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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2024 海口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
剧 院 奏 响 。 首 席 客 座 指 挥 马
林·阿尔索普带领完整编制的
费城交响乐团首次到访海南，
为 海 口 观 众 带 来 辉 煌 磅 礴 的

“费城之声”。
费城交响乐团此次在琼共

演出 2 场。首场音乐会主题为
“ 百 年 名 团 · 经 典 之 夜 ”， 现
场 上 演 了 《塞 维 利 亚 的 理 发
师》《海顿主题变奏曲》《E 小
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等古典名曲。第二场音乐会主
题 为 “ 中 西 合 璧 · 大 师 之
夜”，马林·阿尔索普携手琵
琶演奏家吴蛮，展现极具新意
和特色的 《莱奥诺拉》 第三序
曲 、《第 二 琵 琶 协 奏 曲》 及

《A 大调第七交响曲》。音乐会
现 场 ， 观 众 多 次 送 上 热 烈 掌
声，表达对本次远道而来的艺
术家们及其精彩表演的欣赏和
感谢。

1973 年，费城交响乐团一
行百余人踏上中国的土地，成
为首支到访中国的美国交响乐

团。50 余年来，该乐团先后十
多次访华，用音符交流情感、
以音乐沟通心灵，为两国民众
相 知 相 近 搭 建 起 一 座 艺 术 之
桥。此次音乐会的举行，也让
费城交响乐团成为首个到访海
南的美国管弦乐团。

“我认为费城交响乐团与中
国的深远关系，反映了音乐可
以给我们带来互相的尊重与理
解，作为本次巡演的指挥我深
感荣幸。本次演出我们在曲目
方面进行了精心编排，聚焦于
乐团所擅长表演的经典曲目，
我相信这些作品也是中国观众
熟知并且深深喜爱的。”马林·阿
尔索普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不
断拓展国际贸易、文化交流，
加强与全球各大城市的互联互
通，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球的标
志性文体旅游目的地。此次除
举办两场音乐会外，乐团还在
海口举办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
活 动 ， 包 括 与 高 校 师 生 的 交
流，以及在云洞图书馆的快闪
音乐会等。

近日，中文话剧 《悲惨世
界》 在法国里昂的法国国家人
民剧院演出。该剧集结了中法
两国的实力创作团队，展现了
悲悯大众、珍视生命的人道主
义精神和气势恢宏、复杂深刻
的历史画卷。由王可然担任艺
术总监、监制，法国国家人民
剧院院长让·贝洛里尼以及中
方导演张瑞执导，刘烨、林麟、
林继凡等主演。

《悲惨世界》 是法国作家维
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
表于 1862 年，被称作“人类苦难
的百科全书，人性向善的精神史
诗”。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
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
世界的图景。芳汀、柯赛特受苦
受难，冉·阿让挣扎奋斗，为在社
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
作品拥有“社会史学”之美誉。

80 后的让·贝洛里尼既是
歌剧和戏剧导演，也是一位作
曲 家 ， 曾 将 多 部 巨 作 搬 上 舞
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卡
拉马佐夫兄弟》 到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这些作品赋
予经典诸多现代寓意。

《悲惨世界》 是导演童年时
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里面
的真善美是无国界的，也是超
越时代的，既有文学作品的语
言之美，又有思想上的人性之

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
在排演这部作品，而且要把它
放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的伟大纪
念场合。”贝洛里尼说。

2024 年是中法两国建交 60
周年，此次演出票于 2 个多月前
售罄，吸引众多法国观众前来
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虽
然话剧用中文演出，但是观众
跨越语言壁垒，和演员们在一
个空间里共同感受改编自世界
名 著 的 戏 剧 力 量 。 演 出 结 束
时，观众热烈鼓掌不愿离场，
演员们用 5 次返场谢幕表达对
法国观众的感谢。

首演结束后，奥弗涅-罗
纳-阿尔卑斯大区文化事务主
任马克·德鲁埃分享道：“我们
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夜晚，把雨
果的小说搬上舞台不是一件容
易 的 事 情 ， 做 成 话 剧 就 更 难
了，这次的改编给了我们更好
了解雨果的视角。希望能有下
一次，用同样的形式演绎雨果
或其他作家的作品。”

维勒班市长、里昂文化事
务副主席塞德里克·范斯蒂文
代尔说：“没想到一部用外语演
出的剧目能让我如此感动，演
员 的 表 演 给 我 带 来 巨 大 的 冲
击，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人性，
现 场 每 一 位 观 众 都 产 生 了
共鸣。”

本报电 （陈深） 日前，2024 文化科技创新学术
年会在深圳大学举行。会议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百
余名专家与青年学者，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这一主题。会上，《文化科技蓝
皮书：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4）》正式发布。

《文化科技蓝皮书：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4）》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报告指出，2024 年中国文化科技
融合呈现蓬勃发展的强劲趋势，为文化产业的创新

与升级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具体表现在，其
一，融合趋势。技术驱动文化创新，人工智能、大
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科技广泛应用于
文化领域。其二，新型文化业态涌现。文化科技融
合催生了一系列新型文化业态，如数字文化旅游、
在线演艺、电子竞技等。其三，文化消费升级。随
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也在不断升
级。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
更加便捷地获取文化产品和服务。其四，产业融合

加速。文化科技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加
速，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生态。针对上述
现状，该报告提出解决策略及方案：注重
内容创新、加强人才培养、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强化数据安全管理。

本次会议由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指导，深
圳市委宣传部、南山区人民政府、深圳大学主办，
设置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机遇与挑战”“文旅和艺术研究”3 个分论坛，对人
工智能时代文化科技创新融合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趋
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
议。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文化数字孪生平台启动仪
式。该平台旨在通过集成大数据、数字孪生等先进
技术，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产业大数据
系统，推动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

本报电（文纳）“中国傩戏翻
译与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暨中
国傩戏学研究会 2024 年年会”
日前在北京举办。活动由中国傩
戏学研究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
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科
研机构、图书馆、出版社及社会
组织的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傩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至
今已有 30 多种傩戏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届
学术会议共设 2 场主旨发言及 6
场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中国傩戏的创新发展与跨文化
研究、中国傩文化地域性与多

样性研究、中国傩文化历史与
理论研究、中国傩戏传承发展
与中外比较研究、中国傩戏的
新媒体传播及“双创”研究等
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其中包括
3 场青年论坛，旨在为青年学
者搭建学术交流和分享的平台，
共同为中国傩戏的传承、发展、
传播贡献智慧和力量。

研讨会期间举办了“傩苑
英华——傩戏面具艺术精品展
暨面具制作工作坊”。来自安徽
的池州傩艺团与北外艺术团在
东校区千人礼堂联合奉献了一
场融通中西的文艺演出，现场
还设有傩面具雕刻等互动环节。

“费城之声”在海口奏响
本报记者  曹文轩

中文话剧《悲惨世界》登台法国
本报记者  郑  娜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2024 海口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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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融合催生新型文化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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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鱼
皮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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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游
客 在 同 江 市 街
津 口 赫 哲 族 乡
赫 哲 民 族 文 化
村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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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阳 西 下 ， 金 色 余 晖 洒 满 松
花江。

小船在江上摇曳，渔民猛地抛出
渔网，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后，渔网
沉入江面。用力一提，网中装满了沉
甸甸的鱼，银色的鳞片闪闪发光。又
是满载而归的一天。

这 里 是 黑 龙 江 省 佳 木 斯 市 同 江
市 ， 地 处 黑 龙 江 、 松 花 江 交 汇 处 ，
是 赫 哲 族 的 发 祥 地 和 主 要 聚 居 区 ，
也是赫哲族传统文化保留最完整的
地区。

赫哲故里，因渔而兴。独特的赫
哲族渔猎文化，孕育出赫哲族伊玛
堪、鱼皮画、鱼皮衣制作技艺等一批
国家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
鱼、穿鱼皮衣、制作鱼皮画……在同
江，赫哲族把文化传承融入日常生
活，围绕渔猎文化发展的文旅产业，
成为当地独特的风景。

一张鱼皮  千变万化

在同江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渔
具、鱼馆、鱼皮工艺品商店。

年逾七旬的赫哲族老人尤文凤，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赫哲族
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她的
记忆里，鱼皮画和自己的母亲密切
相关。

“小时候，给我们姐弟几个做完
鱼皮衣后，妈妈用剩下的边角料做了
一幅画。”尤文凤说，母亲尤翠玉是
她学习鱼皮制作技艺的领路人，老宅
墙上挂着的一幅幅鱼皮装饰画，就是
她的艺术启蒙。

对于赫哲族来说，鱼是重要的食
物来源，象征着丰收和富裕。每年开
江前后，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期，很
多赫哲族人通过捕鱼来维持生计。

鱼皮是赫哲族传统服饰和手工艺
品的重要材料，承载着赫哲族悠久的
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赫哲族人通
过制作鱼皮服饰和饰品，将他们的审
美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代代
相传。

“鱼皮画由鱼皮服饰发展而来，
早期鱼皮画的制作以裁剪、镂空、拼
接、粘贴为主，偏平面化；画作主题
也大多是赫哲族的生活日常，比如捕
鱼、晒网、晾鱼干……”尤文凤说。

鱼皮画利用鱼皮的黑、白、灰三
色，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凹凸不平
的鱼鳞又营造出立体感，风格古朴粗
犷。2006 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
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从那以后，鱼皮画的创作手法逐
渐走向多元化。

金灿灿的火凤凰、栩栩如生的东
北虎、盛大开屏的白孔雀……从平面
画到立体画，很难想象，杨双艳的全
部画作都是由鱼皮、鱼骨、鱼鳞制作
而成。

杨双艳是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佳

木 斯 市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 今 年 49 岁 。 她
开 办 的 圆 梦 技 能 培
训 中 心 在 当 地 小 有
名 气 ， 从 2018 年 成
立 到 现 在 ， 已 经 培
训了近万名学员。

仔 细 观 察 她 的
作品，画中动物的茸毛一根根清晰挺
立。相较于传统鱼皮画，杨双艳的作
品表现手法更细腻，还融入了很多个
人特色。“因为从小喜爱剪纸，所以
我把一些剪纸技法加入了画中。”杨
双艳说，凭借作品突出的个人风格，
她的鱼皮画渐渐有了名气，并形成了
自己的品牌。

如今，同江市有一定规模的鱼皮
工艺品经营企业有 10 余家，非遗工
坊近 20 处，每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

非遗课程  有声有色

下课铃响起，几个孩子跑出教学
楼，直奔操场对面的活动课教室。

同 江 市 第 五 小 学 建 于 2019 年 。
尽管办学时间不长，学校的特色非遗
课程却开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和
家长喜爱。

学生周雅羲已经是第二年选择鱼
皮画课程了。上课铃还没响，她已经
坐在座位上，继续上次未完成的画
作。“这门课特别有意思，总感觉时
间过得特别快。”周雅羲说。

“荷花的纹理要用美工刀细心一
点刻出来。”课上，指导老师吕静走
到孩子们身边，一一指导。“我是赫
哲族人，家里就有长辈会制作鱼皮
画 。 从 小 耳 濡 目 染 ， 自 己 也 学 会
了。”吕静说。

“活动课每周 4 节，从一年级到
六年级都有，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觉得不适合自己，还可以随时换
到 别 的 课 程 。” 校 长 杨 建 成 介 绍 ，

“鱼皮画、伊玛堪 （民间说唱）、陶

艺、剪纸……充满赫哲族特色的非遗
课 程 不 仅 孩 子 喜 欢 ， 家 长 也 很
认可。”

鱼皮采买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学期下来就要上万元，这些都由学
校承担，但杨建成觉得这笔钱花得
值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要 传 承 下
去，就要从小培养孩子们对非遗文化
的热爱。”杨建成说。

近年来，同江市不断加大非遗进
校园活动的力度，把非遗传承与学校
的兴趣课堂相结合，让学生走近非
遗，体验非遗魅力。

传统民俗  生机勃勃

占地 1 万平方米的同江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是黑龙江省最大的
赫哲族非遗专门馆。在这里，游客可
以尽情欣赏伊玛堪、独特优美的口弦
琴、古老的鱼皮服饰、精美的鱼皮工
艺品等体现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项目。

同江市已开发鱼皮服饰、鱼皮刺
绣、鱼皮染色、鱼皮粘贴画、鱼鳞
画、鱼骨画、桦树皮画、桦树皮烙
画、赫哲剪纸、麦秸画、玉米叶画等
数十种文创产品。“我们鼓励手工艺
人研发赫哲族文创产品，希望更多人
了 解 赫 哲 族 文 化 ， 将 文 化 ‘ 带 回
家’。”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李鼎仁说。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公益性的鱼
皮工艺培训班，从 2018 年到现在累
计举办了 30 多期，培训 2000 余人。”
李鼎仁介绍，同江市还在规划下一步
的非遗推广活动，包括沉浸式鱼皮画
制作体验、赫哲族渔猎文化主题研学
旅行等。

让这个地处祖国东北角的小城持
续焕发蓬勃生机的，不仅有独具魅力
的非遗项目，还有积淀丰厚的人文底
蕴。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赫哲族婚俗、乌日贡大会，以
及柳蒿芽节、开江节、呼日堪节、冬
捕节等民俗节庆，同江市以特色民俗
体验为切入点，积极打造主题民俗游
路线，吸引游客参与体验。

“同江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以打造文化地标、发展特色产业、推
进文旅融合、鼓励社区参与等方式，
使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能够
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黑龙江
省少数民族研究学会赫哲族研究会首
任秘书长孙玉森说。

“我们举办各类非遗展示活动，
让非遗成为城市的鲜明标识，还打造
了一系列具有非遗特色的地标建筑和
景观，让人们一进入同江市就能感受
到独特的文化氛围。我们还加强与外
界的文化交流合作，积极参加各类文
化展会，将同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江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局长姜宏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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