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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白风清之际，登临千人

石，彩袖翻飞间，喉清韵雅，霓

虹闪烁处，声声萦绕……日前，

第二十二届中国苏州虎丘曲会

在江苏苏州虎丘山风景名胜区

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 36 个

曲 社 的 近 200 名 曲 友 围 坐 千 人 石

上，唱起婉转昆曲。开幕当晚，盛会

吸引了 120 万人次在线观看。

2000 年，苏州恢复举办虎丘曲会，到今

年已经举办了 22 届。虎丘曲会给苏州带来

了 什 么 ？ 又 如 何 影 响 这 座 城 市 的 文 化 气

质？来听听曲友、观众和管理者怎么说。

优兰曲社负责人尤梅俊：

年轻面孔越来越多

今年曲会，我们优兰曲社有十几名曲友

参加，准备了 6 个节目。夜幕降临，虎丘山上

华灯初上。我们围坐在一起，于亭台楼阁

间，吟咏较艺、竞技演唱。水袖柔婉、昆腔曼

妙，曲至动人处，台上曲友欢呼不止，台下观

众掌声雷动。曲会夜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沉醉其中，其情其景，久久难以忘怀。

事实上，我与虎丘曲会结缘已久。1958
年 ，我 17 岁 ，考 入 了 江 苏 省 戏 剧 学 院 学 昆

曲。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近 40 年间我没有

再接触昆曲。直到 2000 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参加了第一届虎丘曲会，并登台唱了

几个曲目，获得了曲友们的赞扬。我受到鼓

舞，开始重拾昆曲，从此以后，昆曲成为我生

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虎丘曲会的恢复，给曲友们搭建了非常

好的平台，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切磋技艺，

还可以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现场交流互

动，提升演唱水平。

这些年来，借助虎丘曲会这个舞台，我

认识了很多曲友。2012 年，我牵头成立了优

兰曲社，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曲社已经拥有

60 多名成员。2017 年，我借探亲的机会，在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成立了昆曲社，成立第二

年，布里斯班昆曲社就派代表来苏州参加了

虎丘曲会，并在开幕式上表演了昆曲《牡丹

亭·寻梦》片段。

我已连续参加了 22 届虎丘曲会，第一次

参 加 时 ，我 还 没 有 退 休 ，如 今 我 已 经 80 岁

了。曲会刚恢复那几年，曲友几乎全是老

人。最近几年，从台上往下看，大都是年轻

的面孔，中青年曲友占据了绝大多数。

昆曲爱好者刘潇：

享受沉浸式体验之旅

虽然我是苏州人，在江南水乡的小桥流

水间长大，但平常很少接触昆曲，只在剧场

里观看过几场演出，真正让我迷上昆曲的还

是虎丘曲会。

5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观看

了虎丘曲会，并很快对这别具格调的昆曲盛

会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以后，只要不是太

忙，我几乎每年都会来现场观看曲会。

晚上 6 点刚过，暮色渐浓，走进虎丘山，

循着红色灯笼浅照的青石板台阶往上走，不

一会儿便到了千人石旁。这里早已聚集了

数百名来自各地的曲友和观众。

晚风吹拂，月影浮动。伴随着两声清脆

响亮的鸣锣声，今年的虎丘曲会正式开唱。

曲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牡丹亭》《长生殿》

《浣 纱 记》等 一 支 支 经 典 昆 曲 令 人 如 痴 如

醉。除了业余曲友，蔡正仁、王芳等昆曲名

家也登场献艺，观众在曲会中充分感受昆曲

的魅力。

虎丘曲会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

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曲艺的沉浸式体验之

旅。主办方通过现代光影技术，将潮流元素

融于传统昆曲文化中。现场观众于朦胧夜

色中，看水袖翻转、赏曲中故事，随着舞台灯

光不停地闪烁，在婉转的旋律中，我仿佛看

到了几百年前虎丘曲会“千人石满千人坐，

千顷云浮千顷烟”的盛况。

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倪彦：

昆曲艺术点亮城市客厅

虎丘曲会在明清两代曾延续 200 多年，

到了清末民初昆曲一度式微，但苏州人对

“水磨调”的情愫却从未割舍。

2000 年，苏州市文联和苏州市剧协恢复

举办虎丘曲会，并坚持每年办一次。如今，

虎丘曲会不仅成为联系海内外曲友的重要

平 台 ，也 成 为 彰 显 城 市 文 化 魅 力 的 重 要

窗口。

前几年，有很多曲友提出，希望能开展

昆曲培训，帮助曲友提升昆曲水平。针对这

一要求，我们请来昆曲名家、联系场地，并于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培训班，获

得了曲友们的好评。

虎丘曲会一般都只持续数天时间，很多

曲友总是未能尽兴，为此，我们还建立了线

上交流群。曲友将唱曲视频发到群里，讨论

交流，切磋技艺。通过线上持续不断的交

流，打造常年不息、永不闭幕的虎丘曲会。

如今，虎丘曲会不仅仅是曲友和观众的

聚会，也成为苏州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

承的重要舞台。通过一届又一届的虎丘曲

会活动，昆曲艺术在不断传承与弘扬。

在苏州，每 3 年举办一次的中国昆剧艺

术节已逐渐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艺术水准最

高、参与面最广的昆剧艺术盛会；自 2018 年

以来，戏曲百戏盛典已连续 3 年举办，组织全

国 348 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剧节目集中到昆山

展演……如今的苏州，昆曲氛围越来越浓

了，虎丘曲会作为传承昆曲的一大阵地，发

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苏州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上，苏州公布了《“江南文化”品

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昆曲作为“江南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期。虎丘塔下每年一度的曲会，便是一个

闪光点，点亮苏州的城市客厅。

图①：苏州虎丘山风景名胜区。

影像中国

图②：昆曲爱好者在虎丘曲会上表演。

苏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江苏苏州着力提升城市文化体验

虎丘曲会 意味悠长
本报记者 王伟健

核心阅读

唱 腔 婉 转 ，彩 袖 翻
飞，日前在江苏苏州虎丘
山风景名胜区举办的第
二十二届中国苏州虎丘
曲会，吸引了来自各地的
曲友参与。如今，有数百
年历史的虎丘曲会不仅
是曲友们的盛会，也成为
彰显城市文化魅力的重
要窗口。

■文化市场新观察R

课余到博物馆参观，增长见闻；假

期走进文化馆、活动站体验非遗制作；

诗词、成语等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惊人

……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

年群体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青

少年心中埋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种子，既能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

养分，也能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自豪感，进而自觉成为传承者和弘

扬者。

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

要为青少年创造更多契机。用亲手触

摸、亲身感受的零距离体验，为青少年

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架起桥

梁，让他们的兴趣更浓厚、记忆更清

晰、理解更深入。比如，北京天乐园大

戏楼开办青少年体验项目，让孩子们

在“看、听、赏、学、知”的过程中加深对

京剧艺术的了解；少儿节目《快乐童

行》带领小朋友走到全国各地，学做非

遗鄣吴竹扇、了解龙舟文化、尝试活字

印刷、用中药制作香囊，在一系列活动

中感悟历史文化。

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用符合当代审美、年轻

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他们对话。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在故事

化、游戏化的互动和情景式体验中完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

解。比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 10—15 岁观众打造互动解谜

展，通过游戏体验配合特定的场景搭建，让青少年在沉浸式观

展中了解与大运河有关的知识；少儿节目《快乐童行》里小朋

友们“回到过去”穿上传统服饰学习古代礼仪，《典籍里的中

国》以戏剧加影视的手法让典籍中的故事活起来……与古为

新，借助契合时代潮流的手段，走过历史长河的优秀传统文化

呈现出更灵动的魅力，赢得更多青少年的青睐。

找到与青少年的更多连接点，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让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时尚有机结合，激发探索的兴趣与求

知的渴望。这是让更多青少年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

尝试，也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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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将传统与现代、
古老与时尚有机结合，激
发探索的兴趣与求知的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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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0月 11日电 （记者罗艾桦）9 日，广州大学城

联合北京中关村启动广州大学城·中关村青创汇项目。该项

目旨在发挥广州大学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优势，为广东省广

州市番禺区进一步融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动能。

据介绍，该项目将聚焦智能网联车、智能软硬件和智能产

业互联网等，着力引入中关村培育创新型企业的丰富经验，为

入驻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科技金融、技术交易、公共服务等全

链条服务。

广州大学城联合北京中关村启动青创汇项目

本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记者施芳）近日，2021 北京（国

际）运河文化节开幕。在未来一周内，7 个系列近 50 项主题活

动将在线上线下举行。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大运河题材文艺作品、《北京市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文化带文博领域建设成

果、12 条运河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和大运河文化创新创意设计

大赛部分优秀产品。据介绍，2021 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将

举办《爱上大运河》音乐会、曹雪芹文化艺术节暨“梦回扬州”、

大运河徒步嘉年华、云赏运河等文化活动。

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举办

本报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刘阳）10 月 11 日，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奥林匹克频道开播上线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该频道将是全球首个 24 小时上星播出的 4K 超高清体育频

道。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

出席座谈会，并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代表、专家学者和优秀运动

员代表座谈，共同为即将开播的奥林匹克频道集思广益。

奥林匹克频道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战略合

作的成果，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得到国际奥委会授权使用

奥林匹克名称和五环标识的传播平台。作为国际上首个以

4K 超高清和数字平台同步播出的体育频道，包含央视奥林匹

克电视频道和数字平台。与会代表围绕奥林匹克频道内容创

作、技术应用、平台建设、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

广泛交流。

奥林匹克频道开播上线专家座谈会举行

本报武汉 10月 11日电 （记者吴君）第十七届中国戏剧

节日前在武汉开幕。本届中国戏剧节的主题为“戏聚英雄城，

礼赞新时代”，来自全国各地的 31 台优秀剧目将接连登场，涵

盖了京剧、昆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 14 个戏曲剧种以

及话剧、歌剧、儿童剧。

戏剧节期间，“构建中国戏剧导演体系——中国戏剧导演

艺术高峰论坛”和“守正·创新——中国戏剧表演艺术高峰论

坛”将举办。此外，主办方还设置了第八届武汉国际戏剧演出

季、第九届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武汉戏曲“大码头”

图文展览、“良辰美景 赏戏悦目”戏剧进景区等多项配套活

动。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湖

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

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开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梭动力”团队研发

的“北航 4 号”飞行器，实现了固液动力飞行

器高空高速有控长时飞行；东北大学“管道侦

察兵”团队研发的新型深海管道全息内检测

机器人，为我国深海管道安全运输保驾护航

……这些成果，都来自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0 月 13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在南昌大学拉

开帷幕。自 2015 年举办以来，中国国际“互

联 网 +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累 计 吸 引 了

2533 万名学子、603 万个团队项目参赛，日益

成为培育创新人才的沃土，成为推动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今年大赛新设“本科生创意组”，

并设置单独的晋级通道，保障在校大学生深

度参赛。同时增加了“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

35 周 岁 ”的 限 制 ，让 更 多 青 年 学 生 有 展 示

机会。

浙江大学教授吴晓波从去年起担任大赛

的点评嘉宾，“展现原始创新驱动的创业越来

越多，新兴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越来越

多，带动了高等教育理念更新、人才培养机制

创新、教学管理制度革新。”吴晓波说。

7 年来，以大赛为抓手，我国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不断深化。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课

程累计 3 万多门，建立 3.5 万余人的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200 所全国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目前，超过 1000
所高校的 139 万名大学生参与“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累计约 34 万个国家

级项目获得了总计超过 58 亿元的资助，内容

覆盖全部学科门类。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冠军、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宋哲团队

研制了我国首套卫星通信阵列参数矩阵并行

测量仪，真正做到测得了、测得快、测得起。

“创新创业大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感受到

创业的艰辛，对科技成果转化有了更深的了

解，坚定了求学报国的决心。”宋哲说。

多年来，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市场

潜力大、社会效益好的高质量项目。“不少项

目涵盖学科交叉和跨行业创新，体现了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轮工业革命重

点领域的前沿趋势和最新成果，催生了一批

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司长吴岩介绍，“今年大赛新增了产业赛

道，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动高校的

智力、技术和项目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紧密对接。”

南昌大学“珍蚌珍美”团队通过“鱼减蚌

加”生态治水模式，在治理富营养化水体的同

时推动产业发展；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彩云本

草”团队带领乌蒙山区老百姓种植千亩中药

材，帮助当地农户增收……

自 2017 年第三届大赛、百余支大学生创

业团队走进陕西延安，“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正式开启。青年学子走进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展现了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责任担

当和创业温度。经过 5 年的实践，累计 450 余

万大学生走进井冈山、古田、延安、西柏坡等

地，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

吴 岩 介 绍 ，今 年 共 有 2586 所 院 校 的 40
万个创新创业团队、181 万名大学生参加活

动，对接农户 105 万户、企业 2.1 万多家，签

订合作协议 3 万余项，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7年吸引2533万名学子，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青春绽放在创新赛场
本报记者 丁雅诵 闫伊乔

10 月 10 日，浙江

省绍兴市一所小学的

学生在研学园开展体

验农耕生活、享受美

食成果研学活动。学

生们通过制作豆腐、

豆浆、竹筒饭等，在活

动中学习知识、增长

技能、收获成长。

图为小学生正在

体验手工磨豆腐。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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