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
统
文
化

时
代
气
韵

一 元 复 始 ，万 象 更

新。新春之际，人们感受

浓浓亲情，感念幸福生活，

祈愿国泰民安。

春 节 是 中 国 传 统 节

日，也是文化传承创新的

重要契机。值此佳节，“创

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纵

横谈”栏目约请 5 位创作

者，分享各自传承创新的

体会与心得，与读者一起

亲近传统、感受变迁，为蒸

蒸日上的时代凝聚更多创

造力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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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是举国盛事，也是展示中华

文化的舞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冬

奥主题宣传片《中国冰雪大扩列》，把人们熟

悉的动画形象孙悟空、哪吒、葫芦娃等集结到

冰雪赛场上，既怀旧又新奇，引发广泛关注。

以中国动画“全明星阵容”，凸显“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主题；以哪吒和敖丙的一段

花样滑冰，形象展现“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些埋在影片中

的“小彩蛋”都被网友捕捉到，他们在弹幕中、

留言里表达了各自的惊喜。

能为冬奥会出一份力，这是动画人的光

荣。这次创作启发我们，用经典 IP 讲述时代

故事，中国动画大有可为。我们有丰厚的家

底，有优良的传统，有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动

画“中国学派”耀眼的辉煌，也有这些年来不

断探索创新的实践积累。更重要的是，如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的日新月异中淬

炼“真善美”的内容主题，从科技的迅猛发展

中丰富“奇趣韵”的表达手段。中国动画拥有

那么多的知识产权，倘若能给这些经典 IP 以

新的内容、新的讲法，将会涌现多少流光溢彩

的画面！更何况，一代代动画人还在不断创

造新的动画形象，用心锻造新的动画经典。

2022 年迎来中国动画百年，百年也是继

续向前的新起点。今天，越来越多有才华的

年轻人踏上探索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道路，

让我们继承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用情用

力，开拓中国动画艺术新天地。

（作者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用心锻造新经典

李 早

作为一个干木工活的老木匠，因为网络，

我有了一个新身份：视频博主“阿木爷爷”。

从 2018 年到现在，“阿木爷爷”做木工的视频

网络播放量已有 6 亿次之多，这让我很惊喜：

老手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网友们喜欢我的作品，主要是出于对中

华传统手工技艺的兴趣。我第一个“走红”的

作品是制作鲁班凳的视频。一整块木头经过

锯、刨、磨、钻、凿、抠等复杂工序，不用一根钉

子或任何金属构件，就能制作完成。有网友

惊讶至极，在视频留言里高呼“不可能”。

鲁班凳、拱桥、将军案……一个个木工视

频拍下来，海内外网友对我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这让我有了更强的责任感。现在录制视

频，我都尽可能地把细节录制清楚，让大家看

得更明白。有外国网友留言说想跟我学，或

者问些技术问题，我都会回应并解答。最近

就有网友跟着我的视频学习制作家具。我认

为，包含木工在内的许多传统手工技艺，代表

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创造。这种追

求和创造能够引发大家共鸣，也让传统手工

技艺在今天依然充满魅力。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衣食无忧的全

面小康生活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精神上的热爱

和追求，传统手工技艺也多从赖以谋生的技

能转变为兴趣爱好。今年春节，我就录制了

一个制作木质红灯笼的视频，相信广大网友

会喜欢。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好宝贝太多了，

希望有更多的手艺人拥抱网络，用更新潮的

方式展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自己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者为视频博主，本报记者李纵采访

整理）

新潮展示老手艺

王德文

古人过年有一个习惯，要相聚看戏。过

年演什么戏也有讲究，比如说我这个行当的

老生戏《御碑亭》，新春演出时常写成《金榜

乐·大团圆》，讨一个好口彩。戏班过年还有

“封箱”的习俗，演几天热热闹闹的“封箱戏”，

再把行头砌末都放进衣箱里封好，过一个好

年。老百姓都盼着唱大戏，大戏近了，年味儿

就浓了。这是一种带着祈愿意味的仪式，舞

台上下，都盼望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我看到过很多人从小跟着祖辈父辈听

戏，小时候可能听不懂戏词，但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长大的某一天，自会从戏曲中找到生

活的答案。舞台上那些忠臣良将、深情眷侣

的故事，很容易走近观众、鼓舞人心。与戏曲

接触越多，越觉得熟悉亲切、舒服自在。因为

它是我们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有中国古典文

化特有的美。没看过戏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戏

曲陌生，但真看进去了就很容易迷上，因为我

们的思维模式、审美习惯、价值观念，都和戏

曲骨血相融。多了解一些传统文化艺术，会

觉得整个人是有由来、有依托、有根基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生活，一如唱戏

时候的胡琴声，它引着你，也托着你，像是这

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某种不偏不倚的坐标。

秉 一 股 浩 然 之 气 ，求 一 份 进 退 有 度 。 这 个

“度”放在京剧传承上，就是继承与创新之间

分寸的拿捏。对于我们戏曲从业者来说，要

聆听市场的声音，但不能失去自我。这就要

求我们不断锤炼和完善，有正确的价值引领，

有对传统的敬畏，也有包容变化的底气，在守

正创新中让戏曲这门艺术别开生面，走得更

远更好。

（作者为京剧演员）

让传统戏曲别开生面
王珮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如何在今

天继续发挥它的价值？文化综艺节目《典籍

里的中国》就是对古代典籍进行现代“转译”

的积极探索。传千年之经义，燃万古之明灯；

现典籍之要义，谱未来之新篇。我们先后聚

焦《尚书》《论语》《孙子兵法》《楚辞》《史记》等

典籍，努力挖掘并展现典籍里蕴含的思想精

华，把传统美学元素与电视创作相融合，讲述

感人至深的传承故事。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对宇宙的好奇渗

透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它让屈原发出“天

问”，也让我们把“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到广

袤太空；“物自天生，工开于人”，探索自然，推

进科研，古代科学家宋应星如此，袁隆平、屠

呦呦也是如此……典籍里的精神始终在传

承。舞台上，我们充分利用戏剧的虚拟性特

征，明朝的宋应星和当代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实现穿越时空的握手；写出《橘颂》的

诗人屈原被 2000 多年后家乡荆楚之地的柑

橘甜到落泪……这些画面是创作者想象力的

结晶，更表达了当代人寻找文化根源的渴望。

立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体现时代性

是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关键。这既需要我

们走进生活深处，聆听人民心声，努力成为中

国故事的精彩讲述者、中国声音的有力传播

者、中国形象的优秀塑造者，也要求我们善用

现代技术和创新视角，让文化传播和体验年

轻化、当代化，让当代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由了解而认同，由认同而自信。新的一年

开启，让我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以创造性的

方式，丰富这卷“活化传统”的工笔画！

（作者为国家话剧院院长、《典籍里的中

国》艺术总监）

立时代潮头 现典籍要义

田沁鑫

四季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年是前一个

四季更迭的结束，又是新一个四季更迭的开

始。每当我们站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节点上，

心中一定对新的一年、新的生活充满了向往、

希 望 与 期 待 ，于 是 产 生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心 理

——“年心理”。大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小

到家庭和美、身体康宁、生活富裕。这些向往

在过年的时候一股脑地集中涌现，而且分外

强烈、热烈、理想化。它用什么来表达？用文

化。这个文化表达就是过年的民俗。

几千年来，由于人们对年的期许太深，对

来年生活的期望太切，为了满足这种“年心

理”，许许多多文化的方式和样式便被创造出

来。在绚烂无比的社火之外，便是春联、福

字、剪纸、年画、年糕、汤圆、绒花、压岁钱等

等，无比丰富。这一切看到的、听到的、闻到

的，共同创造出一种属于年的独特景象、氛围

与魅力。

这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这是全民参

与的文化创造。它反映的是一代代中国人对

生活的热爱：我们把一个自然的日子创造成

一个文化的日子，把一个寻常的日子变成一

个充满理想光彩的日子。这是多么美好、神

奇的创造！

然而，在每一个新的年里，我们不应该仅

仅是传统年文化的享用者，还要为这个节日

做出新的贡献。民俗是一条浩荡大河，只有

新的洪流不断注入，才能永远充满活力。在

前景广阔的时代，作为充满生活激情的一代，

我们一定会使这个传统节日发出更富魅力的

光彩。

（作者为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

主席）

年是美好的文化创造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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