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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将其熔铜作品——《千浪卷雪》 捐赠给博
物馆进行永久收藏。弯曲的波浪，流动的浪花，蓝色绿色的波纹
交织在一起……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青铜文化与2000多年历史的
大运河所蕴含的生生不息，被朱炳仁“解形熔意”的熔铜技艺展
示出来。

这场名为“大熔景行”的个展，用朱炳仁的话说，是大半辈
子的艺术心血。《稻可道，非常稻》《万泉归海》《清莲合和》《青
花系列》《木幻生金》《宋画迷宫》《图腾》《庚彩铜牛》 ……68件

（组） 熔铜艺术珍品，尽显铜的幻化与丰富。
熔铜艺术是一种“无模可控铸造成型”技术，是朱炳仁在

2006年铸造常州天宁寺宝塔时的意外收获。“无模”使铜液自然流
淌而解形，“可控”使铜液在艺术家的掌控中熔意。它的无模可控
性使得艺术家的理念能进入到熔铜的过程，将抽象的形态与具体
的意象交融。在熔铜工艺中，朱炳仁对铜与铜合金的配方进行研
究，改变熔铜的熔铸条件，如温度、助溶剂、凝结温差、溶液的流动
性等，再将不同铜体进行叠合、组构、焊接、氧化、表面处理形成熔
铜体。即通过同时对环境、空间、速度、温度、时间和铜本身介质配
方的把控，产生出大量千变万化的熔铜景象，人们能从中感受到
色彩、节奏、空间等艺术张力。他的第一幅熔铜艺术作品 《阙
立》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本次展览分为“同源”“蕴生”“不息”三部分，正如朱炳仁
所言，生命与生存始终贯穿在这些作品中。

《稻可道，非常稻》呈现的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每根稻谷都
有自己的形态，巨大的装置设计下，呈现出风吹麦浪的灵动，容
易让人联想到丰收的喜悦。这个作品借用了 《道德经》 的“道可
道，非常道”，体现出朱炳仁近年来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思
考，水稻不仅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还形成了悠久的稻耕文
化。水稻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与老庄哲学中的“道”互为隐喻，让
人体悟到“道法自然”的妙意。

朱炳仁的不少作品通过禅意、道这些极具中国文人气质的审
美方式来呈现意境。如 《木幻生金》 熔铜艺术壁画，将铜与未经
雕琢的原木相融合，经过土的包容、水的淬炼，最后在1000多摄
氏度的高温洗礼下，幻化出铜魂铁魄的满树华盖。木与铜共生共
长，两者浑然天成，木幻生金，古木逢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成
为朱炳仁对“天有五行，分时化育，以成万物”的感知和呈现。

作为百年铜艺世家“朱府铜艺”的第四代传人，朱炳仁并没有限
于传统题材，而是致力于中西对话、古今对话，赋予古老的铸铜艺术
现代性，因此也有评价认为，他开启了“熔现实主义”的新流派。

展览中有一组“青花铜”的作品，观众可以走进展区亲手触
摸，感受人与铜的连接。朱炳仁借鉴了元青花瓷的梅瓶、玉壶春
瓶等器型的特点，但纹饰上并未采用传统青花瓷的纹饰，而是由
熔铜形成纹路和自然的孔洞。在上色过程中，传统的瓷釉手法无
法在铜体上附着，朱炳仁则使用了独创的庚彩工艺。

庚彩通过彩料的渗化、迭加、融汇、渲染、抛磨、熔炼，形成多层
流畅肌理。在朱炳仁研创的工艺中，庚彩与熔铜一样，具有不可控
性。他通过对彩料的配方、载体的把控，产生出大量千变万化的色
彩肌理。庚彩最大的特点就是富有节奏、和谐且多变，工艺的制
作过程又给色彩营造出了有厚度、或粗糙或光滑的质感。

重现经典并不是照搬，青花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
一，但朱炳仁对材质、工艺、创作乃至展出方式的尝试都赋予了
青花新的生命力，借用印象派手法实现了今人与古人的对话。

“让铜回家”。对于绵延5000多年的铜文脉，朱炳仁在2007年
选择了打造“江南铜屋”的方式去延续。铜屋里陈设着2000多件
艺术品，既有气势恢宏的铜壁画也有铜壶、铜花瓶等实用性极强
的家居用品，每当看到被参观者们摸得发亮的铜摆件露出内里的
黄铜色时，朱炳仁非但没有因此而生气，反而面露喜色，他觉得
那是大众对铜文化的认可。

近年来，乡村振兴是文艺创作的热词。在观众喜闻乐见的综艺领域，《种地
吧》《向往的生活》《云上的小店》《山水间的家》《生机勃勃的我们》《在希望的
田野上》《宝藏般的乡村》等一系列乡村类综艺，以政策为脉、以综艺为媒，生
动展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真实状况，打破了观众对农业农村农民固有的印
象，用创新、多元、寓教于乐的电视综艺模式，书写火热的乡村振兴实践，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的力量。

纵观近期的乡村类综艺，大多采用纪实手法，展现真实的乡村生活、美景
美食、自然地理条件。纪实镜头下的乡村“慢”了下来，乡村的景美、人美、
日子美也被展现了出来。如正在热播的劳作纪实节目 《种地吧》，邀请10位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三墩镇山联村，他们要用 190天的时间，在

142亩土地上播种、灌溉、施肥、收获。节目借鉴“慢综艺”的制作方法，将综
艺和劳动、劳作相结合，在劳作中展现乡村之美，诠释“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现实内涵。《山水间的家》采取纪录片的拍摄手法，精心选取了在文旅融
合发展层面具有代表性的24个特色乡村，以平易而亲和的“探访”视角与当地
村民进行深入交流，通过一个个有温度、接地气的人物故事，折射出中国农村
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收获的喜人成果。

不仅如此，这些乡村类综艺对乡土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既表现了中国
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展示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与变迁。《宝藏般的乡村》让
观众看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潮中，乡村已经实现了蜕变，也拥有了新时
代的新宝藏。这种蜕变与宝藏不仅体现在产业升级、科技水平升级上，也体现
在教育质量提升上。《种地吧》真实还原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
活，透过他们展现中国当代农民如何从“靠天吃饭”到“靠技生钱”，展现现代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为农业发展带来的极大便利，引领观众思考现代化农业
强国的真正意涵。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乡村类综艺节目的创新路径不断迭代升级，以真实的
乡村底色和奋进的农业农村故事，展望农业现代化强国的未来。在乡村振兴的
宏伟蓝图中，乡村类综艺节目应持续发挥特有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从不同
角度呈现乡村发展的蓬勃朝气，助力人们追寻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让乡
村成为都市人和乡村人共同向往的生活场域。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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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综艺描绘振兴画卷
任 旭

以铜之名尽显千年风流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朱炳仁与他的熔铜艺术品 受访者供图

3 月 16 日至 29 日，第十
一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山东举
办，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个杂技、魔术节目和8部杂技
剧参加本届展演。全国杂技展
演前身是创办于 1984 年的全
国杂技比赛，迄今已连续举办
十届。

上图：杂技节目《曙光》。
左图：杂技节目 《山之

魂——高椅》 。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推选出
97 部优秀作品，涵盖电影、电视剧 （片）、戏剧、
广播剧、歌曲、图书等艺术门类，充分反映了近三
年来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丰硕成果。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新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
台。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
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主题创作有声有色

提振民族精气神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广大文艺工作者心
怀“国之大者”，脚踩生活大地，谱写文艺华章。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迎接庆
祝党的二十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时间节点，生动展现文艺创
作领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积极成果，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绘成你胸中景象……人民就是
江山，写就你使命担当”，歌曲《领航》歌颂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深情温
暖，直抒胸臆地唱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炽热情感，坚
定了全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信心和斗志。如演唱者之一、男高音歌唱家魏
松所说：这首歌温暖、深情、高昂，情绪变化层层
递进，震撼人心的力量喷薄而出。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型情景史诗》 是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向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华诞献上的扛鼎之作；电影 《我和我的祖
国》 取材开国大典、女排夺冠、香港回归等历史性
经典瞬间，讲述中国人民与祖国之间息息相关、密
不可分的动人故事；歌剧 《红船》 大力弘扬了中国
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
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创造与实践中增强文化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气神。

现实题材精品迭出

生动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

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萃
取，倾情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
之果，获奖作品聚焦三年来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社
会生活重大主题，特别是决战脱贫攻坚、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
发展成果，生动描绘出新时代的精神图谱。

涵盖农村、军事、科技、英模、少儿、生态等
领域的现实题材获奖作品，从生活的静水深流中窥
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
的节奏与步伐。

话剧 《龙腾伶仃洋》 生动体现了港珠澳三地携
手共建港珠澳大桥的同心协力与民族自信。剧中港
珠澳大桥岛隧项目部总工程师秦洪涛的饰演者、国
家一级演员张琳表示，众人都看到壮丽的港珠澳大
桥建成了，却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难以想象的困
难。“我有这样一句台词——‘每一次对接安装的成
功不取决于我这个总指挥、总工程师，而是取决于
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取决于几百个工序的所
有环节。’这是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与认识。”

见历史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纪录片 《摆脱
贫困》 全景呈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恢宏历史进
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歌剧

《天使日记》讲述了医护人员和援鄂医疗队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勇当最美逆行者的感人事迹。电视
剧 《超越》 讲述短道速滑国家队员的成长故事，为
北京冬奥会营造了浓厚氛围。《诗在远方——“闽宁
经验”纪事》《琵琶围》等图书生动书写了我国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非凡历程，展现出良好的精品特质和
文学价值。广播剧 《中国北斗》《黑色沃土》《有事
找彪哥》《守望黄河口》等分别讲述了航天科技、黑
土地保护、基层社会治理、黄河口生态保护等方面
的生动故事。

艺术质量明显提升

凸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近年来，各级各地文艺创作组织化程度不断提
升，文艺作品的质量和水平迈上新的台阶。评委表
示，本届入选作品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着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集
中展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创
作追求。

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
背景的电影《长津湖》，剧本打磨5年，总工作人员
数量高达1.2万人，最终打造成战争题材精品，成为
我国影史票房冠军。主演吴京回忆，在拍摄过程
中，有人冻伤，有人断了韧带。有时风雪大作，吹
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半边脸都没了知觉。同时
也知道了“零下20摄氏度的室外不戴手套打枪，手
会冻得粘在枪上”“冻着冻着会睡着”是一种什么感
觉。“但没有人抱怨累和苦。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在那
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打赢这场仗，我们没有理由在舒
适的环境里完成一场‘硬仗’的塑造。”吴京说。

精益求精、潜心磨砺、锻造精品。电视剧 《觉
醒年代》《山海情》《功勋》《人世间》等优秀作品因
制作精良扎实、人物塑造成功，打破了主旋律大剧
收视圈层，收获了大批观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高度
称赞，被称作是具有集成式意义的美学突破。专题
节目 《典籍里的中国》 以“文化访谈+戏剧+影视

化”方式，让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京剧
《燕翼堂》通过戏曲艺术的表达，展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交融整合、互补生辉。彩调剧

《新刘三姐》既富有丰富浓郁的民族特色，也融入了
许多时尚元素，具有清新、灵动、鲜活的审美意境。

反响积极热烈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纵观本届获奖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
一的特点更加突出，较好实现了群众评价、专家评
价和市场检验相统一。如电影 《长津湖》《攀登者》

《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父辈》《峰爆》《守岛人》《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都取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注重时代性和群众性是本届评选一大特点，对
既有良好社会效益、社会价值，又在互联网平台点
击率高，线上线下均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的作
品，给予重点关注。

在北京冬奥会上唱响的歌曲 《一起向未来》 仅
在抖音、快手两家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就高达 58.4亿
次，引发全民传唱热潮；歌曲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抖音、快手达到111.5亿次播放，受到广大群众的
喜爱……观照人民的生活现实与情感方式，文艺作
品走进人民心里。

专题节目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2021 季》 在春
节、清明、七夕、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连续推出，
持续出圈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单是在 《唐宫夜宴》
中，移步换景之间就能欣赏到《千里江山图》《簪花仕
女图》《捣练图》等一幅幅流传千百年的名画。观众点
赞称，远去的历史演绎成眼前的艺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容在审美表达上开创了新的全景视窗。“我们
要通过有底蕴、有新韵的系列化节目，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的生命力、传播力。”主
创团队表示，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以深度的文化认
同和昂扬的创作主动，让具有“中国意象”的节目
将鲜明活泼的历史人物、丰富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
和昂扬向上的审美情趣进行聚合，多维度寻找与新
时代观众的情感互动、文化链接、心灵交汇。

当代文艺工作者正以更饱满的精神、更绚烂的
笔墨、更充沛的创造力，高举时代精神灯火，吹响
人民前进号角，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中，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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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长津湖》海报 （资料图片）▲电影《长津湖》海报 （资料图片）

▲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资料图片）▲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资料图片）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中的节目《行
进的火炬》 翁奇羽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