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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看 文化文化

在蓬勃生机的春意里，在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中，我们迎来了癸卯兔
年。最是文化能致远。在这喜庆祥和
的春节里，舞台上、生活中、年俗
里，处处都充满丰富多彩的文化元
素、洋溢着浓浓的文化味儿。喜迎新
春，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与感受春节的
文化魅力。

寻找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

正月初一晚8时，伴随中国交响
乐团演奏的交响乐《春节序曲》，文
化和旅游部直属文艺院团联合推出的

“文艺中国”新春特别节目如约而
至。舞台上，戏歌 《千帆竞发向前
方》、话剧 《直播开国大典》 选段、
童话剧《马兰花》选段、民乐《三星
堆·神鸟》……韩童生、张凯丽、张
也、廖昌永、李丹阳、赵聪、李心草
等知名艺术家，范志博、吴樾、吴
彼、龚爽、殷硕、郭霄、阿云嘎、海
陆等广受欢迎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
聚焦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成就，倾情
演绎着这些精彩节目，向观众送上新
春的祝福。据文旅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推出“文艺中国”2023新春特
别节目，是为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展现全国文艺
单位在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家话剧
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家回信精
神鼓舞下的良好创作状态，彰显广大
文艺工作者“都是收信人、都是续写
者”的昂扬精神面貌，以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提振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
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春
节，也是各地广泛开展非遗传承实践
等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天津2023
年“运河之春”非遗灯会、上海“豫
园迎新春民俗体验”灯会、福建枫亭
元宵游灯习俗等各地非遗活动精彩纷
呈，传递着浓郁的年味儿，彰显着喜
庆的氛围。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在春节
期间举办的特色活动之一——“文化
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在

2023年春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中，剪
纸、年画、灯彩等非遗项目，营造了浓
厚的节日氛围；舞龙、舞狮、灯会、庙
会等非遗项目吸引着广大群众广泛参
与。各地非遗保护机构、非遗传承人和
广大网友，用镜头记录着春节期间年俗
等非遗传承实践相关活动，在“云端”
感受欢乐、喜庆、祥和的中国年氛围。
打开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可以看到
其设置的春节非遗活动专区，集中展播
了非遗年俗视频，还可以看到根据小
年、除夕、大年初一等春节时间节点推
出“赶大集买年货”“晒团圆年夜饭”

“舞动中国龙”“点亮中国灯”等话题讨
论、直播等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非遗
传承人、非遗工作者等努力寻找着传统
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更多人感
受着非遗的独特魅力。

欢乐祥和、喜庆热烈、文明向上的
节日氛围中，又岂能少了“村晚”的参
与。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是一
项已连续举办多年，在基层乡村社区广
受欢迎的活动，群众文艺创作表演、民
间特色文化展示推广、乡村好物美景推
荐分享等多种内容形式相结合。今年该
活动紧扣“启航新征程，幸福中国年”
主题，采取各地一体联动、线上线下融
合方式，推出浓浓中国味的“村晚”系
列产品，开展满满中国风的百姓“新春
大联欢”。在线下，可以到山东省济南
市章丘区三涧溪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城关区娘热街道、青海省互助县五十镇
班彦村、云南省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
寨司莫拉佤族村等地看到农民群众自
编、自导、自演各类村晚节目，展示着
家乡独具特色的风俗年景与新时代新农
村的新面貌。在线上，云上“村晚”专
题则让广大群众关注身边村晚的同时，
足不出户一站式全景式欣赏各地村晚，
云游各地乡村，分享“村晚”台前幕后
故事，让大家真正看“村晚”、享“村
晚”、乐“村晚”。

开启学术文化之旅

图书馆、博物馆里过大年，已逐渐

成为中国人的新年俗。在书香中品读中
国文化、在展览中领略传统魅力，人们
在万象更新之际品赏着喜庆的新春文化
盛宴。

春节期间，可以到国家图书馆开启
一场中国学术发现之旅。由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
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
合主办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
发现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预展，并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在这里，可以观赏
到现存最早的抄本《四分律初分》、敦
煌遗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五十
七》、海内孤本吐蕃统治时期 （8—9
世纪） 写本 《李陵变文》、明清档案
《永乐帝敕谕》《乾隆帝元旦开笔》等。
在记载商王田猎，猎获麋鹿和兔的龟腹
甲残片甲骨2174上，还能清晰地看到
上面生动传神的“兔”字象形。据了
解，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
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
学术的“四大发现”，此次展览首次将
分藏于各处的四大文献荟萃一堂，集中
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
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 249 种，
382件。展览利用典籍、实物、音视
频、多媒体等多种手段进行展示，通过
对史料的解读，与历史的对话，展现了
中华民族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精神特质，
凸显了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
用。

想要了解兔年生肖文化，那就到国
家博物馆吧，“癸卯金安——二〇二三
新春展”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开展。步
入展厅，可以看到，代表喜庆、热闹的
红色构成展览的基调，雪花飘落、烟花
绽放、鞭炮声阵阵等设计，氤氲着祥和
团圆的节日气氛，真可谓年味儿十足。
展品上起商代下迄20世纪初，涵盖玉
器、瓷器、铜器、石器、骨角牙器、书
法、绘画等多门类物质文化遗存，从多
角度展示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兔
文化、生肖文化、吉祥文化和年文化，
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精神底
色。徜徉其中，可以欣赏到，从唐代至
清代的多件玉石兔饰或奔或伏、或坐或
伫，憨态可掬；唐代的浅青釉褐斑瓷兔
与元代的青玉兔活灵活现；明代的白玉
双兔耳杯妙琢精治，呈现出不同时代的

匠人巧思，是传统工艺与时代脉搏同频
共振的范例。除此，展览还展出了多件
寓意平安、取意吉祥的精品文物和时令
书画，以期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践行诗与远方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春节成为践
行诗与远方的节点。上海以“乐嗨过大
年，皆得你所愿”为主题，推出丰富

“年味”大餐，包括十大主题近500项
新春文旅活动；山西11市举办七大类
650余项活动，合力打响“欢乐中国
年，地道山西味”品牌……各地丰富多
样的文化和旅游活动，吸引着当地民众
与游客的关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也成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

2022年 12月 20日，我国广西大
寨村和重庆荆竹村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加上此前
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递村，我国已
有 4 个乡村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它们开启了以乡村旅游讲述中国
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开展文明互鉴、
推动建设美好世界的新路径。比如大寨
村坐落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龙
脊梯田之上，有长达2300多年梯田耕
种史，红瑶族居民在这里世代耕作，形
成了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地域文化。近年
来，大寨村充分利用壮丽的梯田风光、
厚重的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同时，
以旅游收入反哺古民居和梯田保护，走
出了一条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乡
村振兴之路。据文旅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乡村旅游
的重要论述精神，培育了一批生态美、
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下
一步，将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依托城市更新行动和乡村振兴战
略，完善“城市休闲”和“乡村度假”
产品体系，深入推进乡村旅游精品工
程，培育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努力打
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推出国家
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进一步发挥旅
游业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上的积极作用，使旅游业发展为
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创美好世界
作出更大贡献。

感受春节的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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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关于张艺谋导演贺岁新片
《满江红》 的热议引起我的好奇心，便
和家人一起完成了一次以观赏电影为内
容的节日家庭活动。

这部贺岁片扭转了我的一些印象看
法，认为不仅是张艺谋导演本人贺岁片
中的杰作，也堪称历年来中国贺岁影片
的翘楚之作。其可喜之处在于雅俗共
赏，寓庄于谐，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全片情节紧凑，悬
念迭出，扣人心弦，令人不由自主地被
吸引到那紧张而变幻莫测的剧情中。影
片设置明暗两条线索，相互贯穿，同步
发展：明线围绕秦桧挖空心思，发力搜
捕金人使节带给他那封金主完颜宗弼

（金兀术） 的亲笔信为中心情节，暗线
则是岳家军后人利用秦桧的搜捕行动，
将计就计，接近秦桧，逼他复诵出岳飞
绝笔 《满江红》。两条线索最后合一，
秦桧得到那份密信之日，就是他被迫复
诵出《满江红》内容之时。整个情节跌
宕起伏，反转迭出，引人入胜，令具有
悠久的情节癖好传统的中国观众大快朵
颐。即便从纯粹娱乐的角度看，可以说
张导出色完成了贺岁片用情节悬念抓住
观众、寓教于乐的任务。

完成如此宏大庄严的历史叙事，导
演启用了豪华的演员阵容。令人颇感意
外的是，他完全颠覆了我心目中严肃历
史叙事需要深湛的实力派演员来完成的
思维定式。一方面，他的确将实力派演
员作为支撑整个大局框架的主导作用

（如当红实力派演员雷佳音饰演秦桧，
张译饰演秦桧心腹人物何立等），但与
此同时，导演竟然同时也把片中第一主
演、岳家军后人前赴后继逼迫秦桧复诵

《满江红》的代表人物张大这一角色让喜
剧演员沈腾来完成，同时还让著名相声
演员岳云鹏扮演剧中重要角色武义淳。
此外还有其他喜剧演员潘斌龙、魏翔、张
弛在片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如此，一批
新演员，尤其是偶像派代表小生易烊千
玺在剧中饰演二号主角、最后用利剑逼
迫秦桧复诵出《满江红》的孙均，也是送
给诸多年轻观众的厚重年礼。

以上成就充分证明了张艺谋是一位
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特别是片子最后的
场面使人心灵震撼，让人对导演的艺术
表现能力和影片中寄托的家国情怀表示
由衷赞叹。

平心而论，贺岁片与如此悲壮严
肃的历史题材，本来不是非常吻合的
搭配。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为吉祥
喜庆的日子，影片的悲壮题材和若干
血腥画面似与节日的气氛违和。因此
如此操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但正
是这样的“冒险”和精心钩织，却表
现和证明张艺谋作为一位艺术家的责
任感和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
能力。精忠报国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长河中的盛演不衰的主题，岳飞正是
这一精神的代表人物。岳飞的故事并

没有因其屈死戛然而止，后代中国人
为他不断增补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续
篇，张艺谋 《满江红》 也堪称是这些
续篇之一。影片中，反复不断地强化主
人公的“精忠报国”，结尾处全体将士
齐声诵读《满江红》的壮观场面和宏伟
气势，尤其令所有观众热血沸腾。我
想，这应该是张艺谋作为一位艺术家通
过影片来激励民众的爱国精神，团结
奋发、精忠报国的最好发挥了。

让贺岁片和商业片走出本身的窠臼
局限，以别开生面、雅俗共赏的方式让观
众去走近历史、走进文化、受到激励，是

《满江红》的一个不同凡响之处。
（作者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

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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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疾行，兔的轻盈，按部就班，
款款而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兔常被称为“瑞
兔”，有着平静美好、机智敏捷、纯洁善
良、安宁祥和性格。上下五千年，兔子的
形象，贯穿了中华文明灿烂发展的历程。

兔子除却作为 12 生肖之外，很早
就出现在中国神话传说及古代帛画和壁
画中。神话传说中的玉兔，住在月亮
上，在月宫里负责捣药，陪伴着孤寂的
嫦娥。西汉早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的帛画中，就有兔子出现在弯月上的形
象。在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石中，也可
以看到不少奔跑在月亮中的兔子。

我从事书画创作 50 年，特别是在
工笔画绘画方面深得体会，“12生肖”是

一个重要的题材。而
兔子的灵动机智，萌
态可掬，也深得我爱。

比如，为迎接癸
卯新年，我新创作了
一幅动物工笔画《逸
致闲情》。画中，芭蕉
青草生机盎然，蝴蝶
双双比翼齐飞。悠闲
的兔子卿卿我我，一
幅和谐安宁的画面。

人们通常会在兔
子身上寄托美好的希
望，从而引起奇妙的
联想，赋予兔子真、
善、美的寓意。逸致
闲情，是一种状态，
它与和谐共生，它与
幸福同在。

安居乐业，四海
升平，和祥安康，这
是人们的希望和理
想，也是画家创作的
永恒主题。把美好的
祈愿，用动物作为载
体，寄希望于人类的
身上，通过对不同动
物的艺术摹画，在逼

真还原动物形象的同时，赋予动物以时
代的活力和人性的语言。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也和兔子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2013年 11月 26日，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
布我国首辆月球车——嫦娥三号巡视器
命 名 为 “ 玉 兔 号 ”。 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
结果揭晓，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
号”。“玉兔”月球车已成为中国航天走
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引擎。

春暖花开，玉兔呈祥。新的一年，
心的祈盼，中华民族朝气蓬勃，生机
盎然。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画家）

春暖花开 玉兔呈祥
韩必省

日前，舞蹈诗剧《东坡》新闻发布
会在新华媒体创意工场隆重举行。定位
于鲜明的时代性、国际性的中国舞台艺
术作品，舞蹈诗剧《东坡》以现代化诗
意的表达，在“意”与“境”之间，找
寻当代人与东坡精神最准确的契合点：
生动积极与充满深爱，从人间悲欢到乐
观旷达，彰显一往情深之动人品质。作
品深度挖掘中国古典美学之文学、绘
画、音乐等精粹，意象化展现孕育了苏
东坡的精神和文化样貌，将中国传统审
美意趣与时代内涵结合。

舞蹈诗剧《东坡》是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2023年重点创排与演出作品，由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共眉山
市委宣传部出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表示，希望通过
《东坡》的合作，能与多方一同挖掘好
“东坡文化”，弘扬好“东坡精神”，深
入阐述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助力《东
坡》成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彰显
大国文化自信的时代佳作。 （张丽）

舞蹈诗剧《东坡》新闻发布会
在京召开

近日，“文脉华滋——中国工艺美
术基本陈列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面向观众预展，为观
众奉上一份融合中国工艺美术历史与发

“文脉华滋——中国工艺美术
基本陈列展”在京展出

展的“文化盛宴”。本展分为“天工开
物”“大国匠作”“美好生活”三个单
元，展览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展品
近 700 件，运用新媒体互动、全息成
像、综合衍射图、增强现实等技术，将
文化、艺术、科技和时尚融为一体，展
示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新中国工艺
美术的成就和融入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动
人篇章，倾情讲述了中华工艺美术的不
朽印记、传奇故事。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为国家级大型公益性博物馆，
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核心区内，承担展
示、收藏、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及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职能，是展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审美观
与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
国家级文化殿堂。 （郭海瑾）

自1月18日起，北京人艺准备了
一大一小，一中一外两部作品，为观众
奉上新春祝福——一边是首都剧场京味
儿大戏《正红旗下》，宏大叙事，描绘
时代图景；另一边是人艺实验剧场《我
可怜的马拉特》，委婉细腻，聚焦个体
命运。

今年以全新创排的新戏 《正红旗
下》 作为开年大戏，不仅寓意着新年
新的开始，同时也是北京人艺在建院
70周年之后，面对新起点，向观众展
现的新面貌。《正红旗下》 登陆首都

北京人艺新春奉上
中外两部作品

剧 场 ， 陪 伴 观 众 过 一 个 热 闹 的 文
化年。

《我可怜的马拉特》由著名剧作家
阿尔布卓夫创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背景，讲述了三个战争中相遇的年
轻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中，
一次次相遇与分离，在生活的困境中
成长，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路。这部作
品将为节日期间走进剧场的观众带来温
暖和鼓励。 （杨雪）

为展示作家出版社 2022年度优秀
图书作品，弘扬精品出版，为读者推荐
有价值的好书，近日，作家出版社
2022年度好书专家评选会在现代文学
馆举行。

经评委会热烈讨论与商议，最终评
选出作家出版社 2022 年度好书 20 部，
包括冯骥才《多瑙河峡谷》、老藤《铜
行里》、关仁山 《白洋淀上》、杨志军
《雪山大地》、厚圃《拖神》等。其中关
仁山 《白洋淀上》 与杨志军 《雪山大
地》两部长篇小说为“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的首批出版作品，备受评委
们关注。

作家出版社董事长路英勇表示，作
家出版社将持续优化选题结构，珍惜

“作家”品牌，加大精品图书扶持，在
寻找优质选题的同时，不断开拓文学市
场，探索出版的新边界和新形式，为读
者奉献更多精品好书，为新时代文学事
业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谢颖）

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揭晓

日前，“美在致广——全国小幅
美术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在
本次展览作品中，尺幅最小的仅有邮
票大小，最大的也仅半米见方。其中
既有美术史中的经典名作如齐白石的
《咸蛋小虫》、徐悲鸿的《双狮》、李
桦的 《怒吼吧，中国！》、胡一川的
《牛犋变工队》等，也有“00后”艺
术家的最新创作。通过此次展览，观
众在回顾中国百年小幅美术创作历程
的同时，也对当下小幅美术创作的现
状形成直观认识。 （贾宁 文/图）

美在致广——中国美术馆千幅
“小画”迎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