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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实主义光辉
映照中国电影未来

面向人民、聚焦时代、观照现实，这是

新时代对中国电影提出的课题。电影如何

更好与时代生活的火热图景交相辉映？日

前，在河南郑州举行的2020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上，这个课题引发中国电影人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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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手揽线织黎锦 直播带货为传承

一份文化成绩单透出百姓生活新变化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成就综述

推动综艺节目持续健康发展
□ 文卫华

近年来，综艺节目在内容和模式自主

创新、引发观众共鸣等方面取得亮眼成

绩。不仅如此，综艺节目积极探索纵深

化、融合化路子，不断切入各个垂直领域，

追求与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成为引领文

化风尚的新抓手、新入口。

很长时间以来，历史类综艺节目一直

发挥着传播历史知识的科教功能，而《国

家宝藏》《上新了·故宫》《我在颐和园等

你》等新综艺节目，不仅彰显传统文化无

穷魅力，还有效助推博物馆、文创产业发

展。据统计，自2017年《国家宝藏》开播以

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

据上升了50%，“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

成为新兴热门旅游项目。《上新了·故宫》

专门开设投票专区，观众可以对每期文创

新品进行投票，得票高者就会投入生产；

《我在颐和园等你》直接打造苏州街主题

店铺，创造出“网红体验店”。

音乐剧、街舞、脱口秀等文艺形式，也借

助相关综艺节目的热播，成功进入大众视

野，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潮流文化。曾经，

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一度受众有限。现在

据统计，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考

生增幅达46%。《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

团》等节目的热播，加速街舞在我国的发

展。各种街舞赛事不断涌现，年轻人学习

街舞的热情高涨，街舞培训行业也迎来风

口。《乐队的夏天》《一起乐队吧》《我们的乐

队》等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乐队文

化，爱上乐队演出。在节目助推下，参赛乐

队也实现人气热度和商业价值的提升。

《这！就是灌篮》将真人秀与竞技体育相融

合，对球员选拔以及体育经纪产业链产生

积极影响，版权模式被国外传媒集团购买，

推动中国原创网络综艺进军海外市场。

综艺节目能够对社会文化深度开掘，

“精耕细作”。一方面，综艺节目自身需要

迭代升级。近年来，我国综艺节目发展迅

猛，竞争激烈，迫切需要开拓新主题、新领

域、新故事、新视听，以突破同质化竞争的

困局。小众领域为综艺节目提供了创新

元素和新鲜面孔，综艺节目团队顺势聚焦

垂直圈层，从中寻找创意灵感，开掘新的

主题内容，拓展节目空间。另一方面，部

分文艺形式存在一定的欣赏门槛，缺少有

效抵达大众的渠道，综艺节目的“加盟”有

效增强这类文艺形式的趣味性、感染力和

亲切感。借助专业团队、成熟的节目模式

和推广手段，这类文艺形式也进入大众视

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赏。

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前许多综艺

节目进一步开掘内容，拓展行业边界，从

而释放出更大能量，助推产业整合升级。

比如《中国新说唱》推广华语说唱，积极开

发衍生节目和艺人经纪，探索说唱歌手职

业发展路径，推动说唱产业规模化发展；

《铁甲雄心》《这！就是铁甲》将“综艺+赛

事+教育+产品”四大链条相结合，通过“以

综带赛、以赛带学”的方式，投入青少年竞

技机器人市场。

“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

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

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综艺节

目作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文艺形态，影

响面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传播主流价

值，传播正能量，努力在主题立意、文化内

涵、审美价值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推动

综艺节目持续健康发展。

□ 周 玮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020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让我们透过这样一

份亮眼成绩单，检视全面小康的文

化成色，感受百姓不断增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引领新风尚

在甘肃金昌，“好婆媳、好邻里

点赞”“分餐夹”等文明实践推动完

善村规民约、倡导文明风尚；在浙

江海宁许村镇李家村，乡村土广播

“李家播报”成了村民不可错过的

活动，村民赞扬“有了播报，再也不

怕错过政策福利”……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

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2018年 7月 6日，中央深改委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两年多来，试点单位从50家

扩大到500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成为人们学习理论政策的学校、

丰富文化生活的舞台、倡导移风易

俗的平台。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

三五”期间取得重要进展。尤其是

变政府“端菜”为百姓“点单”，将可

口可心的文化大餐送上门，大大提

升了服务效能。

5年来，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

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

博物馆、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继续免费开放，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扎实推进。截至

2020年6月，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56万个，覆盖率超过95%。

去冬今春来袭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国公共文化机构功能是一

场考验。

上海图书馆推出疫情防控新

动态、免费电子书单、微讲座等系

列资源合集；国家博物馆在线营造

“云看展”“云直播”等云游览模式；

成都市文化馆利用慕课功能开展

线上培训，手机摄影、中国山水画、

藏族舞等精品课程的学习名额很

快被一抢而空……闭馆不闭网、资

源汇“云端”，宅家“云观展”“云学

习”成为文化生活新方式。

满足新期待

2020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

来，文化和旅游部推出湖南常德世

外桃源怡然度假游等 300 条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努力挖掘乡

村优秀传统文化和农业资源，开

发适应现代生活的文创产品和旅

游商品。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

好、精不精”，文化和旅游供给从数

量追求转向品质提升。

2018年 4月 8日，新组建的文

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诗和远方终

于在一起了！”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

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国内旅

游人数达60.0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8.4%。我国已有 5A 级旅游景区

280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30家、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000个、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300处。文旅

融合熔铸出越来越多具有历史文化

底蕴的风景。

着眼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新

期待，“十三五”期间，丰富多彩的文

艺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

风尚。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

疫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

创排了4000余部优秀现实题材作

品，其中新创作品占一半以上，弘

扬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在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我们的

四十年》《奋斗吧 中华儿女》等主

题晚会，激发全国人民爱党爱国

热情、鼓舞振奋民族精神。大银

幕上，《我和我的祖国》《我不是药

神》《流浪地球》等口碑和票房双

丰收的佳作，生动讲述国家的蓬

勃发展、家庭的酸甜苦辣、百姓的

欢乐忧伤，可谓中国电影呼应新

时代的积极实践。

激发新活力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

“上元之夜”，再到“丹宸永固——紫

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故宫这座

600岁的皇家宫殿，正以新创意创造

着新价值。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为新时代提供新滋

养新能量。

2019 年 7 月 6 日，实证中华

5000多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中国已有

55项世界遗产，40个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居

世界前列。

2020年 7月 6日，良渚古城遗

址迎来首个“杭州良渚日”。公园

5G全覆盖，“云展览”精彩纷呈，文

创产品层出不穷，古老遗产融入现

代生活，讲述中华文明的动人故事。

与此同时，传承千年的文化遗

产也为脱贫致富打开新思路。

四川凉山着力将彝绣、银饰、漆

器等众多传统工艺转化为脱贫生产

力，促进非遗活态保护，也带动贫困

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在湖南

湘西州，“非遗+扶贫”让很多拥有刺

绣技艺的外出打工妈妈实现了“守

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又养家”。

打开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输入

“新疆非遗”，从首饰、乐器到服饰、

美食，活色生香的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线

上销售更是火热。

最新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

有关部门支持各地设立各级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 家，带动

数十万人就业增收。

奔小康的路上，文化自信留住

了“老手艺”，编织着“新乡愁”。

□ 夏 天 陈子薇

一位赤脚姑娘席地而坐，腰上

缠着腰织机的一端，足尖撑起另

一端脚踏棍，拉动提综杆开口经

线，穿纬线再放纬刀打一下……这

是黎族白沙姑娘张潮瑛正在直播

织锦。

有甜美外形的张潮瑛不仅是

个伶牙俐齿的带货主播，还是一名传

承非遗的“南海工匠”，她带的“货”，

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黎锦。

海南岛黎锦纺、染、织、绣技艺

是黎族人传承了3000年的古老技

艺。700多年前，黎锦让黄道婆在异

乡重启人生，从悲惨的童养媳转而

成为女纺织技术家。

黎族人纺纱、织布的原料是海

南特有的吉贝棉，又称海岛棉。

染料也源自热带雨林丰富的植被

资源。三国时吴国人万震在《南

洲异物志》中就曾叙述黎族先民

已会用吉贝作“五色斑布”。相

传，一位姑娘上山穿的白筒裙被

植物的汁液染上斑斓的颜色，十

分漂亮，黎族人逐渐摸索出利用

苏木、黄姜、蓝靛草、谷木、牛锤木

和枫叶将纱线染成红、黄、蓝、绿、

棕和黑等颜色。

传统黎族女人一生中的每个重

要时刻都需要黎锦来装点。为了研

究非遗知识产权，张潮瑛在文化馆

翻阅资料时，她惊讶于家乡竟有如

此瑰宝，“这样的好东西不应该只

是躺在档案馆里。”在家人的鼓励

和支持下，她决定成为黎锦的非遗

传承人。

一次比赛让张潮瑛记忆深刻，

虽然她穿上了梦寐以求的黎锦贯

头服和筒裙，但却把筒裙穿反了，

闹了不少笑话。她意识到，传承

黎锦不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吃透黎锦，

怎么传承呢？”就这样，张潮瑛从

此一头扎进黎锦，开始踏踏实实

地学习。

白沙县文化馆馆长符少玲非

常看好这个年轻人，于是安排她参

加了县城的黎锦培训班。黎锦的

双面绣再一次震撼了这位土生土

长的黎族姑娘。来自黎族润方言

区的双面绣，可以实现一根线、一

次性绣出两面完全一样的图案，华

美而神秘。

日新月异的工业化流水线冲击

着传统手艺，黎锦也面临这样的困

境。因为色彩单一厚重，黎锦早已

不被年轻人所喜爱。张潮瑛相信，

这样独特的织绣工艺历久弥新，祖

先纹、人形纹和大力神形象的纹饰

别具一格，“它们仍然有潜力结合服

装设计，有实力走进当下女孩们的

时尚衣橱。”

2016 年，30 岁的张潮瑛在老

家白沙创立海南黎锦灿然合作社。

合作社除了直接售卖各式各样纯

手工定制的锦片以外，张潮瑛还会

设计诸多带有黎锦元素的商品。

“只有生存下来才有传承的可能。”

张潮瑛孜孜不倦地奔赴多个省市

学习，思路逐渐打开，她坚持在原

汁原味的黎锦高级定制基础上，尝

试着将黎锦元素融入耳环、手包、

摆件等饰品中，“非遗不应该只是

被保护而传承，而应该让它‘活’起

来得以流传。”

作为传承人，张潮瑛把黎锦带

到线上“直播间”展销，在线下开办

黎锦传习班义务教学。黎锦的图案

是几何图形，所用的麻布针孔很小，

绣起来难度极高。因此，张潮瑛专

门为初学者定制针孔较大的布料，

图纹也更简易，在课上就可以完成

一幅简单的作品，还能做成耳钉、头

绳等小饰品留作纪念。慢慢地，传

习班吸引了当地越来越多年轻人参

与学习。

鹦哥岭上的村庄星罗棋布，生

态环保的盘山公路串起了白沙的一

村一户。平日面朝大地的织娘在农

闲时，玉手揽线织黎锦，百转千回

间，探寻跨越千年的美。

国庆假期享书香国庆假期享书香
10月7日，市民在河南省郑州市桐柏路的郑州购书中心内读书“充电”，度过国庆假期。

王中举 摄

本报讯 随着上座率的持续

上升，我国的演出市场正在重新逐

渐焕发活力，这一点在国庆档尤为

明显。

文化和旅游部此前发布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国庆长假前，全国共开

放剧场1162家，占总数的53.87%。

文旅部市场管理司在9月中旬印发

的《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

防控措施指南（第四版）》可以被视

为最大利好，该文件明确了低风险

地区的剧院等演出场所，观众人数

可以达到剧院座位数的75%。

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国庆长

假期间就有436场文艺演出亮相

舞台。

其中，国家大剧院共在“十一”

期间上演7台 19场演出，涵盖歌

剧、音乐会、儿童戏剧等多种类型；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奉上6部剧目、

51场精彩演出；国家京剧院更是联

合全国共19家戏曲院团、院校，举

办为期一个月的“致祖国——名家

经典剧目展演”活动。

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如期开幕，

成为对线下演出市场的一个利好

信号。而知名演出团体如德云社、

开心麻花、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则

可谓一票难求，笑果文化在上海的

笑果工厂剧场连演8天的演出票几

乎“秒光”……如此总总，都让人感

受到强劲的文化消费力。无论是

国家话剧院的话剧《那拉提恋歌》，

还是中国儿艺的《听见梦想》，以及

亮相天桥艺术中心的音乐剧《欢迎

光临》等，不少原创剧目都在这个

国庆演出档期首次登上舞台。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档会成为

今年演出市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

点。出于种种顾虑，很多民众会在节

假日选择留在本地，观剧观影等需

求自然就会增加，无论哪种演出形

式，有口碑的剧目更容易获得观众青

睐，这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制作出更多精品剧目，“有口碑才

会有票房。” （应 妮）

国庆档演出市场热度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