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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读者》》故乡开设故乡开设““读者小站读者小站””
拓展公共阅读新拓展公共阅读新空间空间

近年来，甘肃省兰州市政府和读者出版集团采取“政

府推动建设、读者品牌冠名、市场化运营”方式，与传统新

华书店改造相结合，在公园、社区、校园旁打造老百姓身

边的新型书房“读者小站·金城书房”，为当地市民拓展了

公共阅读新空间。图为市民在位于兰州西固区金城公园

内的读者小站内阅读。 高 展 摄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

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提速，文化、旅游、通

信等行业进一步深度融

合，数字文化产业正呈

现供需两旺特点。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

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

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

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12,939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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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助推旅游业
实现“乘数效应”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

11月30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

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

出优化“互联网+旅游”营商环境，以数字

赋能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业界认为，互联网技术能有效推动旅

游业与多行业融合和相互促进，有望实现

“乘数效应”，助力旅游市场加速复苏，站上

数字经济红利“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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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瀛 何 凡

1959年，富连成社弟子袁世海

在表演京剧《龙凤呈祥》时，将《芦花

荡》一折中张飞出场的三倒步改成了

三望：一望前面还有多远，二望敌人来

了没有，三望周围的情况；之后又采

用了范宝亭《演火棍》焦赞的边挂，来

了个反飞脚。与之合作的梅兰芳称

赞“他这出戏，短小、精悍、巧”。

“张飞的出场表演经过了袁世海

的巧妙设计，演起来干脆利落，既表

现出张飞的快人快性，又透露出他

的稳重沉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

研究所学者张雯睿说，这个惊艳的

出场背后是袁世海对程式的巧妙应

用和他严谨、规范的基本功。

日前在京举办的首届“富连成

戏曲国际青年学者论坛”上，不少学

者和专家认为，富连成社的发展历

程，对于当下戏曲的“守正创新”具

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作为京剧“第一科班”，北京

富连成戏剧学社成立于1904年，在

办社的44年中先后培养了近800

人，其中不乏马连良、于连泉、叶盛兰、

袁世海、谭元寿、梅兰芳、周信芳等

名家，是京剧史上开办时间最长、培

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京剧

教育机构。

1935年，文人吴幻荪曾发表评

论说：“富连成戏剧学社，就因为不

追随时代潮流的推移，而反倒沾光

了，因为一些举办不彻底改造的人

士初次失败了，而且反连累他们剧

艺不坚实，所以愈形映着富连成戏

剧学社深具规范，注意剧艺。不过

随于时代，反处处合于时代也。”

“富连成社始终坚持国剧的传

统表演方法和程式，延续了国剧艺

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而经受住

了京剧市场的检验，获得了自身生

存和发展的空间。”深圳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副教授陈仕国指出，富连成

社对传统表演方法和程式的坚持，

反倒成了其在竞争中突围的筹码。

20世纪90年代初，舒桐曾在宁

夏向出身富连成社的张元奎学戏。

如今已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主任

的舒桐回忆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他的唱有着传统花脸的规范，要求

学生吐字清晰，气口要求特别严格，

能够缓气，不能够缓气的地方必须

一气呵成。音量要求从台口打到剧

场最后一排。”

“几代京剧人的坚守和守护，使

我们 200 多年的京剧艺术传承至

今。对于当代戏曲教师来说，守正

是我们在教学当中首先要把握的尺

度。我们要把规范、严谨的戏曲艺

术传承到下一代接班人的手中。”

舒桐说。

如果说严谨、规范的动作是戏

曲的“字”，那么表演程式就是戏曲

的“词句”。一篇文章写得是否漂

亮，遣词造句是否得当是关键。

1959年，富连成社弟子马连良

对《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角色进行了

再创造。程婴是在赵家满门被害时

充满紧张、肃穆、杀气腾腾的氛围中

上场的。

“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赵家通风

报信，在告别赵朔夫妇下场时，抖水

袖、甩髯口等一连串戏曲程式动作，

不光体现了马连良自身扎实的基本

功，也把人物叠足而立等内心情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广东省文化馆研

究馆员陈才说。

专家指出，程式化是戏曲的本

体特征，也是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

基本语汇，因此坚持程式化是戏曲

发展、创新的前提。

“虽然‘程式’一词让人感觉在

呈现上有所限制，实则可以在‘程

式’中自由翱翔，展示出个人独特的

魅力。”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刘璐说。

然而，京剧是在农耕时代产生

的，表演程式也是在农耕生活的基

础上提炼的，并反映其时代的生活

和审美趣味。20世纪后中国逐步进

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生产和生活

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反映现实

生活和塑造当代人物时，京剧应如

何利用程式进行创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葵

曾建议，新程式的创编应和整体的

戏剧创作紧密结合，把艺术体操、花

样游泳等现代舞蹈元素引入戏曲，

可以丰富戏曲表演。

《骆驼祥子》里的“洋车舞”、《华

子良》里的“箩筐舞”、《江姐》里的

“绣红旗”……近年来，创作者沿着

这个思路，在程式创新方面进行了

不懈的探索。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原主任

马玉璋则认为，程式的创新也可以

从传统中来，比如样板戏《红灯记》

中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镣的工具，就

化自传统戏《挑滑车》。

“京剧创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孙萍说，“京

剧是‘以小见大’的艺术，因此京剧创

新在‘正本清源’的同时，在题材的选

取上也要有所取舍，‘小题大做’是京

剧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律。”

□ 余俊杰 陈爱平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数字文

化产业发展意见，促进产业提质升

级，激发文化消费潜力，提升中华文

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业界分析，受益于数字赋能，我

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装上“加速

器”，文化产业“蛋糕”正越做越大。

在此过程中，既应关注科技，更应把

握导向和内涵。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这份《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促进文

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扩大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

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

分析，意见一方面强调坚持正确导

向，提升作品思想文化内涵，充分发

掘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

国精神；另一方面强调重视科技发

展对文化产业的赋能效应，伴随信

息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创作者应积

极运用新技术，借力产业科技创新

成果，推动内容、模式、业态和场景

创新。

意见规划的目标是，到2025年，

培育20家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领军企业，打造5个引领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引领

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形成新动能

主导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创图科技创始人、董事长李欣

说，发展平台经济、激发数据资源要

素潜力等政策举措，将为文化产业

发展装上“加速器”，体现了共享、开

放、创新的发展理念，将吸引更多市

场主体参与进来。

据了解，我国已有多个省市出

台措施，促进文化和旅游、金融、科

技等领域深度融合。上海印发的

《上海在线新文旅发展行动方案

（2020—2022年）》提出，依托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培育具有智能交互特征的文

旅新业态、新模式。

数字文化“蛋糕”越做越大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数字文化产品具有传

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符合

年轻人消费习惯，随着数字技术的

广泛普及和网民付费习惯的养成，

数字文化产品的消费潜力和市场价

值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升，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文化、旅

游、通信等行业进一步深度融合，数

字文化产业正呈现供需两旺特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

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

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12,939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2%。

据中国联通集团文化旅游行业

总经理李玲分析，更多的科技型企

业正积极加入到文旅产业数字化进

程中，推动文旅产业创新。在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中国联通推出

了“5G+AR”文物修复助手、“5G+

VR”全景直播等多项应用；疫情期

间，“5G文旅互动直播”为100余个

景区和文博馆搭建了云游景区、云

游博物馆，丰富宅在家老百姓的精

神文化生活。

事实上，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9.4亿，互联网普及率67%，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将为数字文化产业进一

步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重科技更要重内涵

中国旅游研究院报告显示，有

过半受访者认为“文化消费能提高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比衣食住

行更重要”。如何为老百姓“烹制”

更高质量的“文化大餐”？

业界认为，以数字科技“活化”

文化资源，一方面应积极运用超高

清视频、5G、VR/AR、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开发和保护，一方面更应丰富文化

创新产品的内涵，推动文化和科技

创新协同前进。

在水墨动画片《秋实》制作中，

创作人员引入了超高清 8K 分辨

率、高帧率技术，在保证画面细节与

色彩的精度与明度，让动画片角色

在高动态镜头中仍然保持着自

然、逼真形态的同时，也让观众能

感受到中国水墨画虚实结合的意境

和魅力。

主创人员之一、盛世顺景文化

传媒公司总经理张春景认为，与国

外动画制作技术相比，目前国内的

技术并没有太大差距，甚至在8K、

水墨画方面有更多创新引领。“竞争

的关键，在于讲故事的方式与剧本

内容创作。市场需要一系列既具有

民族特色，又能够得到市场认可，并

且可以反哺文化产业良性循环发展

的优质作品。”他说。

孙立军认为，既要弘扬优秀民

族文化基因，又要赋予其全新的文

化内涵。“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内核

的挖掘，恰恰是我们从文化产业‘高

原’进一步爬上‘高峰’，提升文艺作

品国民认同度和海外认知度的关键

所在。”

数字赋能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装上“加速器”

“不过随于时代 反处处合于时代”
——看京剧“第一科班”如何守正创新

推进“红色文化”
多角度传播

□ 王统宇

新时代需要发挥好红色文化的精神

力量，不断实现红色文化创新发展，通过

加快红色旅游模式转型、创新红色文创表

现形式、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等推进红

色文化更广泛地传播。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

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红色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

外优秀文化创造的先进文化，不仅是中

国人民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凝聚国家力量和社会共识的重

要精神动力。

新时代需要发挥好红色文化的精神

力量，不断实现红色文化创新发展，从多

角度推进红色文化更广泛地传播。

一 方 面 ，要 加 快 红 色 旅 游 模 式 转

型。在“后疫情时期”，各个地方旅游产

业逐步回暖，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传播

的重要途径之一，要紧紧跟随时代的变

化进行自身改革升级，将红色旅游从传

统的购物、娱乐、游玩的横向旅游模式转

变为由浅入深的沉浸式纵向旅游模式，

加强红色文化记忆与印象，增强红色旅

游过程的趣味性。

各地可以针对当地红色历史，增强挖

掘的精准度，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

化，带给游客独有的红色记忆；将红色旅

游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积极建设系统

的、健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另一方面，要创新红色文创表现形

式。红色文创要精准把握红色文化核心，

保证红色文创的地方差异性。对于红色

文创本身，既要保证文创产品的艺术美

感，又要将红色文化恰当地体现在产品之

中，将传统红色理念与当代审美标准融合

起来。

同时，还要注重保障文创产品的实用

性，不能将红色文创等同于红色艺术品。

强大的实用性能够增强用户使用频率，延

长使用时长，为文创产品中的红色文化提

供更多传播的机会。红色文创应创新设

计理念，将现代的材料与具有历史感的红

色文化有机结合。

此外，要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

将优秀的红色文化带入新媒体的传播平

台中，推动更多的新媒体用户传播红色

文化。

为了让红色文化能更好地在新媒体

平台传播，就要下功夫研究新媒体传播

的方式和手段，使信息传播更加高效便

捷。可以将红色文化进行有机的“碎片

化”处理，方便用户对红色文化的吸收，

提高红色文化信息的竞争力。通过碎

片化信息让新媒体用户快速接收并且

记住，再经过对碎片的累积，激发用户

了解红色文化的意愿并且通过平台进

行自主传播。同时，以符合当代文化传

播潮流的形式来促进广大青少年网民

接受、理解和认同红色文化在当代的重

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