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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地区的名片和灵魂，

显然，广东与粤剧密不可分。

源自南戏，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后传播到

港澳地区，并随远行海外的华人影响全球，可

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

它承载着历史、连接着情感，虽经历过低

谷，但被誉为“南国红豆”的粤剧，正以新的姿

态焕发青春活力。

韵，走进千家万户

广东广州荔湾区恩宁路 127 号，一片灰

白骑楼间，坐落着粤剧艺术博物馆。这片西

关老城区，曾是粤剧生长的沃土，如今，一座

博物馆浓缩了它的前世今生。

走进博物馆展厅，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

华美的戏服……5000 余件藏品，将粤剧的历

史娓娓道来。

明代时，外来戏班时常入粤演出，孕育了

粤剧的种子。清初，演唱“广腔”的本地戏班

出现，为粤剧形成打下基础。此后，粤剧在本

地班向外江班的吸收、借鉴、竞争中逐渐形

成，后流行于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地，并

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广泛传播。2009 年，粤剧

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展厅内的一艘船格外引人注意。早期的

粤剧戏班，为了方便演出，艺人们就乘坐这样

的 船 只 ，沿 珠 江 内 河 穿 梭 ，游 走 四 乡 ，靠 岸

演出。

现如今，粤剧的流动有了新的载体。全

国首条“粤剧文化主题公交”开通，用粤剧粤

曲唱腔为乘客介绍站点的人文风貌，“乡音”

走街串巷，与人们的生活相伴。

记载历史，更要开启新篇。粤剧艺术博

物馆定期举办粤剧演出，还建立了少儿粤剧

传承基地，由荔湾区政府和广州市振兴粤剧

基金会资助，委托粤剧艺术博物馆实施管理，

目前已有 500 多人参与学习。

与博物馆仅一墙之隔的西关培正小学

里，学生罗伟铭每周有两节课学粤剧，周末还

能到博物馆的舞台上表演。校内招收学员，

借助学校场地资源，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教

学，开设基本功和折子戏培训课程。少儿粤

剧传承基地主任唐沛文认为，这种馆校协同

合作的模式，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粤

剧的“小小代言人”和传承者，让粤剧流淌在

千家万户。

传，留住经典底蕴

灯光起，乐声响，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

伟骢一身周瑜扮相上台，身扎粉色大靠，头戴

紫金冠，脚着厚底靴，使一柄长枪，边打边唱，

武功利落，气魄沉稳，唱腔一出，足见功力。

感受着粤剧的魅力，观众们沉醉其中，看

到精彩处，叫好声连连。不远处的珠江新城

夜 景 做 衬 ，古 粤 剧 与 新 都 市 ，碰 撞 出 别 样

滋味。

自从“粤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台”

系列活动推出，每到周五晚，广州塔下就汇集

起许多戏迷，期待着喜爱的粤剧演员前来演

出。一场演出，40 分钟，《牡丹亭》“惊梦”、

《周瑜》“起兵”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

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表演总是场场爆满。

李伟骢回到后台，厚重的妆底和华丽的

戏服下，已是大汗淋漓。“粤剧要吸引人，还得

是内容好，不然其他的只能是空中楼阁。”李

伟骢说。

深耕粤剧 20 多年，在李伟骢看来，粤剧

的发展要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唱念做打是基

础，每一步都得走扎实才行。如今，他可以饰

演文武小生行当的周瑜，既有长靠武生的大

将风度，又有翎子生的风采气度；也可饰演小

生行当的柳梦梅，气质儒雅，嗓音清亮；亦可

饰演红生行当的关羽，有花脸的功架、武生的

功底，老生的醇厚念白和唱法……李伟骢认

为，演员要不断提升艺术追求，带给观众更多

更好的作品，粤剧的影响力才能保持并不断

扩大。

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如今，粤剧已经拥

有了 20 多位梅花奖得主，他们把粤剧带到聚

光灯下。与此同时，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粤剧

爱好者们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凭着满腔热

爱，自娱自乐、互相学习。

大舞台上的演出与身边人的哼唱交织呼

应，让粤剧的生命力绵延不息，浓郁的粤韵风

华，渗透进这方水土，成为一代代岭南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融，焕发时代活力

去年，国内首部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白

蛇传·情》上映 40 天，票房超 2000 万元，刷新

了中国戏曲电影票房纪录，粤剧的更多可能

性也受到关注。

每一帧画面都很唯美，每一次定格都有

内容，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视觉表达方式的

融合，让粤剧与电影双向赋能，彼此成就，引

发不少观众的共情共鸣。数据显示，观影群

体以年轻人群体为主，24 岁至 29 岁的占比三

成多，35 岁以下的占比更是近九成。

热度不仅在影院里，剧院版《白蛇传·情》

每次上演，也都掀起“抢票”热潮。今年 5 月

27 日，《白蛇传·情》巡演登陆广州大剧院。

24 岁的韩筱萧又来到现场，这已经不知道是

她第几次看这部戏了，自从去年 11 月看了电

影 版 ，这 个 土 生 土 长 的 陕 西 姑 娘 便 爱 上 了

粤剧。

“一有空，我就会跑去各地看粤剧演出，

光《白蛇传·情》的剧院版就追过七八场。”谈

及年轻人对粤剧的接受度，韩筱萧认为，喜欢

粤剧的人并不少，“我们的同好群里，从中学

生到中老年人都有，大家因热爱粤剧结缘，常

常交流感受。”

不仅是电影，如今，粤剧与交响乐、网游

等的跨界融合也颇受青睐，为更多人走近粤

剧、了解粤剧打开了一扇扇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粤剧也张开怀抱

拥抱新场景。为满足观众的观看需求，广东

粤剧院推出“线上春班”“粤剧在线小游戏”

“粤剧经典在线”等线上活动，并与各大直播

平 台 合 作 推 出“ 周 末 睇 大 戏 ”“ 粤 韵 ON⁃
LINE”等独具特色的直播演出，在线观看累

计超 1000 万人次。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传承的基础上创

新 ，才 能 激 活 剧 种 的 活 力 。”广 东 粤 剧 院 院

长 曾 小 敏 认 为 ，粤 剧 艺 术 不 能 局 限 在 传 统

的舞台上，更需要迈出步子，积极拥抱新的

传播方式，让粤剧收获更多观众，魅力生生

不息。

街头巷尾传唱、多种艺术跨界，粤剧—

“南国红豆”正青春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在广东，粤剧是一张亮丽
的名片。承载历史、连接情感，
粤剧与人们的生活相依相伴，
在舞台也在街巷，在过去也在
今天。如今，通过建立博物馆、
建立少儿传承基地、跨界融合
多种艺术等方式，古老的粤剧
不断传承创新，焕发魅力。

核心阅读■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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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今天长城啥样！”天麻麻亮，乔国华

就背上干粮、镰刀及创可贴等物品，独自上

山了。

乔国华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界岭

口村的长城保护员。从不惑之年担任秦皇

岛市长城保护员，到如今年过花甲，三天一

小巡、五天一大巡，乔国华就这样用脚步丈

量着长城。

秦皇岛域内长城是我国明长城的段落之

一，东起山海关老龙头入海石城，西至青龙城

子岭口，全长 223.1 公里，沿线拥有 26 处国家

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秦皇岛创

立长城保护员制度，建立起长城保护网络。

巡长城，挑战不少。“有来长城上挖药材

的，还有在敌楼里圈羊圈牛的。”乔国华说，这

些活动都会对城砖造成破坏。

乡亲们保护长城的意识不强，乔国华就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保 护 好 ，做 好 旅 游 ，大 伙 儿 都 能 端 上‘ 金 饭

碗’。”乡亲们办起农家乐，游客越来越多。

有的游客在长城上乱写乱画，或者乱扔

垃圾，更有甚者偷偷带走长城砖。一次，乔国

华在巡查中，恰好遇到一名游客想把长城砖

带回家“镇宅”。乔国华耐心劝说，给游客讲

起长城的历史、自己多年保护长城的经过，最

后，游客主动把砖放了回去。

除了现场保护，许多长城保护员还自学

新媒体，通过直播等方式讲述长城故事，倡导

更多人关注、保护长城。

如今，秦皇岛登记在册的长城保护员达

93 名，以市级统筹、长城沿线各县区为主体

进行管理，加强保护员培训与考核。其中，年

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

35 岁的长城保护员张鹏，正走上“科技

护长城”的新路子。张鹏是山海关人，从小成

长在长城脚下。2012 年，他看了一部关于长

城的纪录片后受到感染，决定加入长城保护

员队伍。

山海关长城有很多段落修建在悬崖峭壁

上，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造成自然坍塌，

很难徒步巡查。2017 年，张鹏带领队员们利

用无人机巡护长城，破解了难题。

“无人机能够全方位、立体化地对长城进

行拍摄记录。”张鹏说，“在无人机上安装发声

设备，还可以在高空飞行过程中提醒游客文

明游览。”

在张鹏的手机上，安装了信息标注软件

和巡查状态记录软件，会提示需要巡查的长

城段落的所有信息，包括长城各单元位置、名

称、周边自然与人文环境等，以便实时准确掌

握所查段落情况，同时记录长城保护员巡查

线路轨迹、分析路程路况、记录巡查过程。最

近几年，这支年轻的团队摸索出了一整套报

备、巡查、监督、反馈体系，探索实现了长城巡

护的科技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秦皇岛

长城保护员制度使长城保护工作从宏观管理

走入现实操作，是重要跨越。”

如今，秦皇岛在长城保护员制度的基础

上设立了“长城保护日”，创新发起“走近秦皇

岛长城”活动，并于今年 7 月成立了全国首家

长城文化保护法庭。长城保护员数十年如一

日的坚守、孜孜不倦的创新探求，让长城的历

史文化血脉绵延不息。

从现场巡查到科技巡护，河北秦皇岛市两代长城保护员——

巍峨长城 接力守望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早晨起床，语音唤醒获知天气信息；

通勤路上，动动手指知晓天下大事；走进

办公室，“云端”会议实现远距离协作沟

通……身处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包罗万

象，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当网络空间已成

为数字化生存的必选项，维护清朗的网

络空间便成为亿万网民的共识。

越是信息泛滥，人们对准确权威信

息的需求便越迫切。最近，快手联合包

括共青团中央、正义网、中国警察网等在

内的百家政务号，发起谣言治理专项行

动，设立辟谣专区，开设官方辟谣账号，

对权威机构的辟谣视频进行优先和集中

展示。今年以来，已处理 44.6 万条不实

信息。

这样的“自净化”举措，自然会受到

欢迎。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每天，

信息洪流潮涌而来，占据了网民大量精

力，也时刻考验着网民的判断能力。在

这种情况下，各方形成合力、共护网络秩序、净化精神家园，显

得格外重要。

清朗网络空间，加强源头治理很关键。网络空间，开放、

互动、共享，此时此处的信息，能瞬时被万里之外的用户看

到。这既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也存在一些不良、不实信息传

播的隐患。去年 9 月，《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

理主体责任的意见》发布，提出网站平台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

体责任的工作要求。前不久举办的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让

网络谣言无处遁形”网络辟谣标签专项工作也正式启动……

种种善策，为推动网络空间更清朗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平台的作用不可忽视。网络平台既

是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信息内容管理的首要责任

主体，在坚持正确价值取向、参与互联网治理、维护网民合法

权益等方面责无旁贷。腾讯联合 10 余家机构、高校、企业共

同编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建设指

南》，进一步保护未成年群体上网安全；微博集中整治利用谐

音字、变体字等“错别字”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B
站开展虚拟主播恶意内容及言论治理专项行动……一些网络

平台主动压实责任，优化技术手段，回应网民需求，这样的行

动还可以更多些。

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更要有担当。海量信息充盈的

网络空间，或许有一些不完美，但我们已经回不去没有网络的

时代。唯有更好地完善规则、净化环境，筑牢治理防线，我们

才能迎接更清朗的网络世界，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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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9月 15日电 （记者曹玲娟）记者从阅文集团了

解到：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首次被收录至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

馆之一——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之中。

这批网络文学作品共计 16 本，包括《大国重工》等。大英

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之一，馆藏约 1400 万本藏

书。业内人士认为，这 16 本网络文学作品入选大英图书馆中

文馆藏，表明网络文学本身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

和内容产品。据悉，网络文学平台阅文集团已向海外多国授

权 800 多部网络文学作品的数字和实体出版，旗下海外门户

“起点国际”的访问用户约 1 亿人次。

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首次被收入大英图书馆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作为北京中轴线沿线环境改

造提升的重要项目，正阳门箭楼

南望景观视廊改造提升工程近日

全面展开，包括前门五牌楼油饰

翻新、前门大街沿线第五立面、景

观照明、牌匾标识改造等内容，整

体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届时，

正阳门箭楼南望景观视廊内将实

现视线通畅、景观协调，呈现平缓

开阔的城市空间形态，展现大街

立体的古都神韵。据了解，“北京

中轴线”已列为我国 2024 年世界

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图为 9 月 15 日，来自北京城

建的工人正在前门五牌楼进行彩

绘翻新。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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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15 日电 （记者郑海鸥、王瑨）15 日晚，第

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闭幕式上公

布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十七届文华奖评选结果。舞

剧《五星出东方》、评剧《革命家庭》、话剧《塞罕长歌》、舞剧《骑

兵》、锡剧《烛光在前》、越剧《枫叶如花》、莆仙戏《踏伞行》、民

族歌剧《沂蒙山》、彩调剧《新刘三姐》、川剧《江姐》、川剧《草鞋

县令》、话剧《桂梅老师》、话剧《主角》、音乐剧《花儿与号手》和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等 15 部作品获

评文华大奖；李莉、陈涌泉、盛和煜获评文华编剧奖；王筱頔、

毛尔南、李伯男获评文华导演奖；仁青顿珠、毋攀、宁珑、刘薇、

李博、杨俊、吴正丹、茅善玉、倪茂才获评文华表演奖。

第十九届群星奖获奖作品名单同时公布，包括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广场舞、群众合唱 6 个门类共 30 个作品获奖。

获奖作品具体包括音乐类作品《爱上这座城》《沂蒙那段情》

《阳台的花儿开了》《守望·撒麻》《歌从黄河岸边边来》；舞蹈类

作品《两室一厅》《人民英雄纪念碑》《擂鼓声声迎归帆》《村里

来了新书记》《摆出一个春天》；戏剧类作品《疫“懂”的心》《我

记得你，你就活着》《打折》《公鸡过寿》《烟》；曲艺类作品《好心

缘》《鹤归来》《同心结》《蜀道》《一条棉被》；广场舞作品《一起

向未来》《人说山西好风光》《森林中的考考乐》《奋进新时代》

《塞上儿女心向党》；获奖群众合唱团队为北京四中金帆合唱

团、沈阳九歌青年合唱团、厦门六中合唱团、深圳福田星辉合

唱团、重庆青年合唱团。

本届艺术节异彩纷呈，会聚全国 78 家文艺院团、112 个基

层文艺团体近 2 万名文艺工作者，荟萃 81 台舞台艺术精品，

145 个群众文艺作品，32 个合唱团和 1007 件美术、书法篆刻、

摄影作品。近 20 万人次走进剧场、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

超 3 亿人次共聚云端。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艺术节节旗交接仪式。第十四届

中国艺术节将于 2025 年举行，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

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
第十七届文华奖、第十九届群星奖

评奖结果揭晓

唯 有 更 好 地 完 善 规
则、净化环境，筑牢治理防
线，我们才能迎接更清朗
的网络世界，拥抱更美好
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