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 评艺 评G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文化新闻文化新闻4 责任编辑：苏墨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2021年 8月 22日 星期日

继春节《唐宫夜宴》爆火之后，河南

卫视似乎找到了打造优质文化节目“秘

籍”一般，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中国传统佳

节，《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端午奇

妙游》等节目接连“爆红”，特别是《唐宫

夜宴》里古灵精怪的“唐宫小姐姐”，《洛

神水赋》里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

神”……这些惊艳的荧屏人物，更是在年

轻观众中获得好评，实现了文化节目从

“清流”到“潮流”的跨越，火遍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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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昂

“轮船招商局是外滩哪一栋建筑？我完全答不上来，

只好打 110问我的同事，因为有困难，找警察。”这段话来

自《脱口秀大会 4》的舞台，说话人是黄俊，他是上海市公

安局黄浦分局的一名交警。诙谐幽默的段子，不仅让观

众了解了交警的工作日常，也接受了交通安全科普，寓教

于乐，这样的表现，不仅赢得了场上“领笑员”和现场观众

的一致好评，也在网上赢得了赞誉。在讲完脱口秀后，黄

俊回到了外滩继续执勤。

近一段时期，不断有职工登上网络综艺舞台，在展示

自身才华的同时，也让社会大众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了

更多兴趣。

同样登上脱口秀舞台的汽车企业工程师赵晓卉，以

“车间女工”的人设讲述车间里的故事，“我的叉车，只有

晓卉能坐”；《乐队的夏天》里，盘尼西林乐队的键盘手麻

昊宁则是一名骨科医生，在其所在医院的宣传片里，已经

为他打上了“盘尼西林乐队”的头衔；穿着格子衫的程序

员“子寅”，在《奇葩说》的辩论场上讲述着“码农”的酸甜

苦辣，下班回消息“只有 0次和无数次”。

这样的讲述，是有意思的，也是有意义的，不仅能够

让社会大众了解这些职业，尊重这些职业，关注他们的工

作和生活情况，也能鼓励更多有才华的职工愿意走上舞

台去展示。

有人会说，网络综艺追求流量效应，职场人走上舞

台，说出来的梗多是吐槽，是否不妥？非也。适度的吐

槽本来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调剂，引人发笑的吐槽更是

透着积极向上，这些吐槽的背后则有着他们对工作和生

活的乐观心态。他们“破圈”玩文艺，并没有耽误本职工

作，反而让人生多了一抹亮色，在一展当代职工风采的

同时，也让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认同。从这些“破

圈”者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青年职场人丰富的精

神世界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向往。笑对人生，本来也是一种豁达。

多说一句，当越来越多的职场人直面聚光灯，无惧网

络平台，讲述自己的劳动故事且收获掌声与共鸣时，文艺

创作者也要思考，要深入到劳动者之中去，方能抓到真正

能引起大众共鸣的“活鱼”。

职工上综艺,
有意思也有意义

北大红楼接待个人预约参观
近日，位于北大红楼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

念馆基本陈列“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
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观众
可在“北大红楼”微信公众号预约。另外，根据北京市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北大红楼限流
比例调整至60%。

赵雅丹 摄/中新社

3030 分钟的分钟的《《七夕奇妙游七夕奇妙游》》上了上了 6969 次热搜次热搜

依托文化“奇妙游”每逢佳节倍“出圈”依托文化依托文化““奇妙游奇妙游””每逢佳节倍每逢佳节倍““出圈出圈””

8月18日，北京，中国美术馆内，孩子
们在大人的带领下欣赏美术作品。暑假
期间，不少博物馆、美术馆成为了青少年
打卡度假的好去处。一位家长表示，趁着
暑期和孩子一起逛美术馆，不仅拓展了视
野，也是一项很好的亲子活动。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美术馆里度暑假

三个招牌打造特色文化宫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8 月 13 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的前

夜，伴随着绚烂的英仙座的流星雨划破天际，

河南卫视《七夕奇妙游》如约而至。

30分钟，6个节目，69次热搜，《七夕奇妙

游》中的各种细节引得大家争相讨论。没有

意外，河南卫视再次“出圈”。

6天6夜打造“出圈”力作

一道金光照来，古老佛像被“唤醒”，衣裙

飘逸间，飞天自空中飘落，幻化分身无数，与

之一同前来的，还有孔武的金刚……作为开

场节目，舞蹈《龙门金刚》惊艳亮相，成为《七

夕奇妙游》妥妥的“C位”。

这个节目实景拍摄用了 6天 6夜。

“七夕的元素里有星空宇宙，我们在确定

以龙门石窟作为拍摄题材时，最早是想到了

飞天。”但在和专家交流后，节目组发现，以往

的文艺作品中，龙门石窟里伎乐天形象比较

多，威武的金刚形象却很少见。

“金刚有守护、正气的意味，在七夕这个

节日里，和飞天进行结合，是力量与浪漫的一

种结合。”《七夕奇妙游》总导演路红莉说。

“不过我们在具体拍摄的时候，又遇到了

难题。”据路红莉介绍，雕刻艺术中金刚形象往

往比较富有力量感，但由真人演绎时，就不太

可能有那么夸张的肌肉线条。路红莉特意对

舞蹈演员提出要求：“动作要利索，要‘硬’！”

“我们每一个造型定格时，这个体态在龙

门石窟中都可以找到原型。”负责《龙门金刚》

节目的导演李永明说。

整场舞蹈中，最让人惊叹的莫过于龙门

石窟着色复原的场景，神圣的气势带来无比

震撼的视觉冲击力。

“书上只有对龙门石窟的描写，而当‘它’

真正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能被这艺术

瑰宝的魅力所震撼。”路红莉介绍，为了达到

最真实、最般配的颜色视觉效果，节目组请来

了专家，了解石窟原貌，根据龙门石窟的研究

成果，以数字技术将石窟进行了着色复原，赋

予文化遗产以新内涵、新意境，才最终有了这

么惊艳的效果。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优秀文化节

目的成功，离不开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做

到传统与现实的相融相通，同时也要做到创

新表达、科技赋能、跨界合作。”

七夕，不止浪漫和爱情

“我们在做节目策划的时候，就一直在思

考，七夕节来源于哪儿？”节目执行策划程万里

说，最早对于七夕节的认知，是古人对星空、对

宇宙的好奇，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因此，节目组想多层次挖掘七夕的文化

内涵，从而赋予这个节日更加宏大的格局，进

而讲好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

沿着这个思路，主创们将“故事”定位在

2035 年女宇航员唐小天的一次神奇时空旅

行上：她回到唐朝，来到洛阳，结识了医药世

家出身的唐小竹和说书艺人唐小可，并在她

们的带领下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七夕节。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饰演花木兰的凌

云。她正是疫情期间因扔垃圾顺便练功的短

视频而走红的女孩。《七夕奇妙游》另一名总

导演李鹏说，节目展示了她那个经典的腾空

动作，也是希望人们在面对眼下的困难时，要

有这种精神劲儿。

“‘她力量’的崛起，让女性人生有了更为

丰富多彩的可能。”路红莉说，正因为这种共

同的文化传承和记忆，才能让大家了解到节

目里想表达的各种意蕴，才能引发共鸣，“这

就是文化自信”。

那些藏在节目中的动人细节

8 月 13 日播出之际，正是“英仙座流星

雨”流量最大的时候，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达

到 110颗以上。

“多么美妙的巧合！”李鹏说，正因如此，

《七夕奇妙游》才敲定了这一天播出。

在最后一个节目《夜空中最亮的星》中，

流星划过天际，唐小妹手摘流星，打开双手却

变成了一朵黄色的菊花。

“泪目！节目组用心了，没有忘记那些被

暴雨带走的生命。”节目播出时，那场罕见的

大暴雨带来的阴影还未完全淡去，因此，这朵

黄色的菊花在画面上出现时，不少网友眼泪

瞬间“破防”。

程万里说，这个节目并没有在原拍摄计划

中，是所有节目制作临近结束时，节目组临时

创意策划的，希望用这个节目表达一种情感的

寄托，里面藏了一些动人的细节，“对于近段时

间河南的遭遇，我们总得做些什么”。

“进度条要撑不住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开唱时，直播网站的很多弹幕都这样提示。

“现在上天下水都有了，后边还有中秋、

重阳及春节，还能做些什么呢？”观众期待河

南卫视中国传统节日系列节目，不仅能“火一

阵”，还能够“一直火”。

路红莉表示：“从创作内容上来说，中原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它的厚重足以托

起节目的内容。不仅是河南，整个黄河文化、

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太浩瀚了，它能给你

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七夕奇妙游》的再次“出圈”，又一次证

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说到底，这是

观众审美水平日益提升后，对传统文化越来

越认可。”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王

仁海说。

广东举办“传薪火·赠红书”活动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为给园区职工提供更多红色精神食

粮，近日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与广州番禺区天安节能科

技园党委联合开展“传薪火·赠红书”活动。

天安节能科技园有办公企业 1566 家，从业人员 3 万多

人。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向职工捐赠《沧海英雄——八·

六海战钢铁战士麦贤得人生纪实》等一批红色书籍。广东南

方红色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党史专家王国梁讲授党课。

据悉，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主管，由党史军史、近现代革命史等专家为主组成的省

级非公社科研究机构。

村里来了志愿者
8月10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

务中心的文化志愿者走进该区后桃花村，开展广场舞培训、
疫情防控知识宣讲、垃圾分类知识互动、读书分享会等志愿
服务活动，把惠民、为民、乐民、爱民、亲民的文化大餐送到了
村民家门口。

丁根厚 摄/人民图片

节目《夜空中最亮的星》剧照。 节目组供图

本报通讯员 张翟西滨

职工美术馆、《职工文艺》和职工文化艺

术创作创新工作室，这是陕西省咸阳市工人

文化宫三个特色文化招牌。

以文化宫、文化人、文化事，提升精神动

能、汇聚磅礴力量。这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

创办职工美术馆 尽展职工文化

2014 年 10 月，作为曾经荣获“全国示范

工人文化宫”的咸阳市工人文化宫腾出文化

宫条件最好的职工文化大厦 10层办公区域，

创办了全省首家 700 余平方米的职工美术

馆。整个展厅设施设备达到了标准化美术馆

的要求，一次可展示 160多幅书画作品。

“腾了办公楼、火了美术馆，一个展览接

着一个展览。我们职工美术馆不单是书画展

厅，还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职工文化活动中

心。”美术馆负责人李伟说。

美术馆团结吸纳了一批市域“文化工匠”

和从事各门类艺术创作的积极分子。7 年

来，天天有人气、月月有展览、年年有业绩，举

办大型展出活动 120 余场次，累计接待观众

达 20余万人次。

4 月 14 日，美术馆举办题为“‘永远跟党

走’老职工赴延安写生汇报展”，共展出 22位

作者的《延安颂》《黄河颂》等百余幅赴延安写

生作品。其中有 10余位是 70岁以上老者。

“我们这个写生创作团队，在延安实地采

风期间，深入生活、亲近自然，几乎饱览了所

有红色景点。在陕北佳县的郝家墕乡逗留期

间，与当地群众互动交流，大家水乳交融、亲

如一家。”耄耋之年的秦晓霞动情地说。

办好《职工文艺》情系职工文化

“一本《职工文艺》，一个文化宫符号。”

“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艺》，崇尚职工写、写

职工。”这是咸阳职工文学创作者的口头禅。

《职工文艺》编辑阎美明娓娓道来：“期刊

主要面向全市‘没名气、没运气、没才气’的职

工业余作者，让其文艺作品‘过渭河、进西安、

出潼关’。它犹如磁铁一般吸纳数千名本地

和外埠职工作者踊跃投稿。咸阳不少大手笔

的工人作家，每每谈起个人成长史，皆会情不

自禁眷恋与《职工文艺》的情愫。”

笔者拜读到《职工文艺》创办者、今年 86
岁的费宏达先生大前年发表在《职工文艺》上

的一篇卷首语“从王海的写作说开去”。文中

表述：“我相识了许多文人墨客，结交了不少

文朋诗友，其中就有 4400 厂的王海，让我不

能忘怀的是他把自己习作捧来给我诵读，在

文学青年中此情此景罕见，何况不大的办公

室还有两三个不熟悉之人在场。在我看来，

他热衷职工文学又极想突破自己，多么难能

可贵。”如今,王海已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先

后出版多部长篇小说。

据悉，从这里走出的百余位职工作者已出

版著作200部以上。

打造创新工作室 书写职工文化

“专门腾出一幢三层小楼作为‘职工文

化艺术基地’，组建成立‘职工文化艺术创作

创新工作室’，下设音乐舞蹈、书画篆刻摄

影、文学艺术、壁画民俗等 19 个门类的工作

室。”文化宫职工文化艺术基地负责人郑敏

如数家珍。

工作室共吸纳本地著名书法家、画家、作

家陈天民、文军、成中艾、杨焕亭等多位有影

响、有实力、有成就的领军人物入驻。文化宫

每天有专人管理服务，并经常举办主题笔会、

作品研讨会和各类艺术作品展。

职工书画创作创新工作室书画家成中艾

利用大半年时间不间断走访本市企事业单位

和劳模家庭，先后为赵梦桃、王保京、梁增基、

呼秀珍等 10余位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人物

画像。成中艾说，通过手中的彩笔画劳模、展

劳模，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赞劳模、学劳模。

“我守着你，你望着我，你问我有没有后

悔过，心里的话悄悄对你说，咱的胸膛火一样

炽热……”这首由音乐创新创作工作室原创，

弘扬戍边卫国的英雄赞歌《战士与界碑》

MV，7月 30日首发后迅即被多家媒体平台转

发播出。

文化宫副主任王伟介绍道，职工音乐创

作创新工作室新近推出原创歌曲《劳动模范》

《马海尔莎》《战士与界碑》《牵挂》等 5首 MV；

职工文学创作创新工作室推出少儿国学《小

号手》《山道弯弯》、纪实作品《“梦桃精神”传

人们》等 4部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