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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文化
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
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在加强演出活动监管
方面，提出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
得为假唱提供条件。对演出活动
内容违规以及假唱等行为，明确相
关罚则，进一步加强监管。（9 月 18
日《浙江日报》）

假唱乱象由来已久，算得上
是 娱 乐 圈 中 的 顽 疾 。 长 时 间 以
来，不仅有跨界的流量明星假唱，
还 有 专 业 而 颇 具 实 力 的 歌 手 假
唱，有的电视台跨年晚会甚至被
戏称为“明星假唱大赛”。有些人
一度假到连口型都对不上，某歌
手假唱时还拿反话筒，对此，观众
早已“吐槽无力”。

假唱问题一直被提到，但是并
没有得到严格管控。在各演出现
场，假唱似乎已被默认，成了大家
心照不宣的一件事。被曝假唱，引
发愤怒声讨，然后不了了之似乎成
了固定流程，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
因为没有行之有效的依据和雷霆
手段去管理。假唱的出现让许多
非专业歌手成了大型晚会现场的

“台柱子”，也让专业歌手开始放松
对自我的要求，此种现象可气又
可悲。

假唱也是对观众的极大不尊
重 。 某 媒 体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87.1%受访者希望歌手能在所有演
出节目里都真唱，如果某位歌手假
唱 ，46.9%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不 能 原
谅。89%受访者认为，真唱才是歌
手有职业精神、有担当的表现，“假
唱和抄袭一样，是职业道德的硬
伤”，无论有什么客观原因，当一个
歌手做出假唱决定时，他已经站在
了观众的对立面。

假唱是对演出公平的破坏，是
对好歌手的打击，是对恶习的鼓
励。现场真唱可能“翻车”，但真唱
是对歌手的艺术水准、职业道德的
检验。当假唱照样能收获鲜花与
掌声，谁还愿选择真唱这种苦、累
却有风险的方式？只有良性的演
出环境才能让真唱者获得应有的
体面和荣光。

总而言之，假唱盛行会严重拖
累演出市场的健康发展。近年来，
国内高水平演出市场的火热，早已
提升了观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多
的人追求去伪存真，“宁可听‘掉链
子’，也不听伪大咖”渐成共识。在
这种情况下，演出活动组织者、电
视节目制作方及演员坚守良心，以
真诚态度对假唱说“不”，反而能获
得更多的尊重。

实际上，国务院颁布的《营业
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中便
已有规定，“演员不得以假唱欺骗
观众，演出举办单位不得组织演员
假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
假唱提供条件。演出举办单位应
当派专人对演出进行监督，防止假
唱行为的发生。”这为文旅部此次
将“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
唱提供条件”写进相关文件提供了
依据。

依据上述条例第四十七条规
定，以假唱欺骗观众的，为演员假
唱提供条件的，将被公之于众；在
两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个体演
员在两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消
费者认为是假唱的，有权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要求主办单位赔偿，
政府部门对搞假唱的，包括演员和
演出单位可处以 5 万到 10 万元的
罚款。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
各行各业的应循之道，可是“唯流
量论”让一些人急功近利、失去底
线。演戏的想唱歌，唱歌的想演
戏，流量明星更是什么都想沾，可
是没有金刚钻别硬揽瓷器活，时间
长了总会出现尴尬加翻车。假唱
现象终将“凉凉”，唱功不行就要多
练，圈外汉就该把舞台留给内行
人，敬畏舞台，尊重观众，遵守行业
规范和原则才是立身之本、长久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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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日之承德，早已是名扬海内外
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但
在 三 百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一 片 荒 蛮
之地。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御制的
《溥仁寺碑文》中写道：“兹热河之奥
壤，乃紫塞之神皋，名号不掌于职方，
形胜无闻于地志。”由此可知，那时热
河一带尚未开发，以致无名。《热河
志》记述这一史实说：清雍正元年

（1723年）在此设“热河厅”，热河本为
一条自然温泉喷涌的河流而成为地
域代称；第二年设“热河总管”，梳理
民族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 年），方
改“热河厅”为“承德州”。

究其源，“承德”一词出于《尚书·
周官》中的“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
于宗周”。此时的热河，自康熙四十二
年（1703 年）开始修建的避暑山庄行
宫早已投入使用，外八庙中也有了溥
仁寺、溥善寺。雍正帝给这个地方赐
名“承德”，意取“承受德泽”之意，内
含两层意思：一是他继承大位是承受
父祖的德泽与恩赐，二是表达他要继
承和弘扬先帝创建避暑山庄治国安
邦的方略，实现民族团结、国家长治
久安的宏愿。由此可知，承德这个地
名自问世，就蕴含着“和合”的内涵，
因此后世人将承德称为“和合承德”。

但读懂“和合承德”四个字，还得
从康熙帝勘查规划、设计、建设承德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说起。据《清史
稿》和《热河志》载，康熙选择在热河
之地建设避暑山庄行宫和皇家寺庙
群，原因复杂。

首先，北方高寒民族怕热患痘，
住在北京城的皇族和各少数民族贵
族，每年端午至重阳需离京避暑，而
热河之地距京城只有 200余公里，群
峰环绕、清流叠翠，自古就是中原农
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贸易、文
化交流、政治往来通道上的咽喉之
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适自然可谓

“和”，事遵传统可谓“谐”。
其次，在满族推翻明朝入主中原

的斗争中，蒙古各部落铁骑立下汗马
功劳，清朝皇帝每年在热河一带举行

“会操”与“抚慰”活动已成惯例。为
此，1713年康熙在筹备庆贺六十大寿
时，以诸蒙古王公贵族上书为由，在
避暑山庄外东侧的武烈河东岸修建
了外八庙中的第一座寺庙——溥仁
寺，以作为庆寿盛会之所和蒙古王公
贵族礼佛之处。溥，通普，普遍、广
大；仁，指皇帝深仁厚爱遍及天下之
意。康熙在御笔题书的《溥仁寺碑
文》中阐释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朕思
治天下之道，非奉一己之福，合天下
之福为福，非私一己之安，遍天下之
安为安。”而在讲述修建避暑山庄和
溥仁寺的目的时则提及，“热河之地，
为中外之交，朕驻跸清暑，岁以为常，
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品味这些金
石铭语，无不折射着和合文化之光。

同时，清朝初期天下虽一统，但
生活在北部、西北部、西南部边疆的
民族部落时有叛乱发生，且沙俄等常
利用这种叛乱挑衅、分裂国土。威胁
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就是北部华北
平原连接蒙古高原的天然走廊，而热
河恰处这个自然走廊的中部咽喉。
康熙在此建造避暑行宫、设置木兰围
场，很显然有两个政治目的：一是加
强对边疆地区民族的管理与威慑，二
是构筑护卫京都的要塞与屏障。因
此清朝皇帝每年自端午至重阳都要
在承德驻跸半年之久，不仅召见接待

（含奖惩）蒙、藏、回、维吾尔、哈萨克
等民族上层人物、商议处理民族事
务，还率领皇子皇孙和文臣武将、各
民族首领，在木兰围场隆重举行“习
武绥远”和“秋巡”“围猎”等活动，用
恩威并施的策略维护民族团结、震慑
那些妄图分裂国家的民族分裂分子。

再有，制定“因其教，不易其俗”
的国策，使宗教信仰成为凝聚国家向
心力和巩固中央政权的精神力量。
这是康熙的政治睿智与高明，也是他
总结先祖经验和长期观察研究民族
问题症结获得的治国真谛。康熙借
庆祝六十大寿，蒙、藏等各族首领朝
觐之机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以通
合蒙藏民族之信仰，为我所用，来解
决中央与地方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
开创了清代以寺庙为载体的治国政
治活动先河。

回望历史，如果说谋划和创造性
运用宗教信仰解决民族问题的设计
师是康熙，那么将这项治国安邦之策

运用得出神入画的则是乾隆。康熙
建了两座寺，而乾隆建了十座寺，特
别是仿西藏最古老的山南三摩耶庙
而建的普宁寺、为安置蒙古达什达瓦
部而建的普佑寺、仿新疆伊犁固尔扎
庙而建的安远庙、仿北京天坛祈年殿
而建的普乐寺、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
的普陀宗乘之庙、为每岁蒙古诸部鳞
集瞻仰“宝相”而建的广安寺、仿五台
山殊像寺而建的殊像寺、仿浙江海宁
安国寺而建的罗汉堂、仿西藏日喀则
扎什伦布寺而建的须弥福寿之庙等
先后落成，诵经礼佛之声乐日夜回荡
在承德的碧空。由此，清政府在对边
疆民族的管理上由“武治”转化为“心
治”，巩固了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权，把
明末一度松散的蒙藏地区又重新统
一起来，实现了“边宁国安”，也造就
了二百多年的“康乾盛世”。因此，承
德便有了清王朝“陪都”和“一座山
庄，半部清史”之说。

二

查史究典，中国的城市与园林建
设，一般都是先筑城后修园。而承德
则相反，是先建行宫园林避暑山庄，
因避暑山庄需要提供各种服务保障，
才有了承德这个城市的出现和发
展。在《御制文三集》中，康熙回忆这
一史实说：“万几少暇出丹阙，乐山乐
水好难歇。避暑漠北土脉肥，访问村
老寻石碣。”由此可知，避暑山庄是康
熙在一片荒山野岭中亲自勘查选址、
规划设计的。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
在建筑布局与置景方式上要依自然
天地之势的构想与理念。

据《热河志》载，避暑山庄自康熙
四十二年（1703年）动工，至乾隆五十
五年（1790年）竣工，历经康熙、雍正、
乾隆三代帝王，历时 87 年。建成后
的山庄，占地 564 万平方米，整体建
筑布局分为前宫殿后苑景两大部分，
苑景区又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三
部分。由逶迤宫墙围定的山庄，以其
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东北平原区及
西高东低的自然走势，模拟了中国疆
域地貌形胜，使整个避暑山庄酷似中
国广阔河山的微缩模型镶嵌在承德
大地上。在这个模型中，康熙开湖
区、筑洲岛、修堤岸、造宫殿、建亭榭，
并选山庄中寓意深刻之处题名了三
十六景；乾隆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
模扩建，又增建了宫殿和多处精美景
观，也题名了三十六景，合称“康乾七
十二景”。这七十二景，堪称是集中
华建筑艺术精华于一园，荟萃全国名
园胜景于一地，尽显山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
想和文化底蕴。

其实，避暑山庄除了“康乾七十
二景”，还有许多单体、群体建筑，总
共 184 组。乾隆年间为收藏《四库全
书》在山庄内修建的文津阁，与北京
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沈
阳故宫的文溯阁一起，被誉为“皇家
四阁”。特别是在山庄整体建筑风貌
与置景方式上，帝王宫殿一改北京紫
禁城的宏伟高大与金碧辉煌，而借鉴
民居风格，内部虽由金丝楠木等名贵
木材立柱搭梁、雕刻装饰，外表却用
青砖砌墙、灰瓦罩顶，呈现一派朴素
淡雅景象；皇家园林也一改北京颐和
园的张扬奢华，依山势就水形点缀其
中。这种用意深邃、巧妙利用自然、使
儒道释相互为用的构筑理念，既是康
乾二帝打造自己勤政、俭朴、亲民形
象的写照，也是他们致力展现儒家

“君民同乐”“仁者乐山”和道家“追求
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鲜活
诠释。

研究避暑山庄的建筑，可以用
“景无虚设”来形容，虽然每一处都有
自己的个性与精彩，却都在服务着一
个共同目的，那就是“民族和谐，天下
一统”。其中乾隆题名的第一景——
丽正门，就很有代表性。避暑山庄共
有九座门，唯丽正门坐北面南、门上
起楼、下开三间门洞，虽为青砖灰瓦
砌就，却朱门铜钉、门前蹲雄狮，门的
对面竖有一座巨大的影壁，富丽庄
严，处处彰显着皇家的威势、气派和
神圣。门额的中央镶嵌着用整块汉
白玉制作的石匾，匾上用满、汉、蒙、
藏、维五种文字镌刻着由乾隆亲笔题
写的“丽正门”三个大字。由于此门
之内为皇帝驻跸与理政的宫殿区，

“朝臣启事，外藩入觐”，皆由此出入，
丽正门也被誉为避暑山庄第一门。

究“丽正”二字来历，源于《易经》
中“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
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
正”之蕴意。丽是动词，附着之意；
正，即国家、皇帝代语。乾隆给山庄
第一门赐名“丽正门”，便是表达他

“化成天下”的心愿。他期盼治国要
实现书同文、车同轨的天下一统的心
愿，也号召进出此门的文臣武将和各
民族首领、宗教人士共襄天下一统的
盛世。阅读门匾上的五种文字，仿佛
看到了各民族“车书恒此会遐方”的
繁荣和谐景象。历史虽过去三百多
年，今日拜瞻此门，仍能感受到它那
独特的文化魅力与高明的政治智慧，
而这一切又无不浸透着和合文化的
光芒。从这个角度讲，在“大一统”思
想指导下，由千姿百态的建筑物与自
然山水构成的和谐共融的避暑山庄，
堪称一座“和合文化大观园”。

游览承德，走出避暑山庄，最令
人关注的地方是皇家寺庙群，俗称

“外八庙”，实际是十二座寺庙，因地
处京城古北口之外，且其中八座寺庙
常年住有定额喇嘛，按月享受国家饷
银供给待遇，由清政府理藩院直接管
辖，而泛称“外八庙”。这些寺庙以巨
大的体量、堂皇的色彩和飞扬的态势
散布在避暑山庄外的东、北两面，有
的依山傍水巧妙利用自然风景地势，
有的用鎏金鱼鳞瓦或彩色琉璃瓦罩

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
派富丽堂皇景象。在建筑造型艺术
上，其殿、阁、楼、塔、台、亭、廊等集
汉、藏、蒙多民族建筑精华之大成，特
别是大面积使用黄、红、白、绿、黑等
色彩，在交相辉映中呈现各民族建筑
艺术融合之美。

参观外八庙的中外游客们，常提
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
盖得一片朴素淡雅，为啥外八庙座座
都修得金碧辉煌呢？讲解员的回答
是：这是政治与智慧。所谓政治，因
为每一座寺庙的修建都有特定的历
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关系着国家的长
治久安；所谓智慧，因为那些寺庙都
是清政府实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
其政不易其宜”民族政策的具象与演
化，其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建筑
本无魂，但若被建设者赋予特有文化
内涵与使命，便具有了神秘的感召
力。外八庙的宏伟壮丽与避暑山庄
的朴素淡雅，所形成的建筑风格与外
貌鲜明对比，既表明清代最高统治者
极其尊重和重视守护边疆的少数民
族与民族宗教信仰；又昭示帝王的谦
逊、俭朴、宽厚与仁慈。研究康乾二
帝这种润物于无声、征服于感恩的安
边治国方略，解决民族矛盾、处理分
裂的方法，增强民族情感和国家向心
力的举措，谁能不赞佩这种政治与智
慧的硕果呢！而在这硕果中，又处处
闪烁着和合文化的身影。因此，专家
学者们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称
为智慧与和合文化构筑的天、地、人
和谐共融的中华建筑奇迹。

三

用匾和碑铭志扬德、弘正鞭邪、
褒英倡道，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
并在历史沿革中留下许多动人的故
事。据《热河志》载，在避暑山庄 184
组建筑物中，由康、雍、乾等帝王题名
的匾额就多达 360 余处。其内容既
有阐明政治主张的，也有聚焦修身养
性、淡泊励志、敬老孝亲等方面的。
例如，避暑山庄的南墙有三座门，中
为丽正门，东为德汇门，西为碧峰门，
如果说用汉、满、蒙、藏、维五种民族
文字书写的“丽正门”三个字讲的是
政治，那么“德汇门”三字倡导的就是
做人的道德与品格，“碧峰门”则是崇
尚追求与自然和谐的赞语；若将这三

个门名称的文化内涵延伸相连，其含
义即只有品德高尚并懂得尊重自然
和兄弟民族的人，才能实现民族团
结、国家统一与强大。这是山庄主人
对自己和皇子皇孙、文武臣子的要求
与誓词，也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胸怀与志向的抒发。

和合文化是个多棱体。在参观
避暑山庄皇太后居住的“松鹤斋”和
康熙、乾隆读书的“万壑松风”时，人
们常被那些尊老、敬老、思亲、怀祖、
感恩的陈设和故事感动。据《御制避
暑山庄诗》恭跋中记述，乾隆有“奉慈
闱则微寝问膳之诚”，意思是说，作为
天下至尊，他不仅每天早晚到松鹤斋
向母亲问安，还常陪母亲用餐聊天。
由此可知，乾隆是个极其重视孝道之
人，常令那些虽为人子却不懂得孝敬
长辈之人羞惭汗颜。万壑松风殿曾
是康熙读书批阅奏章之处，也是少年
乾隆读书之地，乾隆触景生情，在《题
万壑松风旧书屋》时写道：“昔日恩承
仁祖处，今来又作抱孙人。”为永铭祖
父 康 熙 教 养 之 恩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1763年），他将“万壑松风殿”改名为
“纪恩堂”，并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中写道：“及从皇祖来避暑山庄，乃赐
居斯堂之侧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谓
万壑松风者，夙兴夜寐，日觐天颜。”
又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

“蒙皇祖恩，养育宫中，侍奉左右，扈
跸至此”等。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
祖父的恩育和教诲时刻铭怀于心的
深情，也道出了“为人君者必先为人
子”“百善孝为先”的至理哲言，从而
实现由“家和”到“国和”的宏愿。

如果说，智慧构筑使避暑山庄和
外八庙形成了和合文化建筑奇观，那
么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中的匾额、碑文
等又形成中华各族文化的精神和合
奇观。由此造就的强大文化氛围与
文化气场，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能
感受到民族团结才有力量、国家统一
才能幸福。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
序》中总结营建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
寺庙，实施民族怀柔政策的成效时
说：“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
巩固之业。”专家学者们以此史实，将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所呈现的和合
文化奇观，誉为清代康乾盛世的文化
堡垒、政治堡垒和宗教堡垒。

站在时代桥头审视承德避暑山
庄及周围寺庙所蕴含的和合文化，可
以说避暑山庄因“和”而建，外八庙因

“和”而修；外八庙的每一座建筑及其
背后的故事都是清政府努力实现“和
合”的历史见证，而避暑山庄的建筑
与设置都是为实现民族和谐及国家
长治久安服务的。回顾历史，政治家
的智慧使热河的一片荒芜之地成了
大清王朝北部的军政要塞和国家陪
都，从而给承德和中华民族留下了深
邃而厚重的和合文化财富。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面对世
界的大变革，今人应借鉴历史经验，
书写和合文化理念的新篇章，于和谐
中求发展，合作中求共赢，让中华智
慧造福全人类，让中国历史经验成为
推动全世界和平、和睦、进步、发展的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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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承德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修身、睦家、治国、安邦的法宝。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和合文化创造
的奇迹不胜枚举，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并至今有着现实意义的典范，当属康（熙）乾（隆）时代在河北承德修建的避暑
山庄及周围寺庙。

这片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群，既是集中华古代造园艺术精华之大成的作品，也是康乾盛世政治思想和
治国方略的结晶。在《清史稿》中，它被称为清代帝王的“行宫”“夏都”和“陪都”。在这里，政治家看见政治，军事家看
见军事，历史学家看见历史，艺术家看见艺术，宗教人士看见宗教，游客陶醉于奇山秀水和古建筑的神秘辉煌。而和合
文化，则是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最深邃的政治内涵与文化价值的精华所在。

□郑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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