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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新春，文艺活动不可缺席。不管
是线上春晚的精彩纷呈，还是线下活动
的热闹欢快，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的欢乐
与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密不可分。春
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在这
个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的节日里，老百
姓最喜欢什么样的文艺活动？想要通
过文艺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首先
要精准识别群众需求。

过节图的是个热闹与欢乐，放松与
团圆，祈福与祝愿，健康与平安，不管是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过节的形式在
变，内涵不会变。从传统年俗角度讲，
春节期间的热闹与欢乐依赖于各种文
艺元素，如写春联、送春联的挥毫泼墨，
过大年唱大戏的名角儿巡演，唱山歌、
唱民歌的歌声联动，舞龙舞狮、跳齐舞
的非遗表演，老百姓记忆中的春节既有
鞭炮声，更有锣鼓声、戏声、歌声、祈福
的钟声，春节活动越丰富，年味儿就越
浓。从现代文化需求角度讲，过年放松
与团圆的形式更加多元，如一家人走进
影院在观影中享受合家欢，三五老友相
约练歌房在一展歌喉中忆青春，左邻右
舍齐聚文化广场在歌舞中增进情谊，随
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风貌焕
然一新，群众的节庆活动也在不断升级
迭代。

丰富人民群众节日期间的精神文
化生活，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之义。春节期
间，如何用文艺丰富年味儿，把欢乐送

到人民中，是所有文艺院团、广大文艺
工作者需要思考及践行的课题。在笔
者看来，文艺闹新春，要闹进新年氛围
中，更要闹到百姓心坎上。

一是送欢乐下基层既要考虑我们
有什么，更要考虑百姓需要什么。比如
各级书法家协会开展的新春写春联、送
春联活动，无论是进社区还是下乡村，
总会迎来群众围观、排队，尽显节日喜
庆。恰恰因为这种文艺活动不仅向人
民群众传播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
重实际需求。还有各地开展的过大年
唱大戏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早
早吃过饭，拿着小板凳，边聊天边等敲
锣开戏。大人们守着乡村大戏台翘首
以盼，小孩们也挤在人堆里学着戏腔，
还有小商贩叫卖着各种小吃，台上台下
好不热闹。准时开唱就像是赶赴一场
与广大戏迷的约会，为他们送上新年鲜
花与祝福。因此，各类文艺团体开展文
艺活动应当以人民需要为中心，精准满
足群众需求，让文艺发展新成果真正惠
及人民群众。

二是组织开展文艺活动既要讲数
量，更要重质量，既要讲时长，更要讲时
效。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艺需
求，各地在策划春节文艺活动过程中，
往往通过“拼盘”方式汇集各种文艺形
式，有时为了求全，结果反而不尽如人
意。其实，各地春晚、春节文艺会演、线
下文艺活动等不必为了囊括所有艺术

门类而强行“拼盘”，更不用为了时长盲
目“凑数”，着力于艺术特色、地方特色、
作品特色或许更有效果。比如在云南
大理的一些乡村，音乐人自发筹办乡村
音乐会，唱响云南山歌，活动不仅受到
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相关视频也在网
上引发热议，让人对那里心生向往。还
有各地组织的闹元宵活动，在有限的时
间内奉献无限的精彩，真正把欢乐带给
了当地群众。

三是开展春节文艺活动在形式上
既要尊重习俗守传统之正，更要创新
表达方式，满足青年一代的审美需
要。比如在赏花灯、猜灯谜等传统闹
元宵习俗基础上，开展趣味性十足的
元宵诗词大会，带动群众尤其是广大
青少年展现自我，以文会友，共度佳
节；在秧歌、高跷、扇子舞等演出间隙
设置互动体验环节，引领观众在沉浸
式体验中品味节日文化，尤其带动年
轻观众参与表演，让普通百姓成为文
艺活动的主体。事实上，为了让年轻
人充分感受不一样的年味儿，各地可
谓各显神通。比如在刚过去的元宵节
当晚，重庆天地第五届元宵庙会就推
出了系列精彩活动：上演国风汉服华
游，呈现悠扬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传
统服饰之美，为广大汉服爱好者带来
不一样的汉文化体验；真人演绎国粹

《簪花仕女图》，现场穿越《梦华录》，感
受同款花月宴；特邀艺术家带来国乐
表演，让广大群众一饱眼福。

四是文艺活动及文艺演出既要有
意思，更要有意义。春节文艺活动承载
着中国传统年味儿和老百姓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同时也是滋养百姓心灵的重
要精神大餐。过大年看大戏，那些经典
戏曲中呈现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
美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新春文
艺会演，那些艺术形式随着一部部力作
在无数儿童的心灵深处播下艺术的种
子；民间文艺展演，那些璀璨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随着一代代孩子的成长得
以传承。因此，在合家团聚的新春佳节
奉上文艺大餐不仅要注重节目的轻松
欢快，更要注重轻松中传递的正向价值
观。

如今，春节、元宵节的相关文艺活
动在热闹与欢乐中结束，但是新的一
年，新的起点上，坚守人民立场，让文艺
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依然是广大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新时代，老百姓对
美好生活也有新期待。随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提出，人民的精神富有被提高到
更重要的位置。为了更加丰富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要开展一系列文艺
惠民活动，同时也要推动送文艺进基层
活动机制化、常态化。广大文艺工作者
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更要在“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进程中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欢乐持续送到百
姓心坎里。

文艺闹新春 欢乐送到百姓心坎里
曹兰胜

日前，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中
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电视
艺术委员会主办，学习强国、人民网
等18家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联合承办
的《奋进新征程——2023中国网络视
听年度盛典》在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同
步播出。此次盛典以“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用“一个序幕、五大篇章”串
联起文化自信、乡村振兴、两岸同胞
情等内容，展现了网络视听独有的表
达形式和艺术魅力。

步入 2023 年，网络视听行业迎
来了一次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示期。1
月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
目管理司发布《2022年网络视听精品
节目》集锦，共有55部优秀网络视听
作品入选，网络微纪录片《这十年》、
网络剧《血战松毛岭》《开端》、网络电
影《藏草青青》、网络音频节目《人生
海海》等节目榜上有名，这些优秀作
品构成了2022年“小屏端”的亮丽风
景，也贡献出精品创作记录时代的中
坚力量。

以网络视听形式
致敬英模代表

在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的
指导下，网络视听年度盛典已连续举
办两年。今年的盛典规模远超去年，
共18家平台、上百名嘉宾参与，时长
285 分钟的盛典中有多个节目实现

“破圈”传播。
从融入传统武术的国风唱演《万

里长城》，到古典舞和数字动画技术
珠联璧合的XR舞蹈秀《梦回敦煌》，
一众将中华传统文化、现代时尚元素
与先进视听技术相融合的节目，浸润
着古韵国风，传递出东方美学，彰显
出文化自信，令观众耳目一新。借助
VCR中真实景象和舞台空间的交叉
融合，歌舞《向光而行》刻画出“当代
愚公”毛相林、“七一勋章”获得者张
桂梅、神十五航天员张陆等人物群
像，讲述各行各业英模代表的奋斗故
事和感人事迹，发挥催人奋进的价值
引领。音乐创演秀《英雄永铭》则将

《血战松毛岭》《勇士连》《浴血无名川》
《特级英雄黄继光》等2022年优秀英
雄题材网络影视作品搬上舞台，以

“舞台剧+歌曲”的形式缅怀先烈、致
敬英雄。情景讲述《警察荣誉》、歌曲

《一生戎马》、情景剧《青年志》等节目
通过不同形式的讲述，用真情实感致
敬和平年代的英雄，呈现当代中国青
年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

精品频出的背后是
强大的政策支撑

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上线网络剧
171 部、网络电影 380 部、网络综艺

（广义）431部、网络纪录片318部、网
络动画片（广义）776部……网络视听
创作产出不断、精品频出的背后是强
大的政策支撑。

“2022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网
络剧片正式发放行政许可，极大地推
动了网络视听创作的精品化发展趋
势，长远来看，政策的约束和规范是
网络视听发展的最终归宿和必然要
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
研 究 员 冷 凇 在 采 访 中 表 示 ，“ 从
2022 年网络视听的产出来看，政策
规范和选题激励发挥了重要作用，
优质重大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不
断涌现，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上双
向发力，既让受众欣赏到丰富多元
的价值精品，也让网络平台更好地
发挥出了文化阵地的作用。”

《2022年网络视听精品节目》集
锦中的 55 部网络视听作品，代表着
2022 年网络视听内容的总基调。
深入现实、扎根人民的丰富素材，
结合年轻化的叙事语态和新兴视
听技术，最终演绎出既有鲜明主流
价值传达，又赢得观众认可和喜爱
的“双效”佳作。

多维度呈现奋斗者的
逐梦故事

综观2022年网络视听创作，“普
通人”无疑是最大主角。网络视听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取得了丰硕成果。如
网络纪录片《这十年·追光者》聚焦各
个行业领域内的普通人，用他们的奋
斗故事折射出新时代十年间发生的
重大变化和深刻变革。网络电影《林
海三代人》以浙江临海林场建设为
切口，讲述了临海林场三代党员不
畏艰难，用 65 年让荒山变林海、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故事。
网络微短剧《大妈的世界》用令人
啼笑皆非的生活故事反映出老年
群体的现实生活，幽默的外衣包裹
着深刻的人文关怀。

这些作品故事各有不同，相同的
是贯穿其中的普通人脚踏实地、诚实
肯干、艰苦奋斗、不懈追梦的生活作风
和精神信仰。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
本科生董政樑在《这十年·追光者》中
看到自己身边人的理想，引发共鸣写
下：“身边有朋友一直想去支教，看完
第三期突然明白她的初衷。孩子们一
双双充满渴求和希望的双眼，是对知
识和光的渴望。”也有喜爱《大妈的世
界》的年轻观众评价：“不只是普通的
好笑，还有一些想象力和深意。”作为
网络视听的主要受众群体，年轻观众
在这些聚焦平凡人真实可感的故事中
汲取到不凡的精神力量。

“小屏端”的亮丽风景是如何打造的
牛梦笛

数量众多的非遗项目，展现着中华文化
的丰富多彩，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
贵财富，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
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向世界传播中
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追求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
2001年5月中国昆曲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
录起，如今，我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数量
居世界第一。我国为保护和传承世界文明记
忆做出了极大努力，成果卓著。

非遗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学、授、用、产、研
等方面的系统性保护，这也是非遗进行活态
传承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鄂温克族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乌仁母女依托
工作室，带动周围人学习非遗技艺，每年产生
经济效益 100 多万元，在传承弘扬技艺的同
时让当地不少群众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不
仅如此，她们还把非遗项目带进当地的中小
学课堂，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各地参加展览，让
更多人看到非遗的光彩。从这个角度来看，
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对我国各地区
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为提升低
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开辟了重要途径，更好
服务我国现代化建设。

在不断推进非遗项目全方位、立体化、
覆盖式的保护工作中，非遗的时代性、教育
性等功能也得以发挥，让人们得以更好感
受非遗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助力讲
好中国故事。通过对传统技艺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非遗得以融入现代生活、
展现当代价值，更好地拥抱新生活、新时
代。

同时，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
统性保护，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数量众多的非遗项目，展现着中华文
化的丰富多彩，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有助于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向世界传播中国独特的文化
资源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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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社火团队的
小演员在表演间隙嬉戏。

当日是农历正月十
六，在河南省浚县举行的
正月古庙会上，几十支社
火团队轮番表演，踩高跷、
扭秧歌、耍狮子，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形成一道富
有特色的中原文化景观。
河南省浚县的正月古庙会
已有 1600 多年历史，有
“华北第一庙会”之称，被
誉为民俗文化的“活化
石”，是中国民间文化保护
工程项目、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宋彦桦 摄

“过大年唱大戏”“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为丰富群众新春文化生活，进一步提升群众文化
幸福感、获得感，春节、元宵节期间，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文艺送到百姓
家门口，为节日增添了文化味、艺术味，让年味儿更浓、乡情更深、过年氛围更热烈。

“没想到我竟然通过二次元游戏了
解到中国民间文化！”“这手艺真是了不
起，做工精美，令人钦佩”……近日，海
外平台 YouTube（优兔）上，来自英国、
日本、韩国等国的网友，在一部以木版
年画为主题的非遗纪录片评论区留言
表示赞叹。

这部发布仅3天全网播放量就已超
过400万的纪录片，是由风靡全球的游
戏《原神》推出的《流光拾遗之旅》。纪
录片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指
导，获得了徐汇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通过持续寻访非遗传承人，向全球
玩家展现中国非遗的魅力。目前已在
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制作了15
种语言字幕的版本。

非遗走进年轻群体

《流光拾遗之旅》首期聚焦木版年
画。张贴木版年画，是中国过年期间的
传统习俗。在纪录片中，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杨乃
东，一共雕刻了22块木板，将《原神》璃
月地区的画面刻印成了一幅色彩丰富、
飘逸动感的木版年画作品。

一般来说，年画作品只有 3 到 6 种
颜色，而杨乃东此次刻印的这幅年画一
共使用了22种颜色，每种颜色都需要单
独雕刻色版，总共需印刷 22 次才能完
成。“做木版年画，是一辈子的事情。我
要把手里的活做好，代代相传下去。”杨
乃东说。

“方寸之内显日月，股掌之上惹人
怜。”《流光拾遗之旅》第二期寻访的非
遗传承人是“衡水内画”代表性人物王
自勇。《原神》中既有藏在奇峰峭壁之间
的仙人洞府，也有繁华街市与闲逸乡野
构成的烟火尘世。这些充满东方韵味
的幻想场景通过艺术家的巧手，在鼻烟
壶里一一再现。

“内画技法大多沿袭自国画，以中
国山水为灵感源泉的原神场景与内画

结合，相得益彰。”王自勇说。他认为，
想要将内画艺术发扬光大，必须与当代
生活相结合，不断创新。

在艺术理论家、非遗保护专家陈岸瑛
看来，非遗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探索
多样化的传承、传播方式，使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特别是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传统文化创新表达

张贴木版年画，是中国春节期间的
传统习俗。而在《原神》构筑的幻想世
界内，也有一场盛大的节庆热闹正酣。

以元宵节为参考的“海灯节”便是每
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去年“海灯节”期
间，用户可以“熔炼烟花”，解谜“灯中妙
影”，并探寻背后的渊源。当时推出的戏
曲元素新角色云堇，以及由云堇带来的戏
歌《神女劈观》人气居高不下。

《神女劈观》由上海京剧院演员杨
扬演绎，在中外互联网上不仅引发广泛
传播和热议，更有粤剧、昆曲、黄梅戏等

数十种戏曲表演艺术家自发翻唱。
今年的“海灯节”，以中国传统皮影戏

为灵感设计的解谜玩法“纸映戏”再度受
到欢迎。这个益智类玩法乐趣十足，又蕴
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从“海灯节”、《神女劈观》、“纸映
戏”到纪录片《流光拾遗之旅》，依托《原
神》，出品方米哈游在输出中国文化上
不断实践，持续发力。2022年10月，文
化和旅游部公布“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
新实践十佳案例”，米哈游凭借“以游戏
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和旅游宣传推广模
式探索”位列其中。

如今，相约“海灯节”，在这里体会
传统文化魅力，已逐渐成为《原神》用户
群体每年的期盼和习惯。米哈游创始
人、总裁刘伟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
探索更多的形式巧妙展现中国文化，让
游戏成为文化传承、文化自信的重要载
体，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中国文
化，喜爱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破壁”二次元
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