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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产业创新作品形式：

线上线下 精良精彩

繁华夜上海，处处静读书
封寿炎

“终于等到你！”“文化场馆有序

恢复开放，我们熟悉的文艺生活又

回来了！”“虽然有所限制，但能看到

展 览 、演 出 ，还 是 很 让 人 兴 奋

的！”……聆听悠扬的音乐、参观熟

悉的展览、欣赏精彩的演出，近日，

在充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文娱产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丰

富市民文娱生活。

线上演出 互动圈粉

新业态打开增长空间，拓展艺

术欣赏形式，丰富观众业余生活。

“中国音乐剧加油”“演出行业

的全新探索，哪怕不够完美，也很值

得点赞”……5月 19日，中国歌剧舞

剧院原创音乐剧《一爱千年》在优酷

播出，有网友这样评价。根据优酷提

供的数据，直播当天关注度破 20

万，点赞数近45万。

疫情防控期间，这部音乐剧创

新提出“先线上首演、再线下巡演”

的理念，这是在国产原创音乐剧推

广中的首次尝试。直播中，主创团队

还与网友分享了创作理念和疫情期

间特殊的排演方式，受到网友欢迎。

“这种直播形式，不仅加强了主

创与观众的互动，还扩展了演出平

台，能引发更多共鸣。”一名网友说。

过去几个月，线下演出基本暂

停，但创作、排练、宣传等艺术生产

的基本环节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来专业芭蕾舞演员都是这

样训练的”“既有专业性，又有趣味

性，简单易学”……日前，中央芭蕾

舞 团 推 出 的 一 系 列 网 上“ 云 练

功”——《芭蕾小课堂》和《芭蕾音乐

小课堂》等新媒体作品，不少网友被

成功“圈粉”。从最基础的力量拉伸、

肢体协调训练，到芭蕾舞基础的手

位、脚位等舞蹈动作讲解，以及芭蕾

舞发展历史知识普及、芭蕾舞剧鉴

赏等内容均有涉及。

演出“上线”，院团“圈粉”……

艺术欣赏借助互联网不断被普及，

培养了更多的潜在观众。众多院团

通过形式多样的线上创新，为未来

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丰富了

观众的业余生活。

录制上云 增强趣味

新形式激发创新潜能，推出新

颖特别节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在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一起克服了困难，保障

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久

前，《大江大河2》剧组宣布复工拍摄

并顺利杀青。据了解，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前提下，目前不少剧组已开始

复工。

近几个月来，电视剧创作生产

受到了很大影响。“筹备中和未开拍

的项目大多延迟，已开拍和后期制

作中的作品面临主创人员档期、拍

摄场地租期、后期制作产能、发行播

出档期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但目

前情况正在好转。”一名剧组工作人

员告诉笔者。

与此同时，很多节目制作团队

以“云录制”等方式，推出新颖别致、

丰富有趣的特别节目，其中不乏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解答实际问题的

内容：东方卫视《极限挑战》以复工

复产、健康生活为主题，慰问医疗队

成员，以趣味化方式向观众普及全

民健身和健康饮食知识；湖南卫视

《天天云时间》通过“云分享”“云答

题”等板块，将抗疫故事、防护知识

穿插其中，引导观众科学防疫、健康

生活。

对于电影行业，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市

场的根基仍比较牢固，电影人应抓

住时机苦练内功，增强自身的艺术

创造能力。“实际上，利用这段时间，

创作者能排除平时的外部干扰，潜

心创作，影视公司可以进行内部挖

潜，优化资源配置，为电影业的复工

复产做足准备。”饶曙光分析。

“无论什么时候，观众对优秀电

影作品的需求没有改变。”华谊兄弟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宁说，

优秀内容的生产能力和持续服务观

众的能力是影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目前正好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好时机，对此从业者应有清晰的

认识。

创作联网 作品提质

新探索提升发展潜力，形成线

上线下传播合力，拉近与观众距离。

“目前，手机唱歌已成为很多人

文娱消费的新方式。”阿里巴巴创新

业务事业群唱鸭APP负责人李阳介

绍，今年1月以来，唱鸭APP优化了

手机弹唱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更加

便捷的创作工具，同时上线了武汉

加油音乐专区，鼓励用户进行创作

和互动。“我们发现数字音乐不仅能

激发用户的音乐才能，还能形成一

个云端音乐交流社区，为将来线下

娱乐交流打下基础。”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相继印发

《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

控措施指南》《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等文件，有序推进文娱场所恢复开

放。在线上娱乐已成规模的背景下，

各文化单位将如何更好发展？

“事实上，即便没有疫情影响，

中国演出行业的原创力、吸引力和

传播力也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

验。”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说，

剧目连接互联网，能为作品提前赢

得口碑和潜在受众，为日后的全国

巡演预热，从而形成线上线下的传

播合力；互联网还打破了场地限制，

第一时间得到观众对剧目的评价与

建议，有利于作品的打磨和提升。

对影视行业来说，登陆“云端”

的种种尝试，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

更多可能性。从节目制作上看，云协

调、云推送、云剪辑等，既可以追溯，

又便于统筹；从内容上看，云朗诵、

云演唱、云配音等表演形式，亲和而

有趣，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有专业人士认为，文娱产业的

这些有益尝试，一方面为有序复工

复产探索了新路径，另一方面也满

足了广大受众差异化、多样化的精

神文化需求。

（《人民日报》郑海鸥 刘阳）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文娱产业的复工复产正稳步推进。一段时间以来，文娱产业线上线下并行发

展，创新创作潜能得到激发，作品形式不断丰富。这些有益的创新和探索，既挖掘出更多文娱产业发展潜力，

也丰富了观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产业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6 月 6 日，上海“深夜书店节”

拉开帷幕。到 6 月底，30 多家书店

将推出众多“爱书”活动，包括营

业时间延长至深夜，举办新书发

布会、精品书展、图书促销、读书

分享会等。

“深夜书店节”是同期启幕的

“上海夜生活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几年来，“夜间经济”在全

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北京、上海、

天津、成都等城市都先后出台促

进政策。夜间是闲暇时光，人们

从生产性劳动中解脱出来，各种

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集中释放，

消费和经济成为夜间生活的主

轴。然而，闲暇不完全等同于消

费 和 经 济 。人 们 在 生 产 劳 动 之

余，通过闲暇进行调剂，以放松

身心、愉悦精神。闲暇甚至也跟

劳动一样，是人的发展、丰富和

完善的途径，是“人之为人”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生产劳动，人

们获得生存发展资源；通过闲暇

活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拓展

和深化，创造力和潜能得以孕育

和成长。

要安排好夜间闲暇时光，既

要繁荣活跃夜间经济，还要培育

整 体 的 夜 间 社 会 生 态 。从 促 进

“夜间经济”到倡导“夜生活”，体

现了认识的升华和实践的深化

—— 相 对 于“ 夜 间 经 济 ”来 说 ，

“夜生活”的内涵外延更加丰富，

也更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

“上海夜生活节”涵盖丰富多

元的主题。一些主题围绕消费和

经 济 展 开 ，比 如 夜 购 、夜 食 、夜

娱，其它一些主题则超出了消费

和经济。去年，上海博物馆举办

特展夜场，出现 2000 多人冒雨排

队进场的盛况。今年“上海夜生

活节”期间，45 家博物馆将开设

“夜游”专场，邀请市民畅游“博

物馆奇妙夜”。从 2014 年开始，上

海就首创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培

育街头艺人队伍。此次 100 多位

街头艺人将在申城的大街小巷献

上“夜秀”演出。30 多家散布中心

城区的知名书店，则与市民读者

共度“夜读”时光。

尽管网络购书便宜快捷，但

实体书店依然不可或缺。有的人

居住空间逼仄，无力独辟一间书

房；有的人居住环境喧闹，难觅

读书的宁静心境；有的人喜欢与

人共读的氛围，“独读乐，不如众

读乐”。对于他们来说，书店有宽

敞的物理空间，有宁静的读书环

境，有众多书友同道，还有满室

书香，成为读书的绝佳去处。试

想一下，初夏时节，当夜色褪去

喧闹，当晚风吹来清凉，爱书人

走进梧桐掩映的思南书局复兴中

路店，就能“承包”一张专属书桌

读一夜书，这是何等美妙的“上

海夜生活”。在繁华欢乐之外，夜

上海还有一张张安静的书桌、一

盏盏温暖的台灯、一帧帧洁白的

书页。窗前灯下，一个个身影静

夜读书。这座城市里，知识在传

播、文化在涵养、思想在孕育。夜

读，为上海的夜生活提高了文化

品质、增添了文化底蕴。

“深夜书店节”期间，书店还

推出众多创意活动，使“青灯黄

卷”的“孤读”，变成有声有色的

“悦读”。一些书店引入美食、美

酒、音乐、影视等元素。读者可以

一边阅读，一边品尝美食、美酒、

咖啡，欣赏音乐。小读者还可以

通过现场直播互动，去追踪夏季

乡村夜幕下的昆虫，体验户外捕

虫的乐趣。还有书店把阅读延伸

到书店之外，在人流密集的公园

摆设书摊，让市民在“市井烟火”

中体验爱书之乐。

书香沁人心脾，使繁华的夜

上海更加迷人。如果说璀璨华灯

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富足和繁华，

那么那些灯下夜读的身影，就见

证着这座城市里，人们精神生活

的充实和丰盈。

安徽启动凌家滩遗址
新一轮发掘工作

新华社合肥6月8日电（记者 水
金辰 刘美子）记者从安徽省文旅厅

了解到，凌家滩遗址新一轮发掘工作

已于近日启动，主要发掘地点位于岗

地南端的红烧土密集分布区。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

境内，于1985年被发现。根据碳十四

测定，它是距今约5800-5300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也是

长江中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

标志性地位。

自 1987 年发掘以来，凌家滩遗

址发掘面积共 4780 平方米，出土文

物 2200 多件，其中玉石器等珍贵文

物 1100 多件。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

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

前三大玉文化。

据了解，凌家滩遗址本次发掘工

作采取分段揭露的方式，即每隔 10

米左右布一条长30-40米、宽2米的

长探沟，以了解宏观布局，同时按照

国家文物局的审批意见，揭露至红烧

土层面即停止下挖，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论证后，研究后续工作思路。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宫希成表示：“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和

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

会的代表性地点之一。”2020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安徽省主场活动于 6

月 11日在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举办，活动现场将展示凌家滩红烧土

块遗迹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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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升格为国家级

新华社郑州6月9日电（记者 李
文哲）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文化和旅游部日前正式批复同意

在河南省洛阳市设立“河洛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标志着该保护区建设

工作已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

作为黄河文化的主脉，河洛文化

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夏商周三

代文化为主干，以洛阳古都所凝聚的

文化精华为核心，以“河洛郎”南迁为

途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洛河

交汇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和，也是

联结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文化生态完好。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以洛阳市行政区域为社会环境

依托，以洛、伊、瀍、涧等河流及洛阳

盆地一带平原、丘陵、山地复合地貌

为自然环境依托，核心保护区为洛阳

市城区及孟津县、新安县、洛宁县、

偃师市，次核心保护区为洛阳市其他

县市。区域内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

项、省级非遗项目62项、市级非遗项

目145项。

夕阳西下，望着渐渐染成浓烈

的橘红色的天际，我又想起了两年

前，前往位于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更

达寺拜访铜匠人的情景。那天的夕

阳，也是这样的绚烂。

2018年的一天，当听说有一群

来自西藏昌都的铜匠人，十二年来

一直居住在更达寺时，我随即便前

往拜访。

可当我走进更达寺一楼的铜像

制作工坊后，才发现工匠师傅们今

天放假休息，工坊里除了大半屋的

成品或半成品铜像外，不见一个铜

匠人的身影。趁着没人，我仔细端

详着这些规格大小不一的铜制佛

像。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做工考

究，闪着一股让人心生敬畏的光

辉。工坊的地面上到处是零碎的铜

片、铁皮屑及铆钉、钳子之类的物

件，加上屋里摆放的成品和半成

品，铜匠人们制作铜佛时的辛劳场

面顿时浮于眼前。

我 听 说 二 楼 是 师 傅 们 的 住

处，于是想要登楼寻访。刚走到楼

梯口，就见一位年轻的铜匠人从

楼梯上走了下来，他对我腼腆一

笑。我高兴地上前打招呼，希望他

能够跟我聊上几句。他指了指更

达寺大门口旁边的核桃树，我们

便在树下聊了起来。

这位年轻的铜匠人叫作洛珠，

彼时他二十八岁，来自西藏昌都县

柴维乡翁达岗村。翁达岗村一直以

来藏族民间工艺技术就相当发达，

主要是制作佛像、唐卡和饰品三

类。洛珠的阿爸堆觉老人是西藏昌

都地区制作铜像的传承人，也是当

地家喻户晓的铜匠人。堆觉老人把

制作铜佛像的手艺传给了自己的

二儿子，二儿子又手把手地把手艺

教给老四洛珠及村子里的伙伴们，

还带着大家走出昌都，走向更远的

地方谋生挣钱。

洛珠告诉我，二哥嘉央尼玛带

领他和村上的十名伙伴来更达寺

制作铜像已经十多年了。这些年

来，他们齐心协力地为马尔康地区

的各大寺庙制作了八十多尊大大

小小的铜佛像。这些年，他们每天

从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劳作，一直要

干到晚上九点才能休息。超强度的

工作使他们体力消耗很大，所以每

天 晚 上 收 工 后 ，大 家 还 要 加 一

顿餐。

我问洛珠，这么多年都在马

尔康制作铜像，回过昌都吗？洛珠

笑着说，其实大家每一年都要回

昌都过冬，因为昌都比马尔康暖

和。平日里，阿爸在昌都，阿妈在

拉萨给二哥看孩子。但是他们这

个十二人组成的铜匠人团队回到

昌都后，也没有闲着。在回家的三

四个月时间里，他们会为昌都地

区的寺庙制作铜像，十多年来，大

家为昌都也制作了三百多尊铜佛

像。我又问他，大伙儿长期在昌都

与马尔康之间两头奔波，工作时

间又这么长，累吗？洛珠憨憨一

笑，回答道：“不累。”可是我分明

看到洛珠左臂上还有一大片没有

完全恢复的伤疤，估计是在烧制

焊 接 铜 像 的 过 程 中 不 小 心 烫

伤的。

事实上，洛珠的二哥嘉央尼玛

所带领的这支十二人的昌都工匠

队伍，只是“昌都工匠群”之一。他

们远离故乡来到四川阿坝马尔康

制作铜佛像，这十多年的辛苦奔忙

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多的，是为

了更好地传承铜像制作技艺。

暮色降临，这个小小的寺庙显

得更加肃穆安宁。我牢牢地记住了

这份肃穆安宁，也记住了与洛珠短

短相处的时光。感谢这支铜匠人队

伍十多年来的默默付出与坚守，祝

福他们在异乡的土地上平安吉祥。

铜
匠
人

周
家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