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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赖睿） 7月15日，“艺苑撷
英——2022 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
在北京启动。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等参
加启动仪式。

此次展演是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
联络部和相关艺术家协会组织实施的“新时代
青年艺术骨干培养计划”的年度成果汇报演
出。该计划面向全国各省区市选拔优秀青年
艺术人才，进一步提高青年艺术人才培养的组
织化程度，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高规格、
专业化、机制性的展示平台，营造文艺界“大练
兵、大比武”的氛围，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
道、出精品，支持青年文艺工作者挑大梁、当主
角，形成文艺界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人才
成长环境和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启动仪式后，首场演出“艺苑撷英——
2022年全国优秀青年杂技人才展演”在北京
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拉开帷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青年杂技人才同台献技，不仅
表演了“拿手绝活”，还分享了自己在艺术之
路上的“成长喜悦”，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
杂技事业蓬勃发展的活力。

演出现场精彩纷呈，汇聚了中国杂技家协
会选拔培养的傅琰东、郑健强、李大志、邬鹏
程、王磊、孔大鹏等30余名优秀青年杂技人才
创作演出的创作导向好、创新力度大、技巧表
演强、舞台呈现美的最新杂技、魔术、滑稽作
品。杂技《协奏·黑白狂想——男子技巧》巧妙
借用钢琴和芭蕾舞两种艺术元素，带领观众
在过去与未来、梦想与现实的时空穿梭中展
开美好想象；魔术《冰雪时光》以点燃冰雪
梦想、传播冬奥精神为主题，营造出梦幻般
的冰雪世界；滑稽节目《岁月》通过对来自
不同家庭的三个朋友童年、青年、老年三个人
生阶段的幽默演绎，表达了友情、人性在不同
人生阶段的含义……演出题材丰富，形式多
样，集中展现了优秀青年杂技人才的风采和
杂技人“追求卓越、守正创新”的精神风貌。

中国杂技家协会自 2021 年起，以 3 年为一期，通过推荐选拔、
展演交流、业务培训、项目扶持、创作指导等多种方式，对具有创
新潜能和发展潜力的青年杂技拔尖人才给予重点培养，为他们的创
新与发展搭建优质的平台，努力推出一批德艺双馨、锐意创新、富
有潜质、勇攀高峰的青年杂技拔尖创作表演人才，推动形成有利于
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青年人才培养机制。

魔术师傅琰东在本次展演中带来魔术《超越》。“参加演出非常
激动，因为我也是通过这样的展演平台成长起来的。”他表示，自己
是受益人，现在也要做好“传帮带”，助力青年杂技人才成长。

据悉，“艺苑撷英——2022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于7
月至8月陆续展开，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个艺术门
类，共演出14场，重点展示推出武戏和丑戏青年演员、青年音乐指
挥、舞蹈新人、相声小品评书等青年曲艺演员、杂技魔术滑稽青年
演员共100余人。

“晓牧侵星大暑天，昼寻芳树绿阴
眠。惜牛不使冲残日，归带黄昏饮小
川。”宋代黄庶这首《次韵和真长四季
牧童》描绘了一幅大暑日牧童寻荫小憩
的图景。诗中提到的“大暑天”，正是二
十四节气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大暑。“暑”为炎热之意，“大”者，“乃炎
热之极”也。大暑于每年公历7月22日
至 24 日交节，此时正值“三伏”中的中
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于是送
暑、消暑便成了生活的主题。民间消
夏的方式五花八门，花间竹影、凉茶
豆糕，为的是驱走炎热，留下清凉。

浙江台州椒江葭芷的渔村有“送
大暑船”习俗。此活动每年大暑日举
行，主要是迎、送当地的“五圣”
神。“五圣”是浙江台州湾一带民间流
传的 5 位瘟神，“大暑船”则是承载

“五圣”出海的模型船。此船形如缩小
版的三桅帆船，长约 10 米，宽约 3
米，重将近2吨。船舱内放置神龛、香
案、水缸、桌椅板凳等船上用品以及
各种酒食米面，还有刀矛、枪炮等自
卫武器。大暑节气，正值东海休渔
期，渔民们便趁此空暇举行隆重的仪
式，将“五圣”送出海，为的是驱除
疫病、保佑平安。大暑日清晨，浩浩
荡荡的送神队伍抬着精心制作的大暑
船从当地的五圣庙出发，前往椒江

口。所经道路两旁人山人海，观者如
潮。队伍前有鸣锣开道、钢叉护持，
鼓号喧天；中间是香亭台阁、高跷彩
车，狮龙腾跃、武术杂耍赢来喝彩不
断。及至椒江口码头，队伍自动散
开，掐准海水落潮的时间，将大暑船拉
出渔港，让船趁着落潮大水，漂向大海，
带走疫病与暑热。如今的“送大暑船”
没有了旧时“送瘟神”的紧张、神秘气
氛，而是充满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人们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观看
精彩的民间艺术表演，自己也热火朝
天地投身其中，将平日里“蛰伏”的
艺术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暑近农历六月廿四，江南民间
有观莲节，俗称“荷花生日”。江苏苏
州葑门荷花荡自古便是远近闻名的赏
莲佳地。张岱在《陶庵梦忆·葑门荷宕》
中记述，天启壬戌（1622 年）六月二十
四，偶至苏州，看到“士女倾城而出”，
聚集在葑门外荷花宕观赏荷花。楼船
画舫，乃至小船，都被租借一空。船
上丝竹管弦，轻歌曼舞，人们宴饮听
曲，赏花纳凉，“灿烂之景，不可名
状”。荷花荡离苏州冰窖不远，赏荷花
时，伴着阵阵幽香，还能吃到冰镇西
瓜，令人心旷神怡。

大暑时节，天气酷热，人体流汗
多、消耗大，时令饮食大体有滋补、

消暑两类。民间以为大暑伏天，人体
内积热，此时吃羊肉、喝羊汤，出得
一身大汗，可以排除身体内的积热和
毒素，有益健康。山东南部地区在大
暑日要喝羊汤，俗称“喝暑羊”。福建
莆田人有“过大暑”习俗，此日家中
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以滋补元
气，亲友之间也常以荔枝、羊肉为互
赠的礼品。

此外，还有不少地方讲究吃凉性食
物以消暑解毒。比如福建、广东和台湾
在大暑前后有吃仙草的习俗。仙草是
一种草本植物，茎叶晒干后可熬制成

“烧仙草”，是一种消暑甜品。当地有
“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
民谚。江浙一带人们惯饮伏茶，这是
一种特别配制的消暑茶，常以青蒿入
茶，再配上陈皮、六月霜、白菊花、
十滴水制成茶包，清热解毒。此外，
桑菊荷叶茶、二豆饮、金银花饮、决
明子茶、焦大麦茶等，都是兼具药用
价值与清凉口感的祛暑佳品。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本报电（记者郑娜） 7月16日，郎朗大师课在国家大剧院台湖
舞美艺术中心举办。活动现场，郎朗对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琴童进行
了一对一现场指导，从基本的旋律、节奏、结构，到乐句的处理、
情感的表达以及乐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分享自己的演奏技巧，为
观众带来一场生动的艺术普及课。

当天，郎朗台湖音乐世界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正式
成立。未来，这里将打造成集音乐参观交流、钢琴教育、音乐会、
钢琴比赛、大师课等为一体的国际音乐交流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也将持续整合优质资源，吸引更多顶级艺术家入驻，发挥台湖演
艺小镇龙头示范作用，推进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新格局构建，
助力首都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

从举办音乐会到成立工作室，从携手小泽征尔、祖宾·梅塔、杜
达梅尔等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到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数度亲密合
作，15年来，郎朗几乎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留下精彩足迹。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李志祥说：“2021年8月，郎朗工作室在台湖
舞美艺术中心成立。随着郎朗台湖音乐世界的成立，希望有更多热
爱音乐的朋友来到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方面可以看到郎朗作为世
界级钢琴大师的音乐足迹，另一方面能够进行音乐的交流、学习、
分享。”郎朗表示，未来希望通过郎朗台湖音乐世界，和国家大剧院
一起，为祖国培养出更多走向世界的优秀钢琴人才。

活动最后，郎朗现场精彩演绎了《哥德堡变奏曲》选段。

主题力作 硕果累累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范宗钗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电视剧发展进
入新的繁荣期和新的高潮期，一大批
展现时代风采、引领时代风尚的电视
艺术精品力作集中涌现，受到人民群
众广泛好评。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杨
铮介绍，2019年以来，电视剧司按照

“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
要求，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宣传节点，
深入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持续推
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主题精品力
作。实践证明，主动出题选题、加强
创作组织、实行全流程服务管理，不
断提升创作组织化程度，是抓好主题
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有效路径。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党的十八
大以来，每逢党和国家重大节庆和纪
念日，都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推出，非重大节庆和纪念日，优秀作
品 也 从 未 断 档 。 尤 其 是 2016 年 至
2021 年这 5 年，从 《海棠依旧》《跨
过鸭绿江》到《觉醒年代》等，现象
级作品接踵而来，形成了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 40 年来前所未有
的高潮期。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文艺组织和新文
艺群体工作委员会主任林永健在《大
决战》 和 《功勋》 中饰演聂荣臻元
帅，在《石头花开》中饰演村支书李
爱民。他认为，当代青年人对现实题
材和主题题材作品接受度更广，关注
度更高。通过这两个作品，观众们了
解了聂帅和李爱民的经历，达到了情
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扎根人民 贴近时代

贴近人民、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的现实主义作品已经成为当下电视剧
创作的主流。十年来，现实主义电视
剧力作越来越多，而且涵盖了职场
剧、行业剧、年代剧、推理剧等类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
中心副主任申积军说，回顾这十年，
总台每年创作、播出的电视剧，艺术
水准和观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原因之
一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创作的

《跨过鸭绿江》《大决战》、播出的《父
母爱情》《装台》《人世间》都曾引发

热议，受到高度评价。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导

演刘家成认为，贴近现实是电视剧最
核心的竞争力。在电视剧创作中坚持
源于生活、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用
心用情用功打造的精品，必然会获得
观众和市场的认可。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
余飞 1997 年进入影视编剧行业。他
说，自己在创作初期比较急功近利，
导致有些作品夭折或者未能播出。

“事实证明，个人利益如果不能与集
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相统一，是不
可能取得成功的”。日前，他担任总
编剧的《跨过鸭绿江》和独立编剧的
电视剧 《巡回检查组》 同时播出，

“这两部剧都契合了文艺是为人民服
务的这一原则，也契合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是这两部剧成
功的根本原因。”

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会
长、导演郑晓龙在电视剧行业已经耕
耘 了 40 年 ， 日 前 成 功 执 导 了 《功
勋》。他深刻感受到，能经受住时间考
验的作品，往往也是那些能很好地反
映时代、记录时代的作品。“我坚信，
把人民和观众放在首位，解决好创作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首先
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
了，路就能走得远。”郑晓龙说。

面对多元多变的生活，东阳正午
阳光的现实主义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
找更本真的表达。东阳正午阳光影视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表示，《山海
情》的创作“就是我们多年来扎根生
活、扎根人民的一次创作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编剧、制片
人梁振华近年来有意识地聚焦普通民

众，书写他们的希望、追求和奋斗历
程，如《春天里》写进京的江苏建筑
业农民工，《澳门人家》写澳门的一个
杏仁饼世家，《在一起》写武汉的医护
工作者。“时代和电视剧文本是一种相
互呼应的关系。时代给创作者提供了
广阔舞台和多姿多彩的书写对象，我
们的表达也更多姿多彩。”他说。

守正创新 打造经典

专家指出，电视剧在内容和形式
上堪称艺术长卷，而且以陪伴的姿态
贴近观众，以沉浸的特点吸引观众，
让追剧成为许多人文化生活的常态。
十年来，有一批电视剧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在精神高度、文
化内涵、艺术价值等方面可圈可点，
已初步具备了经典作品的特质。

中央文史馆馆员、文艺评论家仲
呈祥认为，十年来，电视剧艺术质量
的提高，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强调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有关。现在很多作品都自觉将中华美
学精神融入创作实践，提高了作品的
艺术化、审美化水平。

郑晓龙表示，出精品并不容易，
不仅受创作者自身思想认识水平和艺
术创作水平的限制，也受具体创作环
境和创作成本的限制。但创作者首先
要有自觉意识，才会有自我提升的要
求，在创作中精益求精。

余飞说，《跨过鸭绿江》《巡回检
察官》 在创作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点：
在浓墨重彩地突出主流价值观和中国
特色的同时，借鉴了海内外影视创作
的经验，对人物、情感、结构、事
件、情节、台词等进行了精心的本土

化设计。比如《跨过鸭绿江》中，毛
岸英在奔赴前线的路上发现了父亲送
给他的苹果和“一路平安”4个字，这
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细节感动了许多人。

迎接挑战 奋发有为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
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也带来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
变化。刘家成认为，过去十年，电视
剧创作受互联网影响很大，以前电视
剧主要在电视台播出，如今越来越多
观众不再通过电视台而是通过网络平
台观剧，这一方面让好的作品不会被
淹没，另一方面互联网营销对电视剧
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加注重细分
市场成为新趋势。

专家指出，从电视剧艺术繁荣发
展着眼，应当鼓励农村、青少、历
史、边疆、科幻等各类题材和时代报
告剧、室内剧、系列剧、单元剧等各
类体裁、风格、样式的出现，不断提
升电视剧原创水平，以中华美学塑造
国剧风范，在艺术长河留下更多经典
长卷，成就电视剧大国的文化气象。

据介绍，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各单位组织策划了《山河锦
绣》《硬核时代》《县委大院》《大考》

《我们这十年》等剧目。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主席胡占凡说，书写党的十八
大以来这十年的伟大实践、伟大成
就、伟大精神，是电视艺术工作者的
重要使命。电视艺术工作者要始终胸
怀时代大势，以人民为中心，在促进
激发电视艺术创作新活力当中展现新
作为，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文艺生
态当中发挥新作用。

在艺术长河留下更多经典长卷
本报记者 苗 春

由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主办的“电视艺术
这十年”——电视剧创
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
行。与会人员全面梳理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电
视剧创作成果，深入探
讨电视剧创作经验、规
律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引领电视艺术工作者努
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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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撷英——2022 年全国优秀青年杂技人才展演”中的杂技
《媚——抖空竹》 中国杂技家协会供图

打造国际音乐交流中心

郎朗台湖音乐世界正式亮相

打造国际音乐交流中心

郎朗台湖音乐世界正式亮相

郎朗在大师课上指导琴童演奏 国家大剧院供图

压题照片：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
江浙地区农业生产迎来最繁忙的夏收夏
种“双夏”季节。图为7月15日，浙江省
温岭市石桥头镇土坦新村，民工们在拔
取晚稻秧苗，准备移栽到大田里。

刘振清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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