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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至 23 日，世界剧院北

京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德国柏林国

家歌剧院、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英

国皇家歌剧院等全球 20多个国家、

近70家艺术机构的200余名管理者

和艺术家聚首国家大剧院，共商剧

院行业发展等议题。

如今，国家大剧院与 130 多个

国家和 400多家国际艺术机构构建

了资深“朋友圈”。11 年间，来自世

界各地 800 多家演出剧团、30 余万

人次的艺术家走进大剧院。与此同

时，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普契尼歌剧

《图兰朵》的精彩亮相，也得到了中

外观众喜爱，在社交网络上掀起分

享热潮。

构建全球“朋友圈”：国
际一流艺术机构竞相加入

从古希腊露天剧场到现代大型

综合建筑，剧院始终与人类进步和

艺术繁荣紧紧相随。随着人们精神

文化需求的增长，剧院在城市发展

中的作用越发重要。

“为了使剧院成为推动文明创

新交融的重要引擎，国家大剧院每

年按照30%比例引进国外优秀演出

剧目，邀请来自全球的顶尖交响乐

团、芭蕾舞团以及其他一流演出院

团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亮相。”国家大

剧院院长王宁说。

国家大剧院的全球“朋友圈”越

来越大。它不仅与 130 多个国家和

400多家国际艺术机构建立起“朋友

圈”，还与包括英国皇家歌剧院、美

国肯尼迪艺术中心、俄罗斯马林斯

基剧院在内的 34 家艺术机构结成

合作伙伴，在节目演出、剧目制作、

艺术培训等方面不断交流、探索。

11 年间，累计有 800 多家演出

剧团、30多万人次艺术家登上了国

家大剧院舞台。不仅活跃在国际舞

台上的艺术家、艺术院团来到国家

大剧院演出的频次和数量节节攀

升，中外合作剧目也结出硕果。

与大都会歌剧院、波兰华沙国家

歌剧院、巴登巴登节日剧院联合制作

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与维

也纳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法

斯塔夫》；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

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纽伦堡名

歌手》等精彩剧目相继亮相，为中外

观众不断带来新的惊喜。

观剧习惯之养成：让年
轻观众爱上交响乐

为了培养年轻受众，让更多观

众走进大剧院，11年间，国家大剧院

累计举办各类艺术普及和艺术教育

等活动 1.2 万场，现场观众达 480万

人次，打造了周末音乐会、经典艺术

讲堂等品牌项目，构建了日趋完善

的艺术普及体系。

据统计，国家大剧院每年组织

的公益普及活动高达上千场，年均

票房销售率达到了 83%，2018 年

60% 以 上 的 演 出 销 售 率 超 过 了

90%，培养了一大批经典艺术的爱

好者，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年轻观众。

多年来，大剧院携手艺术家走

进社区、走进地铁、走进学校，让音

乐旋律、艺术芬芳流淌在城市各个

角落。经过这些探索，国家大剧院的

会员从建院之初的 5000 人拓展到

了如今的30余万人。

如今，国家大剧院 45 岁以下的

青年观众群占观众总人数的 69%，

其中学生群体占据了14.3%的比例。

观众当中热爱交响乐的最多，占比

接近1/3。这一数据让许多世界一流

剧院的管理者和来大剧院演出过的

国际一流艺术家感到惊讶。

技术为艺术插上翅膀：
要成为“没有围墙的剧院”

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歌剧搬上

银幕越发成为一种潮流。为了让歌

剧这颗“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惠

及寻常百姓，国家大剧院试水高清

和4K歌剧电影制作，目前已拍摄完

成《图兰朵》《骆驼祥子》《长征》等

28部歌剧电影。2018年国家大剧院

摄制了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这是中国首部 4K 全景声歌剧

电影。

同时，国家大剧院携手美国大

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西班

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等 7家世界著

名歌剧院开启国际歌剧电影展，已

陆续在全国 12个城市巡展，吸引了

5.3 万余人次的观众，把歌剧送到百

姓家门口。

为了让更多高雅艺术“飞出”剧

院围墙进入寻常百姓家，国家大剧

院顺应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信息化发展趋势，在 2018 年启动了

智慧剧院的建设，不仅要打破剧场

舞台的边界，还要大大拓展“观众

圈”，提升观众的观赏体验。

5 月 11 日，国家大剧院联合北

京电影学院等单位，成功将国家大

剧院剧场演出的舞剧《天路》实时直

播到三公里以外首都电影院的银幕

上，首次实现了4K超高清画面以每

秒 50 帧的频率，通过 5G 高速传播

技术进行直播。

“如果通过 4K+5G 技术对舞台

艺术精品进行数字化传播、电影化

呈现，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就可能出

现一个百亿级的市场。是时，将有更

多观众共享剧院的文化艺术成果。”

国家大剧院首任院长、中国剧院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平这样期待。

（据新华网）

国家大剧院：
要成为“没有围墙的剧院”

张漫子 吴文诩

老字号复兴
切莫透支了情怀
王艺凡

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目是寻找

“中国味”，而并非巧合的是，“大白兔”

等老字号们在这两年悄然成“网红”。

大白兔的香水、润唇膏，冷酸灵的火锅

味牙膏、上海家化旗下的六神鸡尾酒

等，均成为网上爆款商品。此外，还有

回力鞋、永久牌自行车等传统国货在

持续走红。（中国网）

当老字号开启网红模式，瞬间就成

为了网上的爆款商品。这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老字号固有的守旧印象，也切中

了广大消费者对情怀的追求和童年的

追忆。这种情怀是十分珍贵的，是广大

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一种信任和青

睐，也是老字号复兴的“软实力”。对于

消费者的这种情怀，要倍加珍惜，切莫

在看似“很溜”的操作中透支了情怀。

老字号声名在外，在广大消费者心

目中，是可靠的工艺、稳定的品质、信得

过的品牌代名词。对于老字号的跨界营

销，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原先品牌老化、

创新不足、发展缓慢等问题。但同时，也

要避免仅仅网红化地作一些表面功夫，

要在品牌、技艺、传承等方面，在延续好

老字号的品牌效应及所蕴藏的传统工

匠精神上下一番苦功。

老字号的网红化，释放出了求新求

变的积极信号。不透支情怀，对老字号

而言，应该是一种对消费者负责的态

度，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一种

对传承负责的态度。我们既不希望看到

老字号因固步自封而渐渐湮没在历史

的长河中，也不希望老字号仅仅是昙花

一现。老字号的传承，从过去靠心口相

传，到如今的创新求变，是一种全方位、

深层次的变革，切莫因一时的得意忘

形，而透支了情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

练就真本事、真功夫，才能真正网红化。

大英县首届
工人文化艺术节
展现新时代工人风采

本报讯（李林晅）四川省遂宁市

大英县首届工人文化艺术节将于 6

月 28日开幕，并将持续至9月 28日。

文化节将通过系列活动展现大英经

开区成立至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以及企业职工精神面貌。

文化节期间将举办文艺演出、“爱

我园区”手工艺术品展、“月圆、家圆、

园更圆”职工主题演讲比赛、“我爱家乡

大英美、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拍摄以及

“书香园区·畅享悦读”工人读书活动等

10项系列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遂宁市大英县着

眼于服务和谐社会、服务职工群众，创

新开展职工文化活动，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提高了全县职工队伍的思想道

德和文化素质，为推进全县精神文明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澳大利亚树皮画精品
亮相四川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李林晅）6 月 26 日，“大师：澳大利亚

树皮画艺术家”展览在四川博物馆正

式开展。该展汇集了澳大利亚国家博

物馆 144 件/套树皮画精品，是位于

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地的原住民艺

术家创作于1948年至1985年间的艺

术精品，也是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

馆藏精品。展览按地域划分为三个部

分，分别表现了阿纳姆地西部、东部

和中部三个地区的艺术家别具特色

的树皮画风格。

据介绍，树皮画是澳大利亚原住

民创造的一种绘画艺术，记载了原住

民在远古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生活习

俗，具有澳大利亚原始艺术的鲜明特

点。据了解，此次在四川博物院的展

览，是继在国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

馆和深圳博物馆之后的第四站，展览

将持续至8月26日。

每年的黄梅时节，那滴滴答

答，滴也滴不完的梅雨和到处泛

出 的 阵 阵 霉 味 ，总 让 人 心 烦 不

已。然而就在这样一个不怎么令

人舒心的时节里，点缀在芳源绿

野中的杨梅，却一簇簇飞霞流彤

了起来。

作为一种深受世人喜爱的佳

果，杨梅属于秀色可餐的典范。除

了鲜食和制成蜜饯外，它们还能像

葡萄那样，酿成红粉佳人似的美

酒，令人长期沉醉于它的甘醇回味

之中。杨梅酒要泡制出甘甜清冽的

滋味，其实有不少讲究。从选料到

制法，只要一个环节的不慎都会使

泡出来的酒不尽如人意。

每次泡酒之前，我都会开始留

心市面上的白酒，这是一年一度的

必做功课。白酒最好选清香型。泡

制过程中，由于蒸发加上被杨梅吸

收等因素，会造成酒的度数降低。

因此，酒的度数须足够。

至于杨梅，以乌紫的品种为

宜。用清水冲洗后，置于通风处沥

干，再投到已倒入白酒的玻璃瓶

中。随着杨梅一颗颗“咕咚咕咚”蹦

到酒里，酒香便溢出来了，直往鼻

孔钻，让人忍不住舔一下溅到掌心

里的酒花。值得一提的是，杨梅不

能投得过多，一旦高过白酒，便易

变质。此外，可根据个人口味，往酒

里化入冰糖或调以蜂蜜，使酒味更

醇和，更易上口，当然，也更教人难

以将盏放下。

等到白酒和杨梅有了一定时

间的交融，酒精大多被杨梅吸收

后，白酒原来的透明色开始被杨梅

汁染得红艳起来，且一日比一日美

丽动人。

而曾经一身红装的杨梅，则像

沉静的果中仙子，悄然换了淡颜。

只是，纵然红颜褪去的它们，依然

能云淡风清地将自身的芬芳愈陈

愈香。一如实现了气质涵于内而形

于外的人生，当得上圆满。

终于到了甜蜜果香与酒的醇

香扑鼻而来，连空气中都溢满芬芳

的启封时刻。先从瓶中取出几颗被

白酒浸润的杨梅。那杨梅，入口已

非外表那般和善。记得儿时的我，

便曾领教过它的厉害。咬开的瞬

间，就被一股辛辣的白酒味给呛住

了，加上次第尾随而来的甜味、酸

味，一时间，酸甜苦辣尽在嘴中。当

时的面部表情，想必会让旁人看得

眼花缭乱。或许是那次的深刻教

训，造成了我至今仍更中意那郁红

绛紫中透着晶莹的杨梅酒。浅呷一

口，伴着发出的“啧啧”声，荡气回

肠却又余味绵绵。

就让我悠悠自得地品着这被

烟雨浸润出酸与甜、美与艳的滋

味，在微醺飘然里，悄悄将这份满

足珍藏。

为期 10 天的第 22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于 6月 24日落下帷幕。作为

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今年

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511部，放

映场次1745场，观众46万多人次。

再创新追求电影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一场依托 5G信号回传的4K超

高清“金爵盛典”直播，揭开本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帷幕。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与科技相结

合，而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创新，为

电影产业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电影节期间，上海市松江区发

布了建设“科创影都”的蓝图，根据

总体概念规划，“全域影视”将是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科创影

都”规划启动 60 个摄影棚，其中三

分之二为高科技摄影棚。

“创新，无处不在；但创新并非

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紧贴时代发

展和大众需求。”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胡劲军说。

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与技术创

新同步的“新视野”单元，在全球范

围邀请一批“IMAX 3D”“杜比全景

声”等形式的新片，满足大众日益增

长的观影需求。新设的“电影学堂”

则让影迷与国际影人有了更多近距

离交流的机会。

共成长助推现代电影工
业再升级

今年春节档，国产科幻电影《流

浪地球》收获了超过 46 亿元高票

房。导演郭帆在电影节论坛上感叹：

“我们摄制了《流浪地球》，知道这条

路有多难，有多大差距。”《流浪地

球》的成功，开启了人们对中国电影

工业化体系的呼唤和期待。

上海高度重视繁荣发展电影事

业和产业，近年来出台了“上海文创

50条”，并进一步提出全力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启动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推动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上海

市副市长宗明说，作为中国电影的

发祥地，上海有责任担当，要助推我

国现代电影工业的再升级。

电影节电影市场启动当天，服

务中外影视拍摄、已积累丰富经验

的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联合长

三角各大影视拍摄基地，发出共同

建立健全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体

系、共同编制《长三角地区影视拍

摄指南》、共同宣传长三角影视拍

摄政策和拍摄服务环境、共同建立

长三角影视拍摄数据库等倡议。

初步统计，2018年，有19部“上

海出品”影片在国内外各影节、影展

获奖入围，占全国国产片票房27.4%，

其中12部影片票房过亿元。上海正不

断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贡献新动能。

育新人 青年兴，则电影
文化兴

2005 年，导演宁浩以《绿草地》

入围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

人奖。今年，宁浩再度以评委会主席

的身份重返亚洲新人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多年打造的

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今年新设短视

频“探索”单元、创投训练营等新人培

育项目，与金爵短片、电影项目创投、

亚洲新人奖和金爵奖一起，构成了互

有关联、逐层递升的6级阶梯型新人

培育孵化机制，形成人才培育的闭环，

成为中国影视事业新力量的孵化器。

此外，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上

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等

纷纷将“示范课”、专业论坛等“搬

进”了电影节，让电影节真正成为中

外电影学子的兴趣课堂。

（新华社 吴霞 许晓青 孙丽萍）

杨梅酒
钟穗

再创新共成长育新人
——盘点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三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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