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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广袤的乡村大
地上，活跃着高校艺术类院系的师生团队。他们
的实践，以多层次、全方位的艺术形式介入乡村
建设，在乡建人才培养、传统村落保护、传统工
艺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诸多方
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帮扶成效。在脱贫攻坚
战中积累的艺术介入的理念、方法和措施，正在
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显示出高校艺
术实践在赋能乡村振兴方面的重要作用。

艺术教育培养乡建人才

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的振兴。长期以来，
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人力资源
和传统文化给养，乡村优秀人才也向城市聚集。
为改变乡村建设人才匮乏的窘境，高校在艺术教
育帮扶上做出了持续有效的努力。

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对口帮扶等举措，大
批艺术院校支教队伍派驻西部“三区三州”等贫
困地区，帮助当地发展艺术教育，提升艺术教育
水平，培养艺术人才，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大量
贫困地区的乡村艺术教师通过高校“国培计划”
获得机会，来到高等艺术院校进修深造，拓展视
野，提高能力；大量乡村手工艺人通过文旅部、
教育部的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走进高等艺术
学府，提升观念，发现自我，获得创新发展的动
力和信心。

以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为例，从 2015 年实
施至今，先后有100多所高校艺术院系加入到研培
计划中，累计为乡村培训了数以万计的非遗传承人
和手工艺人，其中不少成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高校艺术实践通过对乡村青少年的艺术教
育，对乡村手工艺人的审美提升，改变了他们对
乡村美的认知，发现自然美，认识社会美，欣赏
艺术美，提升了乡村大众对美的鉴赏力和感知
力，使更多人成为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自觉参与
者和践行者，为乡村美育推广和普及作出了突出
贡献。

传统村落焕发新的生机

乡村是孕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摇篮。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传统村落，是珍贵的农耕文明
遗产，千百年来承载着乡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多样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和
技艺，构建了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保护传统村
落，就是为了使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因乡村的快速
现代化而消亡，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建设和
治理层面的积极作用。

自 2012 年住建部、文旅部等部委联合开展传
统村落申报工作以来，已有 5批、近 7000个村庄列
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获得财政资金支持。高校
的艺术实践在传统村落的遴选、申报、命名过程中，
凭借对乡村发展过程的长期研究积累和持续关注，
为科学精准决策作出了贡献。在实施保护和发展
的过程中，艺术高校进一步发挥在乡村规划、建筑
改造、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学术优势，充分
挖掘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从乡村空间形态的
保护更新，到聚落文化生态的辨析梳理，与时俱进
地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从物理空间
到文化空间的系统保护和发展体系。

在高校艺术实践的介入下，一个个传统村落
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对于大量普通乡村来说，艺
术实践的介入也在不断改变着乡村的面貌。结合
地域环境特点的乡村规划和建筑设计、符合自然
生态规律的乡土景观营造和村民共同参与的美绘
乡村等公共艺术行动的实施，使得原来普普通通
的乡村面貌得到极大改观。乡村变美了，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美好的乡愁记忆又回来了。

传统工艺助推产业发展

传统工艺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
分，也是广大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是
相当长时间以来乡民谋生的重要手段。振兴传统
工艺，可以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乡
村人口可以不离乡背井就获得致富的渠道和机会。

高校的艺术实践帮助乡村群众更好地认清传
统工艺的价值，发挥了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及保护、非遗扶贫方面的功效。在文旅部和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自2015年起，全国各地推广设
立了传统工艺工作站。这些工作站大多数设立在
贫困的乡村地区，建站主体绝大部分是艺术类高
校，秉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坚持
以振兴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为目标。作为高
校与乡村非遗传承社区之间双向互动学习与交流
的窗口，这些工作站以木雕、竹编、刺绣、民居
营造等传统技艺为主题，通过开展设计师与传承
人对话、传统工艺大讲堂、技能实训、组织策划
赛事与展览活动等形式，宣传推广传统工艺，对
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展开深入研究，探索传统
手工技艺在现代生活中的功能转型、审美提升与
创新发展。

工作站对当地传统工艺传承人的培训与指
导，促进了他们更好地传承与保护自身传统技
艺。工作站还积极推动在乡村建设非遗就业工
坊，帮助工坊进行产品研发和营销，结合新的市
场与审美需求拓展衍生产品，引导乡村手工艺产
业化发展。在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帮助传统技
艺走进现代生活等方面，探索出一条高校通过艺
术教育，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工艺，服务地方经
济与文旅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

高校艺术实践同样关注乡村当代文化建设，
积极开展和策划乡村在地性艺术节和艺术项目。
通过当代艺术实践或综合性艺术手段，以乡村在
地性创作的方式，例如举办大地艺术节、稻田音
乐会、民俗活动展演等，创新乡村文化形态，探
索艺术服务乡村建设的各种可能性，为乡村文化
传承和发展增彩添色。

高等学校的乡村艺术实践在教育帮扶、学术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方面，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持续有力的人才保障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内生
动力。与此同时，在融入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高
校师生也获得了实践经验和文化给养。乡村振兴
是一个长期课题，在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实践过程
中，高校师生将与乡村百姓一样是践行者和受益
者，收获的将不仅仅是学术成果和社会效益，更
重要的是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升华。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图片说明：
①在河北保定举办的“易水三年展”
②贵州雷山西江麻料村银饰工坊
③四川道明传统手工艺展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对江河文明认识更加深刻

“如果说 《话说长江》 用当时的
新手段——电视，为观众展现了长江
流域的壮丽画卷，那么，这部《长江
之歌》展示的是5年来长江大保护的
成就，表达的是今天我们对江河文明
更加深刻的认识。”夏蒙这样表述两
部时隔 38 年播出的纪录片镜头里长
江的本质不同。比如 《话说长江》
中，一些化工企业冒着黑烟的烟囱是
欣欣向荣的标志；但在 《长江之歌》
里，长江中下游沿江建设的有些工厂
被炸毁，有的城市正在转而采取以高
科技和教育文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引人注目的是，纪录片《长江之
歌》 的片名和 6 集的名称：“我们赞
美长江”“你从雪山走来”“你从远古
走来”“挽起高山大海”“灌溉花的国
土”和“推动新的时代”，都来自

《话说长江》 的主题歌，片尾也特别
向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胡宏伟、王世光
致谢。

“这首歌的歌词一点没有过时。”
夏蒙说，无论第一集综述长江在中国
文明进程中的意义，第二、第三集呈现
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和文脉，还是第
四集概述我们在长江上修桥筑坝，兴
建高速公路，第五集讲述长江大保护
和建设美丽家园的故事，第六集展示
长江大保护与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实施以来的发展变化，这 6 个
名称和每集的内容都特别合拍。6集
结合在一起，比较全面准确地展示了
长江大保护的重要意义和5年来取得
的成就，感人肺腑，振奋人心。

讲述那些令人感动的故事

采访时，夏蒙身后巨大的长江流
域图上，很多地点被他用各色笔画了
圆圈、五角星、三角形等标记。“这
是航拍摄制组到过的地方。实际上我
们拍摄的范围远比这个大。长江干流
和金沙江、雅砻江、嘉陵江、大渡河
等主要支流，我们差不多都跑遍了。”

在历时近 5 年的拍摄制作过程
中，摄制组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危险。

比如曾遭遇金沙江流域突发山体滑
坡，巨大泥石流迅速形成堰塞湖等状
况。不过，摄制组也因此第一时间拍
摄到了灾害现场和有关部门紧急抢险
救灾的情景。

摄制组曾先后4次进入三江源无
人区，自带食物和生活用品，跟随森
林公安警察，克服零下 20 多摄氏度
的低温，拍摄了 20 多天，当地最危
险的3种动物——棕熊、野牦牛、狼
群都拍到了。

片中还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人和
事。比如那些每次离开营地外出巡逻
都可能遭遇生命危险的森林公安警
察；那些不能携带武器，顶着风险巡
山的护林员；还有那些为了落实长江
大保护倡议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他
们中有响应国家易地扶贫政策，在新
村里安居乐业的藏族同胞，有浙江、
江苏、安徽等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
每一处河流、水井的河长、井长们，
也有因为禁渔而改变生活方式，上岸
定居的渔民……“我们沿江拍摄，看
到听到很多这样的人和事，很感动也
很欣慰。”夏蒙说。

既有宏大叙事又有生动细节

这部纪录片展示的长江雄奇壮
美，气势磅礴。镜头变化迅捷，提供
了极大的信息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所属中视北方为夏蒙和他的团队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服务器容量高
达3400T，如果装载传统电影，可装90
万部以上。对这部纪录片的画面质
量、表达方式，观众给予了热情赞扬。

夏蒙执导过很多优秀纪录片，与
以往那些讲述历史风云或人物传记类
的作品相比，《长江之歌》 采取的是
宏大的国家叙事，“要把长江 5 年来
的发展变化以及长江大保护的理念植
入片中，又要生动好看，确实对我们
是个挑战。”为此，他们努力追求朴
实自然、简洁明快的艺术风格。夏蒙
认为，这部纪录片还有一点与他以往
的纪录片有所不同，就是既有纪录片
特点，又有新闻元素，“它紧扣时代
脉搏，涵盖了历史、现实和我们可以
预期的未来。”

本报电 （记者苗春） 日前，纪录电影 《落
地生根》 专家观摩座谈会暨全国首映礼在北京
举行。

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摄制的 《落地生根》
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减贫影像志，用真实的镜
头、真切的语言，展现了怒江之巅的怒族沙瓦
村“一步跨千年”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中
国的精准扶贫实践。

导演柴红芳说，接到拍摄任务后，她踏遍
云南全省寻找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源，作为第一

个外来人，与沙瓦村村民同吃同住 4 年，捕
捉、记录了这个贫困山村一点一滴摆脱贫穷、
改变命运的变迁史，以小见大地记录了时代的
脚步。

中国电影剪辑协会会长、剪辑师周新霞表
示，这是她首次为纪录电影剪辑，接受这个任
务是因为被导演的精神打动。在约700个小时的
海量拍摄素材中，她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仔细筛
选，从普通百姓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来
展现扶贫的成效，故事里有泪水、有艰辛，也
有期盼、有欢笑，更有希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认为，这部影
片体现了真实的力量，“脱贫攻坚这样的大工
程，靠编剧、靠戏剧性的展现很难把它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部纪录片给我们呈现
了非常丰富的过程和细节，提供了真实的个
案，建立了脱贫攻坚的影像档案。”

▶对经典著作要精读。精
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熟读玩
味”，也就是放慢速度，反复咀
嚼，读懂、读通、读透。读懂，
就是要弄清楚书中每句话的意
思。读通，就是要融会贯通，把
握内在意蕴。读透，就是把书中
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吸收到自己头
脑中来。

——北京大学教授、美学家
叶朗谈经典阅读

▶评书是北方地区影响力很
大的曲艺门类之一，之所以如此
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除了历史
题材优秀曲目的传承和表演之
外，也贴近时代，注重当代观众
的趣味。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舞台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傅谨谈评书艺术

▶实现戏曲的现代性，关键
是要改革创新，将时代感和现代
审美融入戏曲。这既表现在戏
曲演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戏曲
演出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在戏
曲现代性的探索和实践中，要把
富有乡间气息的民间文化传统
与中国戏曲的艺术理想紧密结
合起来。

——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张
曼君谈戏曲实践

▶滑稽是综合艺术，要有杂
技的功底、文学的结构、戏曲的表
达、戏剧的呈现。当前滑稽作品
的创作要增强文化内涵，要有人
物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中国
自己的滑稽艺术风格、表演特色。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杂协主席边发吉谈滑稽艺术

（张靖仪整理）

本报电（步鹏） 5月、6月，北京中山公园音乐
堂将举办“遇见法兰西”系列演出，包括4场音乐会。

5月19日，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将演绎浪漫主
义时期的法国艺术歌曲与歌剧经典唱段；6月1日，
北京交响乐团将为儿童节献上特别的音乐礼物；6
月6日，大提琴家莫漠与钢琴家金文彬将奉献德彪
西、弗兰克、普朗克、梅西安等的法国大提琴经典之
作；6 月 24 日，“浪漫与童趣——圣·桑心灵之旅音
乐会”基因三重奏将带领听众探索不一样的圣·桑。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白莫迪说：“这个激
动人心的策划体现了法国音乐的精妙、热情与精
湛的技艺。系列音乐会将成为第 15届‘中法文化
之春艺术节’古典音乐板块最令人瞩目的篇章。”

纪录电影《落地生根》
在京首映

北京将举办音乐会

日前，电视纪录片《长江之歌》的播出引发关注。往前
追溯，1983年，《话说长江》横空出世；2004年，《再说长
江》出炉。此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什么第三度大规模拍摄
关于长江的纪录片？如今镜头里的长江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记者采访了《长江之歌》总导演、总撰稿夏蒙。

③

带你领略法国音乐魅力带你领略法国音乐魅力

为江河存照 为时代立传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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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5月 13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第二小学学生正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昌孟戏表演技巧。 曾恒贵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