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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茁轶）炎炎夏日，抵挡不
住人们对文化大省的向往。7月4日，参
加完今年高考的刘洋来到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文物陈列厅内，对馆内的“我是一个
兵”展览赞叹不已：“这和我之前看到的
展陈形式都不一样。它是通过小人物的
视角去诠释文物和历史的，让人感到很
有画面感。”

“我是一个兵”展览是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于今年6月全新打造的展览。该展览
以编号6155跪射俑为主人公，以第一人
称的口吻讲述“我”的人物特点和人生经
历，介绍“我的兄弟”编号2533立射俑，重
点介绍跪立组合、武器、弓弩兵以及所在
的二号坑弓弩兵方阵等内容，通过“战争”

“牺牲”“意义”来探讨像“6155”这样小人
物的历史价值。

“设计展览时，我们从微观视角入
手，用小人物介绍历史。该展览还设计
有‘与 6155 比身高’‘跪射俑侧身照与
陕西地图比较’等互动环节。我们希望
给观众打造一个有趣的、环保的、有温
度的兵马俑展。”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陈
列展览部副研究员张宁介绍。

这样充满“画面感”的展览在陕西并
非个例。西安博物院原创展览“长安有故
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在西安博物院

一层临展厅举行，吸引了大量游客。该展
览将文物展品与半实景化场景相互交
融，并使用国风手绘插画、复原舞蹈动态
展示、互动体验、多媒体交互等多种方
式，让观众感受一步一景的大唐风姿。

此次策划的灵感来源于西安博物院
明星文物——唐三彩腾空马。“丝路少
年”以马背上的西域少年为原型，描绘出
来自异域的蓝衣少年沿丝绸之路前往长
安寻梦的画卷。展览通过蓝衣少年在大
唐长安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围绕“长
安市”“长安寺”“长安郊”“长安居”4个
集中化的场景单元，以“大唐金市”“胡姬
酒肆”“禅茶之风”“百戏杂技”“狩猎出
游”“水边丽人”“宅居庭院”“陈设器用”8
个小节，描绘出长安多姿多彩的生活面
貌，展现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与世
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坚持从古典中寻找创新，从古代风
物中追寻当代审美，找到传统文化和现
代生活的共通之处，正是陕西各个博物
馆的策展创意来源，也是博物馆追求让
文物活起来的秘方之一。

7月9日晚，“乐游西安听我讲·最美

课堂在碑林”小小讲解员系列研学实践
活动在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
举办。20位小志愿者身着汉服，为现场观
众及嘉宾讲解博物馆内展示的多处隋唐
城墙文化遗址。此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中
英双语讲解环节，小小讲解员们用双语
向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讲述了千年古都
的故事，让童声为历史文物“代言”。

西安城墙管委会副主任吴春表示，
希望各位小小讲解员享受文化服务的乐
趣，通过此次活动传递文化自信的薪火。

据悉，本次活动是西安城墙管委会与
西安碑林区联合开展的文化矩阵建设的
部分内容，是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
物馆坚持“加强文物活化利用，让文物活
起来”创新展示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暑假期间，前往关中民俗艺术博物
院研学的学生亦是络绎不绝。7月4日，
西北工业大学“感知中国”社会实践队来
到了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众多留
学生在此感受到丰富多样的关中地区
的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石雕、砖雕、木
雕、民俗器物……同学们在参观及对博
物馆藏品的欣赏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关

中地区人们的衣食起居方式，感
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
的独特魅力。

本报讯（胡邦建 张昕）暑假
来临，面对炎热酷暑，如何度过
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夏天？湖南
省文化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的160余场活动已
为孩子们准备就绪。

为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
乐的暑假，让大家边玩边学、劳
逸结合，今年暑假，湖南省文化
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精心策划了 2023 年小小

“馆”理员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系
列活动及益阳小郁竹艺专题展
览，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一场既
可纳凉休闲、又能寓教于乐的夏
季盛宴。

据了解，湖南省文化馆（湖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今年的暑假活动围绕非遗知识
的学习体验，分“讲”“学”“道”

“做”“寻”五大板块，将持续举办
160余场活动，由非遗传承人和
专业讲解员现场教学，带领孩子
们领略湖湘非遗风采。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讲”非
遗，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小小“讲
解员”，为湖南非遗代言。也可以
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里

“学”非遗，从土家族舍巴日到苗
族武术，从湘绣织品到铜官窑瓷
器，开启一场传统非遗之旅。孩

子们还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道”非遗，
进行分享交流，讲述身边的非遗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非
遗体验自然少不了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授课。
非遗传承人们精心准备了剪纸、扎染、面塑、
竹编、核雕、油纸伞制作等内容丰富的课程，
让孩子们近距离学习手工技艺，“做”非遗，争
当传承人。此外，在展馆里还藏着不少“宝
贝”，大家可化身寻宝者，在这里“寻”非遗，找
到不一样的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暑假期间，湖南省文化馆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联合益
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共同举办了益
阳小郁竹艺专题展，集中展出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危禄绵先生的作品60
余件。从竹椅、竹床、竹筐等扎实耐用的家具，
到团扇、灯架、微型建筑等美观悦目的饰品，
这些作品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大美无言
的视觉盛宴，更展现了非遗传承人如竹一般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本报讯（王晶 吴毓璇 陈梦一）7月
11日，湖北省群众艺术馆排练厅内，“五
音少儿国乐队”正式开课。8名小乐手成
为这支省群艺馆最新组建的少儿民乐队
的首批成员，他们用二胡、笛子、古筝、扬
琴等民族器乐演绎出自己对传统音乐的
理解。

与“五音少儿国乐队”同期开课的，
还有湖北省群艺馆举办的小主持人班、
少儿古诗词吟诵班、小提琴班等暑期艺
术普及培训。湖北省内各地暑期青少年
艺术普及活动也都开展起来，各县、市、
区文化馆立足于场馆设施、人员队伍等
条件，科学统筹安排暑期场馆阵地青少
年艺术普及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省陆续开展青
少年艺术普及活动约270项，其中音乐
类74项、舞蹈类55项、美术类58项、书
法类31项，其他包括戏剧、非遗、棋类等
约50项。2023年湖北各级文化馆暑期艺
术普及培训面向热爱艺术的青少年，坚

持公益性原则，意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
充分发挥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提
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丰富未成年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艺术普及活动惠及青
少年超过6万人。

湖北省群艺馆相关人士介绍，在持
续多年艺术普及活动的基础上，今年新
设立了“提升班”，“‘五音少儿国乐队’
的小乐手都是有较好基础的小朋友，我
们请来专业院团的老师指导他们，希望
少儿国乐队能成为我们艺术普及的新
品牌”。

10岁的许欣然学笛子5年，他和双
胞胎妹妹一起进入国乐队，“我们平时也
参加学校的乐队排练，但次数不多，希望
这个暑期能有新进步。”8岁的古筝小乐
手邓苏旸告诉笔者，今天第一天上课，乐
队合奏的曲子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平
时我参加合奏不多，这支曲子也不熟练，
回去要按老师的要求多练习，周五上课
老师要检查的。”

汪女士的女儿刘芷晴也是乐队的古
筝乐手，汪女士说：“孩子5岁开始学古
筝，我希望她通过民族乐器了解、理解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省群艺馆的暑期培训
名声在外，我们慕名而来，和小伙伴们一
起学习能取长补短，授课老师水平很高，
教学过程严谨又活泼。这样的高水平公
益培训让家长很放心。”

笔者查阅湖北各地暑期青少年艺
术普及活动发现，除了传统的音乐、舞
蹈、戏剧、美术、书法门类外，各地还根
据当地青少年的需求，开设了口才、陶
艺、表演等特色课程，满足孩子们的多
样化选择。湖北省群艺馆相关人士介
绍：“各地文化馆结合当地的非遗文
化、特色项目，开设了剪纸、竹编、围
棋、戏曲、吟诵等课程，促进孩子们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增强了文化归属
感。”8月底，湖北省群艺馆将在线上展
播全省暑期青少年艺术普及活动优秀
成果。

“爱吃冰淇淋、爱吃棒棒糖的小朋友，现在也
爱多读几首唐诗了！中国古代诗歌给了孩子们更
丰富的学养，也让成年人找到一种心灵归宿。”

年过七旬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
近日在上海市虹口区一年一度的青少年阅读
节上主讲《读古诗的快乐》。台下听众近300
人，青少年占一半以上，吟诵声此起彼伏，仿佛
走进了一座古代书院。

如今，一股更胜以往的“诗歌热”，尤其是
“唐诗热”，正在上海、北京及其他一些大城市
流行开来。

片长168分钟的中国国产动画电影《长安
三万里》上映第七天，票房已逾3.8亿元人民
币。影片中的诗歌和人物故事引起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人群的极大兴趣。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李白，他不仅是‘诗
仙’，更是一个壮志凌云、执着追求个人理想的

人。”北京高中生小田已准备与小伙伴去二刷
这部动画电影。“书本上的古代诗人，更加可
敬、可爱了！”

影片上映后，一本名为《长安诗选》的新编
唐诗赏析集在多家电商平台热销，留言区不少
读者催促出版社尽快发货。这本诗选根据《长
安三万里》的情节集纳了42首唐诗名篇，并配
有权威的动画场景渲染图及北京大学一位文
学博士的解析。

每年寒暑假，中国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丰
富，“唐诗热”此前也出现过，主要与《中国诗词
大会》等电视综艺节目的播出有关。不过，有关
背诵的竞技比赛已不能完全满足诗词爱好者。

穿汉服、化唐妆，参加动漫展，欣赏动画电
影，到访古诗词中提到的“景点”，都成为“寻找
古代韵味”的新方式。正在上海举办的第18届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上，包含中国古风元

素的动漫展位超过六成，颇受年轻人青睐。
近十年来，中国国产动画《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先后在暑
期掀起观影热潮，《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创造
了超过50亿元的高票房，但动画电影创作中
仍缺少将历史故事、人物与古代诗歌巧妙融合
的作品。

“《长安三万里》与之前的国产动画大片有
很大不同，不再是对古代神话和神仙的主观想
象，创作者不遗余力地从唐代历史中汲取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精华，再通过生动活泼的叙事，
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中国传媒大学动画
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江逐浪告诉记者，《长
安三万里》超越了学者们对国产动画的一般预
期，这部作品填补了银幕空白。

《长安三万里》不仅讲述了1300多年前盛
唐时期诗人李白、高适等人的深厚友谊，还塑

造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诗人杜甫形象，一改
中国人对“诗圣”的刻板记忆。这部动画大片经
历了3年多创作才最终完成，呈现了与唐诗相
关的一批名家、名作及各种掌故。

江逐浪认为，尽管动画片略微夸张了杜甫
的“年少”气质，但也让唐诗不再是“高高在上”
的古文，对青少年观众更有吸引力。

习惯从学术角度比较李白与杜甫作品的骆
玉明认为，让李白、杜甫、王维这样一批唐代诗
人“走出书斋，走近今天的年轻人”，非常重要。

“这不是一两位学者可以做到的，这需要文化传
播媒介之间的互动合作，也需要学术的支持。”

专家认为，“唐诗热”才刚刚被点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大量汉语言文学艺术资源
待开发，古代诗歌是一个“引子”，随着青少年
逐步走向成熟，还能从盛唐故事中获得更多思
想的力量和文明的启示。 （新华社 许晓青）

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点燃中国“唐诗热”

青海西宁市城东区：
青年推介官为文旅产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青文）“我绘城东美食地图”“我走
城东旅游环线”……近段时间以来，青海省西
宁市城东区以党建引领为抓手，通过“青眼看
东区”选培的30余名青年推介官，在各网络平
台累计发布文旅推介内容近50条。

城东区文旅宣传青年推介官利用青年喜
闻乐见的新媒体宣传方式，开展美食探店、游
玩景点体验等“文化+旅游”活动，他们以更加
新颖的方式在各网络平台，用青年视角看城东
区发展，用青年语言讲城东区故事，用青年方
式推介城东区文旅产品，其中，推介官提到的
下南关街、康西一路夜市、中惠万达春日潮物
集、益鑫羊肉手抓馆等“打卡点”，广受本地群
众和外地游客欢迎。

据了解，城东区还将启动优秀文旅宣传
青年推介官交流研学、能力提升培训等活动，
前往国内优秀旅游城市进行经验交流及开展
新闻采编、政务讲解、短视频拍摄、剪辑等学
习，用青年力量推进文旅商贸业态融合、产品
融合、市场融合、线上线下融合，丰富文商旅
消费业态，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产业提质增
效，不断开创城东区文化、商贸和旅游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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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270项艺术普及活动惠及6万青少年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一批批文化场馆升级开

放，越来越多人走进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

等，在文化场馆汲取精神滋养已成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个暑假，大批未成

年人选择走进各地文化场馆，体会历史万千

气息，欣赏地方独特风采，参与艺术文化活

动，沉浸式感受文化的无穷魅力。在文化充

电中过暑假，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观察能

力、学习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等综合素

质，也能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

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等真正成为公益教

育、素质教育的课堂。

看展览，学艺术

文化充电成暑假热门玩法
2023多彩贵州
文化艺术节即将开幕

本报讯（贵文）7月17日，从贵州省委宣传
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2023多彩
贵州文化艺术节即将开幕。

据介绍，本届文化艺术节以“讴歌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与往届相比，形式更为丰
富，内容更加充实，除了常规的开闭幕式、省内
外优秀剧目展演外，还将举行多彩贵州美术大
赛、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山乡巨变——中国式
现代化的贵州实践”全国文艺名家大型采风创
作活动等14项主体活动；以及贵阳草莓音乐
节、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贵州省书法篆刻
双年展等15项配套活动，时间延续至11月，
活动跨度时间长、覆盖范围广，艺术内容丰富。

2016年以来，贵州持续举办多彩贵州文
化艺术节，该节是贵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
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已成为在全国有一定
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活动，成为贵州
优秀文艺作品争奇斗艳的重要平台和文艺工
作者展示才华的重要舞台，成为人民群众欢
乐喜庆的节日，对促进贵州文化艺术事业的
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大批优秀艺术
人才在文化艺术节中脱颖而出，一大批全国
文化文艺名家将笔墨留驻在贵州，一系列具
有贵州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精品纷纷
在文化艺术节中创作、诞生，并获得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文华奖、荷花奖等奖项，展示了
多彩贵州新形象，谱写了贵州新时代文化艺
术事业繁荣发展新篇章。

宁夏灵武市：
“文化大院”让农民生活
“有滋有味儿”

本报讯（灵武文）今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
区灵武市将农民文化大院建设作为加强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不断满足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文化大院成为农民群众的

“文化乐园”“精神粮仓”。
近日，灵武市梧桐树乡李家圈村的曹维祥

农民文化大院里，负责人曹维祥和村民们一起
画国画、写书法，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大
院内还打造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文化大舞
台，方便群众就近开展文艺演出，不仅带动了
周边村民健身娱乐，还吸引了诸多著名画家、
书法家前来采风，有力推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
发展。

“这个文化大院的建设，得到了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关工委、乡党委政
府、李家圈村的支持，我一定不忘初心，做好文
化大院建设，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文化大院
负责人曹维祥说。

据了解，目前灵武市共有农民文化大院
14处，各文化大院充分发挥服务群众的功能，
持续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引领群众健康生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让农民群众的生
活更加“有滋有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