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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晚，慕思全国巡回音乐之旅西

安站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火热开唱，除重

磅特邀嘉宾许巍外，西安本土乐队——南门

乐队的原创歌曲《十三朝》同样震撼人心。“吼

一声秦腔，尘土飞扬，八百里秦川，盛世汉唐

……”充满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的歌词，气势

磅礴的伴奏演唱，让观众们牢牢记住了这支

从西安城墙门洞下走出的乐队。

“南门乐队便是演出新业态的一个缩影，人

与时空的距离正被无限拉近。”陕西实验话剧院

院长、西安外事学院艺术中学主任邓立鹏说。

演艺新空间的重塑与延展

登上“黄金时代号”游轮式剧本空间，体

验演出串联和互动设计的剧本杀《海上倒计

时》；在全实景搭建、充满梦幻氛围的钢琴音

乐厅里看一场沉浸式音乐剧；再到 Stage One
音乐戏剧酒吧喝一杯“夏洛特烦恼”“独行月

球”……2022 年底，由开心麻花全新打造的

“花花世界”演艺新空间在北京开业，瞬间吸

粉无数，不少戏剧爱好者慕名而来，“一站式”

体验戏剧带来的“花式快乐”。

开心麻花联席总裁王亮表示，演艺新空间

有三个特点：一是打破传统剧场空间的限制，

在各种花式空间里都可以因时因地去编创内

容；二是打破“你演我看”的传统观演关系，强

调演员和观众的互动；三是打破演出与其他业

态的壁垒，边吃边看、边喝边看，用戏剧+商业

的跨界融合，创造更丰富的文娱新体验。

而随着演艺新空间概念的泛化，在全国

各地都能见到各种形式的演艺新空间。在云

南，以浪漫闻名的大理古城，有小酒馆一条

街，与来驻唱歌手共同形成特有的演艺新空

间；在北京，通过新场景的营造，老天桥的演

艺形态在新时代回归，出现了部分现象级的

表演剧目；在天津，火爆一时的狮子林桥跳水

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演艺标志和符号，不少游

客坦言：“为看大爷们跳水而来。”

据统计，仅 2023 年上半年，全国小剧场

和演艺新空间的演出场次超过 10万次，观众

人数超过 800万，其场次占比超过 70%以上。

沉浸式成为新的潮流与范式

“公子、姑娘，我们就从这里进入长安城

了，见到诸位大人，记得行这样一个叉手礼。”

10月 10日，来自北京的游客李易辰带着女朋

友来西安游玩，在汉服店换上唐装后，他们首

站便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一进大门，

打扮成许鹤子的伴游师便吸引了他们。

而在这里，消费可以将现金换成唐朝的

开元通宝。在街区，随处可见被簇拥着游街

的花魁、游商的声声叫卖、荔枝道上扎着辫子

的丫头、推着炭柴的卖炭翁，在福街还会偶遇

眉目传情的大家闺秀与俊秀书生……

“感觉穿越了，各种人物是灵魂，步入其

中还有‘移步换景’之感，上元安康踏歌台是

流光溢彩、华美无双，丽人街又充满市井烟

火、民生百态，胡风区则是异域风情。”李易辰

激动不已。

“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游客一

进入街区，被场景与演艺的视觉、听觉效果吸

引；随着深入街区，又会成为参与演绎故事与

互动的体验者；在游历街区后，最终成为与唐

文化共鸣的融入者。”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

文化大使李媛媛说。

据统计，双节假期，该街区累计接待游客

6.4 万人次，游客量同期增长 30%，营业额同

期增长 105%，出现了“一票难求”。

25 年前，清明上河园以宋代的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作为最大的 IP，所有员工穿上

宋代服装，围绕宋朝进行沉浸式演艺和实现，

去活化和贴近历史。如今，此类沉浸式演艺

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江西吉安后河以桥

为引，以船为媒，有序布局了“九鲤化龙”等八

大沉浸式光影场景；针对三星堆文物举办的

三星堆青铜奇幻森林沉浸式夜游、“古蜀丝

梦”国潮大秀等活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实

现活动受众人群覆盖 8亿人次；目前，陕西咸

阳也在全力打造“秦时明月·梦回咸阳”秦文

化城市夜游文旅项目……

邓立鹏表示，这种新的演艺形式，打破了

剧场、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壁垒，通过与观众互

动、带着观众沉浸其中，让彼此融入一个共同

的景和境，以突破空间和叙事的手法，表现出

一种更加开放、多元、创新的特点，展示出其

独特的内容。

内容创作让新演艺迸发活力

在山西晋城，拥有 350 年历史的正乙祠

戏楼被称为“中国戏楼活化石”，梅兰芳等知

名戏曲艺术大师都在该戏楼上表演过。如

今，正乙祠戏楼的戏曲表演，却出现了观众以

年轻人为主的现象。

原来，随着北京启动“会馆有戏”文化品

牌建设，北方昆曲剧院负责运营正乙祠戏楼，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该戏楼举办了重张曲目

的活动。随后，针对年轻的观众群，北方昆曲

剧院在正乙祠量身定做了各种不一样的剧

目，如《牡丹亭》《长生殿》等，又根据其得天独

厚的演艺空间，舞台上中下有三层的演艺区，

打造了集戏曲公讲、专家讲堂以及下午茶赏

等一系列的文化体验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年轻

观众，深层次地感受到‘会馆有戏’所带来的

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北方昆曲剧院院

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杨凤一说。而针

对传统剧种，杨凤一坦言，无论一个剧种，或

者一个剧团，最重要的是出人出戏出精品。

而对新演艺的内容创作，邓立鹏坦言，一

方面，观众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

人”，以满足其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而且

低投资、演出节奏快、碎片化的演出更利于传

播和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催生着一种新的

行业，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

式。但另一方面，内容创作需谨慎，好的演出

内容必然包含着对艺术严谨性的追求，其作为

一种精神产品，要能够启迪人的思想，为观众

带来一定思考，因此，要警惕泛娱乐化、迎合性

文化对人才培养的不良导向，以防止低门槛、

快餐式、碎片化内容对文化生活的蚕食。

阅 读 提 示

李娜

每一年的虫草季，罗小琴便会和当地牧

民展开一场孩子争夺战，挨家挨户地做思想

工作，漫山遍野地找孩子。

她拿着地球仪现身说教：“这世界上，除

了草原还有大海，我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

我到过祖国的最南边——海南，那里的海水

是热的。为什么我能知道这么多，为什么我

能走得这么远，是因为我读了书，上了学，是

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孩子们的眼睛里满是新奇和期待，就这

样，她一遍一遍地反复讲，一趟一趟地来回

跑，一年、两年、三年，终于让他们明白了“最

好的虫草在课堂上，在书本里”。

身量小小的小琴，给我大大的震撼。

作为驻村干部的她，工作地点在阿坝

州金川县阿科里乡，那里平均海拔 4300米，

是阿坝州海拔最高的乡政府，年平均气温

仅 3.3 摄氏度。前几年的阿科里，没有自来

水、没有手机信号，通往外界的只有一条坑

洼不平的机耕道，全年除了冬季就是大约

在冬季。

我生长在东北，寒冷是体验过的，但高

原上缺氧缺资源又语言不通的状况，每每去

到那里采访还是会让我感觉头疼。而这里

女职工们却如同朵朵格桑花般坚强绽放，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

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高原精神。

知识改变命运、阅读改变人生。这话对

于雪山脚下的人来说，是从未改变的真理。

在这里，读书不是件小事，书中的文字是通

往山外面的路，是丰沛人生的养料，它是希

望，是力量。

对于这里很多人来说，阅读曾是一件特

别奢侈的事情。每周几块钱的生活费，需要

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学校……课堂上的书

本，已是不堪重负的家庭能够给到的最好的

“读物”，读课本之外的书更是生活中难能的

光亮。而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择并不能直

接产生效益的阅读，每一本书、每一个字便

都不会亏待读了它的人。

《父亲和母亲的年轮》是阿坝州本土作

家卢燕今年刚出版的新书，书中记载了她

童年的阅读记忆：母亲不认多少字，但总是

在劳作过后坐在窗前捧起一本类似《故事

会》的读物，那本已经褶皱泛黄的书，成了

卢燕对文字向往的开始。于是，她在这些

泛黄褶皱的文字的指引下，敲响了山外边

世界的大门。

“纷繁又充满惊喜的世界，丰富又多样

的情感，竟都能装进薄薄的书本之中，这种

体验特别美好！”“没有文化，却培养了能写

书的女儿和能教书的儿子，母亲的韧性不一

般。”站在主题阅读分享的舞台上，罗小琴、

卢燕对阅读的情感真诚可亲。

这样的故事在阿坝州很多很多。 最是

书香能致远。借助一本本书，雪域高原上女

职工叩开了一扇扇大门。

一个女职工阅读，便带动了她的岗位、

她的家庭、她的朋友圈，她们如绽放的格桑

花儿，为这片土地带去书香阵阵。于是阅读

就像高速公路带来坦途，像网络直通“天外

天”，深刻地改变着雪域高原。这是阅读的

力量、是女性的力量。她们在书中看到万千

世界与一叶菩提，她们自强不息的经历也是

值得写进书里留给孩子们阅读的故事。

阅读，像格桑花儿一样绽放

投资低、节奏快、碎片化的演出为年轻人提供了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演艺新业态:人与时空的距离正被拉近

抗美援朝题材作品集中涌现抗美援朝题材作品集中涌现
王彦霞

抗美援朝题材作品以其热血的保家卫国战争和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备受观众青睐。从早年的经典电影《英雄儿女》

《上甘岭》《奇袭白虎团》到近年来的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冰雪尖刀连》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侦

察英雄》《上甘岭》，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一直备受关注。

2023 年，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抗美援朝作品更

成为荧屏大热门，集中涌现，通过一部部作品展现着抗美援朝

题材的艺术魅力和时代价值。

《跨过鸭绿江》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

朝战争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唱响了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的英雄赞歌；《侦查英雄》首次将视角对准侦察兵，从不一

样的“特种部队”角度切入，体现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

多气少”。《冰雪尖刀连》则创造性地以连队视角讲述了抗美援

朝期间“钢七连”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战争故

事。剧中，伴随新兵伍万里的个人成长，代入式展现了“钢七

连”作为尖刀连完成重要战斗任务的整个过程……这些抗美

援朝题材剧以各自的视角和叙事手法，回顾战争，讴歌“最可

爱的人”，都在用作品去追问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我们为何

而战？为何能赢？

《冰雪尖刀连》以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感人的故事

情节，铿锵回答了这两个“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

该剧改编自兰晓龙长篇小说《冬与狮》，以小见大，以人见

史，通过人物性格的刻画呈现这场战争，树立了“狮子是不属

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的英雄气概，并且创造

性地以连队视角震撼讲述了抗美援朝期间“钢七连”战士的种

种英雄壮举。该剧以人为主线，以连队视角审视战争全貌，生

动塑造了伍千里、伍万里、梅生、布认命、平河、雷公、余从戎等

有血有肉、极富个性的中国式英雄群像。伍千里带领的钢七

连是志愿军的缩影。他们为了和平，为了祖国的安全和人民

的幸福生活，为了太湖边的爹娘，为了家乡的妻女，为了那萌

芽的爱情，为了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毅然奔赴朝鲜战场。

同样，该剧叙事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为何而战、因何而

战、为谁而战”的思想主题逐步呈现。新兴里之战、半山宅之

战、穿插长津湖、激战死鹰岭、抢炸水坝桥……每一个战役都有

每一个的残酷。该剧特点之一在于开篇没有直接交代战争情

节，而是用数集篇幅讲述了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把伍千里回

乡探亲、梅生转业回上海、七连的驻训生活等故事娓娓道来，重

点描摹了新中国的城市、乡村、军营周边状态，全景式展现了新

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随着叙事视

角逐渐转向了军人群体，视听语言风格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带

来了新的审美感受，逐步展现了这场战争的严酷性，用钢七连

战士告别爹娘、妻儿和爱人紧急开拔，奔赴异国战场，诠释了

“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我们不是主动去打，而是被动的”。

从父亲伍十里到儿子百里、千里、万里，伍家人的人生寄

托了该剧“我们要去哪里”的主题，他们的名字组在一起，让路

越走越远，越走越长，而这样的中国家庭选择和奉献的正是这

场战争我们缘何能赢的原因所在。

演艺新业态由部分演艺爱好者组成，以街头巷尾、公园广场、文化街区为舞台，注重与

观众互动，凭借无数地方片段、印象、感觉，通过创新的演出形式和参与式的节目安排，让

观众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演出的魅力，已渐渐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方式。

弘扬徽墨文化 传承非遗技艺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是皖南地区规模最大

的徽墨工厂。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多年来，墨厂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开设非
遗制作技艺班，教授徽墨制作，培养年轻的从业人员，同时也
不断更新技术、创新产品，通过研学游、直播、电商等推介方
式，将徽墨推向世界。图为制墨工人在查看通风晾墨。

樊成柱 摄/人民图片

《乡村产业跨界业态》出版
本报讯 由浙江省乡村经济专家靳丽芳与跨界型的乡村

产业案例专家梁辉合著的《乡村产业跨界业态》一书，日前由

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 8 章，31 万字，以国内外乡村产业业态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各种业态的深入分析和解读，创新性地构建“概念

认知+实践案例+方法论”的乡村产业融合业态的逻辑分析框

架，厘清了乡村产业跨界融合业态发展的“100 个可组合要

素”“5大跨界融合模式”“7个商业开发要点”的理念内涵和实

操要点，展现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

该书详细描述了 6 大跨界业态的特征和具体运作方式，

案例大多具有商业属性，能够为读者提供发现新的商业模式

的启示。读者可以通过书中的百余个案例，了解不同业态在

乡村产业中的应用和成功经验，掌握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关

键要素，比如市场需求、资源禀赋、政策支持等，启发具体乡村

产业跨界业态的落地实践。 （再青）

刘江滨散文集《地上的云朵》问世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刘江滨散文集《地上的

云朵》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分为人间有味、飞鸿雪泥、橙黄橘绿三辑，辑名皆源

于苏轼的诗句。在各篇散文中，有对现实的书写，有对历史的

描摹，也有对现象的思考，文笔清新雅致，语言生动准确。书

中引经据典，包含知识性与趣味性，文化气息浓郁，充分展现

了作者浓厚的家国情怀、故土乡思以及生活热情。作者的散

文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其中的“文道”“文理”不是

空洞说教，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给读者以深刻启发。该

书配有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建东所绘插图，封底扫码可聆听全

国金话筒奖获得者纪青云的精彩朗读。 （文艺）

日前，“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国
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
幕。作为北京国际摄影周“时代精神与国
家形象”主题板块，本次展览集中呈现新时
代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各地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举措。

该展览集中展示了200余家中央和省
地方主流媒体的 200多个摄影版面和 300
余幅新闻图片。其内容涵盖了经济科技、
重大工程、交通运输、乡村振兴、民族团结、
民生保障、文体旅游、生态文明、社会生活、
国际交往、国防建设、和平发展等 10多个
领域。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在京开幕

图为观众正在记录开幕式。

图为观众正在观看图为观众正在观看《《工人日报工人日报》》参展的新闻摄影版面参展的新闻摄影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