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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为推动中国文
学“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中国作家协会于 8 月 17 日在京举办

“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启动仪式。
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是由中国作

协和各国文学组织者和爱好者共同发起的
中外文学交流平台，首批在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土耳其、伊朗、俄罗斯、波

兰、塞尔维亚、德国、法国、英国、智利
等 12 个国家同时启动。12 个国家的读者
俱乐部以线上动画形式共同亮相，各俱乐
部负责人通过视频方式参加启动仪式。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发言中指出，建
设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向世界读者
介绍中国文学，加深各国人民的彼此理解
和情谊，是我们共同的文化使命。各国俱

乐部将在中国作家和海外读者之间搭建一
座桥梁，让更多读者与当下中国文学作品
以及作家进行心灵的交流。中国作协将及
时向各个俱乐部提供中国文学的最新资
讯，推荐更多精彩作品，协助安排文学活
动，并为各国读者提供来华访学、实地体
验等机会，让更多读者认识中国文学和中
国作家。通过当地语言的翻译和当地读者
的诠释，实现与当地文化的美妙交融，让
作品获得更加丰满的生命。

来自 12 个国家的俱乐部负责人和策
划人以线上形式参加仪式。他们在录播或
在线发言中介绍了本国俱乐部开展活动的
情况，分享了对做好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
思考和体会，畅谈对俱乐部未来发展的期

望和设想。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局长阿
邦·沙拉胡丁表示，文学是最有效的媒介
平台，因为它跨国界、跨种族、跨宗教，
跨时空。希望能把更多马来西亚文学作品
带进中国，为加强马中两国友好关系作出
贡献。伊朗文化指导部国际司前司长高拉
姆·纽埃提到，相信俱乐部将提供更多机
会，让我们与中国优秀作家交流，让他们
的作品在伊朗家喻户晓。

与会者表示，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
部是一个宝贵的中外文学交流平台，将在
中外读者和作家之间搭建起一座通畅的互
信之桥、理解之桥，将推介更多的中国作
家走进海外读者视野，用文学的方式更好
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美术馆主
办的“在激流中前进——中国美术馆藏黄
河题材美术精品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拉
开帷幕。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度全国
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和中国美术馆

“典藏活化”系列展之一，该展展出中国
美术馆藏 104位艺术家创作的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摄影、水彩、漆画、连
环画、素描、宣传画等共131件作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川流不息
的大河两岸，滋养了不屈不挠的炎黄子
孙，也孕育了光辉灿烂的“黄河文化”，
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深植于中国人心
中，成了歌，成了诗，成了画，成了民族
的根魂。本次展览展示了抗战以来几代美
术家创作的黄河主题的经典美术作品，是
中国美术馆馆藏黄河题材首次集中亮相，
也是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一进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巨幅油画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这件
由詹建俊、叶南创作的三联画，背景是奔
流不息的黄河，中间是作曲家冼星海站在
礁石上指挥演奏，两侧分别是流亡的难民
与抗战军民群像。粗犷奔放的笔触、交响
乐般轰鸣的色彩，表现出中华民族百折不
挠的伟大精神。立于这件作品左前方的是
雕塑 《聂耳》。中国美术馆馆长、此雕塑
作者吴为山介绍说，这件作品以聂耳的形
象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
曲》的精神，如此布展，正是与《黄河大
合唱——流亡·奋起·抗争》中的冼星海形
成呼应，“一位在酝酿进行曲，一位在指
挥演奏，两位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发出了

时代强音，激励鼓舞了中华儿女。”
展览分为“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

的时代风貌”“黄河之魂铸精神”三大篇
章。第一篇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力图
呈现一条自然形态的黄河，展出韩乐然、
何海霞、关山月、力群、朱乃正、靳尚谊
等名家精品；第二篇章“黄河的时代风
貌”，试图呈现一条历史形态的河流，展
出钱松喦、司徒乔、傅抱石、赵望云、李
桦、吴作人、吴冠中等名家力作；第三篇
章“黄河之魂铸精神”，着意表现一条精
神形态的黄河，展出彦涵、古元、石鲁、
高帆、姚钟华、钟涵、周韶华、詹建俊、
尚扬、王迎春、杨力舟、吴为山等艺术家
的代表作品。

本报电 （张羽珺） 8 月 12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苏轼
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带来直播讲座“千古文人一
东坡”。作为该社“朝内 166文学讲座”今年的第一
场活动，讲座采用多平台直播方式进行，近5万读者
从京东直播、抖音、视频号、微博等平台感受到苏
轼诗词的成就与魅力及其与北宋文化的血肉联系。

“朝内166文学讲座”成型于2013年，是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主办、人文读书会承办的文学名著、文
学名家专题系列讲座活动，邀请权威专家、学者讲
解古今中外最受欢迎的作家作品。今年8月，讲座重
新启动，并定于每周四晚直播，力求助力全民阅
读，推广优秀文学作品。

据介绍，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央视 《百家讲
坛》讲师李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白鹿
原》 初版责任编辑何启治等将于近期分别做客“朝
内166文学讲座”直播间。

2004 年，在贵州遵义的湘江上，
年仅 7 岁的杨柳手握一根 5 米长的细
竹，小心翼翼地踩在一根 9 米长的竹
子上，在江水的微波中努力保持着平
衡。彼时，她肯定想不到17年后，自
己表演独竹漂的视频能在网络上获得
百万点赞，让外国网友惊呼原来“一
苇渡江”和“轻功”在中国都是真的。

独竹漂既不是轻功，也不是传说
故事，而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它发源于赤水河流域，是先民为
了渡河而创造的一种交通工具，如今
虽已退出日常生活，但仍是贵州当地
一项颇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从小学习
独竹漂的杨柳，以坚守和创新唤起了
这项古老非遗的新活力。如今，杨柳在
抖音上收获了 97 万粉丝，而她从事的
独竹漂也随之走入大众视野。

童年与独竹漂结缘

杨柳第一次看独竹漂是在 6 岁。
她的奶奶热爱游泳，是遵义市游泳协
会会员，当独竹漂从赤水市推广到遵
义市时，奶奶成为当地第一批独竹漂
爱好者。那时候，杨柳站在岸上，看
着奶奶挥动手中的竹竿在水里漂来漂
去，心中不由好奇：人如何能靠一根
竹子在水上滑行呢？

7 岁时，杨柳跟着奶奶开始练习
独竹漂。独竹漂的竹子不分大人小
孩，规格基本相同，她个子小、体重
轻，压不住竹子的浮力，很难在竹面
上站起来。虽然学得比其他人慢，但
奶奶为了培养她的兴趣，教得很耐心，
杨柳也把独竹漂当成了自己的玩具。

为了夯实基本功，从 7 岁到 10
岁，奶奶每年夏天都带着杨柳到湘
江，顶着烈日进行练习，不停地摔
跤、落水、爬起来、站上去。如此循
环往复的训练，给杨柳身上留下了许
多伤痕，也令她内心起了挣扎。她问
自己：要不要放弃？

“那个时候奶奶告诉我，做一件事
一定要坚持，只要你做好了一件事，
未来干什么都会容易些。”这句话杨柳
记在了心里。

在学独竹漂的同时，杨柳还喜欢
跳舞。小学毕业后，她进入当地一家
舞蹈学校学习民族舞。然而，学舞并
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虽然能力不
差，但身高的劣势使她很难站上表演
的舞台，只能给大家做做后勤，放放

音乐。这样的落差令杨柳感到沮丧，
奶奶察觉后跟她做了一番交流，并给
她一个建议：如果舞蹈专业方向不好
走，那么把舞蹈元素加入到独竹漂
中，会不会是新的出路呢？

用舞蹈传递独竹漂之美

在奶奶鼓励下，杨柳开始了新的
尝试。她继续加强舞蹈训练，逐步在
独竹漂中加入一字马、后踢腿等动
作，思索如何能在一根只有她大腿那
样粗的竹竿上完整地跳一段舞。她日思
夜想，一有新主意就到竹竿上尝试。

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下，15 岁那
年，杨柳成功地在独竹漂上完整地跳
完一支舞。随后，她与遵义当地几位
独竹漂传承人组成了一个小型团队，
每年暑期到不同的景区表演，推广独
竹漂。有一次演出结束，一位观众问
她：“小姑娘，独竹漂有什么来由
吗？”杨柳回答：“奶奶的老师教给奶
奶，奶奶再教给我。”观众又问：“那
奶奶的老师又是谁教的呢？”杨柳一时
答不上来。她这才发现自己练了那么
多年独竹漂，对它的历史却并不了
解。回到家后，她来到独竹漂的发源
地，访问了奶奶的老师，还查阅了大
量资料，才认识到独竹漂不仅有着千
年的历史，还是一项国家级非遗，自
己应该肩负起传承非遗的责任。

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独竹漂？杨
柳认为，仅靠单纯的水面滑行表演很
难让人产生兴趣，但如果加入现代人
喜欢的舞蹈元素，不但能让世人欣赏
到它美的一面，也能让传统文化得到
衍生与创新。因团队内部意见不一
致，2018年，杨柳决定“单飞”。单飞
后的她，尝试过在北方寒冷的冬季，
在冰面凿出的水域上表演；遭遇过与
突然蹿出水面的水蛇面对面“同台”
表演……面对种种难题，她不惧挑
战，逐渐趟出了一条传统与现代结合
的路。

2019 年底，在朋友建议下，杨柳
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个短视频。“以前
不懂传播，以为想让更多人关注独竹
漂就得做更多线下演出，但线下演出
只能让特定区域的观众了解我们，就
算跑再多地方，传播也是有限的。”杨
柳说。

短视频让杨柳与她的独竹漂打破
了地域边界。几年来，关注她的人不

断增长，目前已近百万。有网友称她
是：“绿水青山，仙子画中行。”有网
友为她赋诗：“丽人竹上舞，竹行水中
央。沿风敲水落，一竹载轻裳。”有网
友为她点赞鼓劲：“文化传承是一种信
念，感 谢 有 你 这 样 的 人 仍 在 坚 守 ，
加油！”

立志创新传承非遗文化

竹子是陪伴杨柳 17年的伙伴，也
是她独一无二的舞台。

如今，奶奶因伤病原因很难到现
场看杨柳表演了，不过她还可以躺在
床上看视频，为杨柳取得的成绩感到
骄傲与高兴。从奶奶手中接过传承的
接力棒，杨柳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
信念：一定要坚持创新。在她看来，
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人
们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现在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可
能今年不成功，明年不成功，但只要
在创新的这条道路上，我觉得总有一
天我能做到。”杨柳说。

从过去的交通工具，到现在添加
了舞蹈、融入了汉服、戏曲等元素的
表演，独竹漂在杨柳脚下正不断迸发
出新意，既拓展了独竹漂的美，又展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之美。

未来，杨柳想建立一个独竹漂训
练基地，在那里有一片安全、可供教
学的水域，可以让更多不同年龄的人
体验、学习独竹漂，感受这项古老非
遗的魅力。她还希望能把学习独竹漂
的人才聚合到一起，挖掘不同景区的
文化资源，通过独竹漂的形式进行大
型山水实景演出，让大家了解当地的
历史文化。

“寻梦非遗，竹上道人生。”在杨
柳 B 站和抖音号的简介上，写着这么
一句话。与独竹漂相依相伴的 17 年
里，杨柳经历了悲欢离合，失败成
功，满满的都是她与
竹子的故事。“回首过
去 ， 有 当 时 努 力 的
我 ， 才 有 了 如 今 的
我。”在独竹漂上找到
自身价值的杨柳，继
续在传承的路上追寻
梦想，期待有一天能
将独竹漂发扬光大。

（本文配图由受访
者提供）

今年5月上映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将观众
耳熟能详的“白蛇”故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巧
妙融合，实现了戏曲电影的创新突破，收获观众好
评。近年来，“跨界”在传统戏曲领域成为一个热门
话题，越来越多剧目通过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创
新，实现“破圈”。

检验戏曲是否繁荣，不仅要看戏迷多不多，更
要看有没有吸引新的观众。在这一点上，戏曲跨界
让人们看到戏曲艺术的活力，但也引发了部分人的
担忧，认为这类作品不够“戏曲”。事实上，“跨
界”与借鉴、吸收其他艺术来丰富自己，二者并不
冲突。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戏曲在生成和发展中，广
泛借鉴和吸收了歌舞、百戏、武术等表演形式，但
其主体一直是戏曲。而当下语境中的“跨界”，指的
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艺术门类打破各自边界，突破
艺术门类的壁垒，进行深度叠加、融合的一种艺术
创新。显然，如果从戏曲本位立场出发评价跨界作
品，必然会觉得“戏”味不足，而如果认识到“跨
界”的宗旨，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戏曲跨界的宗旨之一，是与其他艺术叠加融
合，创造新的艺术样式，从而超越纯粹的戏曲艺
术。例如，戏曲与电影是不同的艺术门类，跨界就
生成戏曲电影。戏曲电影的历史不算短，但以前基
本是利用电影技术来记录戏曲舞台艺术，两者缺乏
深度融合。粤剧电影 《白蛇传·情》，虽然承载的内
容还是粤剧艺术，但在结构和形态上更偏向电影叙
事，更富于魔幻类影片特质。无论是营造山水画意
境的西湖场景，还是利用特效表现“盗仙草”“水漫
金山”等武打场面，都有电影大片的即视感。粤剧
舞台艺术表现手法，也依据电影的要求做了不少改
变，比如主演的水袖舞更写实了。2020 年 B 站跨年
晚会，京剧裘派第四代传人裘继戎将现代舞蹈和几
种地方戏剧目进行拼接，表演了令人惊艳的跨界舞
蹈《惊·鸿》，收获近200万播放量。

这些跨界作品，呈现的不再是纯粹的戏曲艺
术，但却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视听感受，让戏曲在年
轻人心中摆脱了陈旧、过气的刻板印象，引起他们
对戏曲艺术的兴趣。

另一方面，戏曲欣赏需要一定专业素养，这就
需要戏曲演员、专家跳出狭窄的行业领域，在剧场
观演、教科书等方式之外，利用多种传播媒介跨界
传授戏曲知识和鉴赏方法。比如《非常有戏》《国色
天香》《叮咯咙咚呛》《戏码头》 等戏曲跨界电视的
综艺节目，设置竞赛、导师教戏、知识讲解、专家
点评等节目环节，以更大众化的方式，实现戏曲艺
术和戏曲知识的跨界传播。京剧女老生演员王佩瑜
是一位进行戏曲跨界传播的代表人物，“做最传统的
艺术和最时尚的演绎者”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她通
过举办融合说与唱的京剧脱口秀“京剧清音会”“瑜
你台上见”，或参加电视网络节目，以主持人、京剧
知识讲授者、演员等多重身份，普及戏曲知识、分
享戏曲鉴赏经验。正由于在传播戏曲艺术时跳出专
业视阈局限，走向大众，王佩瑜让戏曲在年轻人那
里愈发成为时尚话题。

戏曲跨界，强调创新性和探索精神，但它与传
统的戏曲艺术传承并不相悖，而是构成当代戏曲艺
术发展的一体两面。我们应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
看待跨界现象，鼓励各种富有创意的跨界传播。但
也应注意，跨界艺术作品也要有艺术品位，有完整
统一的艺术风格；跨界传播，必须注意导向性，传
递正确的戏曲知识。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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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跨界思维
助推戏曲传播

吴新苗

“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启动

搭建中国作家与海外读者的桥梁

131件美术作品展现黄河精魂

油画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
起·抗争》（中）。 詹建俊 叶 南绘

中国美术馆供图

油画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
起·抗争》（中）。 詹建俊 叶 南绘

中国美术馆供图

人文社“朝内166文学讲座”重启人文社“朝内166文学讲座”重启

杨柳身穿苗族服饰在浮于水面的竹竿上起舞。

杨柳身穿汉服表演。杨柳身穿汉服表演。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