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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18 点，由世界著名指挥
家、有“指挥沙皇”之称的捷杰耶夫执
棒，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表演的
瓦格纳音乐会版歌剧 《帕西法尔》 在中
国国家大剧院上演。长达 5 小时的演
出，可谓是对表演者和观众耐力的双
重考验，然而现场座无虚席。观众以
年轻人为主，甚至还有少数小朋友。

“我很喜欢听交响乐，以前没有学习过
相关内容，也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纯
粹就是喜欢。”一位 20 多岁的女性观众
告诉记者。

爱好者与日俱增

在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音乐
厅欣赏交响乐。“观众是表演成功的重
要因素。重视年轻观众的培养，大力发
展交响乐团，建立更多新的音乐场所并
吸引更多观众成为常客，在这些方面中
国做得非常好。”捷杰耶夫在 《帕西法
尔》演出当天举办的首届2019世界交响
乐北京论坛上表示。

“2019 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由中
国国家大剧院发起举办，共有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 名乐团和相关
艺术机构代表参与。论坛上，中外嘉宾
围绕“观众培养与普及”“交响乐与城
市”“交响乐与科技”“乐团发展与新作
品”等议题进行交流，共同探讨交响乐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观众培养与普及”是本届论坛关
注的焦点。许多来自国外的嘉宾表示，
交响乐受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正在呈下降
趋势。例如北德广播爱乐乐团团长马蒂
亚斯·因肯汉斯就说：“虽然德国有古典
音乐传统，诞生了很多作曲大师，但是
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流行乐，他们一直在
思考怎么样吸引年轻人。”

而令马蒂亚斯·因肯汉斯和其他外
国乐团代表羡慕的是，源自欧洲的交响

乐，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喜欢的艺
术形式之一，交响乐的年轻观众群体不
断壮大。据中国国家大剧院院长数据显
示，最近 4年，每年有 20多万人次走进
大剧院来聆听交响乐，在大剧院的34万
会员当中，交响乐爱好者占到了 1/3 以
上，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达到了69%。

交响乐团已有70多个

不只是爱好交响乐的观众与日俱
增，“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不仅有了越
来越高规格的演出场所，也留下了无数
经典交响作品，造就了很多成功的交响
乐团。现在，中国各地交响乐团已经
有 70 多个，而在三四十年前，这个数
字不超过 20 个。”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
总监吕嘉表示。正如他所说，在中国的
许多城市，拥有一个交响乐团已经成为
标配。

交响乐与城市化紧密相连。一个乐
团往往成为所在城市的重要文化符号，
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
质。“交响乐团对城市来说，是一个很
重要的角色。它在提供好的音乐的过程
中 ， 也 在 改 善 人 们 和 整 座 城 市 的 面
貌。”美国克利夫兰管弦乐团首席执行
官安德列·格雷米耶表示。

以中国国家大剧院为例，每年策划
推出五月音乐节、漫步经典音乐会，携
手艺术家走进社区、走进地铁、走进学
校，让音乐的旋律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每周一次低票价、高水准的周末
音乐会至今连续举办了近 600 场，为广
大市民感受交响乐魅力打开了一扇门。

成立于2012年的西安交响乐团是一
支年轻乐团。成立以来，乐团每年秋季
都要在西安大雁塔举办一次免费的户外
公演；每年进10所学校，邀请学生到音
乐厅听现场音乐会；每年都要推出自己
的音乐季，演出20场左右，每一场都有

世界顶级艺术家参与。“在西安，走进
音乐厅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我们很年
轻，但是充满着无限可能。”西安交响
乐团团长曹彦表示。

出国演出成常态

伴随着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全球顶
级交响乐团和指挥大师来中国演出成
为潮流。捷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
团就是来中国演出的“常客”。“我和很
多乐团都在中国表演过，大概去过十几
个城市，这里的潜力非常大。”捷杰耶
夫说。

除了引进来，中国交响乐在“走出
去”方面也成绩不俗。小提琴演奏家吕
思清提到：“这几年，在全球范围内，
很多乐团都开始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中会展示很多中国作品以及中国
艺术家的风采。”

中国交响乐团出国演出已成为常

态。例如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这些
年就先后带着 《梁祝》《黄河》 等中国
交响经典作品以及赵季平、陈其钢等中
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赴欧洲、北美、
大洋洲及亚洲其他各地演出，获得了高
度赞誉。“我们非常钦佩中国的快速发
展，特别是在古典音乐和交响乐方面，
所有东西都是新鲜的，方兴未艾，非常
有活力。”瑞士琉森音乐节艺术总监迈
克尔·海弗里格表示。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看来，
全新的产业形态和科技变革正在重塑
世界，对一切传统发起挑战。作为存
续了几百年的经典艺术，交响乐想要继
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活力，需要所有热爱
交响乐的人们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交响乐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正
日益融入世界交响乐大家庭，走近国际
舞台中央，同时也让国际交响乐同行
们满怀期待。希望大家能携手同行，
一起为世界交响乐的明天勾勒出更加
美好的图景。”

想在本市借阅一本图书，
但图书馆显示已经借出，库存
为零，不少人都曾遇到这样尴
尬的问题。此时读者要么花费
时 间 等 待 ， 要 么 自 己 花 钱 购
买，两者都有稍显不便之处。

如何为老百姓解答这个现
实、普遍的问题？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
地区的南宁、北海、钦州、防
城港、玉林、崇左等 6 个城市，
北部湾经济区图书馆服务联盟

（以下简称“图书馆联盟”） 很
好 破 解 了 这 个 看 似 “ 微 不 足
道”的问题，带来了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的大幅提升——
读者在图书馆联盟内的一个城
市借阅不到的图书，另外一个
图书馆可以迅速为其调配到手
中。此举引来市民热情点赞。

图书馆联盟还为读者带来
更多便利：到别的城市旅行，
在当地图书馆借阅了心仪的图
书，可等旅行回来后在自己的
城市还掉即可。“此外，各个图
书馆都有自己数字资源，以前
几 乎 都 是 各 自 独 立 购 买 或 建
设，现在图书馆联盟对数字资
源也进行了整合，读者可以检
索到更加丰富的信息。”北海市
图书馆馆长李道海介绍。

成立一年多来，图书馆联
盟的六市八馆通过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打通地域壁垒，共享
优质资源，在文献通借通还、
联合编目、数据资源共享、推
广阅读活动、开展人才培训等
方面实现了协同合作，全面提
升了区域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
平和服务效能。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图书馆联盟通过统一的图书
馆集群管理系统，实现了北部湾经济区6市市级公共图书
馆，以及南宁和北海范围内县级公共图书馆之间纸本文
献通借通还“一卡通”服务。通过有效整合北部湾地区
的数字文献信息资源，打造了数字资源统一服务平台，
实现了数字阅读、移动阅读、文献检索、在线听书、在
线办证等数字资源“一站式”服务。

“热门检索词：儿童、区域开发、现代”“读者年龄
分布：9至13岁有46485人”……在北部湾图书馆联盟大
数据智慧平台的大屏幕上，联盟内所有图书馆的图书信
息、读者实时进出馆情况、图书实时借阅情况等尽收眼
底，服务状况以及阅读数据等一目了然，为进一步有针
对性地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通过运用云服务等现代信息技术，图书馆联盟将六
个城市的各级图书馆资源整合到同一个系统平台，搭建
起以北海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其他市图书馆为分中心的
多层级总分馆分布式集群，建立了大数据智慧中心、智
慧馆藏中心、智慧服务中心、城市信用中心和交互渠道
运营中心的五大中心功能。

资源整合、服务下沉、共建共享、方便群众……国
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国新表
示，北部湾图书馆服务联盟通过顶层设计，实现了北
部湾经济区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整合，通过联盟馆共建
共享，实现了公共图书服务资源的区域内流通，提高
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应性，数字化、智能化
明显提升。“这样的创新探索，为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共
建共享，以及中西部地区开展阅读服务提供了较好的示
范借鉴。”

南宁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庆说，“目前图书馆联盟发展
势头良好，不过也存在数字资源统筹力度不够，一些数
据库会重复购买等原有的问题没有很好破解，希望深化
协同发展力度，‘花一样钱办更多事’，给老百姓带来更
多更好的服务。”

2019 年夏天，因为电视剧 《亲爱
的，热爱的》 人气迅速上升的年轻演
员李现，近期带着自己的新作品 《剑
王朝》 再度与观众见面。该剧于12月
6 日开播后，数次成为网络热门话
题。围绕此次塑造的新角色、面对的
新挑战以及对未来规划等一系列问
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李现。

《剑王朝》 讲述的是一个以剑说
话的时代，市井少年丁宁为报国仇家
恨，历经重重磨难以剑逆袭，最终在
国家危难之际选择大义，获得成长的
故事。李现在剧中扮演主人公丁宁。
在李现看来，这个人物身上交织着复
杂的情感线，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很
难遭遇到的，所以塑造这个人物时，
需要走入他的内心世界去感受和把握。

作为一部武侠剧，《剑王朝》有许
多动作戏。为了高质量完成表演，李
现提前三个月进组接受剑术与体能训
练。虽然此前在网剧 《河神》 中有过
大量水下动作戏的拍摄经验，但这次
的动作戏都是套招，需要一招招从头
开始学。拍打戏受伤在所难免，为了
呈现最完美的镜头，他经常一遍一遍
地拍，有一条吊威亚 360 度侧空翻的
镜头，他反复拍摄了20多遍。拍完这
部戏后，不到30岁的李现落下了腰肌

劳损的毛病。
第一次拍古装戏，有老师专门教

授古代礼仪，虽然学习了不少有趣的
知识，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李现并
不愿意生活在古代，因为“太不方便
了”。假设一定要穿越回古代，他最想
成为一名匠人。因为演员这个职业，
需要不断地扮演新角色、接触新事
物，很难专注地去精通一门技艺，这
让他觉得遗憾。

今年夏天，电视剧 《亲爱的，热
爱的》 热播，让李现一夜之间成为人
气最旺的年轻男演员之一。面对扑面
而来的流量，李现一方面觉得很幸
运，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
冷静。5 个月来，他和团队谨慎选择
工作，拒绝了不少在别人看来能迅速
攫取名利的事情，刻意降低不必要的
曝光，保持自己对演戏的专注。

“如果想做一名演员，就不会在乎
自己有没有曝光率。”李现对记者说。
在高人气光环的笼罩下，有人彷徨，
有人迷失，已经演了近 10 年戏的李
现，十分清楚自己要走的是演员这条
路。“演员在乎的应该是自己能不能留
下好的作品。”对于未来的规划，李现
笃定而自信。

（图为李现近照 爱奇艺供图）

12 月 11 日，由金铁木执导、腾讯
视频出品，企鹅影视、上造影视制作
公司联合制作的7集历史纪录片《风云
战国之列国》 播出。这部纪录片以
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
雄的兴衰为主线，通过深度挖掘战国
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再现 2000 多年
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该片力图在纪录片领域进行一次
全新尝试，它打破了传统纪录片以旁
白和史料展示进行讲解的方式，采用
了演员演绎剧情的手法为观众讲解历
史。例如首期节目通过王劲松、李立
群等著名演员演绎了子之之乱、强齐
伐燕、燕昭王中兴、乐毅伐齐、荆轲
刺秦等故事，以 60 分钟的时长，真实

再现了立国800余年的周王室
正统诸侯国燕国的兴衰。

企鹅影视纪录片工作室
总监朱乐贤表示，腾讯视频
希望以此片为中国纪录片市
场 带 来 更 多 可 能 性 和 新 思
路，拓宽纪录片的商业变现
通路。“我们都是战国的孩
子 。” 该 片 导 演 金 铁 木 表
示，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
给观众传达战国时代七个国
家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气质与
精神。

中国交响乐风华正茂
郑 娜 邢梦雨

中国交响乐风华正茂
郑 娜 邢梦雨

图
书
，在
城
市
间
流
动

本
报
记
者

郑
海
鸥

图
书
，在
城
市
间
流
动

本
报
记
者

郑
海
鸥

7集纪录片再现战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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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至12月8日，以“中国礼
物”为主题的中国展区亮相第 24 届米
兰国际手工艺博览会。

米兰国际手工艺博览会是全球最
重要、规模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手
工艺品博览会。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主办的“中国礼物”中国展区，此次
邀请到故宫博物院、北京太和木作和
廊坊非遗传承人代表，在核心区域100
余平方米的中国馆展出故宫经典文创
产品、精良红木木作等艺术品，成为
博览会的一大亮点。

故宫博物院此次带来106件（套）爆
款文创产品，且都是2019年下半年的新
产品，如故宫与毛戈平合作彩妆、瓷
器、珐琅、故宫文具系列、故宫图书
等。开展首日，故宫书签就接近售罄。

廊坊非遗传承人代表展示了美轮
美奂的“燕京八绝”特色工艺品，景泰
蓝、花丝镶嵌、脱胎漆器、金漆镶嵌等
精湛工艺，让海外观众惊叹不已。

太和木作展出的作品包括根据故
宫古典家具制作的皇宫椅、条案、花
几等，展示了京作红木家具的宫廷气

派以及太和木作十余年来修复故宫文
物家具的成果，受到很多意大利客商
的称赞与喜爱。

“中国和意大利的手工艺品都很知
名，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美丽的山
川，赋予两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也促进了两国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艺品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
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希望两国企业
借助展会的契机，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商务参赞舒
骆玫表示。

本报电（记者罗 兰） 纪念中蒙建交 70周年“金色
吉祥”文艺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启幕，两国艺
术家联袂为中国观众带来一场天籁般的草原艺术盛宴。
文艺演出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蒙中旅游和经济发
展促进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等机构主办，蒙古国驻
华大使馆等机构协办。

中蒙两国一衣带水，中蒙建交 70年来，蒙古国音乐
艺术多次走进中国。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蒙
关系进入快车道，两国之间文化交流遍地开花：蒙古的
马头琴、长调民歌、呼麦和贝柳 （贝伊勒格） 舞蹈等早
已为中国观众熟悉；而中国的国粹京剧、传统民歌、《青
藏高原》 和 《月亮代表我的心》 等现代歌曲也受到蒙古
国青年的喜爱和传唱。

本报电（周征鸿） 山里红和山楂
不是一回事，它由山楂和沙果嫁接，
比山楂大一圈，冰糖葫芦就是山里红
做的……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果儿小典》追溯日常生活中常见果品
的源流，与读者分享人间百味中的生
活之美之乐，探寻水果文化中所蕴藏
的文明之根。

《果儿小典》是崔岱远继《吃货辞
典》 之后的又一力作，65篇优美的随
笔，将我们熟悉却又未必深知的果品
的来源、滋味、吃法和掌故，用悠闲
又有趣的文字一一道来，短短千余字
展现出别样意趣和质朴情感。李杨桦
精心绘制的 60 余幅淡彩插图也充满
人文韵味。

“中国礼物”亮相米兰
景晓萌

本报电（嘉 源） 北京网络视听研究院成立仪式暨
2019 年北京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发布活动日前在北京举
办。活动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阿里文娱优酷承办。

北京网络视听研究院将从聚焦政策解读和规划研
究、加快推进网络视听全域创新、组织“线上+线下”文
艺评论等3个方面，为网络视听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研究院将设立院士顾问团，搭建“1+N”协同创新实验
室，聘请首席专家，邀请领军人物加盟，遴选一批“90
后”网络视听领域拔尖人才，为“北京新视听”提供智
力支撑。

当天，爱奇艺、优酷、抖音、快手、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北京） 星光视听产业基地等7
家机构与单位被授予“北京网络视听研究院协同创新实
验室”。活动现场还揭晓了 2019 年北京优秀网络视听节
目。网络剧 《独家记忆》、网络电影 《毛驴上树》、网络
纪录片 《中国：变革故事》、网络综艺节目 《挑战吧太
空》等30部作品获得扶持基金。

北京网络视听研究院成立北京网络视听研究院成立

▲2014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小提琴家吕思清赴北美巡演 肖一摄

《果儿小典》记述四季芬芳

纪念中蒙建交70年文艺演出举行

▲演员王劲松在该片中饰演燕昭王
出品方供图

▲廊坊非遗参展代表为嘉宾介绍展品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