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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时间之年”，也是内涵丰富的
“文化之年”。电影院里看电影，线上线下看演出，非遗大
集上买年货，文博场馆里过大年，度假休闲体验民俗……
今年春节期间，文化供给更优质、更富新意，文化和旅
游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丰富的“文化年货”烘托着节
日的喜庆气氛，更扮靓了红火的中国年。

春节档票房再创新高

国家电影局2月18日发布数据，2024年春节档电影
票房达 80.16亿元，创造了新的春节档票房纪录，观影
人次为1.63亿。

这个春节假期，回家乡过年的资深影迷王俊在当地
影院看了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第二十条》 和

《我们一起摇太阳》 4部电影。观影后他的印象是：“春
节档影片整体质量不错。”

观众观影意愿较高，大部分观众在档期内观看了多
部影片，是今年春节档取得高票房成绩的原因之一。猫
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力认为，其他原因还有今年春节档
长达 8 天，头部电影对大盘也有巨大推动作用，“今年
春节档整体呈现出‘两超两强’局面：《热辣滚烫》 和

《飞驰人生》票房超过20亿元，《熊出没·逆转时空》和
《第二十条》超过10亿元，档期内破10亿元影片数量是
历年春节档最多的。”

喜剧电影及含有喜剧元素的电影占据今年春节档的
主导地位。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认为，喜剧片及含
有喜剧元素的电影拥有合家欢属性，更符合春节档的调
性，也是近年来更成功、更适合市场的类型，2021年的

《你好，李焕英》、2022 年的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和
2023年的《满江红》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今年春节档名
列前茅的影片有一个共性，它们都聚焦于职场和职场心
态、个人选择和奋斗，从而实现与普通人生存状况和感
知感受的互动，达成最大限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其
中，《热辣滚烫》 是贾玲自 《你好，李焕英》 大获成功
后第二部进军春节档并自导自演的作品，引人注目，女
主角拼搏向上的价值观具有很强的观影号召力。《飞驰
人生2》 有前作打底，主演沈腾很受观众欢迎，该片再
现了赛车场面，是今年春节档唯一具有显著特效元素的
影片。《第二十条》 是张艺谋导演第三次进军春节档，
影片演员阵容强大，题材源于现实，后劲很足。《熊出
没·逆转时空》 有动画类型优势和扎实的IP基础，积蓄
10年的粉丝黏性较高。

2024年元旦档和春节档都取得了好成绩，电影市场
复苏又快又稳，让业内外人士对接下来中国电影的发展
充满期待。赖力认为，接下来业内在内容制作上会愈发
精细化，主题和内容也会更加贴近普通观众。饶曙光表
示：“选择档期对影片的票房成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回归到内容生产和艺术创作本身。保障品质、提升质
量是国产电影创作和生产的生命线。”

演出市场显著增长

不仅是电影市场，春节期间，戏曲、舞台剧、音乐
会等演出市场也“热辣滚烫”。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
示，春节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1.63万场，同比增长
52.10%；票房收入7.78亿元，同比增长80.09%；观演人
数657.65万人次，同比增长77.71%。

过大年、唱大戏是新春佳节的优秀传统。2月10日
大年初一，上海京剧院就在天蟾逸夫舞台陪观众过年。

《普天同庆》 展现“神仙聚会”，各路神仙送祝福。《老

黄请医》 丑角挑梁，诙谐幽默的表演逗得观众喜笑颜
开。有观众表示：“春节在天蟾看京剧已经是我们家的
仪式感。”

作为上海演艺大世界首部贺岁剧，方言话剧《魔都
俏佳人》被誉为今年的“沪语”年夜饭大戏。这部具有
海派喜剧风的大戏，云集苏浙沪各剧种名家，还穿插了
大热电视剧《繁花》的元素，博得满堂彩。据统计，演
艺大世界39家演出场所在春节期间共上演80台剧目380
场演出。上海交响乐团迎新春系列室内乐、上海文化广
场舞剧 《永和九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火红中国
年》新春贺岁音乐会等一大批精品演出和文艺力作，为
市民和游客奉上了甲辰春节美的享受。

在北京，精品演出荟萃春节假期。北京艺术院团带
来话剧 《正红旗下》《我可怜的马拉特》、戏曲 《锁麟
囊》《牡丹亭》、音乐剧《西大钟下》《威尼斯商人》、儿
童剧 《卡酷大计划—许愿龙珠》《口袋神探》 等经典剧
目；国外团体带来了芭蕾舞剧 《天鹅湖》《胡桃夹子》、
爱尔兰踢踏舞 《舞之魂》、交响音乐、钢琴名曲等精彩
表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小型演出场所表现亮眼，
举办超1000场演出，占北京演出总场次的80%以上。演
艺新空间举办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演出活动，涵盖
戏曲、话剧、音乐剧、音乐会等艺术门类。“会馆有戏”打
造古韵新声，正乙祠戏楼、颜料会馆、北京湖广会馆分

别上演吉祥昆曲 《天官赐福》、沉浸式曲艺剧 《南城记
忆——“老门神”》和评书专场，展现会馆文化活力新
场景。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数据显示，这个春节，
北京市97个剧场举办营业性演出共计248台1513场，吸
引观众约 31 万人次，票房收入 4927.5 万元。按可比口
径，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票房收入同比分别增加
24.8%、25.3%、28.2%；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
245.7%、41.5%、31.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潘燕表示，新春
伊始，全国演出市场开局良好。2024年演出市场将为观
众奉献更多高质量的演艺产品，以更加多元的演出加新
场景、新模式促进新消费。

文旅消费愈加旺盛

春节期间，各地纷纷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
动，让节日更喜庆、更欢快，消费更旺盛。据文化和旅
游部统计，全国举办“村晚”、戏曲进乡村、新年画活
动、图书馆里过大年等群众文化活动约 15 万场，线上
线下约6.69亿人次参与。

2月12日正月初三，位于河南南阳的中国文字博物
馆中心广场上，“福气满满安阳年之‘国潮市集’”火
热开市。广场两侧一排排大红灯笼装点着灯谜墙，广场
中央一个个展位展示着非遗文创与地方美食，吸引了不
少市民驻足选购。“春节期间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很多，
不少人选购了文创雪糕、甲骨文冰箱贴等文创产品，今
天，我们的文创产品销售额已突破历史峰值。”中国文
字博物馆工作人员刘维说。

在北京，新开放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迎来龙年首批
观众。“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常设展览上，讲
解员带着观众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沿革；“五光十色——
故宫博物院藏古代颜色釉瓷器展”中，美轮美奂的瓷器引
得大家啧啧惊叹；“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
藏文物展”不仅展品丰富，互动设置也趣味十足，在书法
体验互动屏前，许多小朋友排队临摹名家字迹。

喜庆的福字，各种“龙”元素装饰……重庆市沙坪
坝书城处处洋溢着新年的气息。这里的阅读区座无虚
席，还有不少青少年捧着书，或站、或蹲、或席地而
坐，在书店过道、书架旁阅读起来，沉浸在书香中。魏
先生抱着一摞科普类图书准备结账，他说，这是送给孩
子的“文化年货”。

夜色渐浓，200余组各具特色的彩灯点亮天津杨柳
青古镇，神龙出津、抱鱼娃娃、接福纳财……各种造型
喜庆的彩灯流光溢彩，游客沉醉在如梦如幻的夜色中。
今年在这里举办的第 27 届杨柳青国潮灯展，将杨柳青
木版年画、剪纸等非遗融合在彩灯制作中，还加入了
声、影、光、电等新工艺。期间，特色美食市集、民俗
表演、冰雪游乐、汉服巡游等活动叠加灯会，丰富了春
节夜间消费市场。

浓浓的年味不仅在身边，也通过网络传遍五湖四
海。在湖南长沙“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
动现场，全国各地代表性非遗项目齐聚，鱼灯舞、竹马
舞、花鼓戏、踩高跷、舞龙舞狮等具有南风北韵的节
目，不仅收获了现场观众的喝彩，也实现了“云”共
享。许多自媒体达人通过现场直播，把年俗文化、特色
非遗传递给全国观众。

逛市集、看展览、品书香、赏国潮……这个春节
“文化过大年”的打开方式越发丰富，新年俗也在不断
酝酿。龙年刚刚开启，红红火火的春节文化旅游消费为
新的一年注入了满满活力与期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

“2024年总台春晚”） 顺利落下
帷幕。看完节目，脑海中浮现
出几个关键词：文化自信、人
民群众、社会热点、群英荟萃。

2024 年总台春晚，以传统
文化打底，彰显文化自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春晚主视觉设计灵感来源
于器物、壁画、卷轴画等，采
用中国典型传统配色，进行现
代 化 演 绎 表 达 。 从 舞 台 设 计
看，春晚北京主会场的舞美设
计以龙为核心，舞美装置宛若
一 条 奔 腾 巨 龙 。 从 节 目 遴 选
看 ， 不 少 节 目 浸 润 着 传 统 文
化。中国传统纹样创演秀 《年
锦》，选用汉、唐、宋、明四个
朝代服饰中的纹样元素，以现
代化艺术手法对纹样图稿进行
重构。舞蹈《锦鲤》，蕴含着丰
饶富足、家有余庆的美好祝福。
此外，创意年俗秀 《别开生面》、歌曲 《永恒的诗
篇》、戏曲 《百花争艳》、舞剧 《咏春》 选段等节目
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处处可见、熠熠生辉。

2024 年总台春晚，把关注点放在人民群众身
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
根基、最深厚的力量。

春晚是属于人民的舞台，也是邀请人民参与其
中的舞台。特别设计“春晚等着你”，邀请“谭爷
爷”“影老板”等多位乐观向上、勤劳有韧劲儿的普
通人，一起观摩春晚彩排并在除夕当天入座观众
席，增强春晚的互动感和亲近感。在 《晒 share》 的
歌声中，全球各地网友挑战“龙年主题舞蹈”的视
频出现在舞台上，晒出快乐，分享喜悦，营造全球
喜迎中国龙年的欢腾氛围。歌曲《无我》，以欣欣向
荣、昂扬奋进的伟大时代为背景，唱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这一铮铮誓言，唱出万水千山、情
深意长的人民情怀。

2024 年总台春晚，再次聚焦社会热点。了解群
众忧盼，才能走进群众。

小品 《寒舍不寒》 中，女主播马丽的母亲重病
急需用钱，她的老同学老沈通过看直播刷礼物的方
式，默默无闻地资助她。歌咏 《如果要写年》 关注
乡村学校教育，节目邀请歌手毛不易与湖南省会同
县粟裕希望小学的田野诗班师生们，共同创作演
唱。歌曲中的四首诗歌 《月亮不见了》《红包》《碰
杯》《过年》 均来自田野诗班的创作。亲情、友情、
爱情，一首《不如见一面》，让我们在春晚的舞台重
温那些情感。相声 《导演的“心事”》 中，几位相
声演员创意化身为脑海中的各种想法，演绎当下社
会中的精神内耗现象。

2024 年总台春晚，老中青少群英荟萃。各行各
业，创新之道，唯在得人。

名家坚守文化阵地。陈少云、朱强两位老艺术
家为春晚观众献上经典剧目，共话“南麒北马”的
梨园佳话。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常沙
娜教授，绘制了一幅汇聚繁盛纹样的年锦图。台湾

“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一首台湾民歌来赞颂这片土
地，赞颂团圆的意义。

新生力量带来活力。戏曲节目舞台上散发着
“新鲜”气息，春晚舞台首次迎来潮剧唱段，中青年
优秀演员挑大梁。越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首次登
上春晚舞台。流行歌手与戏曲演员的创新组合——
汪苏泷、郭霄，通过流行唱法与戏腔的结合，碰撞
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
门的歌手和孩子们齐聚一堂，同唱一首歌——《礼
序》，让人印象尤为深刻。

春晚已经收尾，龙年的奋斗、美好的生活正在
路上。

年画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
祈愿。春节期间，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实践局、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 2024 年“新生活·新
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创作展示活动在
全国各地开展。喜气洋洋的新年画描绘出美好生活的多彩
画卷。

起源于宋代的绵竹年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新生活·新
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创作展示主场活
动，就在四川省绵竹市举办。活动分为“丰收幸福节”

“创美新生活”“吉庆闹新春”三个篇章，从近 5000 件作
品中评选出150余件优秀作品进行展示，同时还展出历届
优秀作品及龙年生肖年画作品60余件。

进入展厅，一幅幅色彩明丽的年画迎面而来，有的描
绘家乡新貌，有的讲述身边故事，有的庆祝丰收团圆……
画中有鲜活的日常，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家园——
山村新韵》《巨龙腾飞·团圆幸福奔小康》等作品，展现了
人们的幸福生活；《直播点亮新生活》《科学养鱼·共创富

裕》等作品，反映了农村的现代化、数字化。
年画作者朱喜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

变化，年画要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时俱
进，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

展出作品不仅题材多样，呈现形式也有新意，既有木
版画、民俗画、农民画、国画、水彩画和剪纸拼贴等，还
有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创作的综合绘画、数字绘画等。

不只是展览，2024年“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
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创作展示活动开设了文创市集，以

“艺创集市+文化生活”的形式，汇聚国潮文创、艺术潮
玩、美学手作等各式各样的特色文创产品，为新年注入满
满的仪式感；并开展“年画·话年”年画知识大讲堂，邀
请院校专家现场讲解年画历史与功用、种类与风格。

在新年画上海联展上，展年画、写春联、游集市等特
色活动相继举办。展览开幕当天，上海市浦东区文艺志愿
者开展了“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活动，朱红翰墨、
吉言妙语，书法家将祝福着墨于一笔一画间。此外还有画
糖画、投壶、剪纸等非遗主题小集市。

在福建省福州市，新年画展示活动在位于三坊七巷的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苑举行。古厝、新年画相得益
彰，别有韵味。这次展览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现场，木
版年画、剪纸、寿山石 （拓福）、农民画的非遗传承人展
示技艺，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前来体验。活动还通过小程
序、短视频、H5页面等制作有新意、有趣味的新年画电
子作品，让“新年画贺岁”成为表达新年问候、传递新春
祝福的节日时尚。

在绵竹主场活动中，数字科技让许多年画“动”了起
来。比如，花开富贵新媒体互动程序，就以 3D效果动态
呈现绵竹传统的年画娃娃，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互
动：当观众站在指定位置，笑得越开心，屏幕上的莲花就
会开得越灿烂。

主办方介绍，“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
小康生活美术创作展示活动自 2021 年举办以来，每年一
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展示优秀
新年画作品，丰富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让传统春节更有年
味，让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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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文化扮靓中国年
本报记者 郑 娜 苗 春 赖 睿

图①：2 月 13 日，游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古
城南城门景区赏灯。 张晓峰摄 （新华社发）

图②：2 月 11 日，市民在山东省枣庄市鲁南书城
阅读书籍。 孙中喆摄 （新华社发）

图③：2 月 18 日，观众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益
田国际影城选购电影票。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图④：2 月 15 日，上海博物馆东馆，观众参观
“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上的金面具。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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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画描绘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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