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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重点推荐

6版

3月23日，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于796

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这

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

还，开创了中意两国文化遗产合作的新里

程。这次“回家”的796件套文物时间跨度

长达五千年，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民

国时期，器物种类多样，保存状况较为完

好，总体价值很高。中意同为文明古国，也

是文物大国，都拥有着璀璨的文明、悠久的

历史、众多的古迹……意大利对文物保护

的认真、对遗产保护的创新及挖掘文化资

源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
回归背后

文化一线

把 握 时 代 脉 搏 聆 听 时 代 声 音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述评

文创给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翅膀

□ 夏振彬

这个3月，文艺片扎堆上映，成为电影

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前有《过春天》《阳

台上》，后有《波西米亚狂想曲》《地久天

长》，以至于“文艺片集体过春天”成了业

内的时髦话。

文艺片的春天来了吗？这个问题近

年来存在感颇高，每每“出场”必能引来一

波争论。确实，在电影的诸多类型中，文

艺片相对弱势，在市场的竞争中可谓“败

绩斐然”，总给人以一种郁郁不得志的印

象。如今呢？

是否迎来春天，要看产量。关注电影

的观众不难发现，近年来，文艺片数量走

高，行业升温趋势明显。不仅知名文艺片

导演新作迭出，市场上也新人辈出，带来

诸多亮点；不仅各大电影公司争相投资，

也有越来越多著名演员、流量明星愿意参

演或投资文艺片。数量增多，类型丰富，

争奇斗艳——从这个角度看，文艺片市场

暖意融融。

当然，是否迎来春天，还要看影响。

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表现与口碑、品质

越来越呈现正相关。好作品靠口碑一路

逆袭几乎已成“惯例”，因评分差而遭遇

“滑铁卢”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对文艺片

而言，这一规律显然还不适用。豆瓣评分

高达8分的《过春天》票房不足千万元，有

周冬雨参演的《阳台上》表现更是惨淡，在

柏林国际电影节包揽最佳男女演员银熊

奖的《地久天长》排片一直在低位徘徊

……相比之下，同期上映的商业片《比悲

伤更悲伤的故事》评分不高票房却高歌猛

进，早已逾越 8 亿元……孰冷孰热，天差

地别。

观察近几年文艺片的市场表现，总体

趋好，但不同电影命运各不相同，几无规

律可言。《白日焰火》票房过亿元，但同样

在国外拿奖的《推拿》只拿到了1300多万

元；张扬导演的《冈仁波齐》收入破亿元，

但《皮绳上的魂》却只收 300 万元……市

场，绝不会总对文艺片春风拂面。

当然，论影响不能只看商业表现，还

要看观众反馈，要看话题、口碑。以《地久

天长》来说，电影时长近3个小时，对观众

而言很不“友好”，剧情平缓，淡淡的，静静

的，像风平浪静的水面，没有高潮迭起，没

有惊心动魄，那观众反应如何？当片尾音

乐响起，字幕滚动，你会看到很多观众依

然被紧紧“绑”在座位上，不愿离场。近些

年，曾经“小众”的文化产品不再曲高和

寡，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欣赏没有火爆场面

的文艺片——需求升级，市场扩容，而文

艺片也正在通过更多平台、更多渠道抵达

目标受众。从这个角度看，文艺片正在走

近更暖的春天。

在电影行业，每年三四月被称为“平

三淡四”。平淡，意味着没有“强敌环伺”，

文艺片随风潜入夜，让电影市场愈显春风

沉醉。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更好的文艺电

影“集体过春天”，让市场更火热，进一步

丰富观众选择。

□ 周 玮 史竞男

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

明德引领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

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重要讲

话，激励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更加坚定的

文化自信，积极投身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生动实

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心聚力。

与时代同步伐描绘
新时代精神图谱

3月 16日下午，全国两会刚刚

结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举办了一场以“雕塑一个

完美的石榴”为主题的艺术讲堂，结

合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民族大

团结——全国雕塑艺术作品展”上

200多件作品，为观众梳理民族题材

雕塑艺术创作发展历程。

“这些源自生活的艺术的提炼、

创造与发展，凝聚一代代雕塑家的

民族情怀和时代使命，各民族之间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美美与共的艺

术形式中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加强。”

吴为山说，我们要将弘扬中国精神

系列展览继续办下去，发掘、展现更

多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反映历史巨

变的艺术经典，共同描绘催人奋进

的新时代精神图谱。

新时代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是文

艺创作的富矿。全国政协委员、纪

录片导演王建国说，大型系列片《长

江之歌》摄制组正沿着长江各条支

流采访拍摄，在城市与乡村间记录

新时代的改革与奋斗。

据了解，广电总局将深化实施

“新时代精品”工程，紧扣“出好剧、

出好片”这个中心任务，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

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为坐标，完

善优秀选题项目储备库，努力打造

现象级作品。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

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为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

向、确立了目标。南方科技大学党

委副书记李凤亮说：“我们要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在开

放借鉴全人类思想成果的基础上，

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骨、中

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

全国两会刚刚结束，文化和旅

游部部长就文化和旅游部系统贯

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进行部署，要

求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切实将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的要求

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

献人民，主动担当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职责。”国家文

物局提出，在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

展、多出文博精品文创精品上下功

夫。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

重大活动组织策划系列主题展览，

推出融合先进技术的博物馆展陈精

品，展现智慧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

馆建设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

文博领域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快实

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

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加鲜明，“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蔚然成风。全国

文化系统每年开展相关活动约1万

项、参与的艺术工作者约10万人次。

参加完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

员、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演员哈斯塔娜就和队员们

投入到了新的创作中。她说：“我们

要创作一部体现军民鱼水情的歌舞

剧，接下来将到基层深入生活调研

采风，努力创作接地气传得开留得

下的优秀作品。”

培 根 铸 魂 用 明 德
引领风尚

“用明德引领风尚这一要求，深

刻回答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该走

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这一

重大命题。”中国文联提出，发挥行

业建设主导作用，切实加强文艺界

行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引领广

大文艺工作者始终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旗帜，自觉追求德艺双

修、德艺双馨。

中国文联计划今年4月召开基

层文联组织工作座谈会，交流经验、

推介典型，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文联

组织加快向乡镇街道社区延伸。同

时积极配合、主动对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建设，进一步增强基

层文联组织活力。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从事作

用于灵魂的工作，就要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

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主任

丁晓平说，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

想，只有与国家前途、人民需求、民族

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持久的生

命力；文艺创作有理想、有担当、有

家国天下的胸怀，才能有一种刚健的

气质，接地气、强底气、增生气。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的话道出广大文艺、社科工作者的

心声：“坚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

践，坚持讲好中国文化的优秀历史

传统、文化积淀，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彰显中华美

学精神，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走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

□ 王 菲

春风起时，安徽合肥蜀山区马

岗村就像在画中了。通向田间的木

栈道、从稻田里“长”出的阳光会议

中心、古朴舒适的乡村民宿、质朴又

充满设计感的茶室……文创因子的

注入让这个城郊的村庄散发着文艺

气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越来越

多的文创人才走出城市的设计室和

艺术的象牙塔，在农村找寻实现梦

想的舞台，以多元化的文化实践方

式助力乡村振兴。

来自上海的设计师闫峰作为黄

山市永丰乡的“新村民”，他扎根在皖

南这个古村里，为乡村文创事业忙碌。

“5月份，我的农民博物馆就要

对外开展了，主要陈列徽州的传统

手工艺品和非遗产品。乡里的油菜

花节要开幕，这几天我还要帮助策

划百人油菜花田绘画活动。”闫峰

说，现在他是永丰村的荣誉村民，要

发挥专长多为村里办点实事。

文创激活了乡村的闲置资产。

马岗村村支书侯克旺说，村民将闲

置房屋租赁给政府。蜀山区政府引

进文创设计团队，在保留乡村风貌

特色的基础上对村庄闲置房屋进行

创意设计，打造乡村民宿“小岭南一

号院”。通过发展乡宿、文创、休闲、

旅游等产业，马岗村实现村民就地

就业，并盘活了43户闲置房屋。

闫峰几年前租下了永丰乡闲置

多年的村办企业厂房，打造徽州传

统手工研习基地。在挖掘传统手工

技艺的同时，闫峰注册“山里”品牌，

将山里的土特产和传统手艺输出到

城市，开始人生的“二次创业”。

与闫峰不同，艺术策展人王南溟

和妻子——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

琳创办社区枢纽站，通过流动美术

馆进乡村和艺术助教活动，努力缩

小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

他们和闫峰一样，都对农村充满感

情，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乡村振兴

出力。

在王南溟看来，乡村振兴并非

一蹴而就，通过美育可以给乡村建

设带来潜移默化的持久动力。

“很多个暑假，我们都是和其他

志愿者一起，到太行山区的偏远地

方给农村的小孩上免费美术课。”

马琳自豪地说，在一群志愿者的努

力下，太行山区一个国家贫困村山

西许村不但保留住了明清的老房

子，还成立了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吸

引大批国内外艺术家开展艺术助

教，带动了村里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乡村文创实践在乡村文旅规

划、美丽乡村建设中找到了“共同语

言”，不少地方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吸

引并留住文创人才。

黄山市永丰乡党委书记刘波

说，永丰村是安徽的历史文化名村，

这两年打造文艺小镇，最缺乏的就

是文创人才。乡政府聘请闫峰做永

丰文艺小镇的艺术顾问，下一步还

要完善人才激励政策，让来农村创

业的人才留得下，干成事。

今年，王南溟接受了上海宝山

区政府的聘请，成为宝山区美育大

讲堂的美育导师，将“美育大讲堂”

送进农村，助推乡村文化建设。

文创给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翅

膀。深圳大学美术系教授应天齐曾

因创作《西递村系列》版画声名鹊

起，而曾经贫困闭塞的皖南西递村

也从此名声远扬，西递村为他修建

了西递应天齐艺术馆。中外游客慕

名而来，如今西递村每年的旅游收

入达7000多万元。

在安徽黄山，一些经过创意改

造颇具艺术气质的精品民宿备受游

客青睐，徽州民宿品牌日渐响亮。

徽州民宿年经营收入10亿元以上，

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传统

古村落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形成有

机融合。

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协同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不久前，“刘海粟

十上黄山艺术文献展”在黄山开幕，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美术馆、艺术院

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及设计师汇聚一

堂，就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长三角各地美术馆间合作协

同机制正日渐完善。”应天齐说，作

为西递村的荣誉村民，他将进一步

把西递村悠久的历史文化向外界

介绍。

文艺片能否
迎来更暖的春天

香港染乐工房香港染乐工房：：从剩菜中提炼色彩的奇妙作坊从剩菜中提炼色彩的奇妙作坊

几年前，一位香港的年轻人张骏霖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被咖喱汁弄脏了衣服，回家后发现怎么洗都洗不掉。正在大学学习环境科学专业的张骏

霖突发奇想，既然食材可以弄污衣服，为什么不能用来制作染料？这种天然染料比起化工染料更加环保安全，而且可以减少食材的浪费。张骏霖和

小伙伴用所学的化学知识，调教酸碱度，提高颜色的稳定性。随着试验成功，一个致力探索以食物色彩应用于服装印染的作坊——染乐工房应运而

生。如今，“染乐工房”扎根香港创意中心“元创方”，继续探索天然环保色彩的奥秘。图为张骏霖正在为制作天然染料忙碌。 张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