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提出：“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开展城

市现代化试点示范，建设宜居、创新、智慧、

绿色、人文、韧性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 ，人 们 越 来 越 认 识 到 ，城 市 不 仅 是 满 足 人

们集聚生活的功能空间，更是满足人们精神

需求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音乐以

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和人文内涵，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城市中的音乐文化与

音 乐 产 业 通 过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既

不断满足着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持续增

添 城 市 魅 力 、凝 聚 城 市 精 神 ，为 城 市 发 展 注

入活力。

发扬音乐传统，赓续
城市文脉

不 同 的 地 域 土 壤 生 长 出 不 同 特 色 的 音

乐 ，音 乐 中 蕴 含 着 丰 富 而 独 特 的 历 史 文 化

内 涵 。 今 天 ，在 一 座 座 城 市 发 掘 地 域 资 源 、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的 过 程 中 ，音 乐 成 了 一 条 重

要 途 径 。 人 们 以 音 乐 为 媒 了 解 历 史 、感 知

变 迁 ，通 过 音 乐 历 史 传 统 的 发 扬 光 大 ，焕 发

城市文化的新光彩。

西安历史底蕴深厚，具有丰富的传统音

乐资源。起源于盛唐的西安鼓乐，是在我国

发 现 、保 存 完 整 的 大 型 合 奏 乐 种 之 一 ，被 誉

为“中国古代交响乐”，并且通过庙会、节庆

等活动传承至今。西安地区还活跃着秦腔、

碗 碗 腔 等 特 色 鲜 明 的 民 间 音 乐 和 戏 曲 剧

种 。 如 何 用 这 些 传 统 音 乐 资 源 丰 富 当 代 城

市生活？在闻名遐迩的大雁塔下，西安交响

乐团和众多蜚声国际的艺术家合作，连续多

年 进 行 户 外 演 出 。 乐 团 还 先 后 走 进 秦 始 皇

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演“云上国

宝 ”系 列 音 乐 会 ，通 过 线 上 直 播 让 更 多 人 领

略 悠 长 古 韵 。 许 多 本 土 音 乐 创 作 自 觉 吸 收

西 安 鼓 乐 、秦 腔 等 传 统 音 乐 精 华 ，并 与 现 代

交 响 乐 嫁 接 融 合 。 东 方 与 西 方 、音 乐 与 古

迹 、历 史 底 蕴 与 当 代 审 美 交 汇 在 一 起 ，产 生

跨越时空的视听效果，赋予古城西安现代而

不失历史底蕴的艺术气息。

苏 州 同 样 是 一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春 秋

时期刻有“攻敔”即“勾吴”的青铜编钟和木

漆古琴（七弦琴）等，就佐证了苏州音乐历史

之 悠 久 。 苏 州 也 是 有“百 戏 之 师 ”美 誉 的 昆

曲剧种的诞生地，拥有吴歌、江南丝竹、苏剧

和 评 弹 等 多 项 音 乐 相 关 的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近年来，苏州不仅将昆曲的传承传

播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海内外大力

宣 介 传 播 ，而 且 对 诸 多 音 乐 非 遗 进 行 发 掘 、

转 化 和 重 新 包 装 ，以 塑 造 城 市 文 化 品 牌 。

2017 年组建的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就一方面

坚持“丝竹江南”的地域文化艺术特色，一方

面注重“丝竹交响”的国际表达，通过民族音

乐表演的国际化和交响化，为人们带来高质

量的艺术享受。

聚合文化创意，激发
产业活力

音 乐 在 文 化 产 业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得 到 日

渐 广 泛 的 认 同 。 一 些 城 市 充 分 利 用 音 乐 这

一 活 跃 因 子 ，通 过 独 具 特 色 的 品 牌 演 艺 活

动 ，吸 引 各 类 创 意 人 群 汇 聚 一 堂 ，形 成 各 式

新型消费业态，激发城市产业活力。“音乐 +
文 化 创 意 ”深 度 融 合 ，成 为 助 推 城 市 经 济 发

展的重要力量。

上世纪 20 年代，上海就凭借都市歌舞音

乐 、流 行 金 曲 以 及 广 泛 传 播 的 电 影 歌 曲 ，引

领音乐潮流。今天，上海对音乐潮流的引领

尤 其 体 现 在“打 造 亚 洲 演 艺 之 都 ”的 系 列 举

措 上 。 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水 平 和 欣 赏 水 平 的 提

高，高水平演艺成为城市居民的热门文化选

择 。 仅 2021 年 ，上 海 就 举 办 营 业 性 演 出

38366 场 ，其 中 音 乐 相 关 演 出 占 比 突 出 。 歌

剧、音乐剧、交响乐等富有都市风情、融合多

元文化、策划运营专业成熟的音乐演艺深受

欢迎。由于音乐与舞蹈、戏剧等其他门类艺

术 以 及 体 育 休 闲 、时 尚 传 媒 紧 密 相 连 ，城 市

音乐产业发展也体现出创意聚合的特点，打

通不同门类，延伸产业链条。除了专业剧场

里的音乐演艺，活跃在社区里弄的群众文艺

和商圈公园里的持证街头艺人，同样为上海

的音乐文化增添亮色。

成都也是以音乐艺术为城市发展特色、

以 音 乐 产 业 推 动 城 市 经 济 和 文 化 发 展 的 典

型代表。早在 2006 年，为全国近 7 亿移动用

户 提 供 无 线 音 乐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中 国 移 动 无

线音乐基地就落户成都。2012 年，成都东郊

记 忆 园 区 挂 牌 成 为 国 家 音 乐 产 业 基 地 之

一。2016 年成都提出重点发展音乐演艺、视

听 产 业 、乐 器 和 音 乐 设 施 设 备 专 业 市 场 、音

乐创作生产和数字音乐制作传播等，打造现

代 音 乐 产 业 链 。 自 此 成 都 音 乐 产 业 的 发 展

驶入快车道，不仅剧场、音乐厅、音乐公园、

乐 器 城 拔 地 而 起 ，音 乐 演 出 遍 地 开 花 ；还 吸

引各大音乐节相继落地，举办中国音乐金钟

奖，“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金芙蓉”

音乐比赛等大型音乐活动。同时，在音乐产

业形态从传统型向数字型的转型过程中，成

都 积 极 探 索 数 字 音 乐 的 产 业 化 之 路 。 2021
年，成都音乐相关产业年产值已达 574.91 亿

元。音乐创作、音乐人才培养带动起音乐休

闲、音乐旅游、音乐文创、音乐设备生产等相

关产业的集聚化发展。

涵养城市精神，丰富
人民生活

音乐融入城市，充实了城市的文化内涵，

丰富了市民的精神享受，也塑造着人们对城市

的独特感知，增进人们的文化自信。近年来，

越来越多城市深挖音乐资源，以音乐文化提升

城市风貌，涵养城市精神，增强城市魅力。

在冰城哈尔滨，有一冬一夏两大文化盛

事。冬季是冰雪文化艺术活动，夏季则是历

史悠久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之夏音

乐 会 始 办 于 1961 年 ，迄 今 已 成 功 举 办 30 余

届，不仅成为哈尔滨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还 云 集 国 内 外 艺 术 家 ，吸 引 众 多 游

客。兼容并蓄是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建设的

特色。早在 20 世纪初，歌剧、交响乐、芭蕾舞

等艺术在哈尔滨广泛传播。成立于 1908 年

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先行

者之一。过去几十年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街头音乐节、老街音乐汇、太阳岛音乐节等活

动 ，更 体 现 出 当 代 城 市 音 乐 文 化 的 奔 涌 活

力。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哈尔滨

“音乐之都”称号。音乐成为哈尔滨的一张城

市名片，也让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深入市民

心间。

北京、广州、深圳、厦门等地，立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都将音乐作为发

展城市文化的重要着力点。精彩演出不断的

音乐厅，被打造为城市文化“客厅”；城市乐团

自觉发掘地域资源，将城市文化特色融入创

作演出；音乐演艺相关的合作交流，带来城市

与城市之间的深层文化互动。此外，音乐文

旅成为城市生活新亮点。音乐文化与城市文

化景区、主题公园、酒店、剧场等线下空间融

合创新，激发内容消费新潜能。创意音乐实

验室、音乐文创市集等一系列与音乐演艺场

景 共 生 的 文 化 体 验 活 动 ，构 成“ 音 乐 + 新 消

费”的特色业态。这些城市音乐新现象新业

态，让城市散发出巨大魅力，也持续增强市民

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城市成为更加宜

业宜居的家园。

音乐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扶持滋养，

同时又服务反哺城市。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

不仅体现城市的精神面貌，也潜移默化地塑造

着城市的精神内涵。以音乐文化激发城市活

力、促进和谐稳定、提升文明修养，更多新的探

索值得期待。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题图为成都城市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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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效果来看，观众的肯定证明
了将动画天然具有的写意特色与中华
美学注重意境营造的传统相结合，能够
在动画“画风”上迸发出巨大创造力。

核心阅读

在发掘城市地域资源、
赓续历史文脉的过程中，人
们以音乐为媒了解历史、感
知变迁，通过音乐历史传统
的发扬光大，焕发城市文化
的新光彩。

一些城市充分利用音乐
这一活跃因子，通过独具特
色的品牌演艺活动，吸引各
类创意人群汇聚一堂，形成
各式新型消费业态，激发城
市产业活力。

音乐融入城市，充实了
城市的文化内涵，丰富了市
民的精神享受，也塑造着人
们对城市的独特感知，增进
人们的文化自信。

近 期 ，《深 海》《中 国

奇谭》《三体》等动画作品

凭 借 精 致 的 画 面 和 富 有

特 色 的 故 事 受 到 广 泛 关

注，将“中国动画学派”话

题又一次推到台前，持续

引发我们思考：在视听作

品蔚为大观的今天，中国

动 画 怎 样 才 能 更 加 吸 引

人、打动人？

回顾历史，中国动画

取得过骄人成绩，至今为

人津津乐道。《小蝌蚪找妈

妈》《大 闹 天 宫》《哪 吒 闹

海》《阿凡提的故事》《九色

鹿》《葫芦兄弟》等作品成

为一代经典。这些动画凭

借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贴近

人心的故事，受到广大观

众由衷喜爱，多次在国内

外获奖，定格了几代人的

集体记忆。后来一段时间

里，由于视听选择日渐丰

富，再加上受国际动画传

播格局的影响，中国动画

曾在出精品上后劲不足。

近些年，通过不断探索，一

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

品再次展现出中国动画旺

盛的生命力。

这 些 新 作 塑 造 了 既

接续中华美学传统，又贴

近 当 下 观 众 审 美 习 惯 的

“ 画 风 ”。 鲜 明 的 美 学 风

格 是 动 画 作 品 吸 引 观 众

的 基 本 条 件 。 作 为 视 听

艺术，动画在视觉呈现上

不同于真人影像，是基于

一 定 美 学 风 格 的 写 意 创

造 。 那 些 给 人 留 下 深 刻

印象的动画“爆款”，充分

运 用 当 代 技 术 形 塑 观 众

易于接受的美学风格，以

自 成 体 系 的“ 画 风 ”获 得

认可。近年来，中国动画

创作者认准这个方向，将

美 术 传 统 与 当 代 技 术 充

分融合，在美学风格上不

断 实 现 突 破 。 动 画 短 剧

《雾 山 五 行》接 续 中 国 古

典文学的传奇传统，以水

墨写意画风，将中国古代

景观具象化，并融入武侠

叙事。此后，《中国奇谭》

直 接 化 身 多 种 美 术 风 格

的“ 展 示 台 ”。 不 仅 水 墨

动 画 、剪 纸 动 画 、木 偶 动

画 等 通 过 新 技 术 赋 能 重

焕生机，动画创作者还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实验：或将

中国传统画风与西方素描画法相结合，或者用三维动画

凸显水墨特点。《深海》则更进一步，融合油画色彩与黑

白水墨，以三维形态呈现写意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

传播效果来看，观众对这些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美学风格

的肯定，证明了将动画天然具有的写意特色与中华美学

注重意境营造的传统相结合，能够在动画“画风”上迸发

出巨大创造力。

创新动画“画风”，需要讲述符合当代生活情境的

故 事 ，注 入 契 合 观 众 情 感 需 要 的 内 涵 ，让 观 众 产 生 代

入感从而真心喜欢，如此才能使新的“中国风”落地生

根。创作者们正以这样的创作理念开掘内容与主题，

注重在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连接中激活中华文化基因。

《白 蛇 ：缘 起》以 人 们 熟 悉 的 民 间 传 说 为 底 本 ，从 主 人

公情感角度进行叙事，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敢想敢为

的 艺 术 形 象 ，赢 得 观 众 特 别 是 年 轻 观 众 的 认 可 。《深

海》关 注 心 理 健 康 和 精 神 成 长 ，色 彩 绚 烂 的 粒 子 水 墨

寄寓了不畏艰难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无论是民

间 传 说 还 是 粒 子 水 墨 ，它 们 来 自 传 统 又 贴 近 当 代 ，与

当代观众心心相印。

用新的视听语言反映时代脉动，中国动画正在探索

一种能够回应当代人情感诉求并引发普遍共鸣的“中国

风”。这种艺术风格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在中国动画优

秀传统中有机融入时代内涵和当代美学追求，赢得了观

众的广泛认可。期待创作者继续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推出更多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动画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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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源于生活。斯雄新著《皖美三部曲》较

好地体现了丰富与和谐之美。全套书包括《徽

州八记》《江淮八记》《皖韵八记》三本，围绕安

徽历史人文展开笔墨，从琅琊山到小岗村，从

五禽戏到宣纸制作……话题林林总总，无不折

射出这块土地的人杰地灵。

《皖 美 三 部 曲》体 现 了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结

合。作为媒体人，作者在讲述江淮故事、描画

徽风皖韵、展示皖江水的澎湃、凸显江淮人的

豪情时，将新闻与文化、历史与现实自然融汇

于笔端，作品的广度和厚度随之拓展。比如，

在《凌家滩记》中，作者记述凌家滩遗址发掘过

程的同时，写出了中华玉文化礼制规范的博

大，既有新闻报道的真切，又有历史散文的纵

深。《“七仙女”记》回溯神话传说，品味戏曲剧

种，传奇与现实相融，艺术与人生交织，五味杂

陈，八音交响。书中的其他篇章，如《安茶续香

记》《构树扶贫记》等侧重新闻现实性，也不乏

对历史文化的回望；《中都城记》《杏花村记》

《桃花潭记》等文史钩沉之作，贯穿作者立足现

实的深入思考。

江淮大地滋养着作者，作者以自己的笔墨

为这片土地传神画像。《皖美三部曲》体现出作

者由现象求本质的内在追求。《槐林记》《王家

坝记》《江淮运河记》《宣纸记》等篇章，用心讲

述江淮儿女的奋斗故事，展现劳动之美和创造

的诗意。《六尺巷记》呼唤礼让精神，《天柱山

记》思考修身齐家，《淠史杭治水记》辩证对待

人与自然。作者从江淮大地的外在形貌洞察

内在精神，注重由表及里地表现这片土地的历

史与当下，唱响徽山皖水、徽风皖韵的赞歌。

既丰富多样，又有所旨归，生活如此，文章

也是这样。《皖美三部曲》写历史写当下，写江

淮文化的丰富样貌，同时贯穿着作者对历史人

物、当代生活的体察与感悟，唤起读者情感共

鸣；由现象求本质的写作追求，则使文章具有

思辨特点。说到底，作者对江淮土地的爱，使

其捧出《皖美三部曲》，以满满真情展现这片大

地的丰厚与秀美。

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适应当代读者阅

读需求与出版传播特点，《皖美三部曲》不仅

图文并茂，而且配有朗读音频和微视频。比

如，《“七仙女”记》讲述经典黄梅戏，黄梅戏演

员韩再芬担任朗读者，吸引许多黄梅戏粉丝；

“家家户户有网机，老老少少会渔网”，《槐林

记》记述作者在“中国渔网第一镇”安徽巢湖

槐林镇的所见所闻，所配短视频为读者直观

呈现当地人穿梭于织网机间的生动景象。在

《皖美三部曲》中，数字视听语言与书中文字

相得益彰，拓展了人们的阅读边界，是融媒出

版的一次探索。

书写大地的丰厚与秀美
韩 露

《皖美三部曲》：斯雄著；安徽

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