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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上海电影周要在杜伊斯堡举行，我今天特地
驱车几十公里赶过来。一看到上海的照片就感觉很亲
切，我们曾经在照片里的那个小区住了很多年。”家住
德国埃森市的沃尔夫冈·罗伊特指着墙上的“丝路明珠
——杜伊斯堡上海电影周”主题海报对记者说。

海报的左侧是上海黄浦区和浦东新区的高楼大
厦，右侧是杜伊斯堡市的地标性建筑莫比乌斯环。作
为德国职业教育联盟主席，罗伊特曾长期在华从事人
文交流工作。“我认为通过电影可以扩大人文交流、促
进民心相通，让德国民众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说。

3月27日晚，由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德
中友好协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丝路明珠——杜伊斯
堡上海电影周”开幕式在德国杜伊斯堡玛丽安门大剧
院举行。上海市电影局和杜伊斯堡市政府部门代表以
及杜伊斯堡市各界友好人士等12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前，中外嘉宾来到大剧院三楼展厅，参观
由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举办的“习近平主席访
问德国杜伊斯堡港 10 周年图片展”。图片展中有关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习近平主席参观杜伊斯堡港的图文报
道，以及展示中欧班列运输通道全球路线、疾驶的中
欧班列、中德人文交流场景等图片。其中一张图片显
示的是 2023 年 10 月 11 日，装载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展品的“中欧班列—进博号”从杜伊斯堡发车
近 20 天后抵达上海。中欧班列联通亚欧大陆，为以
杜伊斯堡和上海为代表的沿线众多城市搭建起交流合
作平台。

作为世界最大内河港和国际性贸易和物流中心，
杜伊斯堡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欧班列
在西欧线路最广、班次最多、运量和货值最高的节
点。出席开幕式的杜伊斯堡市第一副市长珂拉布恩表
示：“杜伊斯堡已发展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物流
枢纽。上海电影周在这里开幕，将来自德中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有利于促进不同国家人民的相
互了解。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促进文化交流和民
间交往意义非凡。”

“上海和杜伊斯堡同为重要的港口城市，由共建
‘一带一路’紧密连接，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在促进
中德文化交流互鉴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也肩负着重要

使命。”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在电影周开
幕式上表示，本次活动以电影为媒，将进一步扩大上
海和杜伊斯堡两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让德国观众从
中领略到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和上海故事，更好地了
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古丝绸之路绵延万里、延续千年，搭建起东西方
文明对话之桥。古时驼铃声声，而今车轮滚滚，中欧
班列在亚欧大陆上续写着源远流长的丝路传奇，通过
独具特色的‘文化班列’‘年货班列’等，让沿线国家
人民在用上中国商品的同时，也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一带一路’愈发成为文化交
流之‘带’、文明互鉴之‘路’。”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
领事杜春国表示，电影周将加深两国人民友谊，加强
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推动中德各领域交流合作。

德国驻沈阳前总领事、德中友好协会联合会主席
卜布特地从柏林赶到杜伊斯堡参加活动。他表示，过
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最重要
的经济体之一。德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非常重
要，电影节的举办为德国观众提供了感知中国文化的
好机会。

上海电影周为期 5 天，将陆续放映 《飞驰人生 2》
《万里归途》《长安三万里》《爱情神话》《雄狮少年》
等8部国产电影，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喜剧、家庭、奇
幻、动画等多种题材，内容丰富多彩，集中展现源远
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勃勃生机、当下上
海的都市韵味和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这是一场文化盛宴。”德中友好协会联合会副主
席王耀箴对记者表示，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电影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情感共鸣，本次电影周不仅为当地观众带来高
水平和精彩的电影艺术作品，还将进一步推动德中文
化交流，拉紧两国人民友谊纽带。

当晚为上千名观众放映的开幕影片是 《飞驰人生
2》。电影讲述了赛车手张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重新振
作，组建新车队并再次走上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通过
幽默风趣的对白和扣人心弦的赛车画面，展现了永不
言败、永不停歇的生命激情和精神面貌。放映进入尾
声时，观众们被主人公的励志故事深深感动，纷纷报
以热烈掌声。

格罗·胡森是玛丽安门大剧院工作人员，他激动地
对记者说：“今天是我第一次观看中国电影，它给我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希望以后可以更多了解中国电
影。”杜伊斯堡观众克里斯托弗·莫加德告诉记者，他
提前在家看了电影 《飞驰人生》 的第一部，以更好地
理解电影剧情。“我认为今天放映的电影很好地展现了
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文
化活动，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影片来德国上映，
让德国民众通过电影感受中国发展，了解中国文化，
这非常有意义。”

过去，人们讨论设计时，大多讲的是工业设
计、平面设计、环境设计等，是以造物为核心的
物质设计。随着时代的变化，设计的内涵悄然发
生着变化。这几年，设计已经从造物设计拓展到
战略设计、服务设计、交互设计、系统设计、体
验设计，大量的非物质设计让大家发现，原来设
计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从无到有地创造新的
产业、新的就业模式、新的经济和生活形态。在
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美好生活构筑中，设计正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近年，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武汉等城
市先后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作为中国首个获得

“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深圳经过16年的努力不
断完善设计生态，从当初的“世界工厂”迈向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打开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上海加入联合
国“创意城市网络”10余年来，创意和设计产业
蓬勃发展，“设计之都”建设成效显著，2022 年，
全市创意和设计产业总产出达 1.64 万亿元。到
2025年，上海创意和设计产业总产出预计将超过2
万亿元，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

继科技推动的创新和市场拉动的创新之后，
设计被视为创新的又一部发动机。纵观国际知
名设计之都，莫不如是。例如世界著名“设计
之都”芬兰，有 70%左右的出口是设计密集型出
口，形成了良好的设计生态。何为良好的设计
生态？让广大民众了解设计、崇尚设计，让设
计从业者有发展空间，让消费者愿意为设计埋
单，大家一起参与到设计的过程当中去，这就
是良好的设计生态，也是一个理想的“设计之
都”应该有的模样。中国的许多城市正在往这
个方向迈进。

举办城市设计周，是搭建设计生态的一个有
效方式。自 2009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举办以来，上
海、深圳、南京、武汉、苏州、西安、青岛、珠
海等城市纷纷开展设计周活动。设计周承担了城
市更新、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产业更新等任
务，覆盖了设计师、设计爱好者、老人、孩子、
原住民、新移民等群体，这些任务与人群的需
求，是每一个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都会面临
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周不仅是一次城
市活动，一个创新设计的城市节日，更是一种鼓
励创新的城市风气。

以北京为例，北京老城现存的建筑中既有元
代的胡同、明清皇城、北洋时期及民国建筑、新
中国十大建筑，也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楼大厦。
从城市肌理复原、建筑修补、水电气体系重建，
到公共空间打造、交通系统梳理、服务系统和产
业植入，再到垃圾回收、厕所革命乃至邻里关系
重建、历史文化信息重译，城市更新的复杂度远
远超过推倒新建。北京国际设计周较早引进国际
上有同样问题城市的更新做法，也吸引了有相关
经验的设计师走进胡同，开始了最早的更新实
践。如 2010年启动的大栅栏杨梅竹斜街项目，在
北京首次提出城市有机更新、软性生长的模式，
以“有机更新”替代“老城改造”。现在，用城市
更新方式盘活存量空间、改善生活和产业空间已
经成为北京和许多城市发展的共识。

在城市发展、构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设计
正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期待更多城市通过设
计打通文化与产业的“任督二脉”，为城市打造新
经济，为产业注入新活力，为公众开启新视野，
呈现中国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
化传承等领域的创新思维和成果，用国际化的语
言讲述从历史到
未来的中国故事。

本报电 （记者郑娜） 记者从文化
和旅游部获悉，纪念西南剧展 80 周年
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将于4
月 17 日至 5 月 23 日在广西南宁、桂林
两地举办。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将展示
近年来全国话剧艺术创作的丰硕成
果，举办剧目展演、一剧一评、专题
研讨、艺术交流、惠民演出等活动。

本次展演名剧名团名家荟萃，全
国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84家
院团，共申报84部大型剧目和27部小
剧场剧目，经专家评审，34 部大型剧
目和5部小剧场剧目入选。

参加展演的剧目类型丰富，是近
十年来话剧创作最新成果的集中展
示。其中，《漓水烽烟》《觉醒年代》

《前哨》《东湖旅店》《延水谣》 等革
命历史题材剧目彰显党在百年奋斗历
程中构建的伟大精神谱系；《烟火人
间》《三街两巷》《寻味》 等现实题材
剧目聚焦当下，展现人民生活，反映
时 代 精 神 ；《屈 原》《苏 东 坡》《孔
子》《此心光明》 等传统文化题材剧目，用戏剧方式提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象和艺术符号；《河街茶馆》

《龙隐居》《骆驼祥子》《大宅门》《哥本哈根》 等复排演出
的经典剧目、保留剧目不断精益求精；《春山如笑》《七日
告白》《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等小剧场话剧赓续实验与探
索精神。此外，活动还将特别邀请话剧 《雾重庆》、桂剧

《人面桃花》等剧目参加展演。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通过“一剧一评”对参演剧目提

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组织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戏剧观摩
和研讨活动。活动将精选22部参演剧目，采取同步线上直
播的方式向观众开放。广西也将整合文旅资源，推出一系
列优惠政策，让广大观众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至今，已经走过了辉煌
的 10 年。站在新的起点上，
不少文艺作品紧扣共建“一
带一路”的建设成就展开创
作，例如以“文化丝路”为
主题的电视节目 《美美与
共》，邀请中外嘉宾携手带
来一场场富有创意和文化内
涵的表演；《花儿与少年·丝
路季》 让“花少团”前往沙
特阿拉伯、克罗地亚、冰岛
3 个 国 家 ， 实 地 考 察 共 建

“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
户外旅行节目 《哈哈哈哈
哈》 里，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五哈旅行团”也迎来了第
一次出国旅程，首站前往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一
的老挝。

户外旅行节目提供了更贴近观众、更能引发共情
的平台。例如跟随“五哈旅行团”从云南磨憨乘坐中
老铁路前往老挝古都琅勃拉邦的旅程，观众得以对中
老铁路这一工程带来的巨大影响有了更具象的了解，
也深刻领略了老挝的异国风情和文化习俗。

中老铁路开通两年多来，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大量
就业机会，掌握中文成为一些老挝人的“就业敲门
砖”，人们学习中文的热情持续高涨。节目中，“五哈
旅行团”来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在国际
中文志愿者的带领下，了解到当地民众对中文的热爱
和对中国的向往。而后在华侨公立新华学校，旅行团
化身一日音乐老师，与同学们共同唱响中文歌曲 《明
天会更好》，表达出对中老两国共迎美好未来的诚挚祝
愿。这些画面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包含中外交流元素的内容因其亲近性和融合性更
容易受到海外观众的欢迎，节目影响力也更容易辐
射至海外。《花儿与少年·丝路季》 开播前夕，沙特
阿拉伯旅游局、克罗地亚国家旅游局、冰岛旅游局
等多国旅游局纷纷发微博推荐。《哈哈哈哈哈》 在拍
摄时便获老挝当地媒体报道，为节目助力中老友好
点赞。这些节目既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国技术、中
国人民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深远影响，让中
国观众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也通
过嘉宾们的深度体验，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
其他国家文化的窗口。更重要的是此类文艺作品为
各国人民对话沟通搭建起桥梁，让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因互鉴更生动。

设计构筑美好生活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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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周在德国杜伊斯堡举办

“通过电影感受中国发展,
了解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刘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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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
民族服饰俏销

“三月三”，
民族服饰俏销
随着布依族“三月三”民族

文化节的到来，民族服饰生产加
工企业迎来生产销售旺季。图为
4 月 9 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一家刺绣企
业，绣娘们正忙着挑选布料、剪
裁、缝纫，认真细致地完成制作
服饰的每一道工序，确保做好每
一件民族服饰。

叶顺强摄 （人民图片）

“这部片子让我在跨越10年的对比中感受到了中
国的巨变”“影片中的中国女性让人感动”……4月7
日，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剧场版 《再会
长江》 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首映，百余名日本观众
观看后感慨万千。

在这部纪录片中，竹内亮带着大家从上海出发，
沿着长江溯流而上，通过讲述长江沿岸民众10年前后
生活状态的变化，展现中国10年来的飞速发展。

2023 年 5 月，竹内亮携 《再会长江》《华为的
100张面孔》等4部纪录片在东京有乐町的影院滚动
播放一周。一年后，经改编的剧场版 《再会长江》
在日本展映。此次在中国驻日使馆首映后，该片将
从本月 12日起在神奈川、大阪、名古屋、仙台、福
冈等地同时上映。

“据我所知，这应该是首部在日本全国多家影院
同时播出的展现真实中国的纪录片。”首映结束
后，竹内亮走到台前与观众互动。中国驻日本大使
吴江浩也上台点赞该片：“这是一部特别有深度、
各年龄层都喜欢的纪录片，希望更多的日本民众可
以看到。”

首映式上，竹内亮还为观众带来了一个大大的
惊喜，他把影片中实现了人生巨变的藏族女孩仁青
茨姆请到了现场。她头裹玫红色头巾，身着玫红色藏
服，与纪录片中的装束一模一样。“哇，茨姆从电影里
走出来了。”观众们惊喜万分，爆发出热烈掌声。

“去年12月，家乡香格里拉开通了高铁，现在大
家去我们那里更方便了。”茨姆说。她的话不仅让台
下观众、也让竹内亮惊讶不已：“我之前去拍《再会
长江》 时还要驱车十几个小时前往香格里拉，现在
已经通高铁了，这就是中国速度！”

其实，在日本多地放映一部并不赚钱的纪录片
并非一件易事。竹内亮对记者说：“这次真的非常感
谢在日华人，还有那些了解中国的日本朋友们。在
大家的鼎力支持下，不仅成功募集到了几乎是目标
两倍的推广经费，还被大家大量包场观影。”

谈起此次在日本全国推广纪录片的初心，竹内
亮说：“我真心希望不太了解中国的日本人，以及在
日本出生长大的华人二代小朋友们前来观看，因为
这部片子展示的是真实的中国。”

为配合展映，从4月5日起，竹内亮还在横滨中
华街入口最显眼的地方租了一个店铺作为 《再会长
江》的推广展厅，取名为“长江咖啡”。在这里，人
们不仅可以免费品尝咖啡，观看纪录片拍摄花絮，
还能看到中国长江流域的文化展品，感受中国风情。

首映式上，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张岩松也来
观影。张岩松告诉记者，他准备让全校900多名师生
一起观看这部影片。“我相信孩子们通过这部影片，
不仅能了解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能从茨姆等片中人
物身上得到人生启迪，树立长远志向。”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丹、杨智翔）

图①：“丝路明
珠——杜伊斯堡上海
电影周”主题海报。

图②：德国观众
在电影海报前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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