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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一场漫长的旅途，免不
了跌宕起伏。电视剧《做自己的
光》中3位在电视台工作的职场女
性何欢、白杨、赵媛媛，也都曾在各
自的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各种困境，
面临不同挑战。但她们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自我，表现出当代女性积
极进取、坚毅勇敢的品质。

我在电视台工作过 20 多年，
做过民生新闻记者，也做过编辑
和晚会导演，还在广告中心服务
过。《做自己的光》之所以将剧中
主要人物的职场安排在电视台并
结合了融媒转型的内容，部分原
因是我对媒体行业有很深的感
情，而且亲身经历过行业的变
革。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
土壤，也是这部剧能够凝练生活
细节、具有烟火气的重要基础。
在时代浪潮中摸索、求新、精进

的媒体人与他们的故事，是值得
被记录、被讲述的，包含酸甜苦
辣的社会生活和中国故事特有的
温情，使许多观众产生了共鸣。

在我看来，对剧中角色的人
物设定不必满分，正如生活中没
有完美的你我。遇到生活变故的
何欢，迅速振作却也难以处处周
全；骄傲自信的白杨，过于刚猛
也让其难免脆弱、易折；生命力
极强的赵媛媛，向往婚姻也懂得
凡事都要靠自己，她的迷茫和矛
盾是当下不少女性共有的。我希
望通过讲述这些鲜活生命的故

事，塑造出多元生动的女性群
像，反映真实的社会面貌。虽然
爱情戏“点到为止”，但仍然力图
展现这些女性对情感的珍视与谨
慎态度。而女性之间的友谊同样
不容忽视。何欢、白杨、赵媛媛
能看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感受
到他人的关爱并及时给予回应。
哪怕彼此之间有暂时的矛盾和误
会，比如白杨为何欢的节目打低
分，赵媛媛删除了何欢、白杨的
采访素材等，我也觉得不需要用
太多的笔墨去写她们的和解，因
为她们都是真诚善良的人，十几

年的相处让她们彼此懂得、彼此信
任，所以她们三人最终依然能够坐
在一起直言不讳，相互掏心掏肺。

生活中我们有时是艰难的，
有时是孤独的，能够温暖自己、
照亮别人一直是我们的期待。所
以在剧本创作之初，整个创作团
队便达成共识：在故事中融入一部
分喜剧元素，使整部剧既婉约又
朴实，既有力量又充满温情。希
望她们的故事能感染更多观众，
也凝聚一段独特的回忆，传递更
多爱与希望。不管过去、当下还是
未来，“做自己的光”是个永远的命
题，它不仅属于正在进步的时代女
性，而且属于我们每个人。找到
自己，成为自己的光、他人的
光。让我们不吝光芒，共同前行。

（作者为电视剧《做自己的
光》编剧）

7 月 28 日下午，北京南锣剧场，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儿童艺术
剧院创排的“北京丫丫”成长三部曲
开启三戏连演。在6个多小时的演出
中，剧场里的小观众们完全沉浸在

“北京丫丫”的世界里。这场“儿童
戏剧马拉松”通过拉长剧间休息时
间、为孩子们进行“戏剧扮装”和前
往南锣鼓巷进行民俗游览等方式，丰
富了孩子们的观剧体验，提升了戏剧
的感染力，让这一儿童剧演出的新尝
试获得成功。

“北京丫丫”成长三部曲 《耗子
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土
狗老黑闯祸了》改编自京味儿作家叶
广芩近年来创作的同名儿童文学作
品，以上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为背
景，讲述了北京小妞丫丫纯真、美好
的童年故事。3部儿童剧于2021年至
2023 年依次与观众见面，已相继演
出超过 60 场，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
双丰收。

总导演、总编剧王泽说，2020
年创排之初，他就找来小说《耗子大
爷起晚了》 翻看，边读边感动得流
泪。“原著是散文体小说，改编时难
度最大的是要原汁原味地呈现原著，
用孩子的视角将他们看到的世界表达
得充满诗意。”他曾拉着剧组人员深
入颐和园以及有北京特色的胡同采
风，最终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目前这种
亲切而灵动的舞台剧样貌。

国家一级编剧欧阳逸冰认为，这
三部曲牢牢把握住儿童剧创作的根
本，用儿童思维感知世界、观察世
界、表现世界，注重挖掘儿童心理的
奥秘。如在 《土狗老黑闯祸了》 中，
丫丫的手指头不小心插到椅子的窟窿
眼儿里拔不出来，她七哥拿把锯子准
备锯开椅子，但聪颖、生活能力强的
李德利拿来香油润滑，帮丫丫把手指
头拔了出来。当丫丫和她七哥感谢、
赞扬李德利时，李德利头也不抬，一
溜烟跑了。“他没受过表扬，所以受
表扬感到很难为情。这让观众看到了
李德利天真、纯洁、美好的心灵。”
欧阳逸冰说。

儿童戏剧作为美育的一种形式，
是对儿童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也
是 使 孩 子 们 想 象 力 更 加 丰 富 的 教
育。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驻会副会
长万丽君认为，在这三部曲的 3 个主
要场景——颐和园、胡同、学校中，
丫丫得以全面成长，“颐和园里的丫
丫体会到与亲人分离的寂寞、惆怅，
胡同里的丫丫在玩闹中学会理解、承

担，学校里的丫丫开始建立友谊、关
照伙伴。小观众在与丫丫的共情中，
懂得了亲情、友情的重要”。

这三部曲传达了鲜活的北京风土
人情。看这3部戏时，就像一幅北京
风情画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一群孩
子在其中肆意地跑跳、天马行空地玩
耍，朴实又令人感动。中国艺术研究
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白帆认为，这
三部曲巧妙地将剪纸、戏曲、民乐、
珠心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蕴藏
于儿童戏剧之中，坚定少年儿童对中
国文化的自信。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是胡同里的
剧院，是带有京味儿的、质朴温暖的剧
院。”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北京儿
童艺术剧院董事长董宁表示，“对‘北
京丫丫’成长三部曲这样的现实题材
作品的深耕，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儿童
艺术剧院的文化特质和戏剧特质。我
们所做的，就是‘一切为了孩子’。”

据悉，7 月 29 日至 9 月 10 日，
“北京丫丫”成长三部曲还将进行数
十场演出。

日前，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动
感热烈的音乐声中，“打开艺术之门·
艺术之旅”北京红色文化艺术之旅活
动圆满收官。来自北京、河北魏县的
10个亲子家庭，度过了充实而有趣的
一天。

小营员和家长们观看了庄严的天
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参观了国家大
剧院，走进皇家园林中的中山音乐
堂聆听了“看动画片 听交响乐”艺
术讲堂并欣赏精彩演出。他们还观
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今雨轩的
红色主题展览，品尝了来今雨轩茶
舍的特色美食。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保利院线京津冀区域事业
部总经理徐坚介绍，今年“打开艺术
之门”暑期艺术节首次联合北京、天
津、河北三地，推出“打开艺术之
门·艺术之旅”。活动推荐了京津冀地
区的非遗及文旅体验项目，旨在吸引
更多孩子及亲子家庭到京津冀各地体
验代表性文化活动，感受当地风物，
加强三地文旅资源融合，促进京津冀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来自北京的 8 岁女孩佳佳和妈妈
一起参加了活动。佳佳妈妈说：“这
次艺术之旅行程满满，非常充实。以
前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活动，觉得很有
意思也很有意义。”

近日，来自非遗领域的专家学
者、传承人、策展人以及青少年学
生等数百人，齐聚由华夏文化促进
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
与创新高峰论坛。论坛设有新标识
发布、主题演讲、代表性项目展示
等环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建立非遗智库

2022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22年末，中国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在世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433 名，
非遗保护机构 2425 个，从业人员
17716人。

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专家队伍的支持。论坛
主席、华夏文化促进会非遗分会会
长常月红说：“非遗的理论研究者
提供学术支撑，代表性传承人保持
传统文化的连续性，相关科技工作
者和文化工作者则从不同角度参与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大家共同推动
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

在论坛现场，组委会宣布成立
由24位成员组成的论坛主席团和38
位成员组成的论坛专家委员会。论
坛联合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李宏复表示：“我们将以开放和包
容的态度，积极联络和邀请更多专
家学者参与到论坛和非遗事业中
来。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合作
交流，进一步拓宽非遗研究视野，
丰富非遗研究方法。”

分享非遗经验

目前，中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名册），居世界第一。中国政
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文化代表
苏旭表示：“中国为世界非遗保护工
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继续努
力，扎实做好非遗的系统性保护。”

论坛上，一些非遗工作者交流
了自己的做法和经验。

有的学者深入基层对非遗进行
一线调研，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的足
迹遍布中国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通
过广泛的田野调查，他基本摸清中
国境内有 33 个少数民族有和剪纸

相关的习俗传统，包括藏族、哈尼
族、德昂族、拉祜族、傈僳族、苗
族等。多民族的剪纸虽然功能、形
态丰富，色彩各异，但都裁剪精
巧。他强调“要把剪纸还原到村社
生活”，运用“活态文化”的研究
方法，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
国剪纸“建构基础田野实践和理论
框架”。

有的学者强调非遗保护与传承
的关键在人才培养。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寇学臣介绍了当地“一体两翼
六品”的“书教育人”模式。“一体
两翼六品”即以河北师范大学书法
学科建设为“一体”，以书法协会等
为“两翼”，以“高等书法论坛”

“烛光计划”等6个品牌活动推动区
域书法教育，多年来共使百万师生
受益。

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非遗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
数字技术赋能非遗，实现非遗数字
化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

北京乐器研究所研究员彭丽颖
介绍了他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复原古
乐器的实践。融合“燕京八绝”非

遗技艺复原筑和轧筝两种古乐器的
过程中，他们采用了3D建模和数字
化音频技术等。复原后的这两种古
乐器好看又好用，在音乐会现场演
奏时受到关注和赞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
员张秀梅的团队运用智能化手段
实现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知识图谱
化、临床决策规则化，为现代人
提供了预防调治、保持身体健康
的智慧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晓英指
出，当下迫切需要加强非遗价值评
估工作，推动非遗保护高质量发
展，避免低水平建设和重复建设。
她提出了非遗价值评估的三维指
标，即历史文化维度、保护传承维
度和活化创新维度，使非遗工作有
标准可遵循、有标杆可追赶，达到

“以评促建”的效果。

打造非遗名片

展现中国非遗的魅力，增强中
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是非遗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故宫红墙到江南水乡，从敦
煌大漠到丘陵茶园，展现中国大江
南北人文自然景观的画面，牢牢吸
引了与会嘉宾的眼球。中国互联网
新闻中心出品的中英文短纪录片

《万象中国》第一季片花在论坛现场
播放时，引发关注。中国互联网新
闻中心艺术中国主编许柏成介绍，
这部系列纪录片的第一季从丰富的
中华文明宝库中选择了 100 个代表
性元素，以小见大，展现了中国人
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
品质。第一季的国内总播放量达
8000万以上，海外总接触量达 1200
万以上。

许柏成认为，《万象中国》 的
经验表明，非遗的国际传播既要注
重学术质量，又要通俗易懂，“要
在全球视野下讲述中国故事，精美
的画面、丰富的场景和别具一格的
叙事方式都有助于提高国际观众的
接受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
亮丽名片。与会嘉宾们一致认为，
我们应该讲好今天中国非遗保护传
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报电（记者赵珊） 近日，由浙
江工商大学主办，中央文化和旅游管
理干部学院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艺术人才培训项目——艺
术乡村促共富‘一乡一品’经营管理高
级人才培养专题班”在北京开班。来
自全国 21 个省区市艺术乡村领域的
50 名学员参加培训，包括艺术家、手
艺人、项目策划师、规划设计师、乡村
运营师、品牌经营者和高校教师等。

培训围绕“文旅融合”“艺术赋
能”“资源转化”等多个主题展开，
旨在培养一批有志于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符合乡村建设发展要求，具备文
化艺术创新创意能力，懂得艺术乡村
品牌化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浙
江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休闲与旅
游农业专家组专家严力蛟表示，培
训班不仅是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

实践，也为全国艺术人才培养探索
了方向与路径。

该项目负责人浙江工商大学副教
授王丽云介绍，“艺术乡建”有助于拓
展艺术在乡村中的现代价值，促进乡
村产业转型发展和乡村人才回流反
哺，以艺术惠民、艺术富民、艺术强民
等形式助推乡村文化繁荣与振兴，构
建中国乡村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之前联合
发布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塑造“一乡一
品”特色品牌，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
的乡村文化名片。浙江等地推进了一
系列关于“艺术乡建”的探索性研究
和实践，涌现出一批“艺术乡建”带
头人和特色示范村。该项目有助于推
广艺术乡村品牌化经营促共富的“浙
江经验”及全国优秀经验。

展现中国非遗的非凡魅力
——记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

颜诗桐 苗 春

“她故事”的温婉力量
苏晓苑

■文艺创作谈

艺术乡村人才培养专题班开班艺术乡村人才培养专题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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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和河北魏县的亲子家庭在北京中山公
园来今雨轩参观红色主题展览。 主办方供图

▲来自北京和河北魏县的亲子家庭在北京中山公
园来今雨轩参观红色主题展览。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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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 《耗子
大爷起晚了》剧照。

◀剧间休息时进
行“戏剧扮装”的小
观众。

北京儿童艺术剧
院供图

▲中英文短纪录片《万象中国》海外传播取得好成绩。图为第一季部分纪录片海报。 出品方供图▲中英文短纪录片《万象中国》海外传播取得好成绩。图为第一季部分纪录片海报。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