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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江苏省作家
协会指导，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等主办的 2023 首届中
国“网络科幻”高端论坛在南京举行，知名网络文学作
家、科幻作家和批评家围绕网络科幻文学的发展与前
景、纸媒科幻文学和网络科幻文学的互动等话题进行了
讨论。

伴随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发展壮大，网络科幻文学
也日益引人注目。越来越多作家从事网络科幻小说创
作，许多读者常年在网络平台追更科幻作品。网络科幻
文学的题材开掘也逐步走向深处，作者们不再满足于简
单套用科幻元素，诞生了一系列新的融合写作方向，如
进化超能、未来世界、星际文明、超级科技等子类别，
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期待。2021年在起点读书畅销
榜上长期排行第一的 《我们生活在南京》，还斩获了中
国科幻最高荣誉“银河奖”。

当“科幻”与“网络”碰撞在一起，会绽放出怎样
的火花？论坛上，业界人士各抒己见。在不少网络作家

看来，网络文学与科幻文学可以实现双向赋能。“网络
文学可以多汲取一些科幻元素，结合读者快节奏、碎片
化的阅读模式进行创新。”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省网络
作协主席“跳舞”说。网络作家“会说话的肘子”说：

“我觉得大家要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文学媒介
和传播平台的转变，希望更多优秀科幻作家来网络上写
作，刷新科幻在读者心中的印象。”科幻作家“墨熊”
说：“科幻本身是一种题材，无论是在纸媒上发表，还
是在网络上写作，都未来可期。”

对于网络科幻文学和纸媒科幻文学的区别，《科幻
世界》 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说：“网络科幻文学和传统
科幻文学区别有限，可能主要体现在叙述方式上。对传
统科幻作家来说，对故事的结构考虑更多，篇幅上有更
多节制；对网络作家来讲，打开的是无限的世界，一个
问题引出另外很多问题，层层堆叠，构成了更加复杂的
艺术世界。”

论坛上，多位专家还谈到了科幻题材的共同话题。

“网络文学应该是无数种文学的结合，纸媒科幻文学和
网络科幻文学能够在这里交融。”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
意研究院院长夏烈说，“过去我们更多关注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科学技术或者说
人类的想象和科学实践，已经把人类和宇宙、自然拉到
了非常近的距离。科幻是呼应人类最前沿文明的文学门
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鲍远福认为，好的
科幻作品必然关注现实，或者是关注现实语境中的人
性。“跨界思维对网络科幻文学和纸媒科幻文学来说都
非常重要，科幻文学最重要的是能否用科学的思维规训
想象力。”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认为：“互联网进
入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文
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强大的想象力，网络+科幻
具有独特的共生性和融合度。具有示范价值的网络科幻
文学作品，为网络文学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新动能。”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青春》网络文学评论专号、图
书 《对话：走向网络文学经典之路》 首发仪式。据了
解，《青春》 网络文学评论专号是目前国内第一本记录
网络文学发展现场、跟评网络文学热点、描绘网络文学
发展图景的纸媒刊物。《对话：走向网络文学经典之
路》 收录了 15 位网络知名文学作家访谈，系统梳理他
们的创作历程及作品特色，追踪网络文学最新进展，探
讨网络文学精品化路径。

3月25日下午2时许，中
央戏剧学院 2022 级研究生胥
瑞登上福建师范大学综合展
览 馆 的 舞 台 ， 对 他 的 剧 本

《再见，我的火车南站》 进行
推介。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
电 视 节 （以 下 简 称 “ 大 视
节”）“启航”大学生创作扶
持活动共征集到 100 多部作
品，最终5部入选现场提案路
演。胥瑞的剧本就是其中之
一。该剧本根据其真实经历
创作，讲述了他少年时在某
城市火车南站的一段难忘经
历。胥瑞介绍了故事情节、
拍 摄 计 划 、 执 行 团 队 等 情
况，6位业界专家和影视制作
机 构 代 表 就 剧 本 的 立 意 表
达、完整性、可执行性等进
行评议并提问。接下来，其
他4个提案的宣讲人也次第登
台，最终将决出3部作品获得
资助扶持。现场气氛热烈又
紧张，宣讲和评议不时引发
台下同学们的掌声和笑声。

这是第十一届大视节期
间许多精彩场面之一。从3月
24日至3月26日，100多所高
校的 3000 余名大学生踊跃参
加了大视节各项活动。

大视节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中国传媒大学共同主办，以“大学生欣赏、大学
生创作、大学生参与”为特色，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
成为中国大学生、电视行业及艺术学界的年度文化盛
事。今年的大视节主题为“奋进青春，强国有我”，伴随
着茉莉飘香，榕荫满地，电视艺术家与大学生相聚福
州，共享文化盛宴。

大学生精品赏析活动以精品推荐的方式，向大学生
们推介一批当前一段时期热播的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
包括《人世间》等15部电视剧、《中国》（第二季）等15部
纪录片、《声生不息·港乐季》等10部综艺节目、《小丽相亲
记》等10部公益广告和《中国奇谭》等5部动画片。

“启航”大学生创作扶持活动是第十一届大视节具有
创新性的主体活动之一，面向高校在读大学生征集适合
影视化改编的创意文案，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响应。最
终，胥瑞的《再见，我的火车南站》、上海交通大学江承
超的《草莓海》和中国传媒大学钟时晶的《传道授业》3
部作品脱颖而出。

大学生原创作品展映活动组织全国高校在读大学生
自主创作拍摄短片，聚焦“中国梦”、校园生活、社会热
点等主题，鼓励大学生用影像和镜头表达当代青年的认
知和思考、责任与担当。浙江师范大学刘辉的纪录片

《云端行者》、山西传媒学院崔泽娜的纪录片 《纳西吾
木》等6部原创作品在高校展映时，全场座无虚席。作者
与同学们分享创作经验，讲述心得体会，引发情感共鸣。

每年的大视节不仅是大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更是
思想碰撞的舞台。大视节期间，知名艺术家走进高校，
开展丰富多样的论坛与精品大师课活动，与大学生广泛
交流。今年，主持人敬一丹、海霞、白岩松，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毛泽东的扮演者侯京健、蔡元培的扮演者
马少骅、鲁迅的扮演者曹磊，《梦华录》《功勋·黄旭华的
深浅》等剧的导演杨阳、参与过许多影视主题曲创作的作
曲家舒楠等，都参加了本届大视节的各项活动。他们讲
述艺术人生，点亮艺术星火，给大学生带来惊喜和启迪。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
书长范宗钗说：“大视节与青年之间是双向奔赴的。大视
节给青年学子搭建了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增强本领的
平台，有利于电视人才的梯队建设；大视节也鼓励电视
工作者走进校园、了解学生、体验生活，创作出更多符
合年轻人观赏习惯、引导年轻人价值观形成的电视精品。”

本届大视节“文艺之光铸青春之魂”电视精品创作
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杨乘虎介
绍，根据对全国近3000名大学生所做的调研，大学生日
均网络视听内容收看时长超过6小时，近半大学生日均收
看各类视频2小时以上。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精品如何炼
成？如何对大学生产生持续而正向的影响？中国教育电
视台副台长陈宏认为，要义有三：需要创作者具备人生
大格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化自信，胸怀国之
大者；需要创作者具备较高影视素养，守正创新、博采
众长；需要技术赋能，采用高新视听语言，提供更多沉
浸式体验。他表示，期待以本届大视节为新起点，电视
艺术工作者和全国大学生群体以光影为笔，尊德性，温
故知，穷真理，致广大。

本报电（闻逸）“文心雕龙·和而不同”——中国民
俗文化东盟行 （菲律宾站） 活动日前在菲律宾远东大学
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菲律宾远东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世界民俗
文化研究所等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远东大学组织的菲律宾竹制乐器演奏和
民族舞蹈，富有热带风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苑国风”
演奏小组带来了一首首国风之乐；中国的非遗传承人和
民俗学专家现场讲解、展示蛋雕、十字绣等工艺。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文化参赞李薇表示，人文交流
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本次活动推动中国民俗文化
走进菲律宾校园的初衷。她希望中菲两国嘉宾特别是青
年学子在活动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文化交流互鉴
的力量，继续书写两国文明美美与共的佳话。

在节目中体味文化意蕴

“无意中刷到《陇上踏歌行》片段，当时就觉得很惊
艳。舞蹈艺术与清明时节田间地头的忙碌景象相融合，
让观众透过节目窥探古老的农耕文化，理解中华民族从
何而来。”网友“暮雪”说。河南卫视去年推出的《2022
清明奇妙游》引发大量讨论，仅在微博平台，话题#清明
奇妙游#就产生了2亿次阅读量。

今年 4 月 4 日“上新”的 《2023 清明奇妙游》，则带
领观众置身一个个“元宇宙”，走进魏晋、唐、宋等不同
时代，重温与清明有关的历史文化典故，体味清明节独
特的情感意蕴。

《2023清明奇妙游》总导演路红莉说，清明节兼具自
然和人文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追求“天、
地、人”和谐合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
律”的思想。该节目通过多种样式，讲述了清明节的节
气概念和人文风俗，传递了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和价值观。

“以前对清明节了解不多，以为只有祭祖这种比较严
肃庄重的习俗。”95后观众胡安冉表示，通过《清明奇妙
游》 系列节目，自己逐渐了解了清明节背后丰富的习俗
传统和深远的文化意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电视节目以中国传统节日、节气
文化为主题，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挖传统文化内
涵，传递中华文化之美。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
节目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节目通过编排和演绎形式的
创新，萃取清明等传统节日的相关视觉符号与意象意
境，借助故事化叙事、多样化视听化语言实现情感激
发，激活观众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价值认同。”中国
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俊分析认
为，这类节目还常常借助社交媒体和各类视频平台，吸
引观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主动参与，实现节目的“刷屏
式”传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很有意义。

穿着汉服踏青赏花

飘然流光、优雅若仙的汉服作为近几年兴起的“新
国潮”，成为了众多“同袍”踏青春游时的必备。

艾媒咨询《2022—2023年中国汉服产业现状及消费行
为数据研究报告》显示，汉服消费者以中青年为主，40岁以
下消费者占比超过八成，其中 27至 39岁消费者占 62.7%。
同时，52.7%的受访者表示会在传统节日穿着汉服。

国风爱好者田王佳玥说：“清明时节，天清气明的气
候和踏青赏花的场景，本身就非常适合穿着汉服。草色
青绿，繁花盛开，穿着‘轻纱广袖’漫步其间，照片内
外皆是风景，十分浪漫。”

“中国是‘衣冠礼仪之邦’，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
今天，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不仅可以进
一步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利于将中国古代服
饰文化转化为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使其服务于今
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贾玺增说。

随着汉服热升温，汉服相关活动也不断“破圈”。
2023中国 （开封） 清明文化节的“来趣宋潮”踏春

大巡游活动组织了 30 个巡游方阵，5 辆花车，有近千人
参与。市民与巡游队伍亲密接触，热情互动，在春日里
展开一幅宋风宋韵、宋装宋景、踏春水陆的多彩画卷。

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光谷第二届中外高层次人才赏樱
交流活动上，来自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的外国友人穿
上汉服，共赏樱花。湖北科艾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马克说：“很高兴能够体验汉族传统服饰。穿着汉服赏
美景，更能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理解。”

在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已举办 5 届的“汉服花朝
节”活动，每年都会吸引 20 余万人共赏巡游雅集之美，
受到全国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喜爱。

“一些客户会约在汉服活动当天进行拍摄，先拍摄，后
参加活动，既留下美美的照片，又能亲身体验汉服文化，一
举两得。”汉服摄影师马天星说。马天星自己也是一名接
触汉服圈十多年的汉服爱好者，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传统
节日穿着汉服，她感到非常欣喜。马天星告诉记者，清
明节前后，踏青赏花主题的拍摄预约十分火爆，一方面
是因为汉服照有一定的新鲜感，更重要的是，“穿着汉服
来踏青”能够给参与者带来节日的仪式感。

传统美食受到青睐

抹茶牛奶青团、咸蛋黄流沙爆珠青团、栗蓉芝士青
团、肥汁米线青团……打开外卖 APP，清明节传统美食
青团融合各色创新馅料，迅速成为抓住年轻人胃口的

“热销单品”。
“青团从名称、颜色到口感，满满的都是春天的感

觉。”喜爱户外露营的李昊对记者说，近年来，青团已经
成为自己和朋友们在春天露营时的必备糕点。“在传统节
日品尝创新口味的中式糕点，这种感觉很独特。”

在口味创新的同时，青团的食用场景也在不断拓
展。各大饮品、甜品品牌将青团与奶茶、麻薯、欧包

“跨界”组合，吸引了诸多喜爱尝鲜的年轻消费者，不少
用户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种草”经历。叮咚买菜今
年推出的“一日五餐”青团系列商品：榴莲千层青团、燕麦
拿铁青团、龙井虾仁青团、一口青梅青团等，覆盖早午
晚餐、下午茶、露营野餐等多样化消费场景。

据悉，自3月初开始，叮咚买菜的青团就迎来了销售
高峰，一天能卖出1.3万多份青团。

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表示，以青团、八宝饭、粽
子等承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美食为发力点，能够最大程
度发挥传统饮食文化的优势，同时也通过产品创新，打
动和收获更多年轻消费者。

“云祭扫”缅怀英烈

变化的是过节的一些形式，不变的是清明带给我们
的浓厚温情。

从孟浩然的“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到高翥的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再到今人在 《清
明》歌曲中所唱的“唯有思念寄在春深更深处”，清明节
慎终追远的幽思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祭奠先祖、缅怀英
烈、追思故人的方式也越发多元。

自 2021年清明节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联合媒
体推出了 《鲜花献英烈》 融媒体交互产品。其中，2022
年的《鲜花献英烈》2.0版上线人民日报新媒体客户端30
分钟阅读量即达到“10万+”，献花量超过15万，产生了
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打开中华英烈网的清明祭英烈页面，可以看到红旗飘
扬，白色的和平鸽从烈士群像前缓缓飞过，人民英雄纪念
碑在蓝天白云之下更显庄严肃穆。网友们可以点击互动
按钮了解英雄事迹，向英烈鞠躬、献花并留言。截至3月
30日，参与今年献花活动的网友已达1289万人次。

“学习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忘烈士抛忠
骨，民族复兴中国梦”“缅怀英烈事迹，奋进伟大征
程”……网友们如是写道。“云献花”“云祭扫”不仅让
先辈的事迹得以铭记，也让今人在怀念中获得继续前行
的精神力量。

▲ 演员马少骅在闭幕式上表演节目。 主办方供图▲ 演员马少骅在闭幕式上表演节目。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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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走进菲律宾校园

网络文学与科幻文学双向赋能
——首届中国“网络科幻”高端论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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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清明奇妙游》 中的舞蹈 《洛水伊
人》剧照。 河南卫视供图

▲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嫘祖镇，两位穿着汉服的女子正在赏花。 赵永涛摄 （人民图片）

仲春暮春之交，又是一年清明。

作为节气，清明是时令的标志，

是古时指导农耕生产的重要节点。作

为节日，清明是轮回的交点，人们悼

念先祖，追思先贤，更追寻生机，踏

青春游。

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清明节

气，到形成于唐代的清明节日，再到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绵延

传承两千多年的清明节有哪些流变与

发展？当代青年如何度过这一既庄严

肃穆又生机活跃的传统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