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新闻8 责任编辑：苏墨 陶稳

E－mail:grrbwhzk@sina.com2023年 3月 12日 星期日

视 线G

本报记者 卢越

“这些年，剧院不断守正创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这里面，《孔子》是最有代表性的。”在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网络视

频采访间，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许宁委

员如是说。

许宁委员提到的《孔子》，一直是舞蹈界

炙手可热的“爆款”剧目，在 B 站上有超过 50
万的点击量，很多观众是“二刷”，甚至是“三

刷”“四刷”。该剧巡演全球数十个国家，有

外国媒体称之为“中国的文化名片”。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每次演完以后，看见台下持续 10 多分

钟鼓掌的观众，甚至有的华人穿着汉服，更

有的是当地的外国人穿着中国的汉服来看

我们的演出，确实感到骄傲和自豪。”许宁委

员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希望

用最新颖、最生动、最形象的艺术表达，来反

映人民的心声，展现时代的变化，弘扬民族

的精神。”

同样爆火出圈的，还有 3 月 5 日在央视

播出的《典籍里的中国——茶经》。节目中，

几位演员共同演绎了陆羽与茶相伴的传奇

人生。节目播出后，相关话题斩获 22个热搜

热榜，收获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热度与口碑

齐飞。

中国茶正是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

途径和重要载体。这引发了六堡茶制作技

艺传承人、苍梧县六堡镇黑石山茶厂党支

部书记石濡菲代表的共鸣。她建议，深入

挖掘相关历史文化资源，提升茶文化的世

界影响力。

说起 2022 年热门的短视频创作者，“意

公子”一定榜上有名。“意公子”真名吴敏

婕，是艺术科普平台“意外艺术”创始人。

今年，她“解锁”了新身份——全国政协委

员。网络视频中，她用独特视角、真挚情感

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华文化经典和历

史知识娓娓道来，受到全网超过 2800 万“粉

丝”的喜爱。

随着近几年短视频平台在海外市场“落

地生花”，短视频也成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的载体。在海外视频平台上，

“意公子”受到了 17.5 万海外用户的关注。

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吴敏婕委员带来的

正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相关提案。

“守正创新”成高频词汇

“ 五 星 红 旗 ，你 是 我 的 骄 傲 。 五 星 红

旗 ，我为你自豪……”这首《红旗飘飘》脍

炙 人 口 。 中 国 东 方 演 艺 集 团 一 级 演 员 郭

蓉 委 员 在 其 中 加 入 现 代 气 息 的 节 奏 和 具

有民族风格的元素，同时把小提琴巧妙融

入演唱中，赋予了歌曲全新的生命力。“艺

术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主旋律’经过富有

想象力的创作和精心的编排，也可以好听

又时尚。”

当今，文艺作品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

在变革与突破。如何让传统与经典觅得更

多知音，让世界听到不一样的中国声音，是

文艺工作者一直努力的方向。此次两会上，

“守正创新”，成为代表委员建议、提案中的

高频词汇。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委员注意到，现

在学琵琶、二胡甚至是古琴等传统乐器的孩

子越来越多了。“之前我们的演出没有现在

这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到我们的

音乐会里来，而且观众更加喜欢比较创新的

演出。”

国风如何圈粉年轻人？“中央民族乐团

做了‘青衫渡’和‘俪人行’两个小组，分别是

男声的室内乐小组和女声的室内乐小组。”

赵聪委员给出生动的探索实践，“跟以往不

一样的在于，它把传统的提取出来，加上现

代的进行了包装，形成更适合这个时代的表

达方式。”

同样，《典籍里的中国——茶经》也是通

过表演创新、新技术应用等方式，运用工业

拍摄手法，进行戏剧核心、关键场景的创意

呈现，煮好了这壶“中国好茶”。

“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样重

要，我们也在不断探索中国歌剧、舞剧新的

表演样式。”许宁委员同时强调，“要牢记一

切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一定要把提

高文艺作品的质量放在首位，创造具有审美

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优秀艺术作品永远都是

我们的根本。”

“美美与共，和合共生”

近年来，中央民族乐团与很多国家的乐

团都有合作，通过音乐进行交流。“美美与

共，和合共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声

音，努力擦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金名片。”

赵聪委员说。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

窗户。”吴敏婕委员建议，以优质内容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基础，通过进一步

完善对外传播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支持、深

化传播内容、支持多种形式的文化精品出口

等方式，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新

路径。

中华文化是一座挖不完的宝藏。吴敏

婕委员表示，“希望能够把中华五千年文化

长河中那些打动我们的人与物，带进当下人

们的生活，也带向世界。”

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化因多样而丰

富。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不少代表委员都谈到，借“一带一路”的

东风，提升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

陶瓷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是世

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

号。景德镇陶瓷大学高等文化研究院教授

刘文斌代表表示，传承千年的陶瓷文化要在

活态传承中“再出海”，要进一步加强国内、

国际之间的陶瓷文化艺术交流。

郭蓉委员的提案则聚焦创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国际文化艺术数字化交流平

台，“让中国科技携手中国文化在‘一带一

路’沿线开出新时代的友谊之花”。

阅 读 提 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下文艺创作者

们应该如何赋能传统文化，并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围绕于此，代表委员们的

畅谈热度不减。

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本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记者获悉，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

演，将于 2023年 3月 16日至 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济宁市、德

州市举办。

“全国杂技展演”的前身，是创办于 1984 年的“全国杂技

比赛”。作为政府部门主办的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全国杂技

展演迄今已连续举办 10 届，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人才，

为提高我国杂技创作和表演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展演

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

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宁市人民政府、

德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本届展演自 2022 年 9 月面向全国开展申报工作，经专家

认真遴选，47 个杂技、魔术节目和 6 部杂技剧入选本届展演。

同时参演的，还有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杂技艺术创新工

程”2020、2021 年度重点扶持作品名录的 8 个杂技、魔术节目

和 3部杂技剧。这些优秀剧（节）目将演出近 30场次。

据悉，本届展演的参演作品主要为 2019年以来创作首演

或进行过重大修改提升的原创剧（节）目，作品根据不同表现

内容的需求，充分发挥杂技艺术“高、难、险、奇、趣”的表现特

色，在继承杂技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代观众审

美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参演剧目中，既有全

景式展现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历程的工业题材杂技剧《大桥》，

展现新时代军人风采的杂技剧《战魂——第三战队》，也有开

拓革命题材创作性表达的杂技剧《战上海》《铁道英雄》、魔术

剧《明家大小姐》，还有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特征的《化·蝶》、

充满音乐气息的杂技剧《聂耳》、展现吴桥杂技发展历程的杂

技剧《江湖》、诠释济南文化精粹的杂技剧《泉城记忆》。同时，

数十个优秀杂技魔术节目涵盖了耍弄技、顶举技、悬吊技、平

衡技、驾骑技、柔体技等多种技艺形式，将让广大观众欣赏到

异彩纷呈的舞台表演。

代表委员热议传统文化如何出圈出海——

把那些打动我们的人与物带进生活把那些打动我们的人与物带进生活，，也带向世界也带向世界

余婧

作为一部科幻题材的商业电影，《流浪

地球》对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有着里程碑

式的意义。而《流浪地球 2》作为《流浪地

球》的续作，在更加充足的经费与更加豪华

的演员阵容的配置下，给观众献上了一场难

忘的视听盛宴。它的成功，亦对中国工业文

化的宣传有些许启示。

《流浪地球 2》的制作非常精良，制作组

的用心良苦首先就体现在各种场景道具的

细节上。电影中有很多元素都有现实原型，

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在观影时的代入感。在

量子计算机的操纵下建设行星发动机的工

业机器人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在没有人工辅

助的情况下自动进行搬运、焊接、浇筑等各

项工作，完成了月球发动机的建设。根据中

国科技网的报道，这些机器人在现实中已经

应用。这些机器人可以在海上石油平台、戈

壁荒漠、海上风电平台、露天煤矿等极端复

杂的环境中，自主执行无人作业，全天候保

障安全稳定高效的生产运营，为智能化建设

打下坚实根基。

还有 7G网络、太空电梯、提笔螳螂……

《流浪地球 2》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工业

化的新高度，还有“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的

奋力前行，电影中的那些“黑科技”，中国都

正在路上，甚至走在世界前沿。工业文化

建设应坚持以创新为导向，把落脚点放在

当前的新发明、新创造、新成就上，努力营

造全社会重视先进技术、鼓励创新创造的

氛围。

论起特效制作水平和电影中的工业元

素，美国好莱坞在这些方面向来都是行业顶

尖，但这次与《流浪地球 2》同期上映的美国

大片《黑豹 2》，票房成绩却远不及《流浪地

球 2》，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流浪地球

2》实现了技术创新的叙事魅力与中国工业

人的精神淬炼的完美结合。

影片并没有把某个外部势力作为反

派，地球人共同面对的是宇宙中的生死考

验，想度过危难，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的力量。影片着重体现着平等包容、团结

协作和互助共赢的理念，这也是我们政府

在外交场合中经常强调的重点。尤其是向

月球运送核弹的情节，每个国家超过 50 岁

的航天员集体出列，更是把这方面凸显得

淋漓尽致。

《流浪地球 2》，努力诠释着坚定的抗

争——不只是对自然的抗争，还要与人性

抗争。导演郭帆试图用镜头语言呈现人类

视死如归的大无畏勇气，来唤醒人类潜藏

在心底的那份向远方开拓的愿望。

《流浪地球 2》最大的贡献不是媲美好

莱坞的电影技术，甚至不是对中国制造的

完美宣传，而是向全世界提供了一次非常

浪漫、充满情怀且有别于西方的本土化精

神表达。

当前对于工业文化的宣传，也必须注重

这种精神内核，若是向公众展示的内容里，

只有“某项技术能让大家的生活更智能更方

便更舒适”“能让某个产业达到一个什么样

的高度”,那不如不宣传。流浪地球的成功，

说明当代民众的心中还存有一份炽热的愿

望，他们认可这种开拓精神和抗争精神。我

们应该抓住机会，重点宣传基础工业和航天

工业领域的先进事迹，挖掘中国工人和科学

家群体在工业建设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体

现出的进取精神。

当然，工业文化的宣传工作也是面向

人民群众的，必须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宣传方式，鼓励支持工业题材的大众化

文艺创作，组织工程师、科学家进社区、进

学校。讲好中国工业故事，传播中国工业

之美。

从《流浪地球2》看工业文化传播

舞台剧《西安千古情》改版复演

近日，改版后的舞台剧《西安千古
情》在西安浐灞生态区世博园恢复常
态化演出。经过改版的舞台剧《西安
千古情》沿用华裔少女归国寻根的故
事主线，通过对舞台设计、声光效果等
方面的升级改造，浓缩展现古城西安
的悠久历史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沂蒙山 好人记》为普通好人立传
本报讯“世界，因为好人多才明亮温暖，好人才是天地间

的吉祥。”作者丁建元在《沂蒙山 好人记》后记中写下这句

话。该书日前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沂蒙山 好人记》是一部为好人立传的散文集，丁建元

采访了沂蒙山地区 29 位好人，其中有多次无偿献血志愿者，

有危急时刻赴汤蹈火救人者，有热心助学扶助孤贫儿童者，

有敬老爱幼无私奉献者，有尽心尽力孝敬父母者……有群

像，也有个体。他们善良、厚道、仁义、忠诚。作者从大量实

地采访素材中提取精华，通过采访实录的方式，运用人物自

述的形式，采用白描的笔法，勾画了好人们平而不凡的形象

和坚忍善良的品质，饱含作者对普通好人所蕴藏的“真善美”

的敬意和深情。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孙书文教授认为，这部散文集是一

部独特的文本，内容真实，叙述语言独特，用细节调节现实的冷

暖，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引发共鸣，也带给大家

浓浓的暖意。他的作品善于激发生活的诗意，用作品铸造了文

学的力量，体现出好在眼前、好在身边、好在心中的境界。

学习出版社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有读者形容：“这本

书写得很节制，作者躲在一个个好人的身后，他只是倾听者，

让好人自己说，只保留了原汁原味。”还有读者特别对本书中

无偿捐献“熊猫血”二十多年的谢春雨老师的事迹所感动，他

与编辑分享道：“谢春雨等好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张扬，干

事情只是遵从了内心的想法。这本书用低调的文笔如实客观

地写出了低调好人的感人故事。” （云外）

图为演员在舞台剧《西安千古情》中
表演。

山西考古发掘321座东周时期墓葬
其中 68座出土陶器可修复辨识

本报讯（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3 月 9 日，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公布山西朔州市后寨墓地东周时期墓葬发掘资料。考古人

员在当地共发掘东周时期墓葬 321 座，其中 68 座墓葬的出土

陶器可修复辨识。

后寨墓地位于朔州市朔城区后寨村西的恢河西岸台地

上，东临恢河，西靠管涔山，北距秦汉马邑城址约 9千米，南距

阳方口约 18千米，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朔

州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山西省考古研

究院表示，后寨墓地东周墓葬器物种类多样，表示出十分复

杂的人群特征，这与东周时期当地复杂的历史进程有关。

从后寨墓地出土器物看，至迟在战国早期偏晚阶段，朔州地

区应该已经被并入赵国的势力范围，但本地人群并没有很

快就遭到驱逐，而是与赵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甚至死后

埋葬在同一墓地，且在墓地中也没有明显的区域划分，将各

组墓葬隔开。

据悉，后寨东周时期墓葬文化因素十分复杂，是研究赵国

向北扩张过程及与晋北土著文化交融情况的重要材料，对研

究东周时期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交融情况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

3 月 8 日，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逐梦寰宇问苍
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 年成就展”上参观“舱外
航天服”。据了解，该展览以“回望飞天路、奋进新征
程”为主题，面向社会公众全面系统展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十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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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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