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2019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艺术展现新时代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赖 睿

《2019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艺术展现新时代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赖 睿

6 月 30

日，由中

国文联组织

编写的《2019 中

国艺术发展报告》正

式 发 布 。报 告 指 出 ，

2019 年，中国艺术发展呈

现出观念加强、创作提质、

产业增稳的基本面貌。中国艺

术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勇气

和多样探索的艺术精神，回应

这个伟大的时代对文艺的要

求，有效地发挥了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

实现精神引领的作

用 ， 展 现 出 新

时代艺术的

勃勃生

机。

■亮点一

以重大主题创作推动艺术变革与创新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艺术工作者倾情奉
献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展演活动。报告指出，在电影、
电视、美术、音乐、舞蹈等领域，主题艺术创作成果丰
硕，重大文艺展演活动成绩突出，有力地推动了艺术变革
与创新，成为新的审美价值与语言形式的重要生长点。

报告显示，各门类优秀艺术家倾心投入天安门广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大联欢活动，为国之大典奉献卓越
的艺术才华和艺术创新成果。联欢活动以各地特色群众文
化展示为主，真切表达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主旋律影视作品佳作不断，共同谱写讲述中国故事、
塑造中国形象的新华章。电影方面，《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档大片引发全民热议，实现了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
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电视剧方面，《外交风云》《伟大的
转折》《激情的岁月》《老酒馆》《希望的大地》《奔腾年
代》《破冰行动》等积极向年轻化、多元化转型，寻求与当
代受众审美趣味的契合。

美术创作领域，以“国家主
题性美术创作”等重大美术工程
中的优秀作品为例，主题性创
作的水准和表达较前几年有了
显著提升，题材走向多样化，
表现手法更加丰富，绘画语言
更加多元。

主题性戏剧创作尝试新突
破，在题材、结构和舞台表现
等多方面探索，努力建构新时
代中国戏剧的典型故事和典型
形象的多种可能。创作者侧重
于对新时代建设发展主题进行
深度挖掘，展现重大时间节点
背后的人物选择与情感，书写
重要历史事件的人文价值，呈
现出多样的中国故事。

音乐艺术创作也贡献出重

要的大型原创主题作品。“奋进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合唱
音乐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深情讴歌新时
代的重大主题创作项目，聚集了中国老中青三代作曲家和
词作家，兼顾了时代性和民族性两大音乐风格，为祖国生
日献上崇高的音乐礼赞。

■亮点二

现实主义创作臻于完善和成熟

报告指出，2019 年，中国艺术在主题创作和现实主义
精神的类型化方面趋于完善和成熟。新时代中国的现实主
义创作所形成的经验，为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观念、方法和形式语汇。

2019 年优秀现实主义作品以忠实再现的现实主义手
法，对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现实进行摹写，呈现出细致的
观察、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同时吸收近年来类型化
的创作经验，将情节剧、悬疑、喜剧等类型要素自然融
入，在题材内容、价值观念、审美旨趣和创作手法诸方面
兼容并包，渐趋圆融。

在影视领域，现实主义电影的实绩主要体现在对于当
下社会进程的观照与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注上，《地久天长》

《少年的你》《四个春天》 等作品，都体现了这样的关注。
在电视剧方面，反映现实生活热点和广泛面貌的家庭伦理
剧成为主潮，整体质量提高，例如 《都挺好》《小欢喜》

《少年派》等；同时，行业剧和年代剧结合，展现当代中国
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的历程。

戏剧领域中，《重渡沟》《李保国》《人间烟火》等作品
在风格、形式上有拓展，是现实主义戏剧的重要收获。

舞蹈艺术领域的突出变革与创新特点，主要是现实主
义题材舞剧在形式、立意方面的创新发展。2019年度现象
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运用娴熟的细节设计和氛围渲染
等舞蹈语言，让现代革命题材经典重新绽放出动人的光芒。

■亮点三

网络文艺日益高质规范发展

《2019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在原有12个艺术门类分报告
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文艺分报告，紧紧把握文艺发展大

势，全景呈现艺术发展整体风貌。
报告认为，中国网络文艺在 2019年经历了从高速发展

到高质发展、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成长的转型年。“资本寒
冬”对网络文艺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去泡沫化”
与“转型阵痛”的难得机遇。主流文化与网络文艺之间的
互动进一步深化。

网剧工业化全面升级，在类型的创新、内容的多元、
整体口碑的提升上表现突出。视频网站的自制实力在逐渐增
强，爱奇艺、腾讯与优酷三大视频网站出品制作的电视剧数
量已经高于传统制作公司的产量，且各有亮眼的代表作，如
爱奇艺的《破冰行动》、优酷的 《长安十二时辰》 和腾讯视
频的 《全职高手》《庆余年》。同时，视频平台将内容同样
反向输送给卫视，“先网后台”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

主旋律类型的出现，打破了网络影视以往古装、青春、都
市三分的格局。网络电影创作开始关注现实，着重表现小人
物的所行所想和成长体验，挖掘真实故事中的情感张力。

在视频直播方面，网络逐渐融入实体，嵌入生活。网
络文艺开始超越网络空间，为实体经济赋能，如短视频

“带货”与“带动热门旅游路线”。

■亮点四

数字技术带动艺术创新

报告指出，2019年被称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年。在文化
产业驱动上，科技力量正在不断凸显，体现了整个文化产业
的创新化趋势。在文化产业领域，相关技术于算法分发、人
脸识别、深度学习、音视频生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
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
比例达99.1%，这其中又以网络视听文艺用户群体为主。手
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游戏、手机网络文学应用的平均使
用率高达70%以上。在这一基础上，文化生态日趋繁荣，这
表明网络文艺和数字艺术在整个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的
占比越来越大，重要性愈益凸显。

数字技术与造型艺术的结合也是数字艺术领域的重要
现象。前几年还是艺术领域新事物的新媒体艺术展览，迎
来了井喷式发展。随着智能手机网络、视频影像技术和计
算机虚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新媒体艺术展览已经成为社
会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近期，扶贫题材电视剧《最美的乡村》在央
视综合频道播出，赢得观众的真情点赞，社会各
界的热烈反响形成了这部剧的最美回声。

故事表达接地气

《最美的乡村》塑造了3位农村基层扶贫工作
者的形象：负责扶贫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唐天
石，广播电视台主播、驻村工作组第一书记辛兰

（如图） 和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有。他们针对各
个贫困村的实际情况，带领村民发展农业，脱贫
致富，在奋斗中展示自己的风采。

为创作这部剧，主创团队历时 3 年，剧本 3

易其稿，实地拍摄 4次。每位编剧、导演和主演
都深入乡村体验生活。主创团队每到一地都成立
临时党支部，一起读剧本，边拍边改边完善，用
真心、真情、真功夫演绎脱贫攻坚的最美故事。

“在采访中，扶贫干部和脱贫过程中的农民
真真正正地感动了我们，让我们的这次创作变成
了有感而发。”总编剧之一郭靖宇说。

业内专家认为，这部剧真实展现了中国人民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火热实
践，是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的真实写
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电视
剧频道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夏晓辉表示，这部剧政
策解读不生硬，故事表达接地气，呈现出真实、
温暖、美好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底色。

艺术上大胆创新

《最美的乡村》 最令人瞩目的创新是结构上
采用了 3个单元的方式，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关
联性。郭靖宇表示，这是一种新尝试，也是对主
创的最大挑战。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这种结构方式有利
于主题的呈现。从 3位主人公扎根、下乡、返乡
的3个角度，全景式展现了精准扶贫的方方面面。

该剧的创新还表现在戏剧化冲突极为生动，
铺垫准确丰满，并且贯穿全剧始终。例如第一集
开场，那家沟的赵凤仪因没有评上贫困户而在镇
委会门口喧闹，唐天石出场解围，各种戏剧冲突
一下子展开。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影评人
李星文认为，虽然整部剧戏剧冲突强烈，但并不是
敌我矛盾、善与恶的斗争，剧中没有所谓的“坏
人”，所有人物都有各自合理的动机。将戏剧冲突
建立在个体与个体的差异上，由此使人物形象更
生动，情节发展更自然流畅，这是值得当下电视
剧创作者总结和关注的。

此外，这部剧还成功地通过电视剧“带
货”，宣传推广河北省的剪纸、羊汤等文化遗
产。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史建伟说，这部剧实景宣传了河北的美丽乡村，
让不熟悉河北的人直观地了解河北，看到新时代
河北人民的精神风貌。

据悉，在 《最美的青春》《最美的乡村》 之
后，郭靖宇还将带领团队拍摄电视剧《最美的诺
言》，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无声不成乐，无谱不成调。如果说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那
么乐谱就是这门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随着20世纪科
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新乐谱形式的发明和改造一直没有停
止过，近年来，一些二维乐谱及3D乐谱陆续面世，掀起了乐
谱的革命性创新，深深影响着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创
作的方式，引发学术界和行业关注。

可视化的二维乐谱及 3D 乐谱是用坐标图形来记录音乐
的，二维表达音高与时长，三维呈现音色概念。用图形来替
代传统乐谱的音符，不仅使音色、音高和节拍一目了然，还
能直接看到音乐旋律的曲折变化，使音乐作品能以更简单的
方式让人们接受，使音乐分析及研究更加形象化、趣味化，
也为作曲家提供了更科学的记谱方式及全新的作曲方式，即
用3D图形来创作新的音乐。

进一步说，传统乐谱经3D乐谱变换后，乐曲的基本形态
会以个性鲜明的立体图形呈现出来。3D 乐谱增强了可视性，

联觉效应更明显，可从视觉角度进行音乐创作，而不再仅以
听觉为主。可视化意味着易于进行大数据处理，具有科学、
精准、人机共识等特点。而这其中，人机共享是技术关键。
3D乐谱不仅要适用于人，也要适用于智能机器人，建立人机
共识共享的 3D 乐谱新标准，创设以 3D 乐谱为载体的作曲新
范式是努力的方向。

在音乐世界中，广为流传和持之久远的五线谱和简谱都
是舶来品，中国一直鲜有能与之匹敌的乐音记录方式。3D、
大数据、人机共享等技术的发展，给乐谱带来颠覆性的创
新，势必也将给音乐艺术带来巨变。如何在跨学科背景下做
好3D乐谱理论的建构与应用研究，引领学科发展？如何用新
的原则、新的模式、新的视野，对音乐做出新的解释，实现
音乐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更新？都是当下等待研究与破解
的文化创新课题。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民族大学）

本报电（记者郑娜） 6 月 27 日晚，国家大剧院“声如夏
花”系列音乐会迎来第11场“炎黄故事”，这也是国家大剧院
推出系列线上音乐会以来的首场中国交响作品专场。截至当
晚23时，音乐会在线播出点击量共计2640万。

基于不同年代观众的审美偏好以及地域性差异，本场音
乐会遴选了 《炎黄风情》《走西口》《草原小姐妹》《红旗颂》
四首作品。丰富多元的民间音乐元素，让观众沉醉于“炎黄
故事”中的隽永篇章。鲍元恺代表作 《炎黄风情》 以江南民
歌特有的细腻柔婉、清新秀丽，勾勒出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
烟雨画卷。陈其钢为弦乐队所作的《走西口》，结合中国民族
旋律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淋漓展现背井离乡的苍凉之歌。
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樵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合作创作的琵琶
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以浓郁的内蒙古民间音乐色彩，诠释
出不畏艰难、奋勇拼搏的时代精神。由吕其明创作的 《红旗
颂》 将音乐会推向最高潮，在管弦乐团的演奏下，这首革命
颂歌生动再现了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欢庆景象，
宏伟庄严的歌唱性旋律迸发出振奋人心的力量。

乐评人陈立对本场音乐会给予高度赞扬，他认为女指挥

家陈琳把握住音乐的神髓，将这些中国经典作品予以完美呈
现。中国音协音乐评论协会理事陈志音表示，百年来，中国
音乐家一直在探索用西洋乐器、西方技术，讲中国故事，写
中国作品。这场音乐会所有的作品就像“探索路上”的一串
串足印，闪耀着光芒。

本场音乐会直播共有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阿
根廷等51个国家及地区的用户观看，反响热烈。有法国网友
留言表示：“西方的作曲技法和中国民歌的结合令人耳目一
新。”“在这艰难时刻，音乐最能够把我们聚到一起。感谢乐
团带来如此美妙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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