山人民造就之情、唐山艺术熏陶之意，更想为建设“文化名城”起点儿铺路石的
作用。
当然，也想就此为自己的文艺生涯画个句号。
会后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句号不能画，也没有画圆，20年前大家提出的‘韩溪现象’问题，你应该
写本回忆录，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答。
”在我看来，“韩溪现象”实属个例，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因此我没有动心。
到2008年初又有朋友说：“明年是你从事音乐工作60年，又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应该写一写你是
怎样从一个初中生在新中国成长为一个颇有影响的艺术家的，这既是对你个人艺术生活经历的总结，
又是为后人留下的成才启示录。
何况两个‘60年’碰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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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海问道60年(套装上下册)》：献给六十华诞的新中国，生我养我的唐山市。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海问道60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