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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演绎水下飞天舞蹈 《洛神水赋》（视频
截图） 新华社发 （河南广播电视台供图）

传统文化持续升温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和合共生——故
宫·国博藏文物联展”，以 400 余件文物探寻中国

“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红山文化玉龙、良渚文
化玉琮、明代景德镇窑青花瓷……行走其间，如同
打开了一幅中华文明历史长卷。

观展人群中，既有身着汉服的年轻女子，也有
专程带孩子前来观看的父母，还有白发的耄耋老
人。“好多文物都在以前的历史课本里出现过，看
到实物一下就鲜活起来了。”25岁的张怡静说，每
次走进博物馆，总能获得再出发的力量。

从引发“故宫跑”的“石渠宝笈特展”，到
“何以中国”大展，近年来，一个个精心策划的文
博展览不断点燃大众心中蓬勃的文化热情。据统
计，2021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万个、教育活
动32.3万场，策划推出3000余个线上展览、1万余
场线上教育活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41亿人次。

传统文化不断升温的同时，也以更加可亲可近
的形态走进大众生活。比如各大文博机构近年来纷
纷推出的文创产品，用巧思妙想激活了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从故宫博物院
的朝珠耳机，到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从国家图
书馆的甲骨文钥匙扣，到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
燕”毛绒玩偶，“把文物带回家”已然成为新潮流。

当节假日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成为社会风尚，
当传统文化类节目视频屡屡刷屏社交平台；当重大
考古发现揭晓总能引发全民围观……传统文化已经
润物无声地走进大众心里，激发起更多人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

守正创新焕发活力

传统文化热离不开文艺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深度开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复古，而要古为今用，守正创
新。如何让泛黄的故纸堆里、博物馆展厅中沉甸甸
的历史记忆，转译为可感可知的时代故事？当代文
艺工作者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近年来，诸多文艺作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
向当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加
以匠心演绎、创新呈现，赢得了大众的喜爱。节目

《典籍里的中国》 以戏剧化的结构和影视化的表达
对典籍进行可视化、故事化、直观化的艺术转码，
让今天的观众识读古籍经典、触摸中华文化；水下
飞天舞蹈《洛神水赋》以精巧的构思重现曹植名篇

《洛神赋》，让“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
仿佛穿越千年，跃然眼前；节目《经典咏流传》用

“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
音乐结合，注重时代化表达的同时，也深挖诗词背
后的内涵，展现了中华诗词、音乐之美；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 以一位故宫研究员的视角穿越时空，
讲述了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故事，不仅
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温颐敦厚，更有时代精神的表
达，打通了传统与当下。这些根植中华文化、赋予
时代审美的文艺作品涌现在电视荧屏、网络空间、
表演舞台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触达更多人。

此外，科技的日新月异，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发展、转化开辟了新的空间。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等技术手段的运用，让人
们足不出户即可“云游”各大文博机构，感受非凡
的视觉体验；数字化技术让传世名画化身千百，走
近寻常百姓，在更广泛的传播中实现保护与传承；
融媒体的呈现方式，有效助推了传统文化节目跨媒
介、跨学科的视听融合探索，实现了新与旧、古与
今的交融。在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各种各
样的打开方式，焕发出时代活力。

不论是主题开掘、形式创新，还是技术革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始终为本。只有忠于
内核精神的讲述、符合当代审美的表达，才能让更
多打动人心的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处走来，
让那些凝结着先贤智慧的文物、文字、故事、遗产
生动讲述，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薪火相传海外“圈粉”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
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日前，在太空
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
蒂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中国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

《兰亭序》 的名句，表达在太空的所见与所想，并
配有从太空中拍摄的中国风景照片，引发中外网友
热议。

千年前的名句，穿越时光、跨越语言障碍，在
茫茫太空引发一个外国人的情感共鸣，如此浪漫，
如此瑰丽。这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隽永的
生动体现。

近年来，中国人面向世界拥有了更加坚定的文
化自信。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仅爱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还投身其中，为传统技艺的传承
发扬注入源头活水。他们以年轻人的理解和表达
为传统文化增添时代新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推
陈出新，并广泛借助新媒体力量，不断扩大海内外
传播力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力“圈粉”。

“能再帮我一个忙吗？能不能再捏一个‘冰墩
墩’？因为我家有一对双胞胎。”今年北京冬奥会期
间，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体验
面塑制作的视频，受到海内外网友广泛关注。教摩
纳哥亲王制作面人“冰墩墩”的，是“北京面人
郎”第三代传承人、95 后郎佳子彧。从大学毕业
后，郎佳子彧一直尝试用老手艺做新题材，还借助
短视频等媒体平台，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面塑不一
样的一面。

国风浪潮中，还有许多像郎佳子彧一样的年轻
人。在法国街头用古筝弹奏传统乐曲的 95 后彭静
旋，让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传统乐器的魅
力；一袭长裙，脚踩竹竿，在水面翩然起舞的90后
姑娘杨柳，赋予了独竹漂这门古老技艺全新的魅
力；还有广受关注的李子柒，外国网友在她的视频
中看到了田园诗意的美丽中国。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年轻人，年轻人的创
新创意激活传统文化。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拔节生长，开出馥郁芬芳的花朵，香
远益清。

时代沃土中，
传统文化馥郁芬芳

本报记者 赖 睿

近期，电视剧 《我们这十年》

热播，第一单元《唐宫夜宴》一开

场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观众

不仅从中看到了舞蹈工作者对作品

的热爱与付出，也感受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穿越古今、承古开新的

魅力。

从诗词歌赋到笔墨纸砚，从梨

园春色到丝竹弦乐，今天，越来越

多人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正以全新的打开方式融入时代

生活，带给大众丰厚的精神滋养。

▲ 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第一单元《唐宫夜宴》剧照 网络图片

▲ 8 月 4 日，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宅兹中
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王 初摄（人民图片）

“全身紫哇哇，双颊似桃花，发辫翘尾巴，发梢带个
花。”她宽阔的抹额上扎两朵粉花，涂红的嘴唇上方点一
颗痣，脸颊边还晃荡两只红辣椒耳坠，造型俏皮诙谐，
加上一双滴溜溜带笑的眼睛，更让人忍俊不禁。凭着这
样的形象，河南省曲剧团青年演员、知名女丑张晓英已
在抖音获赞超 1200 万，有近 280 万粉丝。网友亲切地叫
她“晓英”或“张老师”。

张晓英出生于梨园世家，用她的话说，“我的胎教就
是听戏”。在浓厚的戏曲氛围下长大，张晓英从小就展现
出了极强的戏曲天赋，五六岁时已对一些戏段耳熟能
详，到了八九岁就能有模有样地唱几段戏了。

起初，张晓英主攻的是黑头。黑头即戏曲中勾黑脸
谱的花脸角色，比如包公，属于“生旦净末丑”中的

“净”。她与“丑”结缘是源于跟一位前辈学唱段。戏曲
中的丑角是滑稽角色，多在鼻梁眼窝处勾画脸谱，又可
进一步分为男丑和女丑，女丑就是彩旦。因彩旦为惹人
发笑需要扮丑，愿意学的人不多。张晓英天生爱说笑逗
乐，刚一学丑就演得活灵活现。但她这时并没有想以此
为主业。

2003 年，张晓英来到郑州打拼，在茶楼里演出。她
每天四处奔走，有时却连一段戏也没被点上。后来，张
晓英得到机会在一家茶楼常驻，当没人点戏时，她就免
费演。只唱包公戏太耗嗓子，她灵机一动开始演丑，唱

些轻快小段。
“一开始我还磨不开脸，得用毛巾盖住半边脸才好意

思上台。”然而张晓英渐渐发现，每当自己上台演丑，观
众就会报以巨大的热情。渐渐地，越来越多观众点戏，
专门要看她演丑，其他茶楼也开始邀请她演出。从“没人
气”到变成“红人”，张晓英意识到自己找对了路子。

既然决定演丑，就要认真琢磨。张晓英不局限于既
定套路，将自己对“丑”的理解融合到表演中。她改良
女丑造型，把后面的发束用铁丝撅起来，让尾部的大粉
花高高翘起，还在脸颊两侧加上两只红辣椒造型的夸张
耳坠，增加了诙谐幽默感。她善于观察生活，热爱自己
土生土长的中原大地，也因此把乡土文化、地方民俗、
个人经历加入创作。比如她的剧目 《桑林收子》。《桑林
收子》 原为同名黄梅戏，讲述老太太和女儿在桑林救下
一位少年，引来一段美好姻缘的故事。张晓英选择“救

人”一折进行扩写，加入了许多自己日常积累的笑料，
使其成为了让人笑声不断的诙谐小品。

2020 年，戏曲演出因疫情中断。这促使张晓英开设
了抖音账号。她说：“一方面，我们唱戏需要练嗓子；另
一方面，我也想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戏曲给大家带来欢
乐。”在短视频中，张晓英经常自编顺口溜和唱段，或分
享一些生活笑料。“大家欢乐，我更欢乐。”张晓英说。
每次直播时，她还会给大家唱曲剧、越调或一些小剧种
曲目。

张晓英现在不仅有了更多收入来改善生活，也有了
更多心力去传播戏曲文化。所谓“无丑不成戏”。张晓英
说：“丑角就像是菜里有味的佐料，虽不是最主要的，但
少了它，戏就好像缺了什么，变得平淡无味。好的丑角
能让戏更好看。”丑角难演，因为它不仅要扮丑去逗乐大
家，还要求演员具备一种恰到好处的幽默感，既夸张又

不过火。张晓英正在计划收徒，还打算在退休后专门培
养彩旦，“我想把自己演丑的心得传授给更多人，让这个
行当能出更多人才。”

张晓英——

演活丑角 分享欢乐
张子涵

黄 河 ，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母 亲
河。从世界文明的视野看，黄河
又是一条从未中断其文明的大
河。黄河与它孕育的中华民族的
世代繁衍与中华文明的生生不
息，是人类史和世界文明史波澜
壮阔的伟大史诗。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黄河就是一个伟大的文艺题材。
王之涣、李白、杜甫、王维、刘禹锡、
陆游、元好问、光未然等一代代诗
人，为黄河立下了一座座诗歌的
丰碑。其中，光未然的 《黄河
吟》 借助 《黄河大合唱》 插上音
乐的翅膀，飞越大江大河、东西
南北，穿越历史烟云，至今在时
代的上空鸣响。光未然与冼星海
的“天作之合”启示我们，新诗
写黄河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
有着更大的创作空间。新诗与音
乐的拥抱、融合、互释及相映生
辉，是文艺美学的一个壮美景
色，激发出文艺家们的艺术激情
和创作灵感。

2018 年，当代诗人吉狄马加
发表了作品《大河》，旋即引起广
泛关注与好评。这是一首长达近
300行的抒情长诗。它吟咏的就是
我们伟大的母亲河黄河。作者站
在自然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文明的高度，向世界展示这条从未被诗
歌从源头到入海细致描述、抒怀的伟大河流，展示这条从未被诗歌从
诸神起源到孕育文明、历经磨难又浴火重生完整呈现的丰富情感。这
首诗饱含着前所未有的黄河意象、黄河形象、黄河想象，用人类深刻
的情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风格，展示黄河和它孕育的人民的历
史和现实。

黄河与中华文明互相孕育、并驾齐驱、交映成辉的历史传奇仍然
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但是它们之间的历史细节却鲜为人知。这种大
河叙事、历史叙事、文明叙事的世界格局应该得到补充、完善和改
变。中国人应该用世界的语言向世界说出中华民族母亲河这条大河的
名字。10月5日，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北京首演音乐诗剧《大河》（交响
乐版），为这个等待给出了令人瞩目的答案。由作曲家郭文景作曲的交
响乐《大河》，是一次音乐与诗歌融为一体的崭新创作。交响乐是一种
国际性的艺术语言，它与长诗 《大河》 的融入式结合，契合了诗人

“向世界说出黄河的名字”的宏愿。“音乐”“诗”“剧”三者的结构组
合，使这个艺术版的《大河》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大河奔流。

音乐诗剧 《大河》 由“序曲”、第一乐章“水之源”、第二乐章
“春之孕”、第三乐章“和之邦”、第四乐章“天之籁”、第五乐章“海
之问”、“尾声”组成，将长诗 《大河》 中的 16个自然段落分为 7个音
乐篇章，每一乐章呈现一个音乐主题，其间穿插诗歌的文学段落。其
音乐的旋律语言，既是全诗主题意象的音乐叙事和抒情，也承担一部
分语言叙事的替代与转换，还在诗的语言出场时构成合唱、独唱音乐
以及诗语的背景音乐。这种混声和交响，产生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使
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出现1+1>2的艺术效果。

为了创作这部音乐诗剧，曲作者不仅深度研读全诗，在深刻的理
解中将诗向音乐转化，而且对黄河的自然、历史、文明进行了全流域
的认识和理解，多次在雪域高原采风。音乐中的交响乐民族化探索也
取得了巨大成功。源头阶段法号般的音乐，民族打击乐的插入、介
入，民族乐器埙、排箫与西洋竖琴的重奏，竹笛、唢呐、笙、筝、阮
等的渲染与西洋管弦的交错，在黄河的黄土高原段落，一曲陕北信天
游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的无缝对接等，无不勾勒出黄河的泥沙俱
下，黄河的桀骜不驯，黄河的农耕文明，黄河两岸的千里肥沃，黄河
孕育的儒家文明，黄河的“天人合一”般的人文境界。这是中国的声
音，也是世界的音响。

诗歌和音乐都是时间艺术、听觉艺术，这二者天然具有统一性和
同一性，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原本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最完善的”结
合，但很多艺术实践往往只达到了一种艺术服从服务于另一种艺术，
实际上是“把诗变成一种辅助性的艺术”。音乐诗剧《大河》在艺术上
的创新和突破，是诗人和作曲家以天作之合向世界讲述黄河的一个创
造性的美学角度。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2022年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国际书展日前闭
幕，本次书展以“文化的季节”为主题，共有来自阿联酋、科威特、
法国、英国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出版社参加。作为中国出版
界的代表，五洲传播出版社共展出500余种3000余册图书。

本次参展展品包括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国内10余家出版
机构的阿拉伯文、英文及中文图书，全面展现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成果，囊括了文学类、社科类、传统文化、少儿
类、语言学习类等类别的外文版图书及版权型重点图书，还有“中国
城市”“最美古诗词”“风物”等系列中国主题文创产品。

据悉，自2016年“中沙经典和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备忘录
签署以来，已有 《中国文学》《中国地理》《沙特阿拉伯王国货币发展
史》等10余部图书出版。本次书展期间，五洲传播出版社还携手沙特
阿拉伯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举办了中沙互译成果发布会，参与互译项
目的作家、译者、沙特汉学家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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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亮相沙特利雅得国际书展

▲ 张晓英演出剧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