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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文联在得知铁西区北沟街道
北河社区居民缺少社区活动演出道具、社
区渴求文化建设时，党组领导班子带头捐
款为社区居民购买秧歌舞道具，并组织书
法文艺志愿者深入社区，通过现场主题创
作，书写“践行文明新风 争做文明四平
人”“我为家乡作贡献 我为家乡添光彩”
等书法艺术作品，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
围，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我们四平市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城’，
是因为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在这里同国民党军队四次作战，分
别打响了‘四平解放战’‘四平保卫战’‘四
平攻坚战’‘四平收复战’……”市文联工
作人员在书法家协会志愿者现场挥毫泼
墨时，向社区居民讲解四平红色历史，向

大家传递底蕴厚重的红色文化。现场居
民听后纷纷感慨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我们因为家乡的红色文化而感到
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生活中，我
们要更加热爱我们的城市，弘扬红色文
化，努力争做文明四平人，为家乡助力添
彩。”

创 作 过 后 ，市 文 联 文 艺 工 作 者 将 现
场 创 作 的 主 题 作 品 赠 送 给 社 区 工 作 人
员和居民，社区老党员康福臣激动地说

“ 这 样 贴 心 务 实 的 文 化 活 动 ，播 撒 了 红
色的‘种子’，厚植了家国情怀，让我们
更 加 热 爱 我 们 的 家 乡 ，自 觉 践 行 擦 亮

“英雄城”红色招牌的责任与使命。”老
人的话不多，但字字句句都肯定了文联
文艺工作者的付出与努力，让大家深深

感受到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
责任之重、意义之大。

社 区 文 艺 活 动 队 为 了 表 达 对 市 文
联 工 作 人 员 到 社 区 开 展 文 艺 活 动 的 感
谢 之 情 ，用 文 联 文 艺 工 作 者 捐 赠 的“ 爱
心 扇 子 ”，扭 起 了 讴 歌 美 好 生 活 的 东 北
大秧歌，传递出“同爱一方热土 共建美
好家园”的喜悦之情。

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文联文艺工
作者为将各项文艺活动组织好，通过多次
到基层社区调研、征求意见和随机走访等
方式，了解居民对文化生活的所需、所想、
所盼，把需求列入清单，纳入文联工作日
程，形成了居民开诚布公“点单”，文艺工
作者尽心竭力“送单”的文化互动方式，深
得群众满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
静）为欢庆党的生日，传承和弘
扬戏曲文化精髓，近日，四平市
开放大学组织戏曲班师生开展
戏曲、歌舞表演活动，用积极向
上的文化内容，营造浓厚戏曲
文化氛围。

表演以舞蹈《祝福祖国》开
场，舞者都是年近七旬的老人，
她们用优美的舞姿表达对祖国
的祝福和热爱。此次表演的指
导老师李桂珍，12岁学习黄梅
戏，几十年来，她塑造了许多鲜
活的舞台形象。在表演活动
中，李桂珍用传统唱腔为大家
带来一段黄梅戏《绵绵古道连
天上》，让现场观众陶醉其中。

随后，京剧、吉剧等经典戏曲
《红梅赞》《沙家浜》《梨花颂》轮
番登上舞台，老年师生们用旖
旎婉转的唱腔，共同唱响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主旋律，让现场观众如痴如醉，
过足了戏瘾，博得阵阵喝彩。

“我们戏曲班的学员都是退
休老年人，虽然大家已经两鬓斑
白，但对戏曲的热爱却十分火
热。”活动相关负责人说，此次庆

“七一”表演活动，老年表演者们
通过戏曲、歌舞的形式把对党的
无限热爱传播在充满红色底蕴
的英城大地，讴歌建党102年来
的丰硕成果，唱响礼赞新中国、
新时代、新征程的昂扬旋律。

弘扬民族文化
传承戏曲精粹

四平市开放大学举办庆“七一”表演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静）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感悟革命光荣历程，激
励医院党员干部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6
月30日，市资生康复医院组织开展“唱支山
歌给党听”文艺表演活动，全院职工积极参
加，用歌声表达对党的热爱和忠诚。

整场演出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充
分表达了医院职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
无限热爱和美好祝愿，展现了新时代广大医

务工作者干事创业、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通过此次文艺表演活动，激励党员医

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增强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把
对党的热爱与忠诚体现在为患者服务、为人
民服务的担当作为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医院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继续在卫生健康事业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为四平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市资生康复医院举办
“唱支山歌给党听”文艺表演活动

根据文旅部公布的2023年端午节假期文
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百舟竞渡迎端午”等民俗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戏
剧场、电影院等文化空间多角度呈现节日文化，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新场景不断推陈出新。广
大人民群众悠然踏上旅途，浸入传统文化场域，
在欢乐的海洋中享受着多彩的节日与假期。

近年来，“传统节日+旅游”越发受到民众欢
迎。传统节日内涵丰富且独特，集气氛、活力、情
感、想象性与戏剧性于一身，契合了现代人的精神
需求，对游客而言具有很大吸引力，是推动旅游发
展的富矿。当前，拥有丰厚的节日文化资源，就意
味着具备了发展旅游的天然优势，丰富的节日活
动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春节期间，英歌巡游引发线上线下围观，街头
人声鼎沸，烟火气回归；元宵节到来，各地花灯大
比拼，欢天喜地舞社火，龙腾虎跃闹元宵，人们沉
浸在节日氛围中；泼水节欢乐启幕，云南多地掀起
传统节日旅游高潮，每天都有十几万游客涌入云
南，加入泼水狂欢，他们在泼水节庆祝活动中接受
水的“洗礼”，收下水的“祝福”；“壮族三月三·八桂
嘉年华”按下启动键，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
舞庆祝“三月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不断汇入
节庆的热烈氛围中，与当地群众共唱山歌，以歌会
友，以歌传情，一起分享着节日的快乐。

无论是春节、元宵节这样的全国性传统佳
节，还是泼水节、“三月三”这样的地方性传统节
日，能够发展为全民狂欢的盛会，让快乐在更大
范围内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益于文
旅发展，即传统节日的旅游化开发。

传统节日的旅游化开发，对传统节日的保
护和传承、传统节俗的“出圈”传播具有重要意
义。一是促进传统节日的复兴。“节味儿变淡
了”曾一度引发人们担忧。旅游开发通过精心
打造、包装、推介将传统节日隆重推向更大范围
的受众，使得原本局限于一个地区的传统节日
走进大众视野。传承千年的传统民俗经过润色

焕发出无限光彩，过节的人多了，节味儿自然就
浓烈起来。传统节日也逐渐发展为当地的一张
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二是丰富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将传统节日打造为核心
吸引物已成为旅游开发的常用手段。从传统节
日的起源来看，其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
需要。而旅游开发则需要旅游资源具备一定的
观赏性、娱乐性，地方政府、景区对传统节日的
包装和打造一定程度上注入了新的元素，丰富
了传统节日的内涵。随着文旅融合深入发展，
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以及新增的时代元
素，不仅在一个区域内发扬光大，还在广度和深
度上不断辐射、影响着其他地区。三是增强民
众保护和传承传统节日的自觉。传统节日的旅
游化开发不仅能有效增强当地民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还能激起民众的自信心、自豪感，进而
带动人们自觉保护和传承传统节日。

曾经有很长时间，我们面临着这样一对矛
盾：法定节假日没有配套的文化生活，传统节日
内容丰富却苦于没有假期。随着国家对于节日
制度的优化，重要传统节日基本被列为国家法
定节假日，人们“过节”的美好期待不断得到保
障，“传统节日+旅游”也得以迅速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如何借力文旅融合，让传统节日火起来，让节日
内涵更加深入人心，仍是重要考验。一方面，传
统节日游要通过增加特色文旅产品供给，打破
同质化竞争僵局。文旅产业要向专业、精品、特
色、创新方向发展，将节日文化资源转换成特色
旅游资源，做好提炼和包装，以更多元的方式呈
现多彩的文化内容，提供丰富的旅游文化产
品。要坚持内容为王，深入挖掘节日文化内涵，
立足讲好民俗故事，传播传承节日文化。另一
方面，传统节日游要让更多游客从“到此一游”
向深度文化体验转变。比如在“壮族三月三·八
桂嘉年华”期间，广西多地打造“民歌一条街”，
设置各种艺术展陈和开放麦装置，主打民歌主
题系列文化街区，组织广西各地民歌手、邀请全
国知名乐队开展民歌路演活动，让民歌文化和
百姓生活交相辉映、互相沁润，营造“好日子天
天放在歌里过”的浓厚氛围，让市民、游客在沉
浸式体验中了解节日文化内涵、民俗传承价值
和过节的真正意义。

传统节日借力文旅融合火起来
马治鸾

当前，新国风已成为一种显著的影视
文化现象。传统文化与剧集创作双向奔
赴，推动了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昭示着
行业正在完成一场更深层的文化反哺与
创作赋能。细数近些年口碑与市场较理
想的古装影视作品，均蕴含了丰厚的传统
文化基因，且吸纳和融汇了现代元素，展
现出不同程度的美学突围和价值突破，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独特路径。

在烟火日常里写意传神
让古香古色展现传统之美
就古装剧而言，描摹与现代生活形成映

照的古人日常图景，容易引发观众的文化认
同，使他们更加自觉、自然、自洽地继承和发
扬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剧集创作
不可忽视对日常文化氛围的营造。

以往一些古装剧创作者将目光停驻
于前廷后宫、贵族府邸、州县府衙甚至世
外仙境，而新国风创作则将视野聚焦充满
人间烟火气息的市井街巷，注重展示日常
生活风貌，利用细致考究的建筑、服饰、妆
造、器物、礼仪、风俗建构细腻真实的戏剧
空间，使当代观众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
熟悉感和人情味。

风雅处处是平常，剧集作品中的一言
一曲、一景一物，均可成为指引观众走向
历史文化纵深的“引路星”。从创作层面
来讲，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与追溯为
出发点，深入挖掘蕴藏在日常生活场景中

的传统文化精华，进而引领大众从生活本
真中汲取历史智慧、于古风雅韵中发现传
统文化之美，有益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建设和涵养。

探寻跨越古今的情感连接点
让文化传承更有代入感和启迪性

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流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之所以仍能与新时代血脉相通、同
频共振，持续散发着光芒与能量，多得益
于古今共通的思想和情感。这些新国风
作品巧妙地捕捉到了古与今之间的心灵
契合与情感联通，以亘古不变的共通情感
弥合时空差异。所以，即便讲述的内容是
那些遥远时空甚至是虚构世界的人与事，
其骨子里的文化元素仍能对观众产生强
大的吸引力。

具体而言，新国风作品的创作者始终
关注历史环境和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心理、
情感和精神世界。作品中一个个有血有
肉的立体人物经历着与今天的我们相似
的情感波折、人生起伏，令观众产生“这一
切与我有关”的观感，感受到一种直抒胸
臆的情感力量。

深度释放IP衍生价值
让传统文化与剧集产业双向赋能

从屏幕内走到屏幕外，从“网上”走到
“网下”，以IP构建为基础手段，通过产业
价值与文化价值相互赋能，最大限度地延
伸剧集的内容价值，往往能够挖掘出文化

资源背后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进而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走得远。这为新国风剧集创制提供了新
的方法论。

好的剧集IP不应止步于影视化，还应
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被感知、被分享。《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与平台商家联名定
制汉服，《梦华录》与商业品牌联名推出特
色饮品，“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长
安十二时辰》IP 为依托，以沉浸式唐风市
井文化体验为主打特色，通过释放商业、
科技、文化、旅游有机融合的魅力，吸引游
客驻足观赏。这些精细化的IP运营和创
新性的营销手段，在销售产品与弘扬中华
文化方面找到了较为精妙的契合之处，收
获了“1+1>2”的传播效果。

“文化+”的价值延展，除了扩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能，也可以反哺内
容创作，为行业生产带来新的活力。两者
形成互文、相融相生，才能更好地让传统
文化成为流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
活水和精神暖流。

剧集创作这股新国风强调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尚化表达，还饱含着对现实
生活的思考和对当下需求的回应，在承载
丰厚的文化想象力和强烈的现实观照性方
面存在优势。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
让厚重感与青春化、传统性与当下性浑然
一体，又互显互彰，这应是当前与今后新国
风创作需确立的创作方向和关注焦点。

（闫伟 杨阳）

荧屏新国风带热传统文化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市文联文艺工作者到铁西区北沟街道北河社区开展文化活动侧记

全媒体记者 魏静 通讯员 王玉

四平是一座先烈用鲜血铸就的英雄城，在这座英雄城中，有着厚重的红色底蕴和红色文化。市文
联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文化职能担当，多次深入社区组织文化活动，传播红色声音，让群众了解英雄城
历史，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