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 1212 2023年 5月 8日 星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

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从传统文化中探寻源头活水，从历

史细节中汲取创作灵感，在荧屏上

不断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新路径。如何在荧屏上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影视文

艺创作如何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

史和人文底蕴？

这需要影视文艺工作者主动担

起责任，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不仅要向历史文化的更深处探

寻，也要在细微处捕捉，让动人的历

史文化细节在荧屏上熠熠生辉，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守正

创新。

首先，“零光片羽、大中见小”，

在细微处还原历史，营造出一个个

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故事。严肃的

历史作品因细腻的讲述更加真实，

戏剧化的演绎也因细节的塑造更加

生动。

《长安十二时辰》《天下长河》等

一系列古装剧和历史剧，丰富展现了

古代建筑、礼仪、饮食、服饰等细节，

受到观众喜爱。让影视剧充满历史

的质感，也能带动更多人了解传统文

化。比如，宋代流行的点茶在影视剧

中得到细腻呈现，进一步“带火”茶文

化，许多年轻人尝试“运筅”“击拂”，

学做“茶百戏”，体验古代文人的浪漫雅趣。

其次，“冰山一角、小中见大”，放大历史

的细节，拓展观众对于历史风貌和文化内蕴

的认知空间。

近年来，一些文化类节目撷取诗词歌赋、

华章典籍、文物古迹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

素，采用口述体、情境演绎等方式再现历史，

实 现 破 圈 传 播 。《国 家 宝 藏·展 演

季》对文物进行考古，引发观众共

鸣；文化类综艺《美好年华研习社》

对中国服饰文化进行了细腻呈现，

用服饰妆造“复原”不同时代的审

美风潮；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

《书画里的中国》，让一个个文化经

典背后的历史细节在多元的演绎、

古今的对话中精心呈现，带领观众

品鉴和体认文物所蕴藏的历史知

识和美学品格。

最后，“山水相间、虚实结合”，

既呈现令人信服的细节真实，又展

开充沛的想象，营造出既有历史气

息又有现代共鸣的荧屏故事。比

如，饮食文化节目《一馔千年》，从

《清明上河图》中提取宋代“外卖小

哥”的形象，以贴近时代生活的演

绎 ，呈 现 出 古 代 老 百 姓 的 日 常 生

活。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中国

节日”“中国节气”系列文化节目，

以小而美、趣且新的故事，表达传

统时节的内涵和寓意，火爆出圈。

其实，历史文化历来是影视作

品挖掘和展示的重要内容。影视

作品不仅是大众文化产品，更需要

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当承载着

历史文化的影视剧作触达观众，中

华文明的影响力、传播力也得到进

一步增强。

一叶可知秋，见微而知著。在

奔涌向前的时代大潮中，一个个微

小的细节，一朵朵历史长河中微不

足道的浪花，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

的文明。从历史细节出发，优质文

艺作品饱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墨，让当代

观众与传统文化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

鸣，于潜移默化中昭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

络和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为中华文明的传

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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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妈妈’快点走，国学课就要开始了。”江

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路口镇汤坊村的刘佳轩小

朋友一边跑，一边催着“妈妈”。

每到周六下午，村里的孩子就会像刘佳

轩一样，在“童伴妈妈”王燕的带领下来到村

里的国学馆。馆内，孩子们端坐在桌前，用稚

嫩的声音，认真诵读经典国学篇目。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

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近期，一

堂公益国学课在国学馆开课，孩子们早早地

就在馆内等待。课堂上，莲花中学副校长黄

梅玉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劝学》等精选篇

章，并结合自身学习、工作经历，给孩子们讲

授学习的重要性，特别是学习的态度、方法

等。一段段声情并茂的诵读，一个个生动妙

趣的故事，一个个发人深省的道理，孩子们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国学的魅力，接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汤坊村党支部书记谭鹏介绍，以前村里

文化活动少，如今有了“童伴妈妈”的陪伴，有

了国学教育，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丰富，引导

孩子们积极向上，也给孩子们传授国学精粹，

浸润美好心灵。

为提高孩子阅读兴趣，培养良好习惯，更

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莲花县整合各类阵地、

资源，推动“童心港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红领巾民政营地”等项目建设，常态化服

务农村儿童。

在莲花县高滩村的王家祠堂，王燕每周

都会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和孩子们一起玩

益智游戏……慢慢地，祠堂就成为孩子们愿

意来、喜欢来的热门“打卡地”。

在莲花县神泉乡神泉村，老人幸福之家、

儿童快乐之家、就业帮扶车间建在了一起，其

乐融融；在坊楼镇田垅村，“童伴妈妈”队伍让

村里的农家书屋焕发了新活力；闪石乡闪石

村的“童伴妈妈”带着孩子们在“六舍里”理学

广场尽情地享受阅读的快乐；良坊镇梅洲村

的孩子们在“童伴妈妈”“银龄先锋队”的陪伴

下，享受成长的快乐……

近年来，莲花县充分利用礼堂、祠堂、广

场、农家书屋以及红色场馆等，积极引导党员

干部、教师、志愿者加入“童伴妈妈”队伍，为

农村儿童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服务，引导孩子

们 爱 上 阅 读 ，不 断 丰 富 农 村 儿 童 的 课 余 生

活。截至目前，全县 13 个乡镇全部建立了

“童心港湾”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组建 13
个“童伴妈妈”团队，带领孩子们一起挥笔创

作、做游戏、举办成长礼等，让孩子们在“童心

港湾”里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江西省莲花县——

为农村娃传递阅读之美
本报记者 郑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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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崖壁挺拔陡峭，莽莽绿意沿着山脉蜿蜒

起伏。在晨曦的浸染下，在此起彼伏的鸟鸣声中，

泽城村“醒”了。

这里是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麻田镇的一个普

通小村。来自太原市交通学校的一群学生背着画

板，穿过一排排稻草泥墙面的房屋，在一处岔口的

大柳树下停了下来。“同学们，就在这儿。”指导老

师李琼招呼大家坐下，这里是师生们的写生点。

近两年，左权县选定泽城、桐峪、老井 3 个片

区，用艺术元素改造乡村，打造“中国北方国际写

生基地”。来自中国戏曲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太

原市交通学校等省内外学校的师生与艺术家纷纷

到来，村子变得格外热闹。

古老村落变身写生基地

架起画板、铺平画纸，水彩班的学生赵昌高宇

开始调颜料。这个时节，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

一幅户外风景的“写生作品”。

生活与艺术，在这幅乡村图画中交融。路旁，

不时有村民走过。两名路过的村民停留在赵昌高

宇的画前，仔细打量。“奶奶，觉得我画得怎么样？”

赵昌高宇出声询问，老人笑意盈盈：“好呢，画得

像！这个颜色，以前都没发现这么好看。”

“绿水青山，民俗古朴。守着这么好的景色，

不做些文章太可惜！”泽城村党支部书记赵富生仍

记得，几年前一名来村里旅游的背包客说过这样

的话。

老村求新，何去何从？2021 年，左权县提出要

变“山水”为产业，打造“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

让古老村落变成弥漫着艺术氛围的写生打卡地。

泽城村建起写生驿站、引进文旅公司，对村里的老

屋子进行修补改造，开发运营逐渐成熟。“我们改

造老屋不用水泥白墙，而是用稻草泥这样的传统

材料，完整保留乡村韵味。”赵富生说。

“这里的古村风貌保存得非常好，老树、干柴、

石头都很有特点，非常适合绘画写生。”李琼第一

次来村里，就被这里充沛的写生资源所吸引。“写

生是一种主观的构图、造型及色彩赋予。要找到

‘自然物象’转换‘艺术形象’的规律，对其进行诠

释。”李琼说，“选择左权县作为写生点，更多是看

重这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同学

们可以在这里‘还原’大自然的美。”

丰富业态带动产业发展

在村里的写生驿站见到赵霞时，如果不经人

介绍，很难想象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

赵霞穿着一身西装，显得尤其干练。不时有

旅客来办入住手续，她微笑着询问：“想住民宿小

院还是驿站宿舍？”

像赵霞这样在写生驿站工作的本地村民有 40
多人，有的在后厨、有的做保洁、有的当销售，实现

了本地就业。还有不少村民在政府补贴支持下，

把小院收拾出来开起了民宿。整个村庄，围绕“写

生”服务做起了文章。

写生驿站 4 层高的主楼与裙楼相连，每一层都

有向外延伸的露天阳台，可以眺望整个村庄，也可

供师生晒画、写生。“驿站具有住宿、餐饮、展览、会

议等多种功能，可以容纳 500 多人同时入住。”左权

文旅运营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明介绍。

不仅如此，村里各个写生点附近，都配备了公

共卫生间、零售小商店等设施；沿途修建了公交站

点，免费的写生巴士往来穿梭，让师生们自由采

风；为了保障写生过程中的安全，村里在道路上安

装了摄像头等设备。村里打造起完备的写生基

地，为外出采风实践、古村探访等活动提供各方面

的管理与服务。

学生们上午的写生结束后，回到驿站准备用

餐。一楼大厅，是文创与写生工具商店，不少学生

正在挑选物品。还有些学生带回画完的作品，放

在走廊里晾晒。空闲的时候，赵霞喜欢去看看这

些色彩斑斓的作品，“这些山山水水，都是我从小

生活的地方，本来很熟悉，可他们这一画，感觉自

己也仿佛生活在画里。”

在不远处的写生基地服务中心，二楼有一条

画廊，墙上挂着许多不同风格的画作，有水墨、速

写，也有水彩画，有近景特写，也有远景风光，这是

去年山西师范大学和太原师范学院组织写生的作

品。20 多天的写生结束后，村里布置了这场画展，

集中展示艺术创作成果。

“我们打造写生基地的目标，就是为画者提供

专业的服务。”王立明说。

特色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穿过几条小巷，远远看到了一棵老树。400 多

年的国槐，枝丫交错，其中一侧的树枝不断伸展，

“指向”树下的网红打卡点——“老树咖啡”。

这是泽城村的热门打卡地，也是村里打造的

写生基地相关业态之一。树前，几位老人坐在石

头上晒太阳，不时给来往游人指引：“老树就在这

儿，人多得很。”

郝会明是泽城村的村民，也是“老树咖啡”的

店员，此时正在忙着取咖啡豆和封装纸杯。至于

咖啡的冲泡，却是由一台咖啡机器人操作——机

器人两臂旋转扭动，磨豆、冲泡、过滤，不时发出语

音提醒，随之而来的是扑鼻的咖啡香味。

“这儿特别受学生们欢迎，人多的时候都忙不

过来。”郝会明指了指咖啡店的一面留言墙，只见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师生们的体验感受。走近

看，上面写道：“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

似的新月，挂在树梢。”有学生用冰心散文《笑》中

的片段，形容他眼中的泽城村。而另一张留言，则

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没想到在如此古朴的村

庄，能有如此的惊喜！”

如今，随着前来写生的人越来越多，老村里业

态逐渐多了起来：石头小街、各色民居、咖啡店、写

生驿站，点缀出乡村的美感；画材店、文创店、VR
体验馆、写生邮局，新业态散发出时尚气息。“写生

邮局举办了一系列设计比赛，把学生们的作品制

成明信片，供游客购买。”王立明介绍，截至目前，

写生基地已与 85 所省内外学校签署合作协议。

泽城村与附近的几个片区，如今正在逐步连

为一体，发展出一条围绕“艺术经济”的乡村振兴

道路。为期 21 天的学生写生线路和为期 7 天的艺

术家写生线路，吸引各地的写生团队及艺术爱好

者；定期举办大型比赛、画展、摄影展、艺术家讲

座、开设艺术教育课程，带旺乡村人气。

泽城村所在的麻田镇，有八路军旧址与纪念

馆；不远处桐峪镇的上武村，围绕红色旧址开发文

旅产业；坐落在太行群山的拐儿镇老井村，突出影

视特色，打造光影展播厅，供更多艺术院校师生前

来采风……“目前左权县保存完整的红色文化遗

址有 269 处。”左权县文旅局局长路俊华表示，县里

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红色旅游，在保留历史遗

址基础上打造特色文旅。

目前，写生基地的 3 个片区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写生、研学艺术村落，各地通过引入精品民宿、

建起服务站等，把写生与旅游相结合。“今年 3 个

片区将全部投入运营，包括泽城村在内的更多村

落，将迎来一条更明晰的乡村振兴之路。”路俊华

信心满满。

图①：学生在泽城村写生。 卢鹏宇摄

图②：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外景。

左权县委宣传部供图

引入艺术元素、打造写生基地，山西左权县泽城村——

古村入画 古村如画
本报记者 郑洋洋 人民网记者 赵 芳

■艺术改变乡村R

建起写生驿站、举
办艺术画展、发展研
学村落，山西省晋中
市左权县泽城村弥
漫着艺术氛围。近
两年，左权县选定
泽城、桐峪、老井 3
个片区，用艺术元
素改造乡村，吸引许
多学校师生与艺术
家前来写生采风，探索
特色文旅产业，围绕艺
术经济发展出一条乡村振
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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