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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园的形式展现长江文化，通过文旅

融合带动更多老百姓进入文化遗址，感受文

化氛围，增进文化自信。”重庆市文旅委副主

任幸军日前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重庆全域正加快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重庆段）建设，而郑渝高铁的开通，将产生重

要推动作用。

今年6月开通的郑渝高铁，将沿线的万州

天生城遗址、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巫山大

小三峡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景点串联起来，形

成新的热门旅游线路。铁路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郑渝高铁已搭载乘客近200万人次，为长江

三峡文旅融合提供了新客流、新机遇。

让三峡文化走向全国和世界

万州是长江沿线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是

承担三峡移民任务最重的区县，在江南新区，

一幢造型别致的三峡移民纪念馆格外醒目，

这是全国唯一一座为纪念三峡工程百万移民

而修建的专题性纪念馆。一件件意义不凡的

实物，记录着一个个令人动容的移民故事。

纪念馆讲解员何江霞，是三峡移民文化

的见证者，至今还记得 14 岁那年，跟随父母

送别姑妈一家外迁至上海的情景。现在做三

峡移民精神传承者的她，每当讲起移民和移

民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的故事，都会情不自

禁地流泪。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三峡移民纪

念馆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重庆三峡移

民纪念馆馆长岳宗英说，郑渝高铁的通行，必

将促进三峡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的互

动交流。

“三峡移民纪念馆仅是三峡文化园的一

个组成部分，这里荟萃了三峡文化精华。”万

州区文旅委规划产业科科长牟静说，三峡文

化园以展示“三峡文化”为背景，从古至今构

建四大序列景观，汇聚演绎、歌舞、文化、艺术

等多元化元素，让三峡文化走向全国和世界。

构筑“三峡文化”旅游新格局

乘坐郑渝高铁从郑州出发，神农架一闪而

过，小三峡转瞬即至，这就是风驰电掣的感

觉。不少游客戏称实现了“千里郑渝半日还”，

早上在郑州喝碗胡辣汤出发，中午就可到重庆

逛洪崖洞、烫老火锅。

“巫山的峡江风光很有地域特色，和中原

地区地理地貌有很大不同。以前就想来，但坐

汽车不方便，现在坐高铁3个小时就到了。”带

着家人在重庆巫山游玩的郑州市民邹先生这

样对记者说。

郑渝高铁从黄河到长江，从先秦到唐宋，

跨越时空，古今交融，这是一条诗词之路和人

文之路。沿线旅游文化资源丰富，仅重庆境

内，沿线就分布了夔门、白帝城、张飞庙等众多

著名文化景点。过去，游客前往这些景点，都

是自驾游或坐船游，舟车劳顿，让不少人望而

却步，便捷的交通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纽带。

多次来渝观光的河南周口游客赵先生坦

言，过去水路游三峡更多看到的是自然风光的

壮美，而高铁班次众多，不用担心行程，每个地

方可深度感受文化的魅力。酷爱历史文化的

他对三峡地区的栈道、纤道以及石阙、摩崖诗

文题刻格外喜欢。

“巴蜀地脉、长江水脉、古城文脉……作为

长江三峡起点的奉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从先

秦时期奉节便是夔国所在地，音乐始祖夔创造

出了雅乐文化的最高峰。”奉节三峡之巅景区

管理科科长肖辉龙说，景区以夔音为文化主

线，以夔鼓广场、四望神坛和九歌乐坛为核心，

打造了“音乐朝圣之地”，让游客在登临三峡最

高峰的同时感受传统礼乐文化，也为“中华诗

城”赋予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忠县皇华城踞岛围城、环江为壕，既是宋

度宗潜藩升府，又是唯一的孤岛型宋元（蒙）战

争山城，“一城、一府、一帝”的历史地位赋予了

其别样的历史文化底蕴。

忠县县委书记江夏说，该县正加强对岛上

历史遗存的挖掘、保护、修缮，最大程度体现历

史风貌，保留历史韵味，将文化融入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在人文叙事、考古体验、农耕文

化体验中讲好文化故事。

展示三峡文化的内涵及魅力

今年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涉

及13个省区市，其中长江重庆段达691公里。

“天生城遗址是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重庆段）的重要节点，也是为数不多的位于城

市核心区内的古代战争遗址。”重庆三峡移民

纪念馆文物保护部主任李力说，天生城遗址作

为南宋末年修筑的抗蒙（元）古城址，是与合川

钓鱼城、云阳磐石城、奉节白帝城等同时期修

建的城址，共同构筑了当时的山城防御体系，

大遗址公园保护修缮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已完

成大半工程量，预计2024年对外开放。

重庆涪陵城北长江段，江面 40米之下的

白鹤梁，自唐广德元年，古人在梁上“刻石记

事”记录长江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

志是三峡库区四大“国宝”文物之一。经千余

年延续，形成 160 余幅、3 万余字的“水下碑

林”，被誉为“世界最古老的水文站”。

“为了让后人可以看到先人留下的石刻真

迹，专家在水下为石刻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保护

罩，调节内外的水压，保证石刻可以原原本本

地展现在参观者的面前。”重庆市涪陵区博物

馆馆长黄德建说，白鹤梁题刻在科学、历史和

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是当之无愧的

“中华瑰宝”。

幸军表示，三峡后续文物保护深化了长江

文化保护传承，重庆正推动建设三峡考古遗址

公园群，将奉节白帝城、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

城等考古遗址联合打造成大遗址旅游群落。

与此同时，重庆沿长江区县已打造出一批

集中展示“新三峡”文化的窗口：涪陵区将白鹤

梁“石鱼出水兆丰年”等文化元素融入农民丰

收节活动中，万州则将川江号子融入文化演

出，“诗城”奉节依托厚重的诗词文化打造实景

演出“归来三峡”，巫山推出的《三峡之光》，将

巴蜀文化、巫文化、神女文化等特色文化融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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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不

同文化形态交融互动，共同构成了包容开

放、多元共生的长江文化。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

重大文化工程。

深厚文脉、诗意风光、独特风物

郑渝高铁串起“新三峡”文化

邓崎凡

备受瞩目的第 31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电影金鸡奖等影视奖项近日尘埃落定，各

项大奖各有所归。

虽然舞台上的竞争已经硝烟散尽，但

颁奖留下的话题这几天仍被人津津乐道。

特别是本届金鹰奖评选推出多项改革措施

“去流量化”，让这项拥有广泛影响的奖项

再次赢得口碑。

本届金鹰奖评选，入围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男女配角的演员，个个都是实力派。

最终，最佳女主角奖的竞争中，殷桃胜出。

雷佳音则收获最佳男主角奖。

殷 桃 的 获 奖 ，不 由 让 人 想 起 一 段 往

事。4 年前，殷桃曾凭借电视剧《鸡毛飞上

天》入围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但最终惜

败给迪丽热巴，令舆论哗然。要知道，当年

迪丽热巴的获奖作品是豆瓣评分“高达”

3.1 分的《漂亮的李慧珍》。

就是那一年，迪丽热巴斩获观众最喜

爱的女演员、最具人气女演员、金鹰女神 3

个荣誉大奖，而她击败的是殷桃、孙俪、袁

泉和刘涛。

前一年，殷桃还站在上海白玉兰领奖

台上，笃定地表示：“只要在舞台上、镜头

前，就不能辜负演员这个职业，要永远尊重

观众。”

可认真演戏的殷桃还是败给了一个流量

至上的年代。随着当时流量明星的“崛起”，

饭圈打榜刷票的陋习也渗透到了奖项评选过

程中，以致金鹰奖有了“水奖”的谑称。

金鹰奖是中国电视剧三大奖项之一，

综合观众口碑和实力两方面一直是奖项的

评定标准。为了挽回口碑，今年的金鹰奖

进行了“去流量化”的改革。首先是取消了

往年最为热议、也最易引发争议的“金鹰女

神”和“人气奖”的评选。其次是把“最佳男

女演员”“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项调整

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奖。这

也是最佳男女配角时隔 22年之后重新回归

金鹰奖。

这些改革让今年的奖项评选赢得了大

家认可，即便是演员之间的“华山论剑”，现

场也表现得其乐融融。每一个颁发的奖项

都实至名归，落选者表现出的也都是真诚

的祝福与尊重。

这也让人们确信，好演员，正在拿回属

于自己的荣誉。

同样获得最高奖项的“好演员”还有获

第 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奚美娟。

这是她时隔 31 年终于又捧起了影后的

奖杯。很多人对 11 月 12 日凭借电影《妈

妈！》二封金鸡影后的奚美娟，并不十分熟

悉。但《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慈禧，《安家》

里的江奶奶，《谢谢你医生》里的吴秀珠……

67 岁的奚美娟在影视圈默默耕耘了 32 年，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让观众记住的角色。

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朱一龙、飞天视后

热依扎……这些凭借实力认真演戏的青年

演员正在迎接来自己的春天。

曾经，一位 4 个月内拍了 5 部戏的“流

量 明 星 ”坦 言 ，作 品“ 质 量 问 题 从 没 想

过”。即使这样，也不妨碍大量的资源流

向她，1 年竟上映 13 部作品，一时风光无

两。如今，舞台上的聚光灯不再照向这样

的演员，好演员终获认可，拿回了属于自

己的“戏份”。

其实，“去流量”本身并不天然“去演

员”。实际上那些好作品、好演员本身自带

流量，比如今年金鹰奖的“赢家”《人世间》

《觉醒年代》和《山海情》3 部剧网上的评分

都在 8分以上；获得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的

马丽获奖后，“马丽这个女演员确实是好演

员”的话题瞬间登上了微博热搜。“去流量”

实际上去的是“水分”，是旁门左道。

大浪淘沙，留下的才是真金。对演员

而言，想要让聚光灯照在自己身上，最终要

靠自己的真本事。

艺 评G

视 线G

据新华社（记者童芳 施雨岑）记者 17日从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获悉，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新发现一万余件文

物，其中不乏明代藩王世子金印、大量张献忠政权税银等包含

重要历史信息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朝末年社会历史具有重

要意义。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

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1646年，农民起义

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在此遭遇伏击，战败船沉，传说中上

千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沉于江底。201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采用在江面围堰的方式开展科学考古，出水文物

共计数万余件。“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极

大关注，获评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

绍，除了往年发现的金册、银册、金锭、银锭、西王赏功金币、银

币等珍贵文物，此次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进行的

抢救性考古发掘又有新的斩获。

其中，发掘出水的“荣世子宝”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有，

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与

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永昌大元帅印”金印的风格相似、

铸造时间相同，推测为李自成赐予张献忠的军队，是研究明末

清初政治历史格局的珍贵材料；“钦赐崇德书院”鎏金铜印为

明代皇家书院所有，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非常重要；箭镞、

火铳和铅弹等大量明代兵器的发现，反映了“江口之战”的激

烈程度。

此次公布的出水文物历史信息极为丰富，既有皇室御用

金宝、达官贵人所用服饰器物，也有明末农民起义政权税银，

当时民间流行的首饰，还有江口之战双方使用的武器，涵盖了

明末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方面面。

据了解，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

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为主要目的，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

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三维

扫描等技术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

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了本次考古工作科学有效进行。

“本次发掘找到了遗址南部边界，但仍未发现遗址的北部

边界。下一步，我们将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工艺研究，同时

开展考古资料整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刘志岩说。

“江口沉银”最新考古成果再现明代社会历史画卷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在三亚市举办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日前，记者从海南省召开的第四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

12月 3日至 10日在三亚市举办。

电影节将以“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业链”

作为目标，深挖海南文化资源，打造一个国际化、专业化、市场

化、时尚化兼具的国际电影节。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邀请到国际知名策展人、电影史学

家、评论家及电影制片人马可·穆勒作为艺术总监，他将携 7
名国际选片艺术顾问，加入电影节策展团队，遴选优秀影片。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从世界范围内，征集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后制作完成的优秀影片，共计收到报名影片

3761部，它们来自 116个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外地区报名影

片数量为 3050 部，占比 81.1%，竞赛单元剧情长片预计 12 部

入围，纪录长片 8部入围，短片 12部入围。

金椰奖官方评委会将在办节期间从入围影片中评选出最

佳影片、最佳导演、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

佳编剧、最佳技术、最佳纪录长片、最佳短片等奖项。

在展映单元版块，预计展映影片 80~100 部。新增的“影

展甄选”单元精选国际知名电影节的前沿作品，让观众立足海

南，放眼世界。本届特别设立“亚洲新生代”单元，关注亚洲地

区新人作品，打造亚洲电影创作的风向标。

与此同时，、电影节邀请到多位国内外著名导演、摄影师、

电影翻译家，共创丰富多彩的电影大师班活动。大师班将以

现场座谈及远程连线的形式开展，为电影人和影迷提供交流

的机会，关注创作实践与观众接受等多个层面，强化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的平台纽带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电影节将举办 7场论坛活动，有立足

海南，面向世界的海南自贸港建设赋能电影产业稳步发展高

峰论坛；有探索影像新可能，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纪录片

论坛、女性电影论坛、中国儿童电影产业发展论坛、创作论坛；

有聚焦科技力量，共创产业未来的电影发行放映论坛，及全新

独立单元——电影科技论坛。

在发掘新生力量方面，本届电影节面向全球华语创作者

征集剧本项目和制作中项目，经过 43天的征集，共计收到 702
份报名项目，相比上届增长 25.1%。经过初选和复选，有 15个

电影剧本项目、9个制作中项目（WIP）进入入围名单，电影节

期间面向评审委员会、WIP 评审团、产业嘉宾进行项目路演

陈述和排片放映，并有机会角逐最终的组委会官方奖项及合

作方奖项。

捌

好演员拿回自己的“戏份”

武汉：《编钟乐舞》选段亮相街头裸眼3D大屏
11月17日，经典歌舞剧《编钟乐舞》选段及音乐片

段亮相武汉天地裸眼3D屏幕，为游客带来独特沉浸式视
觉体验。《编钟乐舞》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根据 1978年
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改编，该剧以楚史和楚文
化为依据，以曾侯乙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
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楚国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再现了
祭祀、农事、征战及宫廷宴乐等情景。

视觉中国 供图

日前，上海地铁龙华中路站 600平方米的车
站空间摇身一变成为美术馆展厅，车站通道的两
边挂满了达利的经典作品，就连中间的立柱也挂
上了画作，原本空旷的地下空间成为艺术画廊。

据悉，在上海申通地铁、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以及塞万提斯学院于 2018年建立的合作框
架内，契合今年的上海艺术盛会而特别策划的新
展览项目“萨尔瓦多·达利—魔幻与现实”日前在
7号线、12号线龙华中路站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
原比例复刻了这位西班牙伟大艺术家的 34件代
表作，并将持续至2023年2月5日。

王冈 摄/视觉中国

地铁站里邂逅“ 达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