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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团大团名角集体上线

尚长荣、叶少兰、朱世慧、赵葆秀、谭孝
曾、邓沐玮、王平、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
孟广禄、王蓉蓉、杨赤、袁慧琴……

《党的女儿》《在路上》《赵一曼》《杨靖宇》
等现代京剧，《龙凤呈祥》《穆桂英挂帅》《九江
口》《秦香莲》 等优秀传统剧，以及 《廉吏于成
龙》《大漠苏武》《成败萧何》等新编历史剧……

上线学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央视
频、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戏迷天地》栏
目、快手、“云听”“喜马拉雅”“蜻蜓FM”等线
上平台……

精彩纷呈的流派，难得一见的阵容，脍炙人
口的唱段，一场场线上国粹盛宴引人入胜，众多

“90后”“00后”成为粉丝。数据显示，“京剧的

夏天——全国京剧院团线上抗疫展演月”开幕式
演出开播10分钟内人气就极速飙升，实时观看人
数达 18 万余，点赞数破 100 万。截至 8 月 24 日，
累计观看逾4648万人次，点赞超2134万。

“疫情来袭，观众、戏迷无法走进剧场观看
演出，十分遗憾。但是，当前高科技、互联网、
5G 技术、新媒体等的飞速发展，传统观赏模式
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化娱乐
主阵地之一已经发展到互联网上，此时顺势而
为，用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在线上推广京剧，恰
逢其时。”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张亚峰表示。每个
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观赏需求，推陈出新、守正
创新，大力推动京剧的数字化、视频化传播，是
古老京剧焕发青春魅力的必由之路。

“先过好‘夏天’，四季常青更好！”“我这个

“00后”都20岁了，第一次领略国粹之美，国粹
不愧为国粹！”“过瘾啦！名角如云，繁花似锦，
我们海外票友的福气！”……网友纷纷点赞，热
度持续上升。

瑞典戏迷夫妇徐晓军、郝景霞激动地写道：
“国粹华音云上来，真情遍撒海内外，精彩纷呈
不暇顾，继承创新好时代。”

多种方式增强观剧热情

疫情影响下，线上文艺迎来大发展，“云练
功”“云排练”“云创作”“云演出”“云观剧”

“云分享”等新业态应运而生，诸多文艺院团积
极拓展线上演出阵地，创新传播形式，积极开展
线上文艺活动。

“一场剧场演出的观众也就几百人，很难想
象 100 多万观众是多大的数量！”在得知 《生活
秀》 的线上观众人数超过了 100 万后，武汉京
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刘子微直呼“不敢相
信”。她坦言：“古老京剧走到现在，观众断
层、创新乏力等问题十分严峻。尤其在湖北、
武汉，观众萎缩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所以，通
过线上直播扩大影响力、吸引观众十分迫切和必
要。这次名团大团名角集体触网，展示了京剧界

的态度，也一定会对京剧的创新和持续发展产生
很大的推动作用。”

线上展演对于绝大多数京剧院团来讲都是第
一次，但是将演出从线下转到线上，绝不只是把
舞台演出拍进摄像机里这么简单，要求的是院团
改变原有单一的舞台表演方式，转变艺术生产和
演出方式，从而适应观赏方式。张亚峰说：“我
们积极努力让戏曲不仅可以出现在舞台上，以

‘实’体的方式与观众面对面，更充分运用影像
思维，突破剧场的时空局限，形成影像戏剧，在

‘虚’的时空中与观众隔屏相遇，此举拓宽了戏
曲的传播途径，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适应
观众多层次、多品类的文化需求。”

有观众留言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希
望能够多有这样的活动”“简直是京剧艺术的饕
餮盛宴啊，太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了”。

让观众身临其境还只是一方面，能实现观演

互动、实时交流是更多网友的期待。本次剧目展
演过程中，朱世慧、袁慧琴、宋小川等京剧名家
多次进入直播间，全程在线参与观众互动，现场
解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让观众倍感亲切，戏迷直
呼“惊喜连连”。

张亚峰认为，直播形式虽使演员与观众相隔
屏幕，却可实现更直接的互动交流，“弹幕”“实
时留言”一改剧场演出的单向输出模式，使观众
既可以与名家互动、点赞，又可以与其他观众交
流，实现了实时双向交流、观演互动，大大增强
了观剧热情，观看量不断攀升。

让年轻观众觉得更好玩的是，“梅兰芳大剧
院”快手账号上线京剧名家张建国、袁慧琴、李
海燕录制的《空城计》《杨门女将》《锁麟囊》唱
段视频，并邀请观众共同参与到演唱中，此举充
分带动了观众积极性。

线上京剧发展可更深入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线
上文艺活动打破了时空的局限，通过互联网的
传播和推广，使广大观众特别是剧场覆盖不到
的观众群体，更容易接触到舞台艺术作品，极
大拓展了观众覆盖面，对于各艺术品种培育和
拓展潜在观众群体的作用是巨大的，也具有很
强的艺术普及意义。一场演出的观众在线人数
相当于大型剧场单场观众容量的成百上千倍。
这对扩大受众范围、提升影响力来说，作用也
是巨大的。”

刘子微对此十分赞同，不过作为一名熟悉舞
台而对网络陌生的艺术家来讲，她也颇感“压力
山大”，“直播过程中还是会紧张，与‘90 后’

‘00后’等年轻人的网言网语交流还很生疏。所
以我告诉自己和团里的演员们，在舞台表演之外
还需要不断摸索，学习和研究互联网文艺的特
点，为发展蓄积更多力量。另外对于院团的创
作、宣传、技术保障等人员来讲，也必须增强相
关技能。技多不压身嘛！”

“通过‘京剧的夏天’的成功开展，我们深
切感受到数字艺术时代的来临势不可挡。”张亚
峰说，“墨守成规难以创新发展，线上京剧艺术
的发展需要京剧界对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有更深入
的认识：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京剧内
核，随时代而变的是传播方式和载体。京剧国粹
艺术只有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积极拥抱新时代，
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合新科技、新传媒，才能历久
弥新。”

快手科技执行总编辑徐静芸表示，通过“京
剧的夏天”，快手以“短视频+直播”的模式，助
力开辟线上京剧艺术传播新天地、新生态，也希
望能够更好地为其线下的发展聚集人气，提升影
响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平台普惠的资源
分配，让京剧艺术等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
户、走到年轻人身边。”

对于以后的艺术创作生产，张亚
峰说：“我们将在总结线上演出经
验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在坚守京
剧艺术内核不变的基础上，采
用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新型
传播模式，对戏曲表演艺术进
行 数 字 化 采 集 ， 用 虚 拟 现
实、增强现实和交互现实将
之立体地呈现出来，为京剧
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传承创新
做出高科技时代的探索，努力
让京剧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绽放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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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提高拍摄制作的便利性和降低成本，提
高工作的时效性，5G 的应用可以作为摄影师的智
能助手。5G+云计算，这样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结
合，对电影产业的融合影响，是更加深远的，甚至
可以影响到我们制发放的生产流程、经营方式和人
们的观影方式、观影习惯。对电影产品的概念都将
重新定义。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张伟在第 10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5G时代电影的发展与变革”主
题论坛中表示

◎今年汛期，我国多地古建筑因洪水而遭受破
坏，敲响了文物保护的警钟，也给古建筑的防洪保
护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想免于水毁，首先要做好古
建筑防洪保护的全面规划，切实考虑到房屋类、城
墙类、桥体类等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古建筑可能
遭受的水灾破坏形式，从排水系统的完善、建筑本
身的加固等方面做好预防性保护。其次要做好古建
筑的防洪预警，论证雨季到来时可能的最大降雨
量，分析雨水对古建筑可能造成的破坏形式，做好
不同类型古建筑的科学防洪预案。另外，古建筑排
水系统的定期维护保养也很必要，对古建筑的屋顶
排水、地面排水、地下 （暗沟、涵洞） 排水，要在
汛期到来之前做好疏通，清理好各个雨水口，修复
好受损的排水设施，确保排水系统正常工作。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谈古建筑防洪
保护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伏发展的周期，戏曲艺
术当然也不例外。在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的时
代，戏曲是大众娱乐之王，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
但在当下，娱乐方式已然极度多元化，各种主流文
化与小众文化并存，各美其美。无论谈“今”还是
论“昔”，首先得认清时代潮流，摆正自己的位置和
心态。过往的荣耀当为之自豪，今天的现状亦当坦
然面对。哪怕确实“今不如昔”，哪怕已经属于小
众，但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戏曲尽可能传
播得更广一点、更久一点，无论今后结果如何，当
下戏曲人亦可无愧于这一代的使命。这是身为戏曲
人必须要有的执着和担当。

——山西传媒学院白燕升戏曲研究传播中心创
始人、主持人白燕升谈戏曲发展

◎如果说创作有捷径的话，我认为一要深入阅
读经典。我刚开始写小说时，就把好的小说拆开来
看，使劲分析它的结构、人物、语言，尽量把它读
精、读熟，这样就能把经典的营养比较细致地吸收
下来。二要思考。阅读和思考密不可分，不要闷着
头一味去写，还要抬头看看自己在什么样的坐标系
上，看看你的前辈写了什么，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
民给了你什么。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乔叶谈个
人创作体会

（本报记者 郑 娜整理）

全市84个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经费全部配套到位，公
共图书馆在中部地区率先实现办证借阅免押金、服务零门
槛，建立市县乡村四级馆、站、点数字平台……随着山西晋
城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的深入，该市在
创新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效能、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有机融
合方面探索出一系列新方法新途径，公共文化产品不断丰
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2018 年 3 月，晋城市被列入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创建城市。市所有84个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经费全
部配套到位，成为山西省首家经费全部配套到位的地市。

为了提升图书借阅服务质量，晋城市图书馆、六县市区图
书馆先后取消逾期滞纳金管理制度，创新运用读者积分信用
制，并制定公布相应的加减分细则，促进信用积分制的良性发
展。农家书屋 （下图） 通过与新华书店联合运营、开设“图
书预约”功能两种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借阅服务。

晋城还开展了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和公共文化服务有机结合。全市选取55个乡镇作为试点，根
据《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工作手册》，对当地的历史脉络、文化
烙印、发展轨迹、历史街区、传统村落和乡风民俗等文化资
源进行调查和梳理，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建立文化记忆基
地、展馆、展厅，免费对外开放；开设传统项目公益培训，
各级文化场馆在免费培训中开设梆子、鼓书、剪纸、泥塑、
面塑等颇具地方特色的传统项目，促进活态传承。

此外，晋城市紧密结合文旅融合的最新热点，研究在旅
游环境中如何配置公共文化服务，探索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有机融合的实现路径。

本报电（记者郑 娜） 以歌颂抗
疫英雄为主题的 《英雄礼赞》 交响音
乐会，8 月 24 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
这是中国交响乐团因新冠肺炎疫情暂
停演出 7 个月后，重新面向观众的第
一场演出。

本场音乐会由首席指挥李心草执
棒，近百人参加演出。音乐会上半场
演出了 3 首新作品，分别是交响序曲

《破晓》《生命的歌》、小提琴与乐队
《心中的湖北》，这 3 首作品是中国交
响乐团专门为本场音乐会创作的。其
中，《心中的湖北》 的作曲、中国音
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表示：“这次疫
情中，湖北人民的胸怀、无畏以及坚
韧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动。这首作品
以湖北民歌为素材，以低婉舒缓的音
调、激昂澎湃的主旋律表达了湖北人
民疫情后对光明的向往。”

音乐会下半场演出了肖斯塔科维
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 47 号。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15部交响曲中最受
欢迎的一部。有人将这部交响曲与贝
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联系起来，认为它
表达了经过斗争，从苦难走向欢乐的
含义，与本场音乐会礼赞英雄的主题

十分契合。乐队的演出也是精彩纷
呈。演出结束后，意犹未尽的观众用
近 5 分钟的掌声邀请乐队返场，最
后，音乐会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
爵士组曲——第二圆舞曲”的乐曲中
圆满结束。

“这场音乐会献给战斗在抗疫一
线的医务人员。国交的文艺工作者希
望用真心、用音乐为抗疫做出自己的
贡献。”中国交响乐团党委书记马俊
英表示。据介绍，疫情发生期间，中
国交响乐团依然进行常态化训练，在
半年多时间里，创作了很多音乐音频
和视频，为疫情防控鼓劲加油。

当晚演出激情澎湃，演员们竭尽
全力发挥出最好水平，用音乐带给观
众心灵的震撼，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次日，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接着为观
众献上《英雄礼赞》合唱音乐会，唱响
振奋人心的经典歌剧组曲和 《黄河大
合唱》。两场演出均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人数不超过剧院座位数的 50%，
且间隔就座。

中国交响乐团复演

以音乐礼赞英雄

晋城公共文化服务竞芳菲
门珊珊

晋城公共文化服务竞芳菲
门珊珊

▲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在开幕式演
唱会上的演唱截屏 主办方供图

左图：《英雄礼赞》 合唱音乐会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8 月 8 日 至 9 月 6
日，国家京剧院联合全国共

18家京剧院团举办的“京剧的
夏天——全国京剧院团线上抗疫
展演月”每晚与观众准时见面，
这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京剧院团
线上展演，在年轻人中刮起

了一道京剧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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