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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改变世界吗？哪些时刻你不够勇
敢？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和时间对抗，你赢了
吗？如果重新来过，你会改变哪个选择……12个
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开放式话题，48位来自社会各
界的“时代朗读者”品读经典——近日，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大型文化节目《朗读者》第三
季在央视综合频道正式开播，以新主题、新嘉
宾、新舞台带领观众从经典中聆听时代涛声，体
会世间温情，求索清澈而生动的心灵之问。

与前两季节目采取以“青春”“告别”“礼
物”等为主题词的模式不同，这季《朗读者》以
开放式的命题唤醒人们思考，12个话题每一个都
从现实生活中拔地而起，带有共情能量和讨论价
值，这其中既有对昨天的回望，也有对未来的期
许；既有对内心的凝视，也有对世界的阅览；既
有对性别的观照，也有对年龄的叩问，体现出更
为强烈的时代担当、社会观照和思想纵深。

在嘉宾的选取上，这季节目进一步提升领域
的开阔性及代表性，既有获得“时代楷模”“七
一勋章”“最美奋斗者”“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
奖”“感动中国”等殊荣的榜样人物，也有一批
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代表。例如首期节目中，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元喜，“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丽江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中国残疾人田径队运动
员刘翠青以及领跑员徐东林等人，围绕“我们可
以改变世界吗？”这个话题，品读了 《人类群星
闪耀时》《一封家书》《光的赞歌》《写给未来的

你》等经典作品。
节目播出后，“中国为什么要研发自己的北

斗卫星”“7 个兄弟姐妹成全一个北斗副总设师”
“张桂梅含泪朗读给父母的家书”等 28个全网热
搜上榜，杨元喜的科研奋斗精神以及他父亲的战
斗精神，刘翠青、徐东林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克
服伤病、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张桂梅对丈夫和
父母的思念之情，都让网友们振奋、动容。

“朗读者们放声朗读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精神旋律。从这些滚烫的话题可以看出，节
目在感人至深的同时，还引发了大众的积极思考
和踊跃分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
系主任高贵武认为。

除了主题与嘉宾的升级，本季《朗读者》还
打破了以往的演播室形态，进行多场景探索，设
置了固定形式的户外环节。在舞美方面，舞台以
视觉塑造为重点，结合大屏、投影、多媒体等技
术手段，对读本内容、场景、人物逐一进行刻
画。节目除沿袭图书馆式主舞台外，还会根据每
位嘉宾的朗读内容量身定制小舞台，增强节目氛
围的沉浸感。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在观看节目后
表示，好的作品让人动心，除了要有思想的穿透
力，也一定要有审美的洞察力。《朗读者》 第三
季不仅给人们提供了精神的力量和道德的教化，
更带来了审美的启迪。

从上世纪至今，经典歌曲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一直
流传在祖国大江南北。

1952 年，还是中央音乐学院
学生的美丽其格应作曲专业课程

《歌曲作法》 的要求，上交一首
原创歌曲作为结业作业。联想起
1950年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情
景，融入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
党、对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美
丽其格以内蒙古民间曲调为素
材，创作出一首名为 《蓝蓝的天
上》 的歌曲。创作完成后，有朋
友向他建议，《蓝蓝的天上》 只
能让人想到蓝天，无法体现全曲
的精神面貌，不如用歌词中那句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令人
想象的是太阳下的整个草原，感
觉更为辽阔壮观。美丽其格听后
非常认同，于是将歌名改为 《草
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从此，
这首歌家喻户晓。

一般来说，歌曲的创作应该
是先有词后谱曲，或者是先有曲
后填词。而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 却是美丽其格连词带曲一
同写出来的，这要得益于他数十
年草原生活的积累。歌词“蓝蓝
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
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
飞翔”用简洁质朴的语言描写了
大草原阳光普照的美丽画卷，也
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牧民积极投
入生产、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
良好精神面貌；“要是有人来问
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
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家乡”“这
里的人们爱和平，热爱家乡”表
达了草原人民对家乡由衷的赞美
与热爱；“毛主席呀共产党，抚
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则赞美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
带领蒙古族乃至全国各族人民成
为国家的主人，翻身得解放并过
上了好生活。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的音域为中低音区，旋律优美动
听，朴实感人又不失豪迈，创作
技法高超。第一乐句的旋律以级
进为主，同时结合四度跳进，从
主音低音 6 开始，上行后反向，
回落主音，句尾逐渐高涨，落在
中音 6，宽广舒展。辽阔草原的
音乐形象在第一句就得到体现。
第二乐句包含了级进和跳进，反
方向级进加六度跳进，最后回落
主音低音 6，舒缓中带着奔放，
将牧民纵情驰骋于草原的画面勾
勒得入木三分。整首歌曲注重旋
律重复与对比，并强调了四度音
程的运用，高潮的安排、情绪的
起伏恰到好处，具有浓厚的蒙古
族音乐的旋律特征。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蒙、
汉两种语言传播，不仅在内蒙古
大草原流行，也被全国各族人民
所喜爱。它优美、形象、淳朴、
逼真，像一幅移动的画，亦像一
首飘逸的诗。我是听着这首歌曲
长大的，印象中，我家乡小学、
中学的校园广播经常播放这首歌
曲，大家每次都会跟着一起唱。
这首歌是我童年的美好回忆，每
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
的故乡，也会想起天安门，想起
五星红旗。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在传
承民族音乐文化、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半个多世
纪以来，它始终受到各年龄段人
们的喜爱，演绎方式更加丰富，
与歌曲同名的舞剧、电影等也广
受好评，这再次印证了经典的魅
力不仅不会因时间而褪色，反而
会在岁月的沉淀中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光彩。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音乐
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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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放▶▶▶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 由美丽其格作词作曲，

创作于1951年，首演于中央

音乐学院学生作品演唱演奏

会，演唱时反响热烈，很快

在全国流行开来，广为人

知。歌曲歌词精炼、寓意深

刻，以充满真情、富有激

情、饱含诗情的旋律描绘了

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风貌，

同时抒发了人民群众歌颂中

国共产党、歌颂领袖，热爱

家 乡 、 赞 美 生 活 的 心 声 。

1954年，这首歌曲在全国群

众歌曲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1993年被评选为“20世纪华

人音乐经典”。2009 年，入

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近日，世界遗产的大众传
播专项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活
动由中国文物学会、清华大学
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浙江广
电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主办。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遗产走进生活
遗产传承文明”的主题展开热

烈讨论。
中国目前拥有 56 项世界遗

产，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
全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文
化+综艺”的创新传播方式有
效 助 力 世 界 遗 产 走 进 大 众 生
活。如 《国家宝藏》《上新了·
故宫》 等以新颖的方式讲文物
故事，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

《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
国》 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
宫 博 物 院 原 院 长 单 霁 翔 率 领

“布鞋男团”走进 12 个遗产地
深度体验，让观众领略世界遗
产的魅力；河南广播电视台精
心推出“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唐宫夜宴》《洛神水赋》 等，
受到社会极大关注。

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的

大 众 化 传 播 应 当 以 自 信 为 根
本 ， 爱 国 为 灵 魂 ， 国 风 为 底
色，时尚为韵味，不断推出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
和全新传播方式。通过一部部
电视片、纪录片、综艺片、融
媒体产品，创新中华文明价值
传播推广体系，满足公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让文化遗产变得
更为平易近人，让人们爱上文
化遗产，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党委书记胡钰看来，世界遗
产 的 价 值 需 要 通 过 传 播 来 激
活，最核心的就是创意传播。

北 京 电 影 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副校长胡智锋表示，世界
遗产的大众传播要做到把专业
内容大众化、把知识性内容生
活化、把历史的内容现代化、
把中国的内容国际化，很不容
易。他建议，在这一转化过程
中提升温度、提升亮度、提升
活跃度、提升参与度，寻找每
个遗产点和当代人更多的共情
点，让世界遗产展现出更加靓
丽时尚的面貌。

专家热议世界遗产走进生活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本报讯 （王文博、任丽英） 近日，大
型文化旅游歌舞剧 《爱在达瓦昆》 在新疆
岳普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精彩上演。

《爱 在 达 瓦 昆》 以 达 瓦 昆 公 主 为 原
型，讲述了两千多年前当地民众与屯垦戍
边的将士共同战胜自然灾害，抵御外敌，
对抗黑恶势力，谱写建设美好家园、维护
正义、民族团结大爱之歌的故事，展现了
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刚烈勇敢、坚韧
无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
也展示了岳普湖县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
特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

今年以来，岳普湖县实施“文化强
县”战略，着力打造一台好歌舞、一部好
书籍、一部好歌曲、一台歌舞剧等一批以
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精品。同时，该县深入
打造文旅融合品牌，在国家 4A 级达瓦昆
沙漠旅游风景区打造一条长 340 米的“丝
路雕塑群”，建设新疆记忆、卫国影像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县还结合乡村振兴工程，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时代楷模等元素植入到城市
建设、乡村大地，融入到各族群众的起居
生活，并经常性开展文艺下乡，通过各种
活动寓教于乐，不断滋养、丰富各族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电（记者郑娜） 近日，
中国艺术研究院前海论坛分论坛
暨影视大讲堂第 38 期“中国艺
术研究院影视学科的建设与发
展”座谈会在京举办。来自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电影学院等机构与院校
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
70 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影
视学科具有悠久而坚实的学术传
统，在李少白、郑雪来、邢祖
文、俞虹、章柏青等前辈学人的
带领下，开创了影视学的研究生
教育，于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

史、影视理论与批评、电影观众
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奠定了
中国电影学的学科基础。新世
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
科在中国电影通史、电影史学、
港台电影、戏曲电影等方面不断
开拓；在外国电影史、电影理论
与批评、影视现状分析和电视研
究、影视智库等领域不断提升，
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取得了
多方面学术研究成果，做出了重
要探索和贡献。座谈会上，专家
学者各抒己见，对影视学科的建
设与发展进行了梳理评价，提出
了宝贵建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座谈

探讨影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座谈

探讨影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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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岳普湖

推出歌舞剧《爱在达瓦昆》

▲歌舞剧 《爱在达瓦昆》 舞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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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元喜院士在节目中朗读 《人类群星闪
耀时》 出品方供图

图为杨元喜院士在节目中朗读 《人类群星闪
耀时》 出品方供图

提及动漫节，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属于年轻人的活动。然而，
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的第 17 届
中国国际动漫节现场，一位身着
汉服的“汉服奶奶”在一众年轻
人中显得格外醒目。从最初配合
学生拍摄视频，到开设个人账号
分享日常古装造型，再到走进此
次动漫节，“汉服奶奶”越来越

“吸睛”的原因，其一是她身上
的汉服及配饰极为精致，体现出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特色与格
调；其二是她与四周年轻人气质
有别的风格，更显出其年龄上的
优雅与韵味；其三是现代信息技
术为呈现美的多元与质感，提供
了更多空间与可能。

文化之美，大美矣。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美 体 现 在 建 筑 、
乐器、服饰等诸多方面。作为
中 华 民 族 服 饰 标 志 性 的 符 号 ，
汉服在时下赢得越来越多人的
青睐和追捧。“汉服奶奶”不仅
热爱京剧艺术，而且将汉服与
京剧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线
上线下的形式，推介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和
延承，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
人的文化之美和文化自信。

人之美，大美矣。“若有诗
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凭借中华传统服饰之美和自身深
厚的京剧古典风韵，77岁的“汉
服奶奶”既向大众展示出她对美
的热爱，更展示了一种不依附于
年龄的大美，即经历过岁月沉淀
的大气优雅、沉浸在艺术之中的
光彩照人、享受于日常生活的平
静幸福。

“汉服奶奶”出圈的原因，
除却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与她不惧
年龄展示美的加持外，不得不提
到当前现代新媒体技术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越发相得益彰的
交互与耦合。2021 年初，一首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借助互联
网 和 社 交 媒 体 ， 火 遍 大 江 南
北，继而催生出一首与之遥相
呼应的 《那拉提的养蜂女》，引

发世人对新疆可可托海与那拉提
广泛的关注与热切；新疆昭苏县
女副县长贺娇龙，以一袭红披风
在无垠雪原中策马扬鞭的短视
频，吸引更多人认识昭苏、走进
昭苏；四川理塘县的丁真因一张
纯真质朴的笑脸走红网络，进入
大众视线，为理塘的发展注入新
动能……同样，“汉服奶奶”的
出圈也是新媒体与优秀传统文化
碰撞出火花的又一见证。

“汉服奶奶”走红网络，不
仅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华民族传
统服饰历久弥新的魅力，更看
到了基于底蕴与自信的传统文
化随时都可以时尚起来，并且不
受性别、年龄、国别的限制。借
着新媒体的东风，期待有更多

“汉服奶奶”“汉服爷爷”涌现，
向世人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多元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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