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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于
每年公历8月7日或8日交节。俗谚
云：“时至立秋年过半，日月如梭转
瞬间。”《管子》 也有“秋者阴气始
下，故万物收”之句。立秋之后，
暑热寒凉交替，阴阳互转，自然界
万物随着阳气下沉而收敛，从繁茂
趋向成熟。

《淮南子·说山训》云：“见一叶
落，而知岁之将暮。”此叶是指梧桐
叶。明人张岱在《夜航船》中认为此
种说法源于古诗“梧桐一叶落，天下
尽知秋”。梧桐是秋的报信者，南宋
时“梧桐报秋”曾经是一种宫廷仪
式。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宫中

“以梧桐树植于殿下”，待到立秋交节
之际，太史官穿着隆重的礼服，手持
朝笏，高声奏报“秋来了”，“其时梧叶
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

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农
作物生长旺盛。北方地区棉花结
铃，大豆结荚，玉米抽雄吐丝，甘
薯快速膨大。江南水稻陆续抽穗，

瓜果菜蔬也渐次成熟。于是，农人
们便开始晾晒田间的收获物，俗称

“晒秋”。晒秋并不只在立秋，从农
历六月初六便开始了，立秋之后渐
入高潮。江西婺源篁岭古村每年都
要举行“晒秋节”。篁岭是一个挂在
崖壁上的村落，几百栋徽派民居沿
着山势高高低低地分布，各家各户
多利用房前屋后的小片空地或是屋
顶平地晾晒。瓜果菜蔬铺在圆圆的
晒匾内，搁在晒架上，从山上一直
延伸到山脚，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每年立秋日，湖南花垣、凤
凰、泸溪等地的苗族聚居区要举行
隆重的“赶秋节”。这是苗族人民欢
庆丰收的盛大节日，也叫“赶秋
场”“交秋”，逢到哪个地方是墟场
（即赶集的地方），哪里便是苗区这
一年的“秋场”。是日，男女老少放
下手中的活计，卸下肩上的担子，
穿上艳丽的苗族节日盛装，从十里
八乡、四村五寨来到秋场，迎接代
表丰收的“秋公”“秋婆”。青年男

女则欢欢喜喜地“闹秋”，就是荡
“八人秋千”。秋千高十几米，呈纺
车状，有相互错开的八组座架，每
架可坐一人。随着“送秋人”用力
推动，秋千旋转起来，越转越快。
突然，“送秋人”用力顶住秋千横
木，秋千戛然而止，此时停在秋千
最高处的人便被罚唱山歌。姑娘、
小伙子兴高采烈地认罚，用优美的
歌声向爱人表达心意。苗族鼓舞、
夹马号、吹唢呐、十二人秋对歌、
舞龙舞狮、武术等各色表演一一登
场，热烈欢腾。赶秋节上，苗族人
民以极大的热情感谢自然的馈赠，
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诗经·豳风·七月》有“七月食
瓜，八月断壶”之语。这里的“七
月”指农历七月，尽管已到了立秋
节气，但仍赤日炎炎，各地多有立
秋吃西瓜的习俗，俗称“啃秋”，既
为解暑，也为防病。清代张焘 《津
门杂记·岁时风俗》 记载：“立秋之
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清

嘉录》 记载，清代立秋前一个月，
江苏苏州坊巷中已有小贩担卖西
瓜，也有乡人以小船载瓜“往来于
河港叫卖者，俗呼‘叫浜瓜’”。到
了立秋这天，人们把西瓜作为敬宗
法祖的供品和亲邻之间馈赠的礼
物，俗称“立秋西瓜”。民国《首都
志》 也有“立秋前一日，食西瓜，
谓之啃秋”的记载。如今，立秋祭
祀的习俗慢慢淡了，不过吃西瓜的
惯例却保留下来。

立秋处于夏秋交替之际，暑热
渐消的清朗让人畅快，大地的丰收
令人欣喜，赶秋的热闹使人沉醉。
一个充满诗意的秋，随着习习凉风
潜入人们心中。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高速发
展，14亿人的追梦奋斗，写下了辉
煌灿烂的篇章。国产纪录片也在光
阴流转中，留下了无数值得记忆的
瞬间。

落寞有时，精彩常在。2012 年
《舌尖上的中国》 的出现预示着中
国纪录片走出低谷。自此，佳作不
断涌现，文化定位更加明确，产业
模式逐渐清晰。面对日新月异的媒
体环境，国产纪录片在反映重大题
材的同时努力捕捉日常生活细节，
抓住年轻受众，在先进技术助力和
融媒传播发展中，网络视听平台与
传统电视台产生合力，网生纪录片
已然形成蓬勃之姿。十年来，中国
纪录片在类型和内容上不断跨越，
最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

展路线。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中，把握中国速度、中国力
度与中国温度，将镜头对准了万户
千家。

倾听民族复兴的铿锵足音

每逢国家民族的重大时间节
点，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总能
汇聚中国人心中最难忘的集体记
忆。一系列重大历史、重大革命、
重大现实题材纪录片作为观众理解
历史、关照未来的重要窗口，始终

贴近国家发展前沿。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

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
年》《必由之路》等纪录片聚焦中国
社会的变迁故事。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可爱的中
国》《色彩新中国》等纪录片刻画了
70 年来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
滴。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涌现了 《留法岁月》《党的女
儿》《铭记来时路》《敢教日月换新
天》《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
年》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一些精品力作推陈出新，以更
高站位、更广视野，展示了真实、
立 体 、 全 面 的 中 国 。《同 心 战

“疫”》《金银潭实拍 80 天》《生命
缘·来自武汉的报道》《武汉：我的
战“疫”日记》及2021年《一级响
应》 等抗疫题材纪录片，讲述了中
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坚韧顽强，传递了人间大爱。《摆脱
贫困》《闽宁纪事》《大国小康》《崛
起：中国扶贫》《一亿人的脱贫故
事》《人民的小康》等纪录片围绕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记录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
大奇迹。

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传递
中国声音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通过富有真情的故事讲述，赢得了
良好口碑，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提升了全球影响力。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近年来，不少国产纪录片对个
体生命和现实生活进行关注。这些
纪录片蕴含人文关怀，采用平民视
角，予平淡的生活以乐趣、给琐碎
的故事以真情，用温暖的生活细节
感染人、用接地气的日常打动人。

《最后的女乡村邮递员》《自然守望
者——两难抉择》《为了那片不舍的
土地》 等作品发掘了宏大时代背景
下平凡个体的力量，《中国人的活
法》 带领观众深入普通人的生命一
隅。《在影像里重逢》以历史影像作
为切入点，与观众共同寻访普通百
姓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浓缩中国
人的奋斗征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底蕴。十年来，历史文化类纪录片
从浩如烟海的文化产品中脱颖而
出，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
了文物修复人员的内心世界和日常
生活；《如果国宝会说话》《“字”

从遇见你》 等作品通过时尚活泼的
视听语言，将历史故事讲得让年轻
人喜爱；《中国》《美术里的中国》
等纪录片以高超的视听手段，展现
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史诗。

纪录片创作者曾经围绕“为了
谁”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和探
索，并逐渐生成了“人民纪录”的
美学观念。十年来，以人民开创美
好时代的广阔图景和生动实践作为
主场景，纪录片真实讲述了人民为
美好生活奋斗、探索、奉献的故事。

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进入21世纪，国产纪录片的产
业化实践不断丰富，开辟了前所未
有的新局面。在国家对纪录片的大
力支持下，纪录片频道专业化建设
成为发展重点。2011 年，全国第一
个纪录片频道——中央电视台纪录
频道播出，之后北京纪实频道、上
海纪实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接
连上星播出。

2015 年，纪录片国际合作得到
进一步推动。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
美国探索频道合拍的纪录片 《神奇
的中国》、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美国
国家地理频道合拍的纪录片 《鸟瞰
中国》 相继播出。今年 1 月 30 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 《关于推动
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国纪录片对外
传播推优扶持项目，支持优秀国产
纪录片走出去”。纪录片中外合作从
此又迈上新台阶。

2015 年，大型网络自制户外纪
实节目 《侣行》 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自此，纪录片跨平台创作、跨
媒介创作及传播、跨类型叙事不断
出现。《客从何处来》以“纪录片+
真人秀”的模式，带领观众开启寻
根之旅。《500元的幸福》《守护解放
西》 在内容和拍摄手段等方面对传
统纪录片进行了大胆突破。

在媒体融合的态势下，中国纪
录片不断创新样态，扩大市场规
模，从过去的高冷艺术形态发展为
大众文化产品，在丰富百姓精神文
化生活、助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等
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那些灿烂的脸庞、普通的生活
日常、如画的绿水青山均是生动中
国的最美注脚，更是这十年间纪录
片的高光时刻。未来，国产纪录片
将秉持历史哲思、文化表达、审美
创造，以恢弘的气度、壮丽的诗
篇，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借助文艺创作以及互
联网技术，全景、动态呈现革
命文物样态与历史，是增强革
命文物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有效
途径。北京市已有相当一部分
革命文物及纪念地管理单位设
置新媒体宣传平台，积极主动
发声，不断输出优质内容，加
强革命文物的宣传推广。相关
各方还需要不断尝试拓展线下
互动式体验的空间，推广参
观 革 命 文 物 及 纪 念 地 的 打
卡、集章等活动，既有效宣
传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故
事，也提升民众的参与感、融
入感和获得感。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林绪武谈让革命
文物活起来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
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经济、
交通、城市的建设与连通，殊
不知，“共建人文湾区”也是
其中核心要素之一。有着丰富
人文资源和丰厚文化传统的粤
港澳大湾区，经过时光的千锤
百炼，形成了岭南文化与中西
文化融通的景观，为“共建人
文湾区”提供了扎实支撑。可
以预见的是，由粤港澳三地共
建的人文湾区，将是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开放创新
型湾区。

——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
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丘树宏
谈“共建人文湾区”

▶衡量戏曲艺术的现实
发展、人才成长状况，武戏、
丑戏及其人才现状是一个重要
指标。在戏曲诸多行当中，
生、旦最容易被“看见”，出
名剧种的名角往往是生、旦挑
头人。然而，戏曲行业具有独
特的“一棵菜”精神，“四梁
八柱”对于一个剧种的完整性
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武
生、武净、武旦以及丑行，因
其技艺的难度，对从业人员的
练功频率、身体素质有着极高
要求。“一日不练十日空，十
日不练百日空”，戏曲武行演
员台上的神采、光彩炫目的技
巧，全来自日复一日的勤奋练
习。丑行也如是，对声音、腰
腿、表情的要求一点儿不能
少。目前武戏、丑戏的良好传
承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剧种
的全面与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显示出了武戏、丑戏青年人才
的水准。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
主任、教授颜全毅谈戏曲中的
武戏、丑戏

▶自古以来，衣食住行
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
素。而衣排在首位，不仅因为
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因为
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礼制的表
征，衣裳、冠冕、装饰应用于
社会的不同层面。随着历史的
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时尚之风
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
美情趣越来越浓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研究员田率谈服装的审美

（苗 春整理）

七夕节是颇具中国式浪漫色彩和
东方审美的传统节日，2006 年被国
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8月4日播出的2022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立于时代高度
提炼主题，以独具匠心的编排、异彩
纷呈的节目开掘七夕节的文化内涵，
以“思想+艺术+技术”的方式展现
中国式浪漫之美，“活化”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了晚会总导演顾
志刚、杨觐梦及其团队的匠心追求。

晚会精心布局，以传统文化的
“诗”“画”“礼”“乐”为载体，构筑
晚会的4个篇章，层层递进，高潮迭
起，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开场以
极具文化含量的七夕诗词为吟唱内
容，采取西安昆明池、新余仙女湖
两地“泛舟人”舟头吟唱互动的方
式拉开晚会序幕；再通过喜鹊的第
一飞行视角展开双城巡游，民乐和
交响乐共奏和美之音，欢快的舞蹈
展示为七夕佳节泛舟而装饰舟身的
忙碌热闹场景。随着一句“点灯
啦”，节日气氛达到高潮，喜鹊飞过
两地舞台，将彩灯次第点亮，最终
飞上鹊桥，拼上喜鹊无人机矩阵的
最后一笔，这个浪漫的夜晚便通过
七夕专属仪式——“鹊桥相会”正
式开启。此情此景，沉博绝丽、出
神入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现
代技术，通过舞台视听语言，展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

创意音乐短剧《桃花笑·七夕诗
会》是晚会的亮点之一。在一场唐代
七夕诗会上，人们通过诗词对决，争
夺“最佳唱作吟”荣誉。节目以幽默
诙谐的方式，引领观众发现古诗词的

魅力；通过还原长安的繁华景象，深
化观众对古代都市和市井文化的认
识。以短片搭配歌曲致敬中国航天人
的节目，突出了诗情画意和中国式的
浪漫。节目首先以航天主题短片《如
果，要写一首诗》 引入，再以歌曲

《如愿》映衬短片中中国航天人诵读
诗歌的画面，体现了古今飞天梦想的
一脉相承。在由无人机演绎的航天员
图案下，身着古装的舞者以纸鸢为衔
接，想象着无边苍穹，并通过特殊拍
摄手法，与航天员进行跨时空交流，
画面格外动人心弦。音乐节目 《问
情》营造了古代乐府相和歌与现代新
民歌的对话场景。西北小伙张尕怂在
追爱路上犹豫不决，用歌声向先贤提
问求教，乐府相和歌吟诵团同样用歌
声和古诗回应他。节目雅俗共赏，表
达了人们对爱情亘古不变的向往。

泛舟是七夕的重要节俗之一。古
书记载，七夕时女子聚在一起乞巧，
并乘坐“素鑫花艇”，于水上游玩。
传统诗词中也不乏描写诗人七夕泛舟
游湖的诗句。七夕晚会的创新之一，
是将“舟”作为流动的串联场景，邀
请相关专家、学者泛舟同行，打造今
时今日的文人雅集，带给观众流动式
的观看体验。晚会没有采取以往一些
晚会的大型舞台呈现，而是打造了多
个场景化的舞台，在泛舟过程中次第
展示，以雅而美、小而巧的方式创新
了晚会氛围和场景。在技术上，晚会
利用 CG、AR、VR 等高科技手段，
集中发力，打造出亦真亦幻的七夕视
觉空间，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
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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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永丰街道
风江村村民在晾晒辣椒，准备制作
辣酱。 乃继辉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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