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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雨 轩

文化资讯

本报讯 由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四

届上海电视节日前正式揭幕，

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也自此正式启航。

今年恰逢中国电视剧诞生

60周年。上海电视节期间，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与时代

同行——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

60周年盛典”活动，回顾60年

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成就，

致敬杰出的中国电视剧工作

者，激励广大电视工作者面向

未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

求，推动中国电视剧在新时代

焕发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共同

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节目征集，共收到50个

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作品800多

部。经过初步遴选，白玉兰奖

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和综艺

节目的入围名单已于日前公

布。最终获奖名单在“白玉兰

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历来被电视业界称为具有

“专业性、前瞻性和风向标”的

白玉兰电视论坛，紧扣“坚定

文化自信、倡导为人民创作、

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等

主题，举行6场活动。此外，上

海电视节还举办白玉兰“阅·读

计划”，倡导青年电视人和大众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阅佳剧、读

好书培养自身素养。

（曹玲娟）

融 入 时 代 融 入 需 求
文化遗产距离每个人的生活并不遥远，自觉参与保护和传承，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 袁慧晶 冯 源 字 强

“镇馆之宝”讲述万年故事，

国家级非遗嘉善田歌唱响在大

运河畔，神秘而原始的满族说部

演出展现在观众面前……

伴随6月9日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的走过，人们发现，文化遗

产距离自己的生活并不遥远，自

觉参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可

以让生活更美好。

展示创新
文化遗产新标签

一年一度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今年这一活动日无疑更加

注重“出新”。

重约 6.5 公斤的良渚“琮

王”，登上纪念邮票的元代龙泉

窑青瓷葫芦瓶、元代大书法家

赵孟頫的《归去来辞》……来自

39家文博机构的100件（组）精

品文物正在浙江省博物馆、浙

江西湖美术馆展出，许多藏品

都堪称所在机构的“镇馆之

宝”。其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文

物是出土于浙江嵊州小黄山遗

址的石磨盘，距今已有1万年。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表

示，平时这些文物分散在不同的

文博机构，有的在博物馆里被摆

在最突出的位置，有的则深藏不

露，轻易不示人。“这次把它们聚

到一起，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浙

江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

为了让公众更加关注文化

遗产的保护，重庆市文化遗产

研究院向公众开放了正在发掘

的巫溪宁厂盐业遗址考古工

地。巫溪宁厂古镇有千年历史，

是我国早期制盐地之一。宁厂

盐业遗址也是后续三峡大遗址

保护项目。6月9日的活动包括

发掘工地现场观摩、考古调查分

析以及宁厂古法制盐工艺的讲

解，吸引了近百名群众参与。

6月9日，故宫文物医院迎

来首批40名预约观众，这是故

宫文物医院首次开放。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现场为观众进

行了文物修复方面的知识讲

解。他说，希望观众了解文物

修复的科学性，体会到文物修

复工作者崇尚的“工匠精神”。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全

国非遗曲艺项目保护成果展9

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展，展览囊

括所有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

目，属于首次全国性曲艺类非

遗项目的“全记录”。

“此次展览引导公众深化对

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感知非遗

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提升文

化自信。”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杨文说。

百姓参与
文化遗产“活”起来

贴近百姓，唤起百姓参与，

就能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6月 9日上午在广州南海

神 庙 ，丰 富 的 展 演 拉 开 了

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

博活动主场城市活动的序幕。

“波罗诞”千年庙会民俗表演、

历史情景剧《如果国宝会说

话》、非遗大师现场展示……观

众们欣赏了一场丰富的文化

盛宴。

在长春，清脆的鼓声、旋转

的舞蹈、传统的民族服饰，一场

满族说部演出吸引了不少观

众。满族说部是满族传承久远

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主要讲

述祖先历史、英雄史、家族中大

事记。

在广西桂林市西山公园，

来自灌阳县的非遗传承人廖铭

义现场展示竹编工艺，簸箕、竹

篮、斗笠等精致的竹编制品，吸

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廖铭义介

绍，竹编工艺包括起底、编织、

锁口等工序，以经纬编织法为

主，同时穿插梳、编、插、穿、套

等技法，使编出的图案花色变

化多样。

专家指出，近年来文化遗

产保护与宣传活动的形式日趋

多元，除了通过非遗项目文艺

演出、文化遗产图片展览等活

动形式外，各种参与性、互动性

的体验项目也不断增加，这让

老百姓能切实体会到文化遗产

并不遥远。

融入时代
文化遗产“好”起来

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

是当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借助互联网，文化遗产的

宣传保护方式变得更加生动。

6月9日，一些地方的文博机构

就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将文

物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细

节展现出来。

专家表示，在数字化时代，

非遗文化不再是散落民间的

“老物件”，而是可以在互联网

上广泛传播的“新事物”，文化

遗产呈现形式更加立体多元，

保护传承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云南，许多消费者通过

“文化云南云”微信公众平台，

就能足不出户了解非遗文化、

获取文化资讯、预订文艺演

出。云南省文化厅厅长李涛

说，这一平台不仅能让老百姓

享受更加便捷的公共文化服

务，同时也让政府更了解群众

的偏好和需求，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由“政府端菜”向“百姓点

单”转变。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不仅需要有新颖的方式打动人

心，还要融入生活，才能焕发新

的生机。对于非遗来说，更是

如此。

“住在古朴的徽派建筑当

中，门前就是大片的油菜花田，

古朴的木板桥下有溪水潺潺流

过，空气清新混合着泥土味道，

这就是我的梦里老家。”2016

年，上海人马志刚租下江西婺

源县思溪村的一栋老屋改建成

民宿，从此在这里扎根。

我国第一个跨省的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2008年诞生，它

以现存古村落为载体，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融

于一体，整体保护传承环境，婺

源县是其中三大区域之一。

“春节的板龙灯、中秋的稻

草龙、丰收季节的晒秋……这

些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如果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进行，味道会大打折扣。”上饶

市婺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揭凌峰认为，当下的

婺源正是非遗保护“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美丽缩影。

“融入时代、融入需求，是

非遗传承的关键。”揭凌峰说，

真正有生命力的非遗都是被时

代所需要的。

□ 柴福善

我是恢复高考后走出乡

村，走进平谷小城的。

走进小城，才知小城真的

很小，东西、南北也就一里多

地，没走几步，就到小城尽头

了，好一座玲珑袖珍的小城！

四遭城墙早拆去了，可墙基还

在，就此开辟了环城路。城内

主要是青砖青瓦的民居，也很

陈旧、甚至残破。有一栋半栋

的楼，恍如鹤立鸡群，是在过去

老县衙处盖的县招待所。角角

落落散落着雕花柱础、螭首残

碑之物，透露着小城古老的信

息。当然，城里老人聊起过去，

会津津有味地比划着讲述道：

这里是老县衙，南面是文庙，北

面是城隍庙，旧时规矩，知县要

先拜城隍再上任。当然也记得

哪条是邻里相让的仁义胡同、

哪条是曾白塔耸峙的塔儿胡同

等。老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城东紧邻泃河，就是北魏郦道

元《水经注》记载的泃水，也是

战国成书的《竹书纪年》记载的

齐师与燕师战于泃水的泃水。

泃河上横陈一座破旧的老木

桥，不足一丈宽，两边护栏有些

零落，桥面时有鸡窝坑一样的

漏洞。透过漏洞，可见桥下的

水自北向南流去。

小城慢慢地越过旧墙基，

不声不响地向西拓展。那些大

小机构，一个个从小城搬出，造

型各异，或高或矮的建筑矗立

起来，以至悄然形成一条与小

城相连通的宽阔大街。由于县

政府就在大街的主要地方，人

们便习惯地称之为“府前街”

了。府前街是小城贯通东西的

主要街道，一设计就宽四五十

米。小城人那时很闭塞，走惯

了乡下的土路，哪见得这么宽

的街道？朴素的情感之下，认

为这得占多少地！土地在小城

人心中，向来是无比重要的。

那时小城确实人很少，除时有

摇晃着叮咚铃声、戴着粪兜的

马车招摇过市外，按着长短笛

的汽车寥寥无几，街道显得空

荡荡的。谁知没几年，小城人

渐渐多起来了，汽车也渐渐多

起来了，四面八方的外乡人也

来到这里，街道车水马龙，人们

这才叹服当初决策与设计的超

前意识，甚至以今之境况，惊呼

当初为啥不更宽些，因为小城

已开始像京城一样堵塞了。居

民也随之从逼仄的旧城搬出，

重新聚落成一片一片新的小

区，连几十层的高楼也树林般

一幢幢拔地而起，俨然一座充

满现代气派的城市呢！

我刚来小城，窄窄的街巷

道路，根本没有、也不用红绿

灯。偶尔去趟京城，见着红绿

灯都不知咋走。也记不得从啥

时起，小城在要冲路口处开始

安装红绿灯了，现在抬眼就是

红绿灯，恐怕没人说得清到底

安装了多少。红绿灯就像一

双双眨动的眼睛，帮助小城人

看路，当然也规范着小城人来

往出行，小城人也自觉地该停

停、该行行，心底明白这言行

举止就叫文明。跟红绿灯一

样，小城也不知从啥时起又出

现艺术的雕塑，出现点景的山

石，如今几乎到处都是，石头上

还镌刻着书法字迹。不是咱炫

耀，毕竟平谷是中国奇石之乡，

中国书法之乡，怎能不近水楼

台，就地摆着些奇石，刻着些书

法呢！？而雕塑最具代表性的，

就属小城东部的“奔马”了。小

城人生性务实，当初对这新事

物有些不理解，说弄这个有啥

用，顶不了钱花，也当不了饭

吃！久而久之，小城人潜意识

里也接受了，一说到哪儿？“大

马”那儿！“奔马”竟成了小城最

早的地标。小城陆续又建造了

群龙石雕“腾飞”，寓意不言自

明。还有迎宾环岛的“大桃”，

以象征平谷为中国大桃之乡。

这些大大小小的雕塑、刻石，都

已成为小城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向世界展示着小城独有的

个性与魅力，展示着小城人跟

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眼光、

襟怀与精神。

我来小城这么多年，主要

研究平谷历史文化，走遍平谷

诸多的山山水水，访谈平原与

山乡的村村落落，才知平谷三

面环山，中为谷地，因以平谷

名。这里有十万年前人类活动

的历史，七千年前的上宅文化，

五千年的轩辕文化，三千年的

青铜文化，两千二百年的建置

文化，千年道教文化，六百年的

长城文化以及英勇悲壮的抗战

红色文化等等，这悠久的历史

与厚重的文化，与中华文明一

脉绵延，正是小城发展自信的

基因与底蕴。

站在山巅眺望，平谷东、

南、北三面环山，形如盆地，独

西面敞向京城。就在西面豁缺

处，二十里长山横亘成了一道

照壁，使平谷愈加藏风聚气。

山川沃野花木繁茂，泃水、洳河

映带左右，小城怡然其间，似呈

二龙戏珠之势。泃河那座历经

沧桑的老木桥，仅石头砌筑的

桥墩尚在，留下一抹历史的遗

迹。桥墩南北，各一座可几车

并驾的高架桥，畅通着小城。

近年河道治理，河长上任，泃

水、洳河不再干涸，不再污浊，

绿水清流，白云倒映，水鸟翻

飞，小城一派淙淙水韵。如今

小城向西已延伸五六里，不知

不觉越过了洳河，甚至周边还

建了卫星城镇，过去地道的农

民也随之步入城镇化的浩荡进

程中。

四十年，于宇宙不过一瞬，

于我却由青春洋溢而渐入老

境，每天我走进走出的小城

呢？从历史遗留的旧墙基上走

出，愈发地生机勃勃，实在是今

非昔比！以后还会如何？我真

的不敢设想，不能设想，根本也

没法设想，只管随着小城的脚

步，随着匆匆的时光，一起向明

天走去！

明天——我的山水相依的

小城，我的生态宜居的小城，

我的历史久远的小城，我工作

于斯、生活于斯、无限眷恋的

小城！

小 城 变 迁

让文化遗产“活”在寻常百姓家

□ 陈 晨

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

非遗影像展等 3700 多项活动

在全国同步展开，400 多项体

验传承活动在 20 多个省区市

推出……刚刚过去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一系列精彩的活

动让人们走进文化遗产，感知

岁月积淀的文化魅力，也让人

们意识到，文化遗产可以摆脱

高冷的标签，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

国脉相连。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遗产是

文明文化的记忆载体。每一项

文化遗产，必定都经过历史的冲

刷、岁月的洗礼和文化的沉淀，

凝结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

的情感和智慧。目前，我国拥有

52项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二；

其中自然遗产12项、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 4 项，数量均位居世

界第一，很好地体现了我国自

然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

我国之所以能有如此丰富

的文化遗产，得益于5000多年

的文明传承，更得益于给力的

保护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为

先。近年来，科技水平日益发

达，为文化遗产保护注入了十足

的底气。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

中心通过影片展示莫高窟最具

特色的洞窟，对游客而言，局部

细节的放大让人们对莫高窟壁

画塑像有更直观的印象，细致的

讲解让人们对莫高窟有更深刻

的了解。对莫高窟而言，数字展

示中心缩短了游客在洞窟的滞

留时间，减轻了洞窟长时间开

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使洞窟

得以“休养生息、延年益寿”。

落实保护为先，还需要社会

公众的高度参与。随着近年来

传播渠道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

文化遗产走进公众视野，让人们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所在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意识到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我在

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如果

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的走红，折

射出一种现象和趋势：人们乐于

了解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

故事和曲折经历，人们期待有

更多渠道去领略中华文化的内

涵和精髓，人们乐于看到与文

化遗产保护有关的人和事。因

为这些乐于和期待，人们会对文

化遗产心生敬重之意，并在敬

重之外生出保护的意识。

在保护的同时，如何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也是值得思考

的话题。几千年来熠熠生辉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完全可以

从严肃、古老等人们固有的印

象中跳出，依托更生活化的载

体、借助开放的视野和灵动的

设计“活”在当下。这几年，火

得一塌糊涂的故宫文创产品就

是个最好的印证，一直被视为

庄严肃穆之地的故宫从建筑、

文物、历史故事等着手，找到符

合现代人审美的设计载体，开

发出既有内涵又实用的文创产

品，一举将过去的高冷形象转

变为时尚卖萌的亲民形象，不

仅创造出文创产品一年卖出

10亿元的成绩，更收获无数粉

丝，受到广泛好评。如今，在很

多地方，华阴老腔、皮影戏、川

剧变脸等表演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老百姓的身边，文化遗产也

因具备了生活气息有了更鲜活

长久的生命力。

因此，要让文化遗产的保

护更具张力和活力，就要让文

化遗产“活”在寻常百姓家。在

保护的基础上，将文化遗产承

载的文化元素通过人们喜闻乐

见的形式表达出来，顺应当代

人的生活。让文化遗产走进日

常生活，文化遗产才能深入人

心，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保护

传承才算成功。

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举行

本报讯 近年来，西藏非

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成效显

著，统计显示，西藏现有各级非

遗代表项目1000多个，各级传

承人约700名。

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89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96

名；西藏自治区级代表性项目

460项、西藏自治区级代表性

传承人350名；市（地）级代表

性项目487项、市（地）级代表

性传承人254名。藏戏和格萨

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介绍，西藏通过非遗项

目普查共收集记录稿10万余

篇，音像 1500 余盒（盘），照

片4万余张，发现非物质文化

遗产种类10个，还通过非物

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和音

（影）像制品的出版，把普查

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物资料。

此外，今年西藏又有28名

传承人入选了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入选人数创历史

新高。另有16个项目入选《第

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琼达卓嘎）

西藏各级非遗代表项目超千项

非遗曲非遗曲艺引关注艺引关注
近日，“曲动乐心——全国非遗曲艺项目保护成果展”在天津美术馆举办，在4天的展览

时间内吸引数千名曲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图为观众在天津美术馆用手机拍摄展览的非遗

曲艺项目介绍。 新华社记者 李 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