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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需要“精准供给”
张 贺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好戏应走出去面向更广阔天地

驼铃悠扬 张成林（江苏）摄

风送菱角香
余平

8 月 11 日，由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以下简称“中国儿艺”）主办的第

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落幕。经过 37

天的精心组织和安排，本届戏剧节

在北京主会场和四川成都、山东济

南、辽宁沈阳 3 个分会场共举办了

191 场 活 动 ，惠 及 16 万 观 众 。自

2011 年创办以来，中国儿童戏剧节

共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个

演出团体带来 418 台剧目，演出

1863场，惠及观众148万人次。

“9 年来，中国儿童戏剧节每届

平均演出 200 余场，带动全国院团

创演了百余部儿童剧新剧、全国新

增 10余个儿童戏剧节，助推中国儿

童戏剧市场走向繁荣。中国儿童戏

剧节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拓

展了艺术家和艺术机构之间的交

流，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说，

“儿童剧并非‘儿戏’。下一步，发挥

戏剧节的引领作用，通过推动儿童

剧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的创新发

展，引导孩子们崇尚健康向上的文

化生活，助力中国儿童剧走出去，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多地联动
市场繁荣带动创作繁荣

今年戏剧节上演的56部儿童剧

中，既有《火光中的繁星》《月亮上的

妈妈》《你好！我是你姐姐》等反映时

代发展、关注孩子心理的题材，也有

《叶限姑娘》《我们是秦俑》《愚公移

山》《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梦回三

迁路》《老鼠嫁女》等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题材；既有《音符环游

记》《舅舅的阁楼》《今天，运气真

好！！》等音乐剧类型，也有《小王子》

《小飞侠彼得·潘》《马兰花》等对世

界经典名著的改编剧目……主题内

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演出品质

精良。

“戏剧节带动院团创作，极大丰

富了儿童剧市场，为孩子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儿童剧场上座

率提升，是剧院团和家长、孩子共同

努力的结果，它为戏剧事业发展奠

定了观众基础。10 年、20 年后现在

的小观众将成为走进剧场的主体人

群。”尹晓东说。

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发展，从另

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儿童戏剧近

十年来快速发展、日益向好的整体

态势。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儿

童剧年均演出场次近 2 万场，演出

剧目达 700 多部，大大领先于其他

演艺行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

计数据显示，2016 年到 2018 年的 3

年间，儿童剧演出场次分别为 3792

场、3848 场、4030 场，逐年递增，观

众数量也从每年129万人次、145万

人次增长至161万人次。

“虽然各地举办儿童戏剧节的

历史长短不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

同的理念，希望通过组织高品质的

演出和各类艺术活动，引导孩子崇

尚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提高城市

的文化品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

合作。”尹晓东说。

一戏一法
既要留得住也能走出去

尹晓东认为，中国儿童戏剧节

是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舞台，在引

进国外剧目走进来的过程中，也在

推动儿童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因

此，作品中既要有制作精良的大戏，

也要有轻松灵活的品质小剧。

目前，国内大部分儿童剧以剧

场演出的大戏居多，艺术表现形式

丰富、舞台展现精美，能够给孩子们

提供赏心悦目的艺术体验。但在走

向偏远地区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这类剧目却因体量大、人员多、场地

限制等原因被困住脚步。

“事实上，中国儿艺赴国外交流

时看到，世界许多地方以小规模的

儿童剧团为主，有的剧团甚至只有

两三个演员，海外的儿童剧场也多

为小剧场。我们在走进边疆城市和

三四线城市公益演出时，地方演出

条件相对落后，演出多在露天操场、

礼堂甚至教室进行，所以各院团应

该重视小型剧目的创作储备。”尹晓

东表示。

另一方面，观众对精品剧目的

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尹晓东认为，经

过中国儿童戏剧节 9 年来的培养，

很多家长对于儿童剧的挑选已具备

了专业眼光。好的剧目一票难求，很

多家长甚至愿意带着孩子“一看再

看”。随着市场繁荣、产品丰富，观众

对剧目精致化和品质化的要求将会

越来越高。

在众多演艺门类中，虽然儿童

剧的门槛低，但并非只要票价低就

会有市场，用心打造的好戏才能经

得住大浪淘沙。“明年将举办第十届

中国儿童戏剧节，组委会希望设立

国际儿童戏剧奖项，让中国儿童戏

剧节成为儿童戏剧发展的‘航标’，

为戏剧创作导航。”尹晓东强调。

戏剧节联盟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文化交流是为了学习互鉴，更

多地接触外面世界才能对中国儿童

戏剧有更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

走出去。从艺术家交流互访，到演出

剧目交流，再到共同创排新剧，中国

儿童戏剧节始终把联合创作剧目作

为与国际儿童戏剧节之间交流合作

的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中国儿童戏剧节已

经与丹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节、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动画节、

韩国 ASSITEJ 国际儿童青少年戏

剧节、日本冲绳国际儿童青少年戏

剧节、俄罗斯彩虹艺术节、新中青

少年艺术节等国际知名艺术节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巴西、俄罗

斯、印度、南非艺术机构联合签署

了《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

战略合作意向书》。

在长期稳定的交流基础上，中

国儿童戏剧节正在推动中国故事走

出去，让外国人讲中国故事。在近两

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上，由美国密苏

拉儿童剧院、夏洛特儿童剧院带来

的《成语魔方》演出中，美国小朋友

在舞台上用中英文讲起了成语故

事，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学生

排演的英文版《十二个月》，受到外

国剧团代表的欢迎。第十届中国儿

童戏剧节期间，由丹麦儿童戏剧创

作团队创排、中国儿艺演出的《小美

人鱼》获得了各方赞誉。2020 年，中

国儿艺的主创人员还将赴丹麦与当

地艺术家创排丹麦版《东海人鱼》，由

丹麦演员来演绎中国的传统故事。

在今年举行的国际儿童戏剧合

作与发展论坛上，与会代表就深化

各国儿童戏剧节之间的合作机制、

实现渠道、资源共享、促进儿童戏

剧教育、支持戏剧工作者相互交流

等 方 面 达 成 了 共 识 ，并 通 过 了

《2019 年“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

展论坛”倡议书》（以下简称《北京

倡议》），提出努力加强各国儿童戏

剧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各国

儿童戏剧节之间持续稳定的交流

机制；共享各国儿童戏剧节剧目资

源；鼓励创作和演出版权的优惠互

让；推动联合创作剧目；筹备建立

“国际儿童戏剧节联盟”。

尹晓东表示，《北京倡议》将对

各国儿童戏剧节可持续发展起到较

强的推动作用，期待在第十届中国

儿童戏剧节上，倡议的内容能成为

现实。 （据《中国文化报》）

“打卡”博物馆、美术馆，到

公共图书馆感受书香，参与社区

组织的文艺活动……炎炎夏日，

很多居民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资

源，丰富了文化生活。蓬勃发展

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正在不断

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是以政府部

门为主的公共部门向社会成员

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中包含了更多文化期待。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近年

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投入

稳步增长，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农家书屋、电子阅

报栏等来到群众身边，正在满足

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当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和设施

建起来之后，提升使用效率的问

题便摆在了人们面前。有群众反

映，一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利用率不高，农家书屋“只见房

子不见读者”等现象在一定范围

存在。究其原因，是由于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文化

的需求日渐呈现出差异化、多样

化趋势，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位”。

改变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利用率

不高等现象，关键要在供给侧发

力，找准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匹配程度。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

供给”，需要改变此前一定程度

上存在的内容单一、供给缺乏弹

性等问题，更好同广大人民群众

的需求相对接。现实中，我国农

村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相关需求

也日益多元。在这种背景下，围

绕公共文化的投入不能是一次

性的，应当在内容资源上不断进

行更新。同时在载体上也应与时

俱进，更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让人们更便捷地获取知识和信

息。比如，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

村，父母都越来越重视培养孩子

的阅读习惯，儿童图书馆经常人

满为患，儿童图书的借阅量占不

少图书馆外借图书的一半。在这

种情况下，理应加大儿童图书的

采 购 量 、扩 大 儿 童 阅 览 室 的 面

积。让服务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

活，才能缩小公共文化服务与群

众文化需求之间的差距。

我国文化资源日益丰富，群

众的文化选择空前广泛，欣赏水

平也日渐提升。如果公共文化供

给更新缓慢、不对群众胃口，自

然 会 导 致 吸 引 力 不 足 。需 要 看

到，我国的公共文化需求正在向

更高层次发展。当群众呼唤动态

的、社交化的文化服务时，公共

文化服务就不能全都是静态的、

非社交化的读书、看报、看电影；

当群众习惯于从移动互联网上

获取资讯和娱乐时，公共文化服

务就不能仅停留在物理空间。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就必须

重视群众在文化需求方面发生

的变化，掌握服务对象的特点和

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润物无

声的文化事业，也是一个地方的

文化名片。让文化之风充盈社会

空间，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比如，

一些地方探索以“智慧+”为核心

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社区“智

慧书房”；一些地方突破传统服

务界限，充分呼应群众所需，为

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孩子开办“四

点半课堂”；还有地方挖掘本地

戏曲、民乐的优势，构建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等等。事实证明，立足本地

特点，贴近群众需求，才能有效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让公共文化

服务惠及更多人。

夏末初秋正是食用菱角的大好时

节。我的家乡在太湖地区，那里湖泊众

多，每当此时，湖面上遍布葱郁的菱叶。

一阵风过，湖水泛起碧波，送来菱的清

香，让人心旷神怡。

菱角又名水栗、菱实、沙角，它是草

本水生植物菱的果实。记得歌曲《采红

菱》唱道“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

红菱，得呀得郎有心，得呀得妹有情，就

好像两角菱，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

心”。其实采菱角可没有那么轻松浪漫，

去湖里采菱乘的也不是小船，而是靠一

只大木桶，采菱人要“窝”在桶内采菱角，

由于桶内空间狭小，不一会儿就腰酸背

痛。我第一次采菱角时是爬进木桶里的，

采菱桶在水里摇摇晃晃，我想往前划，可

木桶却原地打转转，使我出尽了洋相。好

在有父亲从旁指点，教我双脚分开，掌握

重心，同时往两边划水，采菱桶才如愿向

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也可以熟

练地划着采菱桶在湖面游弋了。

菱角熟了，如不及时采摘就会脱落

沉入水底。因此，每天清晨四五点，父亲

就拉着我赶往菱湖，一直劳作到中午。湖

面上铺满了深绿色的菱叶和菱藤，而菱

所开出的白色四瓣小花更显得清新淡

雅。父亲轻轻将菱叶托起，一荚荚肥大的

牛角般的菱角就呈现在眼前。父亲将鲜

亮的菱角剪下来放入桶内，再小心翼翼

地把菱茎重新放回水里，平整好叶片，又

划着木桶匆匆前行了。半天时间，父亲采

的菱角就能堆成一座小山，而我没有父

亲采得多，反倒被菱角划得到处是伤。

煮熟的菱角香气扑鼻，我觉得其味

胜过山区的板栗，即便生吃也很好，其

味微甜，且入口脆嫩。此外，菱角的营养

价值也可与栗媲美，含有丰富的淀粉、

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维生素以

及微量元素，被视为养生进补的佳品，

还可做成各种菜肴或熬制粥食。夏秋之

交，炎热持续，母亲做的菱角烧豆腐、小

韭炒菱角、菱角焖排骨，总能令我食欲

大振。家乡还有一道传统食品菱粉糕，

取菱角、糯米粉各一斤，白糖一两，将菱

角去壳，晒干磨粉，再混合糯米粉，加白

糖拌匀，入笼屉旺火蒸熟，取出切块即

可食用，亦是一道可口的小点。

菱角属凉性食物，可以祛毒解热、

利尿、止消渴、解酒、减肥，菱角还有许

多药用功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食用菱角能“补脾胃，强股膝，健力益

气”，并说“菱实粉粥益胃肠，解内热”。

菱角与牛肉共煮，不但味道鲜美，也是

时令补品。

秋风起，菱角香。又是一年采菱时，

年少时采菱的美好画面留在了我的记

忆深处，偶尔泛起阵阵涟漪。久居繁华

都市，故乡似乎渐行渐远。前几日，母亲

托人捎来了她亲手做的菱粉糕，品着那

软糯的口感、香醇的滋味，我的回忆被

瞬间唤醒，故乡，也仿佛一位久违的故

人，携着菱角的清香，翩然而至。

200余台中外优秀剧目
登场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

新华社天津 8 月 18 日电（记者

周润健）17 日晚，伴随着捷克扎布热

赫音乐学院管乐团演奏的皇后乐队

的《波希米亚狂想曲》，以“青春中国”

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青年艺

术周暨“FEELING·天津”城市艺术节

在天津大剧院拉开帷幕。

艺术周期间，来自中国、美国、俄

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等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优秀青年艺术家和表演

团体将带来 205 台剧目，300 多场交

流演出。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

局、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共同主办

的本届艺术周以天津、广州两地为“双

核”，进而辐射至北京、上海、济南、兰

州、西宁、南昌、厦门、珠海、德州、烟

台、泉州等10余个城市。活动以国际

管乐节、天津城市艺术节、舞台精品展

示季、友城人文交流、青年读城、艺术

工作坊和“四海一家”驻华使馆馆藏精

品展等 7大板块为主体内容，通过邀

请国际知名管乐艺术院团、艺术家，尤

其是粤港澳三地院团和艺术家积极参

加，以演出、展览、论坛、大师班、工作

坊等多种形式，打造高水平国际化展

演平台。

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是国内首

个由政府主导，以青年为主体的国家

级、国际性大型多边文化交流活动。

自 2008 年创立至今，中国国际青年

艺术周已成功举办 11 届，累计吸引

数万名中外青年参与。

商务印书馆
推出知识服务平台
汉译名著“可视可听”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

史竞男）30亿字、近6万种图书资源，

1300 种电子书阅读，汉译名著有了

“视频导读”……商务印书馆全媒体

生产运营平台暨人文社科知识服务

平台 19 日在北京发布。该平台借助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读者提供

多样化、个性化的知识服务。

据介绍，该平台以在校学生、专

业学者和一般读者为服务对象，以全

媒体、立体化产品为载体，兼具融媒

体、大数据、知识图谱、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功能，根据不同层面用户需求

提供多形态内容发布、知识图谱勾勒

等服务，旨在搭建融查考、咨询、学

习、出版、购销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知

识服务体系。

平台将上线近 6 万种图书资源，

包括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目前存世稀少的珍贵内容资源

2万余种；提供1300种电子书阅读，包

括《名家大讲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导读》《剑桥·大师访谈录》《博物课堂》

等视频产品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系

列》《柯林斯名人故事集》等原版英文

系列音频；主题数字图书馆包括《四部

丛刊》《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及百种

精品工具书等。其中，商务印书馆学术

出版标志产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数

字图书馆”，将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

实现全文主题检索、中外文对照阅读、

社群互动等知识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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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川南四地市
美术写生作品展
在自贡开展

本报讯（李林晅）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集中展示川

南四地市艺术家写生精品力作，展现

川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川南美术

创作水平，近日，由四川省自贡市文

化馆主办的“多彩川南 丹青自贡——

第三届川南四地市美术写生作品展”

在自贡艺术展览厅开展，展览将持续

至8月29日。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自贡、宜

宾、泸州、内江四地艺术家写生的精

品力作，共展出油画《狮市小景》以及

水粉画《榕树下》等95幅作品。

据悉，从 2015 年开始，自贡、宜

宾、泸州、内江四地画家每年都会发

起写生活动，该活动已走过第五个年

头，而两年一届的美术写生作品展不

仅拓展了川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模式，

为各地画家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

台，也为四地文化艺术的繁荣增添了

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