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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翻开了新的一页。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开启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五

年来，我们一路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国家进

入新发展阶段，民族精神经历了新的淬炼，文

化艺术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尖端科技、超级工程、民生改善、城乡建

设等方方面面新实践新进展，撑起更加开阔

的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从上古神话到未来

纪元，从个人职场到家国天下，从脱贫攻坚到

太空探索，中国故事无所不包。文化品类更

加丰富，满足着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文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调集优质

资源进行创作生产的能力明显提升。诞生了

一批酷炫大片、精品剧集、人气综艺、爆款游

戏等工业集成度较高的精品之作。新技术尤

其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文化生

产效能，也成就了数字艺术、数字展演等文化

新业态。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畅通文化

消费渠道，也为用户生产内容搭好舞台，激发

了基层文化创新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社会认同的功能更

加凸显。传统工艺、园林营造、文博考古，好之

者众；国学经典、音乐戏曲、美妆服饰，粉丝云

集。故宫敦煌堪为网红，三国西游重放异彩。

传统文化，从对象化的静观转为生活化的融入，

参与当代日常生活。在青少年群体中，“国风”

“国潮”蔚为风潮，“燃”起拳拳爱国热忱。

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新的家国图景和

世 界 想 象 徐 徐 展 开 。 我 们 在 技 术 进 步 中 感

受“ 自 主 创 新 、科 技 强 国 ”，在 脱 贫 攻 坚 中 体

悟“ 共 同 富 裕 、以 人 为 本 ”，在 抗 击 疫 情 中 感

受“ 人 民 至 上 、生 命 至 上 ”。 我 们 共 同 经 历 、

共 同 感 悟 ，重 塑 对 世 界 的 认 识 ，对 自 我 的 认

知 。 文 明 变 迁 的 纵 深 感 、科 技 进 步 的 未 来

感，在伟大复兴的愿景中，融合成新的视野，

组织起新的宏大叙事，构成今日文艺书写的

内在逻辑。

我们的文艺要在时代中创造创新，为新

的时代赋形、抒情、写意，让时代精神形象可

感，以此打动人、鼓舞人。《平凡的世界》给奋

斗者以勇气与希望，《红海行动》赞美使命必

达的勇者担当，《夺冠》昭示信念和拼搏的力

量，它们都回应着时代的呼唤。《哪吒之魔童

降世》中哪吒凭着“不认命”的韧劲和不怕苦

的干劲打破“偏见”，获得脱胎换骨的新生，成

为当今中国寓言。它和《鸡毛飞上天》《战狼

Ⅱ》《流浪地球》等优秀作品，共同组成近年来

人气最旺、点赞最多的原创方阵。在陈江河、

冷锋、刘培强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人物境遇折

射民族命运，人物成长寓言民族进步，人物品

格显现民族精神。他们内力充沛、气象一新，

他们应运而生、乘势而起，成为时代精神的镜

像，发出时代的心声，引起强烈共鸣。

很多时候，一个形象、一段旋律、一场表

演，可以折射一个时代。这些伟大的创造源

于深沉的感受、敏锐的发现，来自个人与社会

的心灵契合、艺术与时代的共振共鸣。它们

是视域汇通的产物，是匠心独造的结晶。放

眼 不 久 的 将 来 ，新 的 世 界 图 景 、新 的 文 化 理

解 、新 的 技 术 手 段 ，必 将 孕 育 出 新 的 文 艺 精

品、时代的高峰之作。让我们在新起点，一起

展望中国文化新的气象！

展望文化新气象
舒 平

备受追捧的故宫文创，让千年文物可感可

亲；叫好又叫座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让神话

人物生气淋漓；圈粉无数的《中国诗词大会》，

让诗词文脉熨帖人心……传统文化正在与当

下生活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无尽的创

造力。

这其中，以蕴含中国元素并且与现代流

行趋势相结合的国风国潮最为典型。古风曲

目被青年唱作人谱成流行新声，中式设计在

国际时尚界大放异彩，百年老字号成为炙手

可 热 的 新 锐 潮 牌 …… 风 尚 背 后 既 有 个 性 追

求，又有文化内涵；既致敬传统，又有别开生

面的大胆创造。

传统之所以成为潮流，根本在于人民群众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关键在于创作生

产者对传统文化各具匠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文化市场的日益成熟，也助力传统文

化的传播与接受。

国风国潮能够蔚为大观，更离不开全社会

显著提升的文化自信。当代中国人立足国家

蓬勃发展，积极对话传统，传统不再只是文化

乡愁的对象，更是创新创造的潮头。“风”起

“潮”涌间，时代奋进的脉动清晰可见。新的一

年，如何立足当下再领风尚，如何从形象与符

号的“借用”、题材与故事的“开掘”，发展到理

念与精神的“生发”，如何让传统与当代的结合

更文质彬彬、形神兼备，更多方法有待解码，更

多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有待激发！

激发创造活力
胡妍妍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艺事业取得一系

列成就，与文艺政策的引领密不可分。从《国

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到

2020 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

干意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文艺政策都强调以创作优秀

作品为中心环节，大力推动融合创新。

文艺政策为精品孵化创造条件，优质内容

正在成为市场驱动力。一批优秀之作得以持

续打磨，从剧本论证、一场场演出，到专业研

讨，这些作品不断拉近自身与经典的距离。如

扶贫主题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革命题材

民族歌剧《沂蒙山》、一票难求的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等等。

文艺政策为培育创作人才和人才跨界合

作提供机遇。在强化科技支撑的政策引领下，

优秀国产动漫、国产科幻、影视综艺，较集中地

体现了跨领域合作的创造活力。如电视节目

《故事里的中国》集合优秀舞台艺术人才、影视

人才和技术人才，创造性地讲述英模故事，深

受广大观众喜爱。

2021 年大幕初开，各大国有艺术院团将

进一步围绕提质和创新深化改革，科技对文

化的支撑也将进一步强化。相信在政策指引

下，文艺创作生产方式将进一步革新，文艺与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媒体将进一步融

合，不断朝“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目标迈进。

政策引领创新
徐 馨

我们要按照新时代的要求

和文化发展规律，科学地管理

好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宝贵遗

产，使之根脉相续，永葆活力；

使之生气勃勃地成为人民美好

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持久的正能量。

冯骥才（作家、学者）

几千年来，中国有这么多

伟大的诗人留下这么多诗篇，

让 今 天 的 我 们 诵 读 之 后可以

霍然兴起，这是一件多么美好

的事情！诵诗读诗，重要的是

体会一颗颗诗心，与古人生命

情感发生碰撞，进而提升自己

的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

有承传，千百年来传诵的古典

诗词，也必将滋养一代代中华

儿女的精神世界。

叶嘉莹（学者、诗人）

人 类 对 美 的 追 求 一 日 不

停，对文化艺术的爱就将一日

不止。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

精心雕刻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页，不断创造。相信电影，相

信未来！

吴 京（演员、导演）

名家寄语

当 前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快 速

发展，给科幻文艺提供肥沃土

壤；时代变迁深刻改变我们的

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

全人类的未来，思考丰衣足食

之 后 更 长 远 的 发 展 。 中 国 科

幻 应 抓 住 机 遇 ，发 展 多 种 风

格，向前看、向远方看。

刘慈欣（科幻文学作家）

中 国 艺 术 家 有 条 件 也 有

雄心创作出更多优质的电影，

赢得世界观众的认同，让我们

的 文 化 为 世 界 所 理 解 、所 喜

爱 。 这 样 的 好 作 品 需 要 时 间

和心力细细打磨，需要创作者

沉下心来，没有捷径可走。

成 龙（演员）

在发展中继承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变局中坚持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立足当

下，面向未来，处理好古与今、

破 与 立 、变 与 不 变 、探 索 与 构

建。善于汲取，勤于积累，精于

扬弃。在崭新的格局中吸收人

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贡献发

明、发现、诗篇、故事、想象、器

物、思路，贡献我们新的经典。

王 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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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歌剧

《沂蒙山》、电视节目《故事里的

中国》、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剧照。

青年人是当今中国文化创造的生力军。

他们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成长在国家繁荣之

际。他们心中涌动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

定的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有着很强的情感认

同。他们心态积极，视野开阔，乐于吸收古今

中外优秀文化。

青年人眼里有新鲜的发现，善于转化创

新。他们在寻常中发现和传达新意，“故宫色”

点缀女子的妆容，民乐与交响中西合璧，真人

与虚拟歌手同台竞演。时而古风音乐展现金

戈铁马、铮铮傲骨，时而时尚动漫演绎国宝华

光、熠熠生辉。视频博主们拍摄淳朴动人的乡

村生活，展示家乡之美，激活文化资源。青年

人思维活跃，善于沟通，借助新媒体技术和新

的传播手段，不断讲述更新更美的中国故事。

青年人心里有广阔的天地，善于开拓领

域。这些年，青年创作者不仅拿出《闪光少女》

《最好的我们》这样的青春片，还创作出《破冰

行动》等现实主义精品力作。《挑战吧！太空》

等网络综艺在题材上多维探索，深入挖掘，丰

富了表现领域；《大鱼海棠》《白蛇：缘起》等动

漫作品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彰显

了具有时代感的中华美学。

青年人当发挥创造优势，把传统的变成现

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

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青春点燃创意
任飞帆

电影与观众相约“网上见”；“云演艺”绽

放全新艺术可能；返乡创业青年视频记录乡

村生活……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文艺带给我

们许多新可能、新体验，科技功不可没。

艺术创新与科技进步如影随形。近年

来，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突

飞猛进。新技术催生新文艺类型，网络文艺

方兴未艾，短视频、网络直播异军突起，虚拟

观展、沉浸体验势头正劲；新技术推动文艺创

造的跨领域合作，技术普及降低参与门槛，人

们的创作热情得以释放；新技术推动文化产

业转型升级，助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催

生新型文化企业和文化业态。

科技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推手，重塑我

们 感 知 、认 识 和 想 象 世 界 的 方 式 。 与 此 同

时，科技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艺的变与不

变。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阶，是否会在人类

创造领域“攻城略地”？虚拟现实技术模糊

虚拟和现实的界线，将如何改变人际沟通？

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更需要开放的心态和

积极的应对。

无论文艺形态如何变，文艺的基本审美

规律不变，受众对精品的渴望不变。期待科

技为文艺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科技与文艺在

新的维度实现新的融合，赋能文艺高质量发

展，为奋进的中国人创造更美好的文艺生活。

科技赋能创作
张珊珊

走过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接力踏上新

征程的 2021 年。新年伊始，我们推出“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专版，既总结创造创新

的成就经验，也展望文化传承创新的美好愿

景。期待新的一年，文化文艺精品持续涌

现，文化事业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象。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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