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中国用不足全球 9%的
土地，实现了约占世界 1/4 的粮食产量，养活了
世界近 1/5 的人口，这既是中国人民自己发展取
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
贡献。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自然资源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

录 片 《端 牢 中 国 饭 碗》
在 总 台 综 合 频 道 播 出 ，
通过聚焦鲜活生动的事
例、普通人物的命运故
事，全面解读中国特色
粮食安全之路和 10 年来
中国粮食安全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

春雷乍动，水热充
足的西南山间矮丘，麦
苗 吸 取 养 分 开 始 拔 节 ，
麦田里孕育着丰收的希
望；小暑时节，湖南省
1816 万亩早稻田陆续进
入成熟期，这里正在进

行世界首创的第三代杂交稻研究；松嫩平原腹地，
这里举世闻名的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达 3%至 5%；
云贵高原上，哈尼族人世代耕作于此，“雕刻”了近
百万亩梯田……作为首次系统梳理、深入调研记录
中国粮食安全之路的纪录片，《端牢中国饭碗》摄制
组先后奔赴全国 28个省区市，走访 124个区县，拍

摄了中国四大主粮产地、77个种养殖基地，聚焦耕
地保护、良田打造、水利建设、耕海牧渔、种业振
兴等主题，展现出东西南北一派生机的田间场景。

“中国碗”中的粮，并非仅限于耕地——中国曾
开展了3次全国土地调查“摸清家底”，包括山水林
田、湖草海沙等。因此，纪录片不仅聚焦全国各地
的“大陆粮仓”，还对准了更为广阔的“植物粮仓”

“海上粮仓”等。从各地生动案例、日常生活领域等
不同层面，到科研人员、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农
民、建筑师等不同视角，带领观众全方位了解“中
国粮”背后的多层含义，让公众与粮食安全这一宏
大议题产生更多共鸣。

遵循“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传播理念，
纪录片创新拍摄手法，运用超高清、超微距等新
技术手段，使用探针运动镜头、长焦航拍、航拍
延时等拍摄方式，以独特新颖、大气恢弘的视听
语言，展现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许多震撼场面，勾
勒了一幅壮美绚烂的“中国粮”画卷。新疆奇台县
一望无际的麦田，湖南红土地中的杂交水稻，广西
油菜花和洋芋花铺就的彩色丘陵……从守望麦田
到稻花飘香，从耕海牧渔到硕果满园，纪录片

《端牢中国饭碗》 在科学系统解读粮食安全的大国
方案中，传递出中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的底气。

图为纪录片中呈现的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农业生
产场景。 出品方供图

解读粮食安全 传递中国底气
张延利

解读粮食安全 传递中国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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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荣获
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的舞蹈诗
剧 《只此青绿》、民族歌剧 《沂
蒙山》、彩调剧《新刘三姐》。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荣
获第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的话
剧 《《桂梅桂梅老师》、莆仙戏 《踏伞
行》、话剧剧《《塞塞罕长歌》。

“百战不殆英勇无畏的走马/历尽
沧桑磨练的走马/原野绿茵 滋养生长/
蜿蜒的江河甘甜饱满……”尽管很多
观众听不懂蒙古语，但洒脱豪放、激
越昂扬、极富感染力的曲调与旋律紧
紧地揪着大家的心。江苏宿迁当地媒
体称：“他们来自草原，把最动听的

‘好来宝’留在宿迁。”9 月 16 日晚，
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江苏省委宣
传部、江苏省文联共同主办的“喜迎
二十大 说唱新时代”宿迁牡丹颂——
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
惠民演出在宿迁市举办。

这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曲艺节目
好来宝《科尔沁走马赞》，是参与角逐
本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众多节目之
一。“本届牡丹奖共收到来自中国曲协
32 家团体会员、艺委会、曲艺联盟、
中直文艺院团、省级文化馆以及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有关团体报送的
涵盖120个曲种的472个节目，报送数
量为历届之最。”中国曲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杨发航表示，经初
评、4个分赛区比赛、终评等层层选拔
并公示，本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共评出
节目奖 5 个、文学奖 4 个、表演奖 6
个、新人奖5个。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
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今年迎来第
12届。在颁奖仪式上，中篇苏州评弹 《战·无硝烟》、曲艺小品

《抢“地盘”》、潞安大鼓 《儿的魂娘的心》、陕北说书 《看大
桥》、曲艺小品《社区故事》荣获节目奖；中篇苏州弹词《红色
摇篮》（作者：吴静）、河东说唱 《版筑魂》（作者：王泽锋）、
相声 《我帮你火》（作者：李寅飞、叶蓬）、陕西快板 《猴子告
状》（作者：张珲） 荣获文学奖；姜庆玲、戈娟、董其峰、姚俐
玲、李佳、张春丰荣获表演奖；杨婷、周彬、秦梦瑶、祁夏
竹、裴金霏荣获新人奖。同时，为褒扬在曲艺艺术方面取得卓
越成就、为曲艺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曲艺家，特授予苏州评弹
表演艺术家赵开生、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马玉萍、二人转表演
艺术家蔡兴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

“以前的创作是我们年轻人自己完成的，这回是和戴志诚老
师共同完成。”1986年出生的青年相声演员李寅飞，博士毕业于
清华大学，他创作并表演的相声《我知道》《叫卖》曾两次登上
央视春晚舞台。这次，他和搭档叶蓬创作的相声 《我帮你火》
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谈起与相声表演艺术家
戴志诚的合作，他坦言，“在创作中，戴老师经常提出‘一句话
过不去’‘这句话跟前一句勾连性不强’等问题。这些地方往往
是我们年轻人创作时容易忽略的，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与李寅飞相比，86岁的赵开生一生致力于评弹事业，曾为
毛泽东诗词谱曲。颁奖仪式结束后，他激动而谦虚地说，自己
一生都在从事评弹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说
这几十年来我还有些成绩的话，要归功于我的恩师周云瑞以及
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支持和关怀。”

以前说相声、后来演小品，小品表演艺术家巩汉林是本届
牡丹奖的颁奖嘉宾之一。“每一届牡丹奖都有自己的特色。”巩
汉林认为，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如果创作离开人民群众、
离开火热的生活、离开鲜活的时代，曲艺的生命就会凋零，“这
一届牡丹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实题材作品比较多，同时革命
历史题材也有呈现。正是这两个主要方面，支撑着曲艺越走越
远，直到今天。”

本报电 （文纳） 9 月 18 日，持续了 3 天的 2022 北京时装
周×潮玩造物博览会，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北街落幕。作为第
10 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第 8届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重要活
动之一，本次博览会旨在促进潮流文创行业交流，推动文创 IP
合作发展。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汇集了上百家国潮文创品牌，集中展
示了数百款限量及首发新品，展示的国潮文创IP数量比上届增
长18%。近40%参展品牌在展会上首发推出了最新的IP形象及其
衍生品，不少参展品牌将潮流创意IP与传统中国元素结合，开
发出多个国潮IP形象，吸引业内大量关注。展会期间还举办了
丰富的观众互动活动，如设计师签售、消费赠礼、集章寻宝
等。现场设置了多个潮玩艺术玻璃钢雕塑打卡点，为观众提供
沉浸式的潮流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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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舞
台艺术领域最重要、最具
权威性的节庆汇演活动，3
年一届。第十三届中国艺

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共同主办，于9月在京津冀三地举行。本届艺术节9
月1日在北京开幕，9月15日在雄安新区闭幕，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 39台剧目，参加第十七届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中“文华大奖”的角逐，并有 20
多台剧目参评“文华表演奖”“文华编剧奖”和“文
华导演奖”。本届艺术节第一次由三省市联合主办，
率先在文化领域践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而纵观所有演出剧目，无不令人感受到强烈民族风
格与鲜明时代气息的深度融合。

中国的舞台艺术门类多样，丰富多彩。本届艺
术节的参演剧目形式多样，既有历史悠久、凝聚了
中华民族的智慧、想象和叙事手法独特的戏曲，有
从西方引进后成功地实现了在地化转换的话剧，以
及同样在 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歌剧和舞剧，还有因
为融入浓郁的民族化元素而体现出鲜明中国风格的
民族歌剧和民族舞剧，至于杂技剧更是中国艺术家
的独特创造，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杂技，只有中国
发展出了杂技剧并取得了很高成就。

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所有参演剧目中，众
多歌剧、舞剧和杂技剧的身影格外受到关注。中国
是传统的舞台艺术大国，但是舞台艺术领域长期由
戏剧、尤其是戏曲占据着中心位置。尽管在 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有几部新创作的歌剧和舞剧取得较高

的艺术成就，也一度引发艺术界的关注，但少数几
部杰作，无法改变其在舞台艺术领域整体上的弱势
格局。这一现象在近年来出现了显著变化，本届艺
术节有多达 13部音乐、舞蹈、杂技类剧目参评文华
大奖、有 9 台剧目参评单项奖，从数量上看或许并
不格外突出，但是艺术质量之高，超过了此前多届
艺术节。

民族歌剧 《沂蒙山》 和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
一直在各地巡演，在演出市场中有很好的口碑，并
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歌剧、舞剧作品是“小
众艺术”的印象，让这两种世界范围内普遍视为音
乐与舞蹈艺术高度之象征的舞台表演门类，成为当
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食粮，并且也如期获得了

“文华大奖”。杂技剧是近十多年里逐渐兴起的崭新
的艺术样式，从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杂技团 2004年
首创的杂技剧 《天鹅湖》 始，这种极具观赏性的舞
台艺术样式逐渐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本届中国艺
术节上海杂技团参评文华大奖的杂技剧 《战上海》
和在原战士杂技团基础上组建的广州杂技剧院参评
表演奖的杂技剧 《化·蝶》，让杂技艺术插上了戏剧
的翅膀，大幅度提升了杂技的艺术表现力。来自广
州的杂技表演艺术家吴正丹当年以她首创的“肩上
芭蕾”震惊观众，此次再度以“肩上芭蕾”演绎梁祝
故事，惊艳了中国艺术节，并荣获“文华表演奖”。

戏曲仍然是众多演出剧目中最重要的形式，参
评“文华大奖”的17台戏曲剧目和参评单项奖的12
台戏曲剧目，在所有演出剧目里占据了几乎半壁江
山。戏曲在中国的舞台艺术领域具有突出的地位和

价值，近年来，戏曲的传承与发展均是文
化领域极具关注度的核心话题。新世纪尤
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振兴，戏曲界的创作演出观念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更多地关注戏曲艺术本体，发
现和发掘戏曲艺术的价值与魅力，成为普
遍追求。

本届艺术节上，莆仙戏 《踏伞行》、昆
剧 《瞿秋白》 和彩调剧 《新刘三姐》，都
在戏曲化的舞台呈现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
成就，分别是新编古装戏、红色题材和现
实题材戏曲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作
品。其中，在中国最古老的宋元南戏经典
剧目 《蒋世隆》、《双珠记》 经典折子戏基
础上改编的莆仙戏 《踏伞行》，是一部在
中国的爱情书写历史中，将会留下长久记
忆的优秀作品。除了故事中情节曲折起伏
和丰沛的情趣，这部戏还在表演中大量运
用了该剧种典型的姜芽手、碟步等身体语
汇，它说明故事的每一种讲述方式或都需
要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舞台表达，而在戏曲
大家庭中独树一帜的莆仙戏，恰好就是这
个故事最适宜的载体。莆仙戏 《踏伞行》
荣获“文华大奖”实至名归，更体现了戏
曲题材内容与艺术手法的多元景象。多年
来人们一般认为，像昆剧这样古老典雅的
戏曲剧种，并不适宜于演绎现代题材。但
是昆剧 《瞿秋白》 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
白烈士短暂却光辉的一生成功地搬上了昆
剧舞台，在编剧罗周、导演张曼君和主演
施夏明的共同努力下，含蓄写意的言辞、
表演和舞台空间的流动，让 《瞿秋白》 因
其饱含诗意而充分体现了昆剧神韵。这部
剧不仅是昆剧，也是若干年来戏曲各剧种
现代戏创作的高峰之作。彩调剧 《新刘三
姐》 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代表，在戏曲 300
多个剧种里，有相当一批是民间歌舞小戏
的戏剧化转型，本届艺术节上的彩调剧

《新刘三姐》 和赣南采茶戏 《一个人的长
征》 都是如此。这些剧种在保留其特有的
载歌载舞手法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其讲述
故事的能力并丰富其表演手法，展示了戏
曲中更显生动活泼的一种体裁。整体上，
本届艺术节上演出的戏曲剧目，普遍追求
舞台呈现的“戏曲化”表达，这是全社会
逐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戏曲领域内最为直
观的体现。彩调剧 《新刘三姐》 荣获“文
华大奖”，赣南采茶戏 《一个人的长征》
的主演刘俊获“文华表演奖”，都是众望
所归。

在本届艺术节上亮相的话剧作品中，陕
西人民艺术剧院的 《主角》、云南省话剧院
的 《桂梅老师》 和广东省话剧院的 《深
海》，都是近年创作的深受好评的作品。陕
西人艺的《主角》改编自陈彦获茅盾文学奖

的同名小说，将一部 8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为两
个多小时的舞台剧而又能做到忠实原著，实属难能
可贵。作品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娃磨炼成
名角儿的人生历程，每次演出均激起观众的强烈共
鸣，此次荣获“文华大奖”，充分体现了专家的高度
认可。《桂梅老师》和《深海》都以当代有广泛社会
影响的英模人物为主人公，分别讲述“七一勋章”
获得者、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和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故
事，他们的事迹既平凡又伟大，但未必都有可在舞
台上呈现的戏剧性。主创人员克服了把真人真事搬
上戏剧舞台的诸多困难，努力通过舞台空间的变换
营造强烈的戏剧效果，让观众在剧场中为人物事迹
而感动，实现了创作的初衷。

本届中国艺术节的优秀表演奖数量有所增加，
时隔多年还重新恢复了编剧奖、导演奖等，体现了
对舞台艺术作为群体创作的综合性特征的理解与认
知。通过文华奖激励与肯定编剧、导演等主创人员
在舞台艺术领域的贡献，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方
法，获奖的编剧李莉、陈涌泉、盛和煜等，都为当
代舞台艺术创作持续保持高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艺术节一方面是为了检阅近年来的舞台艺术成
果，亦有通过展演和评奖活动，激励艺术家投身于
忘我创造性活动的更高远目标。

本届中国艺术节已经圆满落下帷幕，未来可
期，相信下一届中国艺术节会更加精彩。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
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 上百家国潮文创亮相北京

▲冯巩、闫学晶等表演小品《难忘的生日》。
主办方供图

▲民众在王府井街头参观博览会。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