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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有了参与式博物馆

一栋二层小白楼，门前的地上喷涂
着白色的飞机图案，旁边的橱窗里，空
姐、地勤、飞机维修工程师等卡通形象
吸引了不少来访者的目光。上海虹桥机
场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曹欣礼指着一
个管理人员的卡通形象对叶柏根说：

“看！像不像年轻时候的你？”退休政工
师叶老伯嘿嘿一笑：没想到这里的每个
卡通人物，竟然就是我们自己。

原来，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虹
桥机场新村曾是民航家属区，至今住在
这里的居民也多是民航人。3 月 10 日，
国内首家“民航文化主题社区参与式博
物馆”在小区里低调开馆。

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刘潋彬热情地招
呼道：“来啊来嘞，就进来看看伐！”

步入室内，开幕展“我们都是机场
人”展示了新村里三代人的照片，包括
第一批住进新村的建设者、民航子弟以
及现在的新居民，旁边的墙上张贴了孩
子们在卡通立牌上写下的父母故事。主
题橱窗、“新村的印记”展、声音艺术
空间、纪录片放映，小小的博物馆里五
脏俱全。

展品来自大家，也有叶老伯的贡
献。去年底，他听说小区里要新开一家
社区博物馆，还面向大家征集展品，便
想找找过去的工资单送去。翻箱倒柜找
了好多天，工资单没找到，却找到一堆
旧证件：退伍军人证明书、工作证、工
会会员证，甚至还有当年公共澡堂的洗
澡票。曹欣礼看了这堆老票证，乐了：

“挺好挺好，都可以展览。”
博物馆策展团队负责人朱丹介绍

说：“我们不仅想留下一个家庭、一代
人的记忆，更希望为居民提供一个了
解民航历史、促进代际交流、融洽邻
里关系的平台。只有人凝聚在一起，
车位不足、小区改造等治理中的矛盾
才能迎刃而解。”

阅读、展览、放映、社交……这类
“小而美”的文化客厅出现在越来越多
居民的家门口。如今，上海已经基本建
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

“中心城区10分钟、郊区15分钟的公共
文化服务圈”目标。“十四五”期间，
上海市还将实施文化赋能城市空间计
划，支持对公共空间实施文化“微更
新”改造，打造一批公共文化运动新空
间、“打卡地”。

防空洞变身文化百宝箱

在离机场新村不远的仙霞新村街
道虹仙小区，一场由社区居民淼逸主
持的读书会正在“地下”举行。这个
名为“闲下来合作社”的社区文化空
间 ， 位 于 虹 仙 小 区 700 弄 25 号 楼 地
下，占地 1100 平方米，由 36 个独立的
小房间组成。

“战时防空，闲时服务，偶尔放
空。”三行活泼的标语印在“闲下来”
的入口处。这是个防空洞，仙霞新村街
道在得到长宁区民防办许可后，让它
有了新用途——亲子课堂、手工坊、
艺术展、观影读书会，还有放映室、
阅览室、自习室、闲人客厅，意想不
到、新奇好玩的文化活动正在不同功能

区进行着。
很难想象，这里两年前还是一个黑

黢黢的闲置空间。
“我们从 2019 年 7 月开始调研，看

看社区里的年轻父母、小学生、斜杠青
年 、 活 力 老 人 等 群 体 ， 各 有 什 么 需
求。”大鱼营造“闲下来”项目运营负
责人张欢说。

虹仙小区居民陆圣岳至今还记得两
年前那个傍晚：“我接孩子回来刚进小
区，就被两个姑娘搭讪了。我想肯定是
推销员，最多给她们 10秒钟。”他没想
到遇见的是张欢和她的同事，不仅谈了
好一会儿，后来自己还参与其中——

“闲下来”的一面墙就是他带着孩子一
起粉刷的。

经过基础改造、设备升级、喷绘装
饰，防空洞焕然一新，一间间小房子等
待着它们的主人。

“我们采用社区主理人的模式为房
子找主人，不论是居民还是社区外的艺
术家、创业者，只要认同社区友好价值
观，定期服务居民，都可以申请使用房
间，尤其鼓励创意文化活动。”张欢说。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顾曹华用手一指：“引入社会组
织做居民参与式调研规划、运营公共文
化空间的尝试初见成效。你看现在居民
们都聚在这儿了。”

居民傅昕在“闲下来”申请的小房
间取名为“在线”，是一家编织手工
社，五颜六色的毛线放在小格子里，等
着巧手的邻居们将它们变成各种好看的
挂件。“Belonging Space”的主理人是

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梦媛，她
的小屋墙上挂着宠物狗、日式庭院等让
人放松心情的照片，希望用艺术的方式
关爱居民的心理健康。而青年创业者陈
林打理的“play1体育工作室”则希望孵
化出一支社区小朋友组成的球队……

“爸爸，咱们明天还来好吗？”快
到饭点儿了，陆圣岳的儿子依依不舍
地对他说。

由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解读中
国工作室与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合
作摄制的纪录片 《走近大凉山》，从 4
月 28 日起登陆中日各大电视平台和全
网视频平台，引起广泛关注。

竹内亮曾长期在 NHK （日本广播
协会） 等日本电视机构工作，2013年8
月移居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移居中国
之后，竹内亮得以更深入地观察、记
录中国，陆续制作了 《我住在这里的
理由》《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
武汉》《后疫情时代》 等纪实作品，以
其独有的风格受到观众喜爱。

2010 年，竹内亮曾到访大凉山，
为 NHK 拍摄纪录片 《长江天地大纪
行》。2020 年 7 月，受解读中国工作室
邀请，竹内亮重访大凉山，通过他的视
角记录发生在大凉山的减贫故事。“我
想亲眼看看大凉山如今的变化。”竹内
亮这样解释拍摄纪录片《走近大凉山》
的初衷。

《走近大凉山》延续竹内亮一贯的
纪实风格，以他在大凉山的个人旅行体
验为脉络，揭示大凉山正在发生的深刻
巨变。“呜——呜——”慢悠悠的绿皮火
车穿山越岭，在一片苍翠中突出重围。

这是竹内亮拍摄纪录片最常用的叙事
方式，从乘坐火车开始铺展整个故事。

10 年前来大凉山拍摄，因山势险
峻，竹内亮只能肩扛驴驮拍摄设备进
山。如今，尽管道路泥泞颠簸，但拍
摄团队的车可以顺利开到许多村民家
门口。在安装了新钢梯的悬崖村，山
上卖水的老人随手掏出的支付二维码
和在城镇里学习新技能的易地搬迁村
民们，让他很快见证了大凉山正在焕
发新的生命力。

俄木依伍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哈甘乡的村民。她曾经的家
在悬崖村附近，海拔1400多米，与地面
垂直距离约 800 米，那里的村民们之前
进出村子大都需要沿着悬崖绝壁攀爬
藤梯。交通不便并未阻挡这一家人追
逐幸福的步伐。两个女儿凭借奖学金
完成大学学业，成为教师。丈夫则一
直在外打工负担家用。易地搬迁和技
能培训为俄木依伍开辟了新的幸福路。

影片中，当竹内亮问俄木依伍，
“我从南京来，你知道南京吗？”俄木
依伍捂着嘴，羞涩地笑着摇摇头。刚
刚搬下山的俄木依伍虽然普通话不流
利，但她终于不是只能独自守着破败
土坯房，依赖摇摇欲坠的藤梯与外界
交流的家庭妇女。搬进昭觉县集中安
置点的新家后，俄木依伍打破与世隔
绝的状态，收获了与更多人交流和获
取外界信息的机会。她参加了县里组
织的彝绣培训班，凭借自己熟练的绣
工制作工艺品出售，兼顾家庭的同时
还能为自己带来一笔新收入，用自己
的双手改变命运。

为了实现更深入的采访，竹内亮

还拜访了昭觉县足球基地，对话当地
小学的支教志愿者、小学生，亲身参
与彝族的火把节，与当地彝族居民同
吃同住。在他们身上，竹内亮看到了
当地人走到山下去、走出去看看、用
知识摆脱贫穷的强烈意愿，也看到了
新的希望，那就是当地孩子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建设家乡的憧憬。

《走近大凉山》 是一部真实记录大
凉山变化的作品。《人民中国》 杂志
总编辑王众一认为，本片的拍摄手法
体现了导演采访调动情绪方面的专业
实力，受访者感情流露自然，令人信
服。日本媒体人惯用的“等身大”叙
事手法、平视的关注视角，值得我们
借鉴。

《走近大凉山》 全片没有对贫困生
活的哀哉感叹，而更像是一个外国人
无意间闯入其间，经历了一段有趣的
旅程，见到了一群有趣的人，留下了
一部有趣的影像。中央电视台纪录片
频道副总监史岩说，该片创作质朴无
华，既有对生活的真实记录与还原，也
有隐藏在背后、作为导演对社会生活
的观察和表达，两者相互交融、相互
成就，分寸得体，令人亲切，也因此
具有了穿透力和感染力。

近期，《走近大凉山》 还将登陆日
本媒体，让更多日本民众了解发生在
中国的减贫故事。竹内亮说，他想做
的就是呈现真实的中国，“很多日本人
看到的中国只有黑色，没有白色，所
以我就给他们准备了白色。”

图为竹内亮 （中） 在纪录片 《走
近大凉山》中。

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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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由国韵天骄（北京）国
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的 2021
首届国乐盛典颁奖典礼日前在北
京举行。来自教育、艺术领域的专
家以及 300 余名国乐师生参加了
此次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最美国

乐人公益行活动，呼吁艺术家与
国乐教师走进山区，走进孤儿院，
走到留守儿童身边，为全国各地有
需要的学生送教上门，送乐上门，
给予他们关爱。

图为颁奖典礼上的国乐表演。
应利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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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闲下来”
合作社入口；刘潋彬 （中） 在虹桥机
场新村参与式博物馆讲解；“闲下来”
合作社内部；观众在虹桥机场新村参
与式博物馆参观 《我们都是机场人》
展览。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在文艺经典中回望党史
本报记者 郑 娜

本报电（记者郑娜） 记者近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2021
年“五一”假期，全国演出市场
迎来消费高峰，市场复苏强劲。
各演出单位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基础上，推出丰富多彩的演
出剧 （节） 目，极大满足了广大
群众假日消费需求。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初步
统计，“五一”假期全国演出场次
约 1.4 万场；演出票房收入 8.6 亿
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
期 的 73% ； 观 演 人 次 超 过 600
万。大麦发布的 《2021 五一档演
出观察》显示，5 天小长假现场演
出强劲复苏，音乐类、剧场类、
曲艺类等各类演出供给丰富，票
房 增 速 明 显 ， 其 中 ， Livehouse

（现场音乐）、脱口秀、音乐节类
型表现亮眼，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 ， 票 房 增 幅 分 别 为 448% 、
312%、252%，观演人次增幅分别
为326%、665%、173%。

今年“五一”假期，音乐节
依旧是用户的偏爱，超四成用户
选择音乐节作为度假休闲首选，

六成音乐节用户选择跨城观演。
大麦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
共有56场音乐节，比2019年同期
提升了 37%。今年音乐节主要呈
现以下特点：一是“以文带旅”
显著增长。多场音乐节落地到旅
游城市，既实现以文带旅，又帮
助新兴音乐品牌下沉。如常州太
湖湾音乐节、常州新龙森林音乐
节、南京咪豆音乐节等；二是垂
直品类音乐节增多，为不同音乐
偏好的用户提供了细分品类的音
乐演出选择。

从 消 费 群 体 看 ，今 年“ 五
一”期间，线下演出女性消费
较 2019 年稳步提升至 69%，“00
后”的演出消费贡献从 2019 年
的 6%提升至 18%。随着现场演
出的恢复，市场对现场服务和
观 演 体 验 也 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 ，
多场演出推出无纸化+实名制的
无接触安心观演。大麦数据显
示，“五一”期间，阿里文娱旗
下现场服务品牌淘麦郎同时服务
了 70 余场演出，服务观演人次
超 100万。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
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
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编织你
们。”近日，在演员赵岭对小说

《青 春 万 岁》 饱 含 深 情 的 朗 诵
中，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文艺
经典中的党史”系列活动揭开了
首场主题活动的序幕。这场别开
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文
艺的方式打造党史教育第二课
堂，带领大家在文艺经典中回望
党史，守望初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国家大剧院以“文艺”为
切入点，寓党史学习教育于文艺
实践中，策划推出“文艺经典中
的党史”系列活动。活动共举办
20 期，将邀请百名老中青艺术
家，从“歌、乐、舞、剧、戏”
五大艺术门类中遴选出50部百年
党史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
艺作品，如 《白毛女》《沙家浜》

《长征》《天路》《江姐》《红色娘
子军》 等，通过作品解读、现场
表演等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现百
年党史的丰功伟绩和奋斗精神。

首场主题活动中，作家王
蒙、党史专家邵维正亲临现场，
为到场的党员代表讲述了党史与
文艺作品之间的关系、党的文艺
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党的
精神谱系。作曲家舒楠生动讲述
了 《不忘初心》 的创作历程。此
外，李光羲、乌兰图雅、金郑
建、张心、王冲、赵岭等艺术家
进行了精彩的现场表演，并分享
艺术创作故事。

在讲述党史与文艺作品之间

的关系时，王蒙提到：“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与奋斗和文艺的关系特
别密切，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
点。每一个时期你都可以想到当
时文学艺术种种的作品、种种的
经验以及党对文学艺术的关心、
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关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
文艺工作者们前赴后继，歌颂党
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创作了
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在激
励中华儿女践行初心使命、传承
革命精神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对此，邵维正表示：“一部厚重
的百年党史，需要有适当的表现
方式。除了写党史、读党史读本
之外，更需要有文艺这种形式。
文学艺术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
形式，用这种形式来展现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弘扬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非常恰
当的。”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中，
国家大剧院与中国唱片集团还共
同策划了 《“文艺经典中的党
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展陈了党史
主题的绝版黑胶唱片、乐谱等珍
品 ， 包 括 中 国 第 一 张 红 唱 片

《垦春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中国第一张密纹唱片 《黄河大合
唱》 等，并通过影像图片展示、
多媒体视听等方式，让观众沉
浸式地体验百年党史音乐作品
的魅力。

图为李光羲 （右）、乌兰图雅
在首场活动中分享创作故事。

国家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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