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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

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

大 奋 斗 敞 开 ，向 着 丰 富 多 彩 的 社 会 生 活 敞

开”。从大时代观出发，文艺人才培养也要与

时代同频共振，瞄准时代课题，回应时代需求，

建设可堪时代大用的文艺人才队伍，为铸就新

时代文艺高峰贡献力量。

近年来，数字技术赋能艺术创造，文旅融

合彰显大美中国，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民

族艺术绽放国际舞台……文艺在新时代呈现

的新变化新面貌，既与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息息

相关，也给文艺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培养打通艺术与技术、创作与传播、文化

与产业、国内与国际的复合型艺术人才，成为

高等艺术教育的重要趋势。

时代需要一专多能的
艺术人才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媒介生态，带

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也推动艺

术教育的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思考艺术

教育，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一是技术赋能。随着科技快速进步，5G、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持续影响

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传统技术和新

兴技术不断融合，不同新兴技术之间也在融

合。这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基于不同技术的不

同文化门类、文艺样式、行当工种开始打通专

业壁垒，向着融合型、复合型的形态转化。以

影视艺术为例，数字化进程加快带来影视技术

手段、工业流程、创作方法等的显著变化，理工

科专业与影视艺术联系更加紧密。这就对导

演、编剧、摄影、美术等影视艺术人才的数字技

术素养和技艺融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二是媒体融合。如今，不同介质、不同平

台也在打破边界。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

视等正在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度融

合，文字、音频、视频等产品形态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文艺呈现的载体日益多样，抵达受众

的渠道日趋多元，创作、生产、传播、接受过程

注重发挥不同媒体效应，文艺深深嵌入媒体融

合的格局。

三是文明互鉴。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国

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广泛而

频繁。文艺凭借其直观、形象、生动的表现形

式，在文化交流和对外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

世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世界舞台上讲好

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在技术、媒体、文化交织互融的背景下，社

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型、专业型的艺术专

才，还包括一批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能力

多元综合的复合型艺术人才。他们不仅具有

艺术专业优势，还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扎实

的人文素养；不仅艺精，而且技湛，熟练掌握新

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方式；不仅擅长创

作，还懂管理懂经营懂传播，参与到文艺全产

业链条中来；不仅面向国内市场，还熟悉国际

传播路径，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

播能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是

当代文艺发展所需。

实践催生交叉融合的
艺术学科

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对艺术教育提出新

课题，需要艺术院校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学科

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以适应新的目标

需要。

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在专业设置中，从

广播编导、广播电视编导到广播电视艺术学，

再延伸到传媒艺术学，就体现了艺术教育对媒

介变革的及时回应。很多艺术实践是多种艺

术形态和艺术平台的组合，以传统介质进行归

类界定已经不够，需要在“传媒艺术学”的大视

野下认识媒介艺术的当代实践，培养相关领域

的文艺人才。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人文学部，也

是为提升电影教育的人文比重，为学生打开

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路，让他们以电影为专

业基础，同时又能拓展到更为多元的人文领

域，为电影创作生产厚植文化内涵。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将影视艺术与教育、

心理等学科相融合，开辟影视教育、影视心理

等研究方向。科技艺术近来成为中央美术学

院的本科新增专业。该专业提倡艺术创作与

科技创新深度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新的科技

发展成果，提升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学生

在大学期间需要学习媒体艺术、互动艺术、人

工智能与数据艺术、新材料运用艺术、生物艺

术等多个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研究与协作将

科技创新与美术创作紧密结合。

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

的有效途径。最近几年，国内音乐高校开设

了 多 种 跨 学 科 新 专 业 ，如 影 视 音 乐 制 作 、电

子 乐 器 工 程 、音 乐 人 工 智 能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等音乐与科技融合类专业，从艺术管理学中

细分出来的演艺产业管理、演出制作与剧场

管 理 等经济、管理与艺术融合类专业，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历史、考古、美术与音

乐融合类专业。这些跨学科专业体现了科技

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之下，人才培养

瞄准时代和市场新需求的主动探索。上海音

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多媒体设计等专业，就

以视听综合媒介艺术作品为设计对象，培养

数字人文语境下创意、策划、设计和制作的复

合型人才。

社会提供广阔多元的
艺术课堂

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复合型艺术人

才既是社会所需，也要在时代舞台上接受检

验。推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社

会需求有机衔接，是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的内

在要求。

其关键在于，要拓展艺术教育课堂，推动

人才参与广阔的社会实践。复合型艺术人才

培养既离不开学院教育，以艺术传授为主体，

在思想内涵、专业理论、知识结构等方面深化

创新；也要加强社会实践，走进社会生活，体

验 不 同 行 业 领 域 ，深 入 了 解 国 情 民 情 ，提 升

对 艺 术 功 能 的 多 维 认 知 ；还 要 通 过 专 业 实

践 ，在 创作生产一线夯实专业技能，提高艺

术本领，从而让艺术人才在未来的从艺道路

上走稳走实。

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师生就在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艺术实践中上了生动

难忘的一课。声音学院团队参与冬奥会开闭

幕式的实时交互特效设计。开幕式节目《雪

花》中，在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的巨大舞台上，

精美绝伦的“雪花”在近 700 名演员脚下实时

渲 染 、动 态 跟 随 ，展 现 出 交 互 特 效 的 艺 术 魅

力。完成这一设计，既是声音、影像、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融合，是舞台、电影、互联网等媒介的

融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内涵与跨文化

表达传播的融合，体现了复合型艺术人才的创

新活力。

艺术教育课堂延伸到社会实践，也带动了

“产学研用”的协同发展。鲁迅美术学院与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上海汽车集团等多家企业合

作，为我国汽车造型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搭建平

台，推动设计成果应用落地。一些音乐院校还

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在影视音乐、游戏音乐制

作等方面开展实践，在项目的具体实施中磨砺

学生多方面能力。

相信未来高质量复合型艺术人才的不断

涌现，必将为新时代文艺出精品、攀高峰提供

重要保障，也将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文

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题图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一景。

北京电影学院供图

制图：沈亦伶 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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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有两件事

让 我 欣 喜 而 难 忘 。 一

是，我出版了自己的第

一部作品集《深圳的我

们》；二是，我很荣幸地

作为中国作协会员前往

北 京 参 加“ 作 家 活 动

周 ”，成 为 被 邀 请 的 36
位基层作家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

京。看到中国作协大楼

里“ 作 家 朋 友 ，欢 迎 回

家”的字样时，一股暖流

直击内心。在北京，我

们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珍贵馆藏，给茅盾、老

舍、巴金、冰心等现代文

学大家雕像献上鲜花，

聆听作家王蒙的“春天

一堂课”，与梁晓声、莫

言、刘震云等文学名家

一起畅谈写作，和文学

名刊名编面对面……这

些丰富而周到的活动安

排，让我真切感受到文

学的美好和温暖。

我 受 教 育 程 度 不

高，踏入社会后，在不同

行业打拼过，后来走上

了写作的道路。写作只

需要一支笔一沓纸就可

以开始，看上去是成本

最低的付出，但事实上，

于我而言，它意味着一

生的耕耘劳作。

还记得刚来深圳务

工时，有个夜晚，我乘坐

一辆公交车行驶在宽阔

的深南大道，不禁感慨：

深 南 大 道 的 夜 色 太 美

了，无数闪烁的灯盏，就

像 天 上 的 星 星 一 样 动

人。这个画面开启了我

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无穷

想象，也激发了我用文

学来书写这座城市的强

烈冲动。

作为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人，来自生活的压力

时时考验着我。我一度离开深圳回到故乡，又从故乡回

到深圳，找了一份保安工作。楼层巡查、门岗值守、停车

场收费，工作虽然辛苦，但这份经历也为我日后的文学创

作积累了真实的生活体验。

后来，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孩子，我辞去了工作。辞职

在家的那段时间，我又一次想到了深南大道上的“星空”，

想起了我的梦想。于是，我一边陪伴孩子，一边重新拿起

了笔。如今，凭借稿费，我可以自食其力，而且赢得更多

的时间来照顾家人，我感到知足。重要的是，我还可以坚

持自己的热爱。

在深圳这样一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从事安静的写

作，一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但现在我觉得内心充盈而踏

实。写作是找寻自己的过程，也是认识社会的过程。心

里有真情，笔下有阳光。一支笔，不仅仅是用来写字，更

是用来传递温暖。我新近出版的《深圳的我们》，就是一

部关于深圳生活题材的散文集。其中有我自己的经历，

也有别人的故事，有作为城市的深圳，也有深圳的乡村。

我写下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在深圳的打拼生活，写下他

们如何把深圳当成第二故乡，在奋斗中葆有热爱与深情，

努力追求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去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今年，我在参加“作

家活动周”时，领到了自己的专属入会纪念章，感到备受

鼓舞。作家王蒙分享的那句“生活，就是作家的根据地”，

进一步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各行各业的生活，都充满

着热情与活力；酸甜苦辣的经历，都值得书写和思考。我

要像前辈作家那样，凭借扎扎实实的生活和对生活浓厚

持久的兴趣，写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这是我在文

学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无穷动力。

从事文学创作，如同梦想照进现实，为我打开了更广

阔的天地。新书的出版和参加“作家活动周”这两段经

历，都激励我继续用热爱与理想去拥抱生活、观察世界，

努力地学习，认真地读书，诚恳地书写。深入生活，在我

这样的基层作家这里，就是对生活保持热爱、不懈观察，

深入开掘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细节，呈现对社会人生更多

维度的体认与理解，让人们经由文学看见更多风景。

由
文
学
看
见
更
多
风
景

叶

耳

全程 5476 公里，横贯东西，连接江浙水

乡、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网络纪录片《国

道巡航》别出心裁，沿着国家道路网的一条横

贯线——318 国道，走进日新月异的城镇乡

村，触摸真实可感的生活细节，讲述生动鲜活

的发展故事。纪录片借鉴电影“公路片”叙事

模式，由虚拟主持人华小夏与当地推荐人共

同探访不同行业人物，让观众通过人物故事

看到沿线各地在科技、农业、文化领域的发展

变迁。如在古韵悠长、小桥流水的苏州，知识

产权保护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不仅保护高精

尖的科技成果，还保护着与衣食住行息息相

关的众多专利，成为城市发展的一抹亮色。

纪录片快节奏、戏剧性和趣味化的叙事，令观

众入境、共情，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丰

富实践。

（叶一凡）

沿着国道走 感受新变化

作为纪实探索类节目，《奇妙之城 2》叙

事角度别具一格，通过两组不同的“带看人”

展现城市风土人情、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

一 组 是 归 乡 游 子 ，也 是 大 众 熟 知 的 公 众 人

物，在外漂泊多年的他们回到故乡，走街串

巷，勾勒出充满温情的城市回忆。另一组是

当地百姓，他们对城市生活场景的变化谙熟

于心、娓娓道来。两组探访，共同展现城市的

更新发展和市民生活的日新月异。在有趣的

故事里，成都、长沙、三亚等城市被挖掘出更

丰富的文化肌理、更充沛的时代活力。轻松

的剪辑节奏和“接地气”的解说词，给观众带

来更多亲近感。这一座座城市，不仅让人们

心生向往，也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张张形象名

片，向人们诉说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时

代内涵。

（李秀娟）

讲城市故事 看发展印记

以食物制作过程为线索讲述人物故事，

是近年来美食题材纪录片较多采用的叙事方

式。网络纪录片《大地餐桌》进一步增加人物

故事比重，将美食记录与生活纪事融为一体，

向观众展示缤纷多彩的地域生活。纪录片节

奏明快，借用短视频中常见的快切镜头呈现

烹饪过程，把食物与家庭生活联系起来，搭配

幽默诙谐的旁白，生动演绎“一地产一物，一

家有一味”的主题。无论是精通云腿制作的

老父亲严格教子、传承手艺，还是从采集食材

到烹饪全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乡村家庭，

都令人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每集最后，亲朋

好友欢聚一桌、共享美食的场景，传递出中国

人的家庭观念。该片对人物的刻画塑造还是

略显浅表，如果人物形象特点再突出些，将更

能打动观众。

（赵牧然）

品美食滋味 展多彩生活

各行各业的生活，都充满着热情与
活力；酸甜苦辣的经历，都值得书写和
思考。我要像前辈作家那样，凭借扎扎
实实的生活和对生活浓厚持久的兴趣，
写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

核心阅读

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
型人才，是当代文艺发展
所需。学科交叉融合成为
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的有
效途径

推动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与产业发展、社会需
求有机衔接，是复合型艺
术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高质量复合型艺术人
才的不断涌现，必将为新
时代文艺出精品、攀高峰
提供重要保障，也将为建
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
文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网络纪录片《国道巡航》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