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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舞者被看见

由中央民族歌舞团联合抖音直播发起的 2024
“国舞争锋·文化共传承”活动号召全网国舞爱好
者，以舞争锋，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参与选拔。线
上活动结束后，中央民族歌舞团携手抖音直播举
办了“国舞争锋·文化共传承”晚会，“竹子中国
舞”“阿泽 （舞） ”“芊芊儿”等 15 位优胜主播与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同台带来精彩演出。

主播“竹子中国舞”曾是山西省歌舞剧院的
舞蹈演员，阔别舞台多年后，在抖音直播间重拾
舞蹈事业。于她而言，这次的参赛经历是圆梦之
旅。她告诉笔者：“当看到优胜主播能和中央民族
歌舞团演员一起在线下晚会表演，我毫不犹豫地
报名了，特别想回到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为准
备比赛，她会在每日直播结束后的深夜继续编舞、
练舞，常常时至凌晨两三点。

合作排练舞剧段落 《江南》 的过程中，指导
老师的话令主播“竹子中国舞”印象深刻：“没有
主角配角之分，大家都要展现自己的锋芒”。通过
比赛，她不仅找回了职业舞者的信心，还更加坚
定了以“主播”身份去教学、推广中国舞的目标。

自称“野生舞者”的“阿泽 （舞） ”是主播
中特别的一位，其舞龄仅两年多，却以独特的表
现力在抖音吸引了超 30万粉丝。

比赛期间，阿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坦
言“在顶级导师面前跳舞很有压力，有时候一紧
张可能连节奏都会忘记”。但他逐渐摆正心态，将
其视作一次突破自我的绝佳机会。除反复练习外，
他也悉心借鉴其他选手的优点、学习院团演员的
经验、领悟评委导师的提点，提升自己的业务技
能与舞台经验。在晚会上，阿泽与中央民族歌舞
团舞蹈演员乔月禹合作呈现舞剧段落 《草原》，引

发阵阵掌声。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拥有百万粉丝

的舞蹈主播“芊芊儿”同样收获颇丰，“我接触到
了更多的舞蹈资源和专业指导，深刻感受到民族
舞的艺术力量，也对舞台表现有了全新理解。”晚
会上，“芊芊儿”表演了藏族舞段 《格桑安康》，
排练过程中，导师姜铁红全程指导，从情感表达
到动作细节都给予悉心点拨，令她倍受鼓舞。此
外，粉丝的支持也让她深受触动。“这次表演让我
认识到自己的提升空间，也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
要努力提升专业水平，为民族舞蹈艺术的传承和
创新发展尽一份力量。”她说。

从线上直播间到线下专业舞台，这群怀揣热
爱的民族舞蹈传播者，得以被更多人看见。他们
用热忱与成长诠释着民族舞蹈的魅力，也展现出
新媒介赋能传统艺术的潜力。

专业舞者共成长

“国舞争锋”不仅为主播们提供了登上专业舞
台的机会，也让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专业舞者在与
主播们的合作过程中收获了新的认知与思考。从
线上评审到晚会排演，专业舞者们全情投入，切
身感受这样一场“舞台与直播的双向对话”。

作为晋级赛的评委之一，中央民族歌舞团首
席舞蹈演员李源欣鑫谈到，与传统舞台的“一面
之缘”不同，直播间的评论和互动让表演者能够
实时感知观众反应。“直播间的观众会直接表达他
们的喜好，主播需要快速调整情绪、灵活应变，
这与传统舞台表演大不相同。”直播的即时性和互
动性让他重新思考，舞蹈表演如何更好地与观众
建立连接，进而让民族舞蹈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乔月禹与主播“阿泽 （舞） ”合作表演的
《草原》，是一部曾获华北五省舞蹈大赛金奖的作
品，对于演员的配合要求极高，无论是托举动作
还是情感表达，都需要精确把握。她与阿泽快速
磨合，仅用两天时间排练便顺利登台。“虽然主播
与专业舞者的训练背景不同，但他们对舞蹈的热
爱与执着，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乔月禹说。

直播与传统舞台的碰撞，也给专业舞者带来
启发。乔月禹认为，直播为传统舞台提供了新的
表达可能。她说：“直播镜头可以切换到演员的不
同角度，捕捉更细腻的情感变化。比如我们表演

的 《草原》，通过马头琴的现场伴奏，以及烟雾和
灯光效果，能多维度把情感传递给观众。”

李源欣鑫也常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舞蹈片段，
他希望未来能在自己的短视频作品中融入更多专
业内容，让大众通过短视频了解民族舞蹈的文化
内涵。

助力民族舞传承

“国舞争锋”不仅仅是一场赛事，更是让民族
歌舞扩大传播的创新探索。晚会现场，中央民族
歌舞团与抖音宣布将联合打造“民族歌舞青年主
播团”，壮大民族舞蹈传承队伍，持续增强民族舞
蹈艺术的传播力、影响力。

接下来，双方计划共同培养百位优秀才艺主
播，这些主播将有机会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签约
演员，获得参与院团线下剧目演出的机会；中央
民族歌舞团的优秀青年人才也将被重点打造成主
播。与此同时，双方将定期举办“多彩民族风”
主题院团公演日，通过艺术家与主播合作，探索
线上线下结合的传播模式。此外，双方将继续发
起至少 8 期线上选拔活动，让更多优秀的舞蹈爱好
者参与其中。

结合院团艺术资源和平台传播优势，“国舞争
锋”话题播放量已超 5.4 亿次，直播曝光人次超 5000
万。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党委书记张庆安看来，本次

“国舞争锋·文化共传承”活动为民族歌舞艺术开拓
了更大的表演空间，也发掘了更多的潜在观众。

同“国舞争锋”的尝试一样，还有更多专业
文艺院团与抖音合作拓展线上经营模式。2024 年
以来，抖音已经相继与中国煤矿文工团、东方演
艺集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等展开
专项合作。在相关计划的扶持下，抖音平台上涌
现出一大批拥有专业素养的才艺主播。

现在，主播“竹子中国舞”正作为山西省歌
舞剧院的线上主播，开展“第二舞台”的教学尝
试。她认为：“直播间的便捷和零门槛，能让更多
人接触到中国舞，从观看到实践，再到热爱，这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播。”

李源欣鑫也表示，在民族歌舞“飞入寻常百
姓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者，

“期待更多人成为民族舞蹈的传播者，让民族舞蹈
艺术焕发更加灿烂的光芒”。

挖掘潜力新人  助力舞蹈传播

民族歌舞从线上“飞”入百姓家
魏小雯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播打开了新天地。在舞蹈

领域，一场围绕民族舞蹈

展开的赛事“国舞争锋”，

用直播与线下舞台结合、

主播与专业院团合作的方

式，推动着民族舞蹈的艺

术焕新与文化普惠。

本报电 （记者徐嘉伟） 近日，北京大视听
“追光计划”微短剧大赛在京启动。大赛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北京市广
播电视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微短剧作为新兴的内容形态，凭借其长短融
合、横竖屏融合及跨界融合的特点，展现出广阔
的发展前景。微短剧产业向“精品化”转型升级
的过程，离不开科学的引导与扶持。

启动仪式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王志
发布了大赛赛制与微短剧扶持政策。本次大赛以

“北京大视听·追光正当燃”为主题，分为“好故
事”（大纲或剧本） 和“好作品”（完成片） 两大
赛道，推出“同心共筑·时代盛景”“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街头巷尾·人间烟火”“壮丽山河·文旅风潮”
等十大主题。

为营造良好创作氛围，北京市广电局将从优
化审查服务、打通人才政策、实现市区联动、携
手高校大厂、资金扶持翻倍 5 个方面配套升级管理
政策，推动微短剧发展。

仪式现场，北京大视听微短剧创作服务西城

基地挂牌，基地组建后，将为广大创作者提供前
期辅导、故事孵化、创作扶持等服务，助力微短
剧产业发展。北京市西城区、怀柔区相关代表也
分别介绍了两区在微短剧领域的扶持政策，向创
作人才发出邀请。

此外，快手科技与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红果短剧、点众科技与海好影
视分别签署相关合作协议；《资治通鉴》《山海经》

《西城无小事》 以及 《三井胡同的夏天》 等微短剧
作品分别在现场发布或首映。

据悉，通过初评、复评、终评及路演等环节，
大赛最终将遴选推出 100 部北京大视听“追光计
划”微短剧大赛“好故事”和“好作品”、40 位优
秀创作者，促进微短剧量质齐升，为北京推动网
络视听艺术发展、擦亮北京大视听品牌注入新
活力。

扶持微短剧走向精品化
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微短剧大赛启动

本报电 （记者徐嘉伟） 日前，
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纪录片
研究中心承办的第14届“光影纪年”
——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以下简称

“学院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近
500位纪录片领域嘉宾代表出席。本
届学院奖共收到纪录片作品 1336
部，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法国、
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南非、墨西哥
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品，作品征集数
量、质量与国际性进一步提升。

典礼现场共颁发最佳创新纪录
片奖、最佳国际传播奖、最佳纪录电
影奖、评委会大奖等 17 个单项奖，

《妈妈和我的 AI 爸爸》《澎湃中国》
《里斯本丸沉没》等作品获奖。此外，
本届学院奖还设置了推动纪录片发
展贡献奖、特别贡献奖 2 个特别奖
项，向相关栏目、纪录片人致敬。

讲述 1942 年中国浙江省舟山
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
军战俘感人事迹的纪录片 《里斯本
丸沉没》 同时斩获最佳纪录电影奖
与评委会大奖。该片导演、制片人
方励此前做过多年电影制作人，但
制作纪录片却是首次，在他看来，
此次获奖既是对他本人继续从事纪
录片创作的鼓励，也是对渔民先辈
家庭和盟军战俘家庭的告慰。

颁奖典礼以“感性的真实空间
和时间”为主题，回应人工智能时代
纪录片领域的“真实与虚拟之辩”，
唤起纪录片人对坚守时间与空间统
一的纪录真实的重新思考。典礼现
场，学院奖的虚拟化身“光年”与嘉
宾现场对谈，彰显学院奖在人工智
能时代对影像真实的再思考。

获得最佳创新纪录片奖的《妈
妈和我的 AI 爸爸》正是一部观照人
工智能如何影响家庭生活的作品，
该片讲述了导演借助AI技术“构建”
一个具有相同语气、性格乃至内心
世界的“AI 爸爸”聊天机器人，与导
演母亲在20年后进行跨越时空的对
话，弥补当年遗憾的故事。制片人王
正浩表示，人工智能技术之于纪录
片的应用不仅在剪辑、音乐等制作
环节，希望通过人物与人工智能的
互动，从一个细小切口，展现新技术
对当下生活带来的些许改变。

颁奖典礼还设计了多个精彩环
节。《与光同行》回顾中国纪录电影
发展历史，介绍了“中国纪录电影放
映计划”2024·北京放映季；青年演
奏者合奏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
片尾曲《Long Way From Home》，
致敬纪录电影对历史真实的“打

捞”；青年歌唱家与北京乐禾子童声
合唱团共同演绎学院奖主题曲《你
是我的名字》；主持人陈晓楠介绍了

“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的年
度成果、2024 中国（国际）纪录片论
坛举办情况以及“一带一路”纪录片
制作人访学班研修活动。

“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
院奖2011年诞生于中国纪录片事业
百年诞辰之际，迄今已举办14届，发
展为包括评奖评估、展映交流、学术
论坛、作品创投在内的系列活动，打
造出“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盛典”

“光影映像”“光影论坛”等品牌，成
为国内以学术性、专业性、人文性、
前沿性为标杆的纪录片领域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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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徐帆、张钰阳） 近
日，中国首个专业扬琴艺术团“蝶梦
飞竹”成立 20 周年庆典音乐会在中
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举办，集
中展示该团成立 20 年来在扬琴艺
术领域的探索实践与创新成果。

“蝶梦飞竹”扬琴艺术团由中国
音乐学院教授李玲玲创立，成员包
括中国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和优秀
学生。音乐会采用不同音域和多种
规格的“蝶梦扬琴”以及各式外国扬
琴，通过丰富多样的演奏形式诠释
了《鸣沙随想》《多彩的旋律》《蝶梦
姑苏》《铮铮令》《翡翠》等 11 首古今
中外经典乐曲，呈现中国扬琴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世界扬琴多元的艺术
魅力。

作为中外扬琴艺术交流的载
体，“蝶梦飞竹”扬琴艺术团以清
新悦耳、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在
国内外各大赛事活动中屡获佳绩，
赢得关注和赞誉，成为中国扬琴艺
术推广的一张名片，在培养创新型
艺术人才、传承发展民族音乐、传
播民族乐器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等方面展现独特价值，推动扬琴这
一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乐器成为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纽带。

题图：“蝶梦飞竹”扬琴艺术团
成员在演奏《翡翠》。主办方供图  

▲主播“竹子中国舞”正在直播。

▲ 主 播“ 阿 泽
（舞）”与中央民族歌舞
团舞蹈演员乔月禹合
作演出。

▶主播“芊芊儿”
正在演出。

本 文 配 图 均 由 受
访者提供

““蝶梦飞竹蝶梦飞竹””扬琴演奏音乐会举办扬琴演奏音乐会举办

在安徽省铜陵市
永泉小镇开展的“留
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活动中，铜陵学院
20 多 位 来 自 坦 桑 尼
亚、厄瓜多尔、巴基斯
坦等国的留学生，在
传 统 手 工 艺 人 指 导
下，体验中国小吃制
作、毛笔字书写等活
动，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图为传统
手工艺人指导留学生
制作特色美食米粑。

陈  晨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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