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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流媒体时代，在实体专辑逐渐被
稀释的市场环境下，音乐行业一心求变却
难寻破局之道。今年《歌手》正式宣布停
播，传统电视音乐综艺在“综 N 代”之路上
愈发乏力，乐坛的高光时刻鲜有所见。9月
12 日起，大型融媒体音乐节目《TOP 荣耀
时刻》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作为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国家级流行音乐奖项

《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推出的电视端系

列节目之一，《TOP 荣耀时刻》汇聚了华语
乐坛的实力唱将，召集了一批走在专业前
沿的音乐人，力图回归音乐本身。节目播
出以来，备受关注与好评。

节目选取了华语乐坛中具有代表性的
金曲，通过年轻歌手的全新演绎再现经
典。第二期中，许靖韵用温柔的音色演唱
金曲 《单车》，从女性的视角诠释父女之
间动人的亲情；第三期钱正昊在金曲《羞

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中，融入 Rap、
爵士等流行元素，炽热地表达年轻人的情
感；第四期中，赵照柔情改编经典《当你
老了》，以埙、长笛、琵琶等乐器展现出
空灵、温暖的音乐情境；第五期中，王铮
亮再现 《时间都去哪儿了》，音符化成感
慨的泪水渗进了听众的眼眶……

节目还集中了乐坛时下流行的作品，使
舞台充满了勃勃生机，并鼓励更多优秀音乐
人通过歌曲演唱冲击《中国歌曲 TOP排行
榜》的复赛名额。节目亦穿插了专业化的乐
评内容。第四期节目中，乐评团成员的讨论
引发了大众对于“中国风音乐在于形式还是
内涵”的广泛思考，彰显了节目的深度。

今年以来，《三十而已》《以家人之名》 等现实题材
电视剧佳作频现，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去引发观众思
考，传递正能量。10月11日，都市励志情感剧《亲爱的
自己》 收官。剧中角色的故事虽已谢幕，但关于都市青
年们生活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探讨还在继续。

《亲爱的自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后，导演丁黑
拍摄的一部新剧，编剧苏晓苑擅长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做
文章，潜移默化地感动观众。《亲爱的自己》力图为观众
呈现出真实贴切、性格鲜明的都市青年奋斗群像，以回
归质朴的方式去塑造平凡却饱满的角色，用还原真实的
态度去讲述他们在生活中的困境与突围。李思雨、陈一
鸣、张芝芝、刘洋、雷浩文、顾晓菱……这些都市青年
形象生动鲜活，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成长，最终活出真
我，成为最好的自己。丁黑认为，与其说 《亲爱的自
己》 是一部生活剧，倒不如说是一部充满生活爬坡感的

“生存剧”，这部剧“呈现的是人生转折点时人们所必然
要面对和承受的一些事”，它不给观众造梦，不论情感关
系还是职场纷争，抑或是家庭矛盾，都展现着都市男女
的生存场景，买房难、工作难、性别歧视、催婚、催生
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热门，这部剧不刻意回避这些
问题，所以让观众感同身受，不断引发热议。

《亲爱的自己》 不营造偶像，而是营造写实；并未用
夸张的色调、奢华的场景、昂贵的道具去制造“爽感”，反
而通过在制作中对细节的拿捏，赢得了“真实、不悬
浮”的口碑，也让观众感受到现实主义作品崇真向善的
力量。

“在我们岩博村，由退休的文艺工
作者和村民共同组成了村里的歌舞
团，时不时就表演一场。我们村的人
都会唱敬酒歌，唱出了生活富裕后的
喜悦。”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是贵州省
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她带
领村民办起了一家酒厂，如今已经让
岩博村摆脱贫困，走上了发展集体产
业、接续乡村振兴的共同富裕道路。

在 她 的 讲 述 中 ， 人 们 来 到 岩 博
村，能体会到企业文化和乡村文化建
设的高度融合。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富裕起来的农村，应有怎样的文
化生活？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平台在哪
里？未来，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总体规划与因地制宜、政
府引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如何进一
步推动文化和农业、旅游等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乡村文
化品牌？这些，都是当下乡村文化建
设中亟待破解的一道道考题。

近期，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发
挥文化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作用”专题协商会，会议采取现场会
议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在
全国政协机关主会场和安徽、湖南、贵
州分会场，100 余位全国和地方政协委
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
家、基层代表，就推动乡村文化在新时
代展现出新魅力新风采，不断提升农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等话题建言资
政，擘画“美丽乡村”新图景。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

全国政协机关驻安徽省六安市舒
城县青墩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
长李章程驻村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
深深感受到，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持
续改善，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
断提高。

在大屏幕上，李章程以及他身后的
近 20 位干部群众向各个会场的与会人
士打起了招呼。李章程说，当地刚组织
了一场群众联欢会，老百姓参与度很
高，他身后的人群中就有当时的女主持
人——青墩村扶贫专干、团支部书记桂
霞，男主持人陶国生——今年刚刚大学
毕业，还包括参与演出的青年们。

“加强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必须
走好群众路线。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已
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但要‘送文
化’，还要‘种文化’；不仅要在文化
建设中请群众的‘客’，还要让群众学
会自己请‘客’——在舞台上展示自
己的精神风采。群众联欢只是形式，
凝心聚力才是目的。”李章程说。

文化渗透性强，关联度高，乡村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农村文化环境持续向好，各级
政府不断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开
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文化活动，不仅丰
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

培育了乡村的文明风尚，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成绩巨大。但是，农村文化建
设仍滞后于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仍需强化农村思想道德教育，传
播文明理念，推动移风易俗，引导农民
不仅“富口袋”，更要“富脑袋”。

“农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错位等问
题。”长期从事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湖
南省政协常委胡彬彬表示，从全国的
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村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存在与
农村实际文化需求脱节的情况，文化设
施使用效率普遍偏低，供不适需。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走访调研过
多个乡村的胡彬彬认为，关键在于找
准农民的文化需求，精准配置，差异
引导，“在有用、适用上下功夫，跟村
民的生产生活相融合。”

从“橱窗展示品”到“人间烟火气”

乡愁何处寻？令人沉醉的乡村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那独具特色的乡土风情，是农村
地区的灵魂和血脉所在。

山歌、食谱、刺绣……这些在民
间由群众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技艺，犹
如一座座可以深入挖掘的文化宝库，从

中能找到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陈际瓦建议，及时

抢救保存口口相传的山歌、无文字的
少数民族语言，利用节庆日开展对餐
饮食谱、陶瓷竹木、纺织刺绣等传统
手工艺的师徒传承、大师点评等活
动，让它们从“橱窗展示品”变成

“人间烟火气”，推广建设乡村生态文
化博物馆，原汁原味展示传统农耕文
化魅力。

“通过有效整合民俗节庆中的人文
资源，活态化传承民俗节庆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利于增进公民人文素养，
鼓励人们向上向善。”陈际瓦说。

非遗扶贫，一头连着党中央的民生
政策，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文脉赓续。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
等部门聚焦脱贫攻坚，通过支持以传统

工艺为主的非遗项目，有计划、有组织
地建设非遗扶贫工坊，实现贫困人口就
地就业和居家就业，成为非遗助力脱贫
攻坚的生动实践。

全国政协委员张妹芝建议，将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升级为非遗工坊，以非遗
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扶持非遗工坊进行产品创意创新
设计，推出符合时代特征、融入当代生
活和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扶持非
遗工坊与各互联网电商平台、商贸平台
建立合作对接机制，促进非遗产品进旅
游景区和商业网点等，线上线下结合，
延长产业链，开拓国内外市场。”张妹
芝说。

文旅融合留住对故园的记忆

传 统 村 落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鲜 活 载
体，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寄
托着中华儿女的乡愁，是历史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努力破解保护难题，
留住传统村落蕴含的乡愁，才能让乡
愁有守望之地，文脉有寻根之处，发
展有传神之笔。

全国政协委员吴尚之认为，应通过
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为人们留住
对故园的记忆。

近年来，在利用古村落文化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实施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
兴方面，安徽省黄山市进行了多项探索。

“要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防止过
度开发，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列入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十四五’规划，
纳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协调机
制，深入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
调动农民保护利用的积极性。”吴尚之

建议说，他还特别用调研过的安徽省
黄 山 市 黟 县 宏 村 的 情 况 举 例 说 明 ：
2000 年，该村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旅游公司将20%的门票收入作
为文物保护基金，8%的门票收入用于
村民分红及村民养老福利、房屋修缮
等，同时扶持农民办农家乐，农民增
加了收入，其保护村落的积极性也调
动起来了。

谈及乡村旅游，全国政协委员李
修松认为，古村落保存了较多的古民
居类文物，承载了村民自古以来生产
生活积淀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可利
用古村落各类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实施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
“要找准策略，在乡村建筑的传承

创新中弘扬乡村文脉。”全国政协委员
郑大发建议，应科学把握乡民对居住、
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需
要，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建筑机理
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为旧建筑注入
现代居住的新功能，同时将乡村建筑
纳入规划管理范畴，统筹乡村振兴与
文脉呵护，从而为老百姓塑造具有自
身特色、充满人文精神的居住空间。

在与会者心中，只有让越来越多
的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才能
留住最美的家园，这也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应有之义。

我们的抒情文学传统中，自然是消失和不
存在的。这也许与诗人生活在中国人口稠密的
地方以至于看不见自然有关系。这个文学传
统，一直影响到中国的当代文学……今天我自
己也在慢慢学习，不光是在书里写到自然，也
学会在大自然当中去寻找、理解大自然的美
好，接近它们，倾听它们，拥抱它们，感受它
们，最后确实也发现自己在慢慢发生了脱胎换
骨的变化。

——作家阿来谈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与书写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心动，让人们的
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
美、心灵的美。农民画天趣盎然、率真纯朴，构
图大胆、色彩浓烈，既朴素大方又别具匠心，画
面充满清新明快、乐观向上的气息，富有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农民画依然要坚持与民众的密切
联系，要让大众一看到农民画就会被作品的乐
观精神、幸福甜美所感动，就能产生追求美好
的热情和向往。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
马锋辉谈农民画对农民生活的表达

网络化时代的笑点与传统笑点最大的不
同，在于它逗笑人的方式并非源于内容本身，
而是源于同一内容被多次形式化重复。正如在
脱口秀表演技巧上特别强调的 call back （扣题）
方式，看似是一种内容创造上的自我复制，但
却在复制中营造了一种特定氛围，并在这种包
含着差异的重复中，将原本略带悖谬与荒诞的
情景做了极致化的演绎。

——清华大学教授夏莹谈脱口秀在中国的
流行

散文是心灵史、情感史。儿童散文的读者
主要是未成年人，而作者则多是成年人，以回
顾童年、少年生活为主，真、善、美、趣是其
书写旨归。一方面，需坚守“儿童本位”，抒写

“儿童化”情感经验；另一方面，需要有浓厚的
趣味性。无论表现当下儿童的日常生活，还是
抒写作家的童年记忆，皆应彰显童真、童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谈儿童散文
写作

昆曲本身就是诞生于古典的“江南小剧
场”。它不像现在那样在剧场里演出，而是在庭
院、花园、厅堂里演出。剧中的情节、人物与
周围的环境、建筑是融为一体的，故事就是在
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人物就在花园、厅堂里活
动，无需另外再造剧场。

——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谈昆曲演出创新
（韩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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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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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向善 传递力量

现实题材剧佳作频现
石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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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剧佳作频现
石梦晗

《亲爱的自己》剧照 出品方供图

游客行走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文化广场艺术画前。
王 闽摄 （人民图片）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村民在挑花。
曾 勇摄 （人民图片）

今夏，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北斗溪镇坪溪村三百稻田中的“乡村振兴”和小桥流水图案引人瞩目。雷文录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