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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热”的出现，有几个原因：首先
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
高，大家有余力提升和满足精神生活方面的需
求；其次，出土文物比较精美，考古很新奇，
可以引发人们很多想象；再次，三星堆直播以
及 《中国考古大会》《国家宝藏》《中国国宝大
会》 等节目，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青少年的
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
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谈“文博热”出
现的原因

▶儿童剧不可“儿戏”，儿童剧的创作也非
“小儿科”。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的视野更为广
阔，接受信息的渠道、形式和类别更为多元。
儿童剧创作如果仅停留在编个童话故事、讲个
简单道理的层面，已满足不了青少年受众的精
神需求。对多元题材的开拓探索、从不同类型
中采撷新意，已成为儿童剧创作的发展趋势。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谈互联网
时代的儿童剧创作

▶近年来，随着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等相继出台，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在全国多地陆续展开。长城、大运
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省份，从文物和文
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到重点项目建设、文旅
融合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面对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必须高度关注互
联网传播的移动化、视频化、社交化特征，不
断以数字化、数智化等新技术新应用，创新讲
好中国国家文化公园故事的方式。

——首都师范大学讲师岳巍谈讲好国家文
化公园故事

▶各种直播和展演方式的突破，在一定程
度上培养了更多的戏剧观众，但作品本身的创
新性才是吸引观众的根本。两年多来，新冠肺
炎疫情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和交流方式，文
化生活形态也随之改变，泛在性、参与性和互
动性将成为当代视觉艺术的重要特征。“云演
出”等新的观演方式不会昙花一现，新技术和
新观演方式将促使我们探索更多艺术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苏凤谈“云演出”
等新的观演方式

（苗 春整理）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
蟾光满。桂子飘香远。”宋代文学家谢
逸的 《点绛唇》 描绘了秋分时节高远
空灵的神韵。秋分一般在公历 9 月 22
日至 24 日之间交节，今年为 23 日。民
间惯以立秋作为秋季的开始，到霜降
为止，共 90 天，秋分恰好居中平分秋
季。汉代董仲舒 《春秋繁露》 云：“秋
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
平。”俗谚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
夜”，此后，白天逐渐变短，黑夜越来
越长，昼夜温差加大，平均气温也逐
渐降低。

人们常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秋分是万物成熟的时节，有不少与丰
收、收获相关的活动。中国农民丰收
节便设在每年的秋分。这是第一个在
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推
动 传 统 农 耕 文 化 与 现 代 文 明 有 机 融
合，彰显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
就。此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主题鲜
明、地方特色浓郁的庆祝活动。今年
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设在四川
成都，主题为“庆丰收迎盛会”，将举
办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农民技能
大赛活动和天府农耕文明主题展等。

“二分二至”是二十四节气中非常
重要的时间点，自古深受重视。早在
周代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
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周人依
据日月运行的时间举行“朝日夕月”
的祭礼，于春分日早上在东门外祭日
神，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神。
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
此后直至明清，历朝历代都有秋分祭
月的仪式。如今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

月坛，原名夕月坛，始建于明嘉靖九
年 （1530 年），正是明清两代皇帝秋分
之夜祭月以及天上诸星宿神祇的场所。

秋分时自然界阳气由疏泄趋向收
敛、闭藏，人体也需要适时调整，在饮
食上多补充一些温润的食物。生活在
岭南地区的客家人有秋分吃“秋菜”的
习俗。所谓“秋菜”，是一种野苋菜，
当地称之为秋碧蒿。逢到秋分，乡人
们便前往田间采摘这种绿色细根、巴
掌大小的野菜。采回来后，通常拿它
和鱼片一起“滚烫”，做成“秋汤”。野
苋菜有“长寿菜”之称，所含蛋白质、
胡萝卜素、钙等营养物质易为人体吸
收，有利于强身健体。当地有顺口溜
说：“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
少，平安健康。”

说到娱乐活动，秋分前后正是观
秋潮的好日子。汪洋之滨，潮起潮落
本是寻常景致，但有一处潮水引得世
人争睹，也让北宋大诗人苏轼留下了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的名句，
这便是著名的天下奇观钱江潮。钱江
潮的壮观令人惊叹，东晋顾恺之曾作

《观涛赋》，其中有“水无涯而合岸，山
孤映而若浮”的描述。唐代白居易曾于

“郡亭枕上看潮头”，日后回忆这一胜
景，不禁感叹“何日更重游”。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压题照片：2022年 9月 19日，安徽

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八分村，农民正
驾驶农业机械收割水稻。临近秋分节
气，繁昌区单晚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
当地农民抢抓当前晴好天气抢收水稻，
确保颗粒归仓。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热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第五季自 8 月 13 日在
优酷平台上线以来，劲爆的舞蹈热力从炎夏延续至金秋。

《这！就是街舞》作为中国原创街舞真人秀，助力街
舞运动在中国持续破圈，尤其吸引了年轻一代的目光。
舞者们随心所欲的奔放舞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让
观众感受到这种青年文化的魅力。经过一季又一季的积
淀与打磨，《这！就是街舞》的节目流程和赛制设计趋于
成熟，第五季更大胆引入新人新面孔，95 后占比超过
40%，00后占比达50%左右。年轻的面孔略显青涩却闯劲
儿十足，有不计得失只求舞中一搏的锐气和在激烈竞争
中不骄不馁的气度。

节目前几季邀请的舞者多为中国本土街舞元老，体
现了中国街舞在默默积累之后的集中爆发。节目的“造
血”机能从第五季开始凸显，往季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的舞者们坐上看台，提点新来者，给他们打气，观众们
在欣赏舞蹈的同时，与中国街舞人共享情怀，体会传
承。每一季 《这！就是街舞》 都如同一个情节跌宕、笑
中有泪的故事，舞者们将其连缀起来，各领风骚，生生
不息。

街舞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全世界传播，作为一种
在现代大都会背景下诞生的独特舞蹈，具有与生俱来的
当代性和即时感，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年实现精神
交流和价值共享。继第四季的国际精英挑战赛之后，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继续深化国际化路线，20位外国
选手中既有来自日本、老挝等的新锐舞者，也有从欧
洲、非洲远道而来的街舞达人。他们与中国年轻人同
台，以舞会友，哪怕语言不通也能合作无间。节目开发
并完善了一套遴选及邀请外国优秀舞者的流程，兼具传
统与现代气息的当代中国也吸引了舞者们，有的往届外
国选手欣然旅居中国。

这档节目已成为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海外平台
首周播放量破千万，并上线9种语言的字幕，在泰国、越
南等国成为社交媒体热搜话题。作为原创综艺 IP，这档
节目还衍生了《这！就是街舞》越南版。

《这！就是街舞》为观众和舞者打造了一个街舞的世
界，也为世界街舞贡献了中国力量。

今年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五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近年来，电视创作不仅对
繁荣精致的城市文化进行了多元书写，
还饱蘸笔墨，对气韵丰足、质朴鲜活的
乡土文化进行了充分描摹。

每逢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都会制作播出 《中
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带领全国观众感受
农民丰收的喜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文国际频道播出的大型纪录片 《记住乡
愁》陪伴观众走过8季，让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滋润我们的心田；安徽广播电
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小岗纪事2》延续了第
一季的气质，全景式展现了小岗村乡村
振兴的生动图景；广东卫视播出的 《从
农场到餐桌》 节目以及近年来热播的电
视剧《山海情》《幸福到万家》等一大批作
品，皆深深扎根乡土，用真实生动的视
听语言尽情铺展着大美乡村的幸福画卷。

绘就农民新群像

肩挑日月的农民，用辛勤的双手让
希望的田野生机勃勃，帮助十多亿中国
人端稳了手中的饭碗。当今荧屏上，农
民的新群像正日益凸显，朝霞与明月是
他们的聚光灯，绿水与青山是他们的主
舞台。他们不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既继承了
顺应天时、不违农时的传统，又具备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理念，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不仅如此，在诸多农村题材纪录片
和电视节目中，越来越多青年一代愿意
回到乡村，将自己的汗水播洒在乡野大
地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
播出的 《我的美丽乡村》 曾推出系列特
别节目 《我们村的年轻人》：在云南抚仙
湖畔的小湾村，一群年轻人依托优美的
村容村貌，开办民宿，拍摄短视频，追
寻自己的生活理想；湖北恩施沐抚村的
女导游穿梭在乡间，向人们讲述家乡快
速发展的故事；在江西上饶的严田村，
年轻人回乡创业，种油菜、建茶园、做
电商，帮助农民直接对接市场……节目
用心描摹这些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力量
的年轻人，他们奋进求实，正在成为乡
村振兴路上的“领头雁”和“孺子牛”。

农村题材电视作品扎根田野，以奋
斗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新时代农民为主
角，用镜头讲述着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故事。他们懂传承、能创新，有知识、
头脑灵，守情怀、铸民风，是农民新群
像的代表。

展现农村新美景

令人欣喜的是，当今的农村题材电
视作品将“乡村”的概念阐释得极为丰
富，它不单是区别于城市的居住地域，
更有多彩的内涵。《中国农民丰收节晚
会》《我的美丽乡村》 等节目，不仅庆农
民丰收，讲乡村故事，更用一帧帧精致
画面再现了由一个个山清水秀的乡村擘

画的美丽中国，让观众深切体悟乡村正
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不仅如此，《山海情》《小岗纪事
2》《幸福到万家》 等作品，通过生动的
致富故事，将乡村诠释为让人们与时代
发展同向同行，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广
阔舞台。《从农场到餐桌》 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市场，辐射全国观众和消费者，打
造“电视+电商+融媒体+线下批发销
售”的特色模式，通过对农产品的溯
源，带领观众在特色乡村感受各地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蓬勃图景。

从不同的题材和视角出发，这些农
村题材电视作品立足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悄然重塑乡村带给人们的印象
和感受。古朴宜人、湖光山色、瓜果飘
香、鸢飞鱼跃的现代乡村，正在织就空
间美、生活美和自然美的多彩画卷。

描摹农业新气象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农
村题材电视作品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记录
和见证，肩负着更多使命。主创们努力
挖掘具有地方特色和改革创新示范意义
的乡村振兴样本，借助大众传播渠道，

将它们的成功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视听
语言进行推广和传播。

《小岗纪事2》历时3年跟踪拍摄，展
现我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大包干”的发
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奋斗历
程。《从农场到餐桌》 节目组为探访优秀
农产品，两年多来行程超过 50 万公里，
深入25个市的700多个村庄，播出选题分
布在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实际行
动打通农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通
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播
出的 《振兴路上》 通过“一条鱼的翻身
仗”“青稞酒香富农家”等接地气的主题，
讲述了乡村振兴的新实践、新举措。

通过描摹这些鲜活样本，农村题材
电视作品展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气象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果，体现了生
活在美丽乡村的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凸显乡土新文化

文化是乡村建设的灵魂。乡村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存续着我
们继往开来、大步向前的根基和底气。
当今的电视艺术创作以弘扬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努力挖掘和呈现
我国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

《记住乡愁》 密切关注古老村落的生

存状态，通过展现不同村落传承下来的
家风家训，凸显文化在乡村发展中的作
用。每年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在
欢庆丰收的同时，还详细介绍举办地的
非遗项目、民风习俗，具有浓厚的文化
韵味。那些穿越漫长时光的耕作传统、
村落古迹、匠人手艺、礼俗风气、家训
族谱、美食味道……都在节目中得到了
鲜活生动的展现。

扎根在我国传统文化原生地的电视
节目创作，具有独一无二的审美趣味和
价值内涵。这些作品用带着泥土味的淳
朴文化元素，唤起潜藏在现代人基因里
的古老记忆，积极塑造和释放乡土文化
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为乡村建设聚合磅
礴的精神力量。

今天，亿万农民再次迎来了天地的
馈赠，共享丰收的喜悦；未来，我国的
电视艺术将继续深耕乡村沃土，奉献更
多视听盛宴！

（作者单位：张丽平，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冷凇，中国社会科学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本报电 （记者赖睿） 第八届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框架下 2022
年“拉美艺术季”暨“美美与共——
中拉艺术交流回顾展”日前在陕西
省美术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由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国对
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展出55
件（套）油画、水墨、装置、影像等艺
术类型的作品，呈现拉美 13 国 26
位艺术家历年来华采风创作成果。

据悉，“拉美艺术季”是中国
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文化交流的
重要品牌活动，10 年来累计邀请
300余位拉美艺术家来华参加文化
艺术展示和交流活动，对推动中
拉文明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观众参观“美美与共——
中拉艺术交流回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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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拉美艺术季”在陕西举行

◎解码二十四节气

《从农场到餐桌》节目
中 ， 节 目 组 来 到 田 间 地
头、海港码头，考察、展
示当地物产，再通过星级
大厨之手把它们变成家常
美味。观众可以通过节目
组在新媒体端的直播带货
实现跨屏消费。

广东卫视供图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

世界街舞中国秀
陆嘉宁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节目现场。 出品方供图《这！就是街舞》第五季节目现场。 出品方供图

电视艺术铺展大美乡村画卷
张丽平 冷 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