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乌镇”的发展蓝图，
也已经绘就。乌镇在互
联网产业、智能制造、现
代制造业、新型旅游业
上持续发力，让乌镇老
百姓和在乌镇工作、创
业的人能够享受宜居舒
适智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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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时评

电影《十八洞村》：
中国“脱贫奇迹”的真实写照

十八溶洞，洞洞相连。婺源式乡村建

筑、层叠的梯田、望不到边的绿色。枯藤

老树，鸟语花香，高山峡谷遥相呼应，苗家

阿妹歌声在悠谷回荡……电影《十八洞

村》让原汁原味的苗寨氤氲着“远看寒山

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意境。

《十八洞村》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

事？它缘何被盛赞是一部充满艺术美感

的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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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文化
涌起时代浪花
□ 雷 雨

一个汉字可以有多少种写法？在

某地的一次主题展览上，单单一个“和”

字就布满了整个展厅，多达上百幅书画

作品加以刻画，这样的场景生动地诠释

出了传统文化雄厚的历史底蕴和多样

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一片海，长期以来滋养着光辉灿烂

的中华文明，那么如何对其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涌动的潮水掀起

新时代的浪花，就是如今站在历史新起

点上的文化新课题。

毋庸讳言，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难题。以中华

传统武术为例，得益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功夫片的热播，“中国功夫”一度成为中

国文化的世界符号。然而就在近些年，

“太极拳师”在现代搏击术下仓促落败，

“气功大师”隔空打人演技浮夸……中

华传统武术频频陷入争议，甚至让公众

产生了“中国功夫是花拳绣腿”的疑惑。

相似的困境，在其他不少传统文化

样式中也时有出现。“民俗变少了”“年

味变淡了”……随着时代文明的更迭、

生活方式的革新，传统文化受到来自自

身与外界双向的生存压力。一直以来

被奉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模范，亟须新的表达方

式和发展模式，更近距离地贴近当今观

众，捕捉新的目光。

值得注意的是，吸吮着五千多年中

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

的传统文化其实从不缺少盎然生机。

比如，中秋佳节“漂洋过海”，外国友人

竞相品尝“让人回味良久的中国点心”；

脱胎于太极文化的新武学“功守道”将

亮相大银幕，延续传统武术源远流长的

内在哲学。

可见，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重在转

化发展。让传统文化涌起新时代的浪

花，需要我们站在时代高度，结合时代

要求继承创新，注重发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永

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是新时代赋予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华文化繁

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坚持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只

有紧紧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为传统

文化寻找到转化发展的表达方式，才能

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

盛注入强大力量和不竭动能。

□ 王 珏

10月29日，第五届乌镇戏剧节

落下了帷幕。自从10月19日开幕

以来，11天里从五湖四海为戏剧而

来的嘉宾、媒体、观众及游客，共同

见证了24部特邀剧目的100场演

出。除此之外，还有18组青年竞演、

1200场次古镇嘉年华的街头演出和

24场次的戏剧活动。

5年来，各地的戏剧爱好者几乎

每年都来赶赴一场与戏剧的约会，

戏剧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2013

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曾刊发报

道《5月，乌镇有“戏”》，关注首届乌

镇戏剧节。如今，入戏5年，乌镇有

了什么改变？在培育新型文化业

态、建设特色小镇中，乌镇又提供了

什么经验？

艺术家办节
融合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

“每年戏剧节都会去看戏，今年

看了肢体表演，以前不知道还有这

种类型的戏剧，蛮有意思！”乌镇西

栅景区饭店的老板娘用带着当地口

音的普通话谈论着戏剧，脸上露出

质朴的笑容。

“嘉年华”“装置艺术”“肢体表

演”……走在乌镇西栅的街头，听着

这样的词从当地人的嘴里说出来，

却没有丝毫违和感。今年戏剧节分

为经典系列、女性系列、影像系列、

肢体系列以及新生线系列。来自俄

罗斯、德国、英国、美国、巴西、立陶

宛以及主办方中国等13个国家和地

区的24部特邀剧目共计100场戏

剧，在乌镇西栅上演。开票1小时，

15部戏的戏票全部售罄，一票难求

的状况再次出现。

今年的主题是“明”，取厚德载

物、临照四方的阴阳和合之意。除

了专业剧场，在乌镇西栅的木屋、石

桥、街巷甚至摇橹船上，国内外艺术

团体带来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

演出。24场小镇对话，以论坛、展

览、朗读会等多种形式配合，给拥有

1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增添了

许多艺术气息。

今年的乌镇戏剧节，推出了更

多中国作品。《丁西林民国喜剧三

则》《爸爸》《裁·缝》《这辈子有过你》

《风尘三侠》《窦娥》等是其中的代

表。他们有的将国外经典剧本进行

中国式演绎，有的是国内戏剧新星

的新作。18部入围青年竞演单元的

作品在乌镇循环演出，为戏剧创作

培养了新生力量。

在业内人士看来，乌镇融合了

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是一个独特

存在。乌镇戏剧节的主旨是艺术家

办节，在中国乃至世界，也是一个独

特存在。

乌镇和古北水镇的总设计师、

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向宏

说，让他感到特别自豪的是乌镇戏

剧节的纯粹，它是一个艺术家的专

业戏剧节；它是一个代表年轻人、代

表未来的戏剧节；它是一个展示小

镇文化自信，让世界看到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自信的戏剧节。

戏剧融入日常生活
激发了创造和创新

“周六我去了乌镇戏剧节，看了

《裁·缝》。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乌镇当地的小学生蒋以敏在看完戏

后，认真地写下了观后感。今年8

岁的蒋以敏，已经是看了5年戏剧

节的老剧迷了。对戏剧，她也有着

自己的理解：“戏剧就是一种优美的

动作。”

从2013年乌镇戏剧节凭6部特

邀剧目崭露头角，到2014年以艺术

创造力渐入佳境，2015年成为国内

外戏剧爱好者心中的圣地，2016年

成为推动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文化事

件，到今年2017年梦想再续，成为

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戏剧节。5年

来，戏剧正在点滴间改变着乌镇，当

地居民也越来越习惯戏剧节，将戏

剧融入日常生活。戏剧在培育当地

观众的同时，也激发了创造和创新。

在今年乌镇戏剧节嘉年华中，

乌青剧社结合当地三跳书艺术，将

曲艺与嘉年华结合，极具当地特色，

在街头很受欢迎。乌青剧社负责人

吕安迪说，他就是乌镇本地人，前年

作为观众来参加了乌镇戏剧节，后

来自己成立了剧团，也参与到戏剧

节中。“家门口办戏剧节是得天独厚

的优势，不仅想作为观众，也想自己

参与，以后每年都会做戏参与其

中。”吕安迪说，乌镇戏剧节让他有

机会去接近、从事戏剧，同时也培养

了当地的创作力量。

乌镇要办戏剧节，但没有自己的

团队。其中最头疼的就是舞台技术

保障，陈向宏让景区配套成立一家公

司负责技术。5年过去了，乌镇的技

术团队迅速成长，和台湾团队一起保

障舞台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即

便是像开幕大戏《叶普盖尼·奥涅金》

这样呈现难度很高的剧目，也能顺利

对接。不仅如此，当地宣传、营销、国

际对接团队都培养了起来，解决了当

地大量的就业。刚毕业的大学生

陆佳钰今年来到乌镇戏剧节工作，在

她看来这里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又

能留在老家，是不错的选择。

行走在乌镇街头，当地也多了

一些“不一样”。各个角落充满了灵

动的艺术元素，小店里卖着店主自

己设计的文创，当地人的话题里多

了戏剧……乌镇从对戏剧没有概

念，到现在将戏剧越来越多地融入

生活。他们有的加入戏剧创作，有

的爱上了戏剧，有了越来越多的文

化创新和创造。

与国际接轨
通过文化经营增加用户黏性

“风啊、水啊，一顶桥”，这是作

家木心晚年在看到木心美术馆设计

图时说的话。木心去世后，木心美

术馆于2015年开放，担任馆长的是

木心的学生陈丹青。在木心的家

乡、也是他度过最后岁月的地方，木

心美术馆静静坐落在乌镇一隅，吸

引着众多慕名前来的人。在乌镇戏

剧节期间，木心美术馆推出了“木心

的讲述：大英图书馆珍宝展”“木心

耶鲁藏品高仿及文学手稿真迹展”

等高品质展览，吸引了大量游客。

木心美术馆，错落在景区的12

个剧院，满足不同需求的民宿、酒

店，共同构成了乌镇西栅优良的硬

件，而戏剧节、互联网大会、美术展

览、街头表演，又让人们在乌镇获得

了多重的文化体验，乌镇增添了文

化软实力。

有人评价，乌镇的成功，更多的

是一种文化经营的成功。从1999年

开始发展，乌镇经历了从东栅观光

游到西栅休闲度假、乌镇戏剧节到

互联网大会4个发展阶段。在各地

打造旅游小镇之时，乌镇率先提出

文化小镇，举办乌镇戏剧节、互联网

大会。2013年首届乌镇戏剧节开

幕。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闭幕，乌镇也被指定为世

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在特色

小镇建设中，乌镇以文化立身、以江

南小镇为特色，日渐与国际接轨。

作为土生土长的乌镇人，在

陈向宏的记忆里，位于运河边，地处苏

沪杭之间的乌镇，是个极时髦的地

方。每天凌晨4点，就有一班“苏杭

航班”停靠乌镇码头，带来大城市的

消息。他按小时候的记忆，建属于

乌镇人的乌镇，让乌镇与戏剧相逢。

事实上，乌镇戏剧节的溢出效应

越来越大，极大地增加了用户黏性。

据统计，戏剧节期间，乌镇西栅景区

客流量每日在3万人次。戏剧爱好

者、前来取经的各个团体、慕名而来

的游客……他们每年都来到这里，谈

论着戏剧、享受着美食美景，他们的

吃住用行加上戏票，是一笔不小的花

费，给乌镇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未来，“大乌镇”的发展蓝图，也

已经绘就。乌镇在互联网产业、智

能制造、现代制造业、新型旅游业上

持续发力，让乌镇老百姓和在乌镇

工作、创业的人能够享受宜居舒适

智能的生活。正如陈向宏所希望的

那样，“在乌镇，可以活得既传统又

超前。”

□ 杨士龙 周效政

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美国纽

约古典音乐的圣殿——卡内基音乐

厅主厅斯特恩礼堂座无虚席。中国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17美国巡演

的第二场演出在这里举行。

在音乐总监、指挥大师吕嘉执棒

下，成员平均年龄30岁的这个乐团

与“90后”钢琴家张昊辰对经典钢琴

协奏曲《黄河》的倾情演绎，成为当晚

演出的最大亮点。当第四乐章《保卫

黄河》的高潮到来、《东方红》的旋律

响起时，观众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倾

听。曲终时分，观众不约而同地起立

鼓掌。

“在异国他乡弹这部作品，有很

强的带入感。就像在国内吃中餐时

没什么感觉，但在这里吃就特别香。”

张昊辰在中场休息时对新华社记者

说，“作为‘90后’，在全球化的语境

下，跟20世纪60年代时前辈们弹的

感觉会有不同，但诠释出的对于国家

和民族的牵挂是不变的。有拼搏和

奋争，也更加开放和自信。”

吕嘉对这个刚成立7年的乐团

所有成员的表现都相当满意。乐团

成员大多都和张昊辰类似，在国内外

顶尖的音乐学会、乐团历练过，对西

方音乐的了解有很好的基础，再加上

每年都有15部中外歌剧、30套交响

曲的演出磨炼，技巧和经验都进步很

快。他透露，10月28日晚乐团在芝

加哥首演之后，当地观众赞叹“这是

欧洲乐团的声音、德国乐团的声音”。

而这恰恰是吕嘉率领这个乐团

的努力方向之一，“致力于把我们乐

团的声音打造成一个有欧洲传统、

偏向德奥体系的声音”，掀起演绎世

界经典的“中国风”，但同时还要体

现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达。正因为

此，此次巡演在曲目选择上遵循了

“东方与西方兼备、经典与新作交

织”的原则。

乐团此次在纽约演出的上半场

曲目除《黄河》外，还演奏了陈其钢

历时5年创作的《乱弹》，下半场则

选了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来展

示乐团在演绎德奥作品方面的传统

优势和呈现民族浪漫主义的深厚功

底。接下来在费城、旧金山等4个

城市的演出中，同样安排的都是中

西交融的作品。

“再过10年，这个团的成员平均

年龄40岁，对音乐家而言，40岁到

55岁是最好的年龄，他们的前途无

量。”吕嘉对未来信心满满。

卡内基音乐厅执行和艺术总监

克莱夫·吉利恩森认为，中国国家大

剧院管弦乐团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流

乐团，与中国国内音乐产业的迅速发

展相关。“大量年轻音乐学员对于中

国以及世界音乐界而言都是福音，这

是我们与中方加强音乐教育和演出

交流合作的主要原因。”

随团访美的国家大剧院副院长

李志祥说，与2014年国家大剧院管

弦乐团首次美国巡演要租用场地不

同，这次在6个城市音乐厅的演出分

别被纳入了当地音乐季。“这是一个

重要的突破，这次巡演将成为中美文

化交流的新起点。”

卡内基音乐厅艺术与运营总经

理安娜·韦伯认为，这是两家音乐机

构乃至美中两国加强跨文化交流和

对话的“里程碑”。

用 音 乐 语 言 与 世 界 对 话
——记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纽约演出

五 年 ， 乌 镇 入 戏
五届戏剧节，给古镇带来艺术气息，更培育了新型文化业态

四川四川55年巨变美术摄影展吸引参观者年巨变美术摄影展吸引参观者
四川5年发展变化美术摄影展吸引了不少民众观展。5年来四川摄影家们深入城市和乡村，用手中的

镜头记录和关注身边的感人故事和变化，此次展出的50幅作品从6000余幅来稿中精选。图为摄影作品

《四川省图书馆》吸引民众。 刘忠俊 摄

6版

惬意“辞青”：
郊能丹碧人能暇

北京的一年四季，以秋天的景色最为

怡人。在北京赏红叶和黄叶（银杏），不但

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身心的愉悦，尤其

是京郊红叶，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