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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拍摄短视频解读家乡非遗文化，在非遗音乐
中开启红色之旅……6月8日至1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的“云游非遗·影像展”在多家网络平台举办。活
动对各类非遗影像资源进行公益性展播，在挖掘日常
生活中非遗内容的同时，倡导人们关注非遗、共享非
遗，让非遗保护成果惠益人民群众。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文化和旅游部将
连续举办3年的非遗影像展首次转战线上，网络曝光量
累计逾 17.7 亿。今年“云游非遗·影像展”持续“云”
上办展，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腾讯视频、抖音、
爱奇艺、优酷、快手、哔哩哔哩、酷狗、微博等8大平
台共同举办，全网联动展播传统美食、传统手工艺、
传统艺术、传统服饰、传统体育项目、中医药知识等
非遗影像资源，最大范围实现全社会参与，持续扩大
非遗影响力。

短视频和微博在日常生活中深受大众喜爱。此次
非遗影像展中，抖音主打非遗达人直播电商带货，切
实助力非遗传承，同时邀请十余位明星、名人拍摄短
视频解读家乡非遗内容，吸引更多人参与话题互动。
快手举办短视频征集大赛，为非遗技艺传承人打造专
属的重点作品推广方案。新浪微博沿用“非遗在身
边”话题，集纳视频、图文、问答等内容，发挥社交
媒体舆论聚合优势，邀请名人明星、大 V 参与活动，
为非遗“代言”，助力扩大活动声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 《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 10 周年。此次
非遗影像展紧扣特殊的时间节点，以“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为主题，汇集各类非遗影像资源。爱奇艺
通过资讯、短视频、纪录片、电影、电视剧等形式，
展现人民群众在创造、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过程中的才华智慧与精神风貌。酷狗开设

“听见非遗·建党百年圣地巡礼”专题并建立主题歌
单，以党史百年重大事件为线索，涵盖上海、浙
江、江西、贵州、陕西、河北、北京、广东的特色
非遗展示。

作为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的重要板块之一，此次非遗影像展在网上掀起了
一股“非遗热”。“一百年的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红
色历史与非遗文化的双重盛宴，涨了不少知识。吾道
不孤，美好的今天是全中国人民团结努力的成果。”

“中华大地流传下来的非遗真是数不胜数，作为中华女
儿，我倍感自豪。”在酷狗“听见非遗 红色巡礼”数
字音乐专区上，有网友留言道。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宁表示，网友们对非
遗影像展的讨论热度和参与热度，说明非物质文化遗
产离现代生活并不遥远，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兴趣、有感情、渴望了解、渴望熟悉，乐于亲近。同
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非遗要“走”到百姓身边，
才能重新“活”起来。

本报电 （记者郑娜） 在百名演员高举红旗齐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 和 《在灿烂阳光下》 中，“党旗高
高飘扬·文兴广西”第五届5·23全民艺术普及日系列活
动日前在广西北海启动。活动由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北海市人民
政府主办。

从 5 月 23 日起，广西全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围绕“永远跟党走”的主题，通过大平台、大展览、
大讲坛、大展演、大服务，联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1000多场主题活动。其中，北海主会场活动包括“党
旗高高飘扬·文兴广西”北海艺术作品展、全民艺术普
及讲座、文艺晚会以及“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文化惠民
服务基层”文化和旅游部老艺术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
走进广西北海艺术辅导、惠民演出等。

广西自 2017年起创新举措，将每年的 5月 23日确
定为“广西全民艺术普及日”，至今已举办 4 届。4 年
来，广西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
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互联互动，不断创新和丰富公共
文化产品供给，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全民艺术普及活动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展示了广西各族人民热爱文化、向往艺
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引领群众文化风尚的
一张靓丽名片。

6月 3日，第六届阅文原创 IP盛典在上海举办。盛
典揭晓了年度重磅原创IP榜单，包括年度题材作品、年
度海外作品、年度改编期待作品等。最新发布的 《新
华·文化产业IP指数报告》 显示，当前中国互联网原生
IP崛起，潜力作家、优质作品不断涌现，同时网络文学
IP孵化集中地效应加强，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看来，近年
来网络文学呈现出题材多元、创作内容边界持续拓宽的
特点。“网络文学作品从早期的玄幻、仙侠、修真题材
占据主流，到都市、网游、科幻等题材爆发崛起，再到
现在多元题材百花齐放，已形成玄幻、奇幻、武侠、仙
侠、都市、现实、科幻、言情、历史、游戏、体育、悬
疑推理、轻小说等 20 余个大类型、200 多种内容品
类。”夏烈说。

据夏烈观察，如今的网络文学创作，不仅蕴含着时

代精神，也承载着中国故事，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中国文化符号。比如，今年的年度男频 （以男性为主要
受众） 人气十强作品 《诡秘之主》，连载期间创造了全
球网络文学订阅记录，总阅读量高达 2500 万次，受到
全球读者追捧。在海外原创方面，起点国际 （Webnov-
el） 已上线海外原创作品超20万部，内容深受中国文化
影响，蕴含着奋斗、热血、尊师重道等中国元素。年度
海外作品 《My Vampire System》 借鉴了中国网络文学
的创作手法，成为2020年度人气最高的海外原创作品。

在鲁迅文学院研究员王祥看来，这次的优秀作品展
示了创作者出众的创作才华，呈现出斑斓的文学景观。

“比如 《诡秘之主》《从红月开始》《第一序列》 都是神
话叙事，它们用新颖的象征体系，表现了现代人类的精
神困境。还有一些网络作家沿袭 《西游记》 和 《魔戒》
创作传统，不断奉献自己的神话创造。”

目前，网络文学的原创IP以丰富的内容储备、多元
的叙事品类以及较低的创作成本优势，为其他艺术形态
的改编奠定了良好基础，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活水之
源。据瞭望智库发布的《面向高质量的发展：2017-2018
年度IP评价报告》显示，当年度共计274个国内互联网
文化IP中，网络文学原生IP占比最高，达27.7%。

夏烈认为，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文学精
品力作不断涌现，将有力促进以网络文学为核心源头
的下游文化产业改革、转化、升级，提质增速，形成
多元化协同发展良性互动。“盛典展示了出版、漫画、
动画、游戏、影视等网络文学 IP 开发形式，从中可见
IP 生态链日益完善，以 IP 为核心生产方式的产业生命
力得到全面激活。网络文学作品借助 IP 多元开发，延
续作品生命力，提升内容影响力，实现社会价值与经
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增长引
擎。”夏烈说。

“希望能够给予创作者鼓励，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好
故事在他们笔下生辉；也希望产业内外能够进一步挖掘
这些好故事，让它们从文字中破土而出，通过不同的形
式给更多人带来生动鲜活的体验。只有让好故事源源不
断，生生不息，才是真正的为‘好故事’喝彩。”腾讯
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副总裁侯晓楠表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6月10日晚，中
国文联、中国剧协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百年辉
煌”戏剧晚会，回顾百年征程、讴歌百年辉煌，表达
戏剧工作者对党和国家的深情与祝愿。图为诗朗诵

《今天，是党的生日》。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小切口 大主题

在游人如织的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上，摄影作品以
“沧海桑田”“岁月如歌”“百年好合”“百家百福”4个
板块陈列展出。观众纷纷驻足仔细观赏，还有人模仿照
片里人物的动作合影留念。

展览以“百年百姓”为主题，从普通人的衣食住
行、生产生活入手，以贴近民生的小切口展现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的大主题，多方位展示百年来中国翻天覆地
的伟大变革，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在一张拍摄于 1956 年的黑白照片 《“解放牌”汽
车运到天安门广场》 前，62岁的张老太太长时间驻足。
她说，自己虽然没有亲历这段历史，但从照片中人们脸
上好奇、兴奋的表情，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激动自
豪的心情。这幅作品所在的“岁月如歌”板块，以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为时间轴，遴选了100幅具有鲜明时
代特色的优秀摄影作品，形象地展现中国社会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婚礼是人生的特殊时刻。在“百年好合”板块，
从长袍马褂、凤冠霞帔到西服革履、婚纱曳地，再到
创意无限的风情时尚，一幅幅结婚照凝结着百姓生活
的华彩篇章，也见证了百年中国社会风尚的变迁。这
一板块的展厅设置了互动区，实景还原上世纪 80 年代
的家庭布置：二八大杠自行车、缝纫机、老式收音机
等结婚用品一应俱全，墙上贴着大大的“喜”字，悬
挂着不同年代中国人的结婚照。不少观众在此处打卡
拍照，或追忆往昔，或憧憬未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百家百福”板块，
100张“全家福”组成的照片墙分外醒目。这些照片按
时间顺序从左往右铺展开来，从 1921 年到 2020 年，每
一年一张“全家福”，组成“百家百福”，犹如千千万万
个中国家庭串联起的百年生活图景。其中，1972年的一
张黑白“全家福”，定格了周华民一家 9 口春节团聚的
瞬间。时隔 49 年，周华民和家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展览
现场，就是为了在这张老照片前，拍摄一张 2021 年的

“全家福”。“这张照片是在湖南长沙拍摄的，那时我才
18岁。今天，我们从湖南、上海、江苏、河南、贵州来
到北京，想再留一个纪念。”周华民指着照片说，照片
上健在的6个人这次聚齐了。

今昔对比 感受变迁

“沧海桑田”板块是本次展览的重头戏，其中的100
张照片被分为 25 组，每一组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四个时间阶段，每
一阶段一张照片，将百姓生活中相似的内容或场景置于
同一平面呈现。日新月异，就在眼前。

在一组名为“钱币变迁”的照片中，第一张黑白照
片拍摄于 20世纪 10年代末的四川，一名男子扛着一大
摞铜钱上街赶集；第二张照片的故事发生在 1955 年的
天津，几个小孩好奇地看着手中一张崭新的第二套人民
币；第三张照片则是 2000 年，北京市民在商场里使用
信用卡消费；最后一张照片是 2021 年的海南海口，人
们正在体验数字人民币。

郭先生让3岁的女儿坐在自己肩上，父女俩一起观
看这一系列作品。女儿不时发出疑问，父亲则耐心作
答，其乐融融。郭先生说，这种对比展出的形式直观而
真切，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看展览了解历史，了
解中国的发展。

“列车同行”一组，展现了中国人的出行工具从客
货混装列车，到绿皮火车，再到高铁的变化；“千里传
音”一组，则呈现出通讯设备从有线电话，到“大哥
大”，再到手机的变迁；“露天观影”一组，体现了不同
时期中国人露天观影设备和环境的不同……

据策展方介绍，展览的结构是以点、线、面相互
映照，观看与互动相辅相成：通过点的对比，见微知
著，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社会风貌和人民
生活的巨大变迁；通过线的流动，让影像汇集成一首
时光的歌，婉转之间，带领观众感受时代波澜；通过
面的铺陈，让每一个家庭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最温暖的
注脚。

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影像可以唤起人们“抚今
追昔”的情愫，让“百年”的抽象概念变成可亲可敬
可感的记忆，激发出人们继续奋斗、开创未来的不竭
动力。

王府井百货大楼户外大屏上，参展作品视频循环滚
动播放，与实体展览相互补充。据悉，线上展厅同步推
出，不能到场的观众也可以在线观赏展览。

“云端”共享非遗
本报记者 郑 娜

广西千场活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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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成数字文化产业活水之源

本报记者 康 岩

1927年，上海沪江大学的赛
道上，运动健儿奋力跨栏；1957
年，大华仪表厂里，几位工人围
坐在仪器前探讨技术问题；1987
年的广州，一位时髦女子正在用

“大哥大”打电话；2014 年的北
京，厨师们举起手机，与朋友分享
夜空中绚丽夺目的APEC焰火……
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协等主办的

“百年·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影
像大展 （1921-2021） ”日前在
北京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举行。
323幅摄影作品以巨幅展板形式
亮相。黑白、彩色影像交织，带
领观众走进时空长廊，感受中国
百姓生活的百年巨变。

▲ 年轻一代 辽宁鞍山 20世纪80年代 张 甸摄

▲ 自来水来了 江西宜春 1993年 舒宏平摄

▲ 俺们村有了新“农具” 辽宁铁岭 2019年 孟晓军摄
◀ 国产“海鸥”双反相机拍摄全家福 1984年 曾 毅摄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 俺们村有了新“农具” 辽宁铁岭 2019年 孟晓军摄
◀ 国产“海鸥”双反相机拍摄全家福 1984年 曾 毅摄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