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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2018美丽乡村国际
微电影艺术节上，我省微电影拍摄取得
骄人的成绩，其中两部作品获得最佳作
品奖，十多部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如
何使根植民间、全民参与、全民创作的
微电影健康发展？网络微电影的前途
在哪里？怎样才算好的微电影？本文
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微电影作为一个新的影视品种，
近十年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大有创造一
个微电影时代的势头。但是，微电影也
存在质量良莠不齐、行业监管没有大电
影严格、产权保护不力等弊端。

作为在艺术作品、商业广告、碎片
阅读的交织中逐渐发展为一种突出的
文化现象，微电影指在网络播放具有完
整策划、完整情节、完整制作，适合在移
动状态和短暂休闲时观看的视频短
片。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微”，时间长度
一般在30秒至30分钟之间。观看一场
传统电影，一般要花费一个半小时到两
个小时，而欣赏一部微电影，只要几分
钟就够了。

电影是用胶片摄影机或高清的数
码摄影机拍摄的，并在院线使用放映机

进行放映，或在电影频道播放，其间还
要通过电影管理部门的审查。而微电
影的摄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多在网络
播放。微电影使电影拍摄不再那么神
秘，打破了传统电影高高在上的姿态，
人人可以当编剧、当导演、当演员。很
多人拍微电影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
圆自己的电影梦。

微电影因为片时短，所以投资也
小，一般在几千元至几万元，制作周期
较短，一般在一周左右。微电影的性质
决定它还具有草根性、参与性和互动性
的低门槛特征。微电影的内容涉及广
泛，如商业广告、时尚潮流、伦理道德、
爱情故事、公益事业、惊悚悬疑、幽默搞
怪等。比如，此次获奖的梁强导演的

《幸福卡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老卡车
司机的女儿爱上了年轻的卡车司机，却
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达到拆散
他们的目的，父亲与两个年轻人打了一
个赌，几天的长途运输结束，老卡车司
机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幸福卡
车”载着幸福一家人奔跑在幸福路上。

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是名
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参与微电影拍

摄。如今，微电影以更为便捷的方式记
录中国百姓故事、保存民族记忆，也以
更为快捷的传播表达着社会的发展、时
代的精神和活力。可以说，微电影让影
视艺术创作走下神坛，回归大众。

微电影在让普通人实现拍电影梦
想的同时，也容易导致质量良莠不齐，
有的微电影内容低俗、不健康。

如何使根植民间、全民参与、全民
创作的微电影健康发展？微电影的艺
术质量，将决定着其是否能冲破目前的
瓶颈，产生更多可能性。人文关怀、艺
术探索、叙事技巧的不断尝试与探索，
是微电影创作者必须着重考量的使
命。此次微电影节上，梁强执导的另一
部微电影《希望的种子》获优秀奖。从

《希望的种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好的电
影能让更多人感受温暖的力量，愿我们
的生活温暖如春。此次微电影节以“讲
好中国故事、振兴乡村文化”为主题，多
角度、全方位表现美丽中国、美丽乡村
和美好家园。

当前，微电影需要解决的问题很
多。比如，有些微电影作品制作水平低
下。许多片子画面平淡，制作粗糙，与

真正电影作品的标准相去甚远，艺术和
技术质量都需要提高。像《一触即发》

《动机》《看球》《调音师》这样的好作品
可谓凤毛麟角。

笔者认为，微电影需要解决的问
题，还有微电影的时长界定问题。比如

《隐形哨兵》《猫咪拯救大兵》都在一分
半钟左右，姜文的《看球》也不过 5分
钟，而《玩大的》《老男孩》则超过了12
分钟，《青春期》超过了50分钟，《千山
暮雪》竟达到100多分钟。另外，有的
微电影多为商业定制，这样下去，久而
久之，一旦把握不好，微电影有可能成
为新品种的广告代名词，只不过这种广
告是有故事情节的。

那么，网络微电影的前途在哪
里？怎样才算好的微电影？笔者认
为，真正想把微电影当成艺术品来做，
应当树立一个行业标准。微电影的
准入门槛虽低，但要设立技术标准、
艺术标准和文化标准等。这样可以
推动微电影健康发展。其实，微电影
解放了电影的概念，也解放了个人的
创造力，今后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和
作品出现。

微电影要走远 艺术质量是关键
姜 普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喜庆
吉祥的满族荷包、热烈奔放的抚顺地
秧歌……1月 26日、27日，由辽宁省
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承办的“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2019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系列
活动，在沈阳文馨苑小剧场及其附属
展示空间举行，数千市民和游客参观
了展示展演活动，感受古老而神奇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与以往的展示展演不同，本次
展演增加了许多互动体验环节，而且
专门开设了10节非遗公开课，传承人
手把手教孩子做一些非遗手工艺品

（作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迎接新年的到来，文馨苑处处
装点中国红。记者采访时，台上正在
演出辽西木偶戏。在两名演员的操
纵下，一位身着汉服的书生拿起毛
笔，画起了竹子。他作画期间，女子
伴着民乐，跳起了长绸舞。一曲终
了，栩栩如生的墨竹图也完成了。主
持人邀请台下的4名小朋友上台体验
木偶戏，两人一组，一组操作长颈鹿，
一组操作狮子，“让狮子和长颈鹿握
握手，拥抱一下”。在几个小朋友的
多次尝试下，两个小动物才拥抱在了
一起。

辽西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而木偶画竹是辽西木偶戏的
独门“绝技”。节目主持人告诉孩子
们，他们体验用的木偶是特制的，非
常轻，而表演用的木偶含有金属，一
个有十多公斤重，一场表演下来，演
员胳膊会酸好几天。

在文馨苑的附属空间，则是 52

项非遗惠民活动展示的主场地。因
为临近春节，本次非遗惠民展示活
动以“迎春”“送福”为主题，选调了
雕刻类、剪纸类、刺绣类及传统饮食
类等 52 项与传统年俗有关的非遗
项目，打造了富有浓厚春节气息的

“年货一条街”。观众在这里不仅能
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观
看传承人现场创作，如果有兴趣，也
可以拿起工具，坐下来学一些简单
的技法。

这一次展演的突出特点是非遗
公开课，两天内共安排了岫岩满族
剪纸、锦州面塑、丹东面塑等10个课
时的非遗公开课。主办方告诉记
者，考虑到中小学生放寒假在家，他
们就尝试举办免费的非遗公开课，
每课安排 15 对亲子，请传承人授
课。没想到消息对外发布后两天
内就已报满，有的报名者来自沈阳
以外的城市。

“老师快来看，我烙成了一只小
猫咪。”烙画艺术课上，伊思睿小朋
友从陌生到熟悉，在李瑞群的指导
下，已经能画一些简单的动物。省
级非遗烙画艺术传承人李瑞群独
自承担了两课时的教学。据介绍，
烙画源于西汉，最初在木头上作
画。纸上烙画是纸与火的艺术。
烙画创作时要注重将速度、温度和
压力相结合，讲究落、起、止等运烙
技巧。课堂还展示了李瑞群的作
品，猛虎身上的毛纤毫毕现，令在
场的人们啧啧称奇。

主办方告诉记者，他们今后还计
划举办非遗公开课，让感兴趣、有时
间的小朋友参加学习，以切实行动助
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活动举行

传承人手把手教孩子非遗技艺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1 月
27 日，“喜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北国之春·诗歌艺术新春晚会”在沈
阳举行，本届晚会是诗歌艺术和企
业文化的跨界融合，开启了辽沈地
区文化艺术团体和商企共同打造高
雅文化活动的新模式。

整场晚会围绕“喜迎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和欢度 2019 年新春佳
节”这一主题，展现了辽沈地区诗
歌和艺术的创作成果。全场节目汇
集了诗歌朗诵、声乐、舞蹈、书画和
民间艺术的精华，共有《金猪迎春》

《诗风雅韵》《盛京集萃》三个篇章。

“北国之春”诗歌艺术春晚
在沈阳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月
28 日，记者从辽宁歌舞团（辽宁民
族乐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响应“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以高质
量的文艺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
需求，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
将开展一系列惠民文艺演出。其中
包括“2019年辽宁省新春民族音乐
会”、大型原创舞蹈诗《月颂》、儿童
杂技剧《绿野仙踪》。

1月31日，“2019年辽宁省新春
民族音乐会”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
这场音乐会将传统民族音乐与时尚
的舞台艺术融为一体，由国家一级
指挥、中国歌剧舞剧院常任指挥洪

侠执棒，音乐会曲目有《欢庆胜利》
《扬鞭催马运粮忙》《放歌新时代》以
及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2
月 20 日、21 日，由辽宁歌舞团倾心
打造的大型原创舞蹈诗《月颂》将在
辽宁大剧院上演。该作品以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优美的诗文、
曼妙的舞蹈、精彩的杂技表演，展开
一幅画面唯美、情感浓郁、意境深远
的画卷，在民族歌舞的古典韵味中，
契合传统节日的团圆主题。2月24
日，儿童杂技剧《绿野仙踪》将在辽
宁大剧院隆重上演。以励志温暖的
童话故事为主线，融杂技、魔术、舞
蹈于一体，寓教于乐。据了解，此次
新春惠民演出季将以低票价惠民。

辽宁歌舞团开启
新春惠民演出季

春节，是中国人最
古老也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了，通常称之为过
年。比起其他的传统节
日，过年的仪式感是最
强的，关于“年”的传说
与故事也是最为人津津
乐道的。但与其他传统
节日一样，年文化的内
涵同样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变化与丰富的。

对这样一个讲了几
千年的老话题，还会有
什么新的视角和发现？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记
者请到了两位文化和民
俗学者谈过年。

文化学者谈春节习俗

新年俗承载了传统年文化内核
本报记者 高 爽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会感叹：年味
越来越淡了。何以如此？最重要的理
由是以前那些过年的“老礼儿”现代人
越来越不讲究了。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
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
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
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
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
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
走。”这首儿歌里，说的正是丰富多彩的
年俗。这些传统农耕社会的习俗，很多
已经不适应现代人的工作模式和快节
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由传统的主干家
庭过渡到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模式，
只适用于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的习俗都
没办法延续下去了。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焯认
为，这些年俗加在一起构成了人们通常

所说的年味，就是过节的仪式感。但不
能以旧俗是否延续来考察年味，因为年
俗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
旧俗消失的同时又有新俗产生。

王焯说，今天的年俗主要是由三个
方面构成的：一直延续下来的旧俗，比如
节前采办年货，贴春联，贴窗花，回家过
年，大年三十儿吃年夜饭、除夕守岁，大
年初一开始拜年、走亲访友，等等；一些
曾经被忽略的旧俗，因为契合了新的时
代需要，成了新时尚。比如以前只流行
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尾牙节，现在是很多
企业年终岁尾的重要聚会和联谊活动，
用来感谢和表彰员工一年来的辛勤工
作。比如庙会这种原本在寺庙内及附近
地区进行的祭神、娱乐和购物活动，现在
已经不局限在寺庙周边，而是遍布商业
街和公共场所，成了烘托节日热闹气氛
的文化活动和商家年前促销的新手段；

新的过年方式，比如举家看春晚，老人去
外地的儿女家过年，大年初四之后的同
学聚会也日渐流行起来。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逐渐增强，
中国年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更广泛的了
解和认同，以前海外各国的春节活动只
在华人聚居的一些区域举办，现在则遍
布各地，去年春节期间，迪拜的世界最高
建筑哈利法塔上专门为中国年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灯光秀，都充分说明中国
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王焯说，习俗是文化的载体。从古
到今，中国年文化有几大永恒的主题：

“庆祝”“感恩”“憧憬”“团聚”“交流”，其
核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理
念，敬畏自然、敬畏祖先，与天地万物交
流，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共生。新年俗同
样承载着这些主题和理念，以此来看，
年味并没有变淡。

庆祝感恩憧憬交流共同构成了年味

关于“年”，我们听得最多的一个说
法是：“年”是一只怪兽，过年放鞭炮就
是为了驱赶“年兽”。但辽宁大学文学
院教授郭醒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明清以
来流布甚广的传说，如果追根溯源，在
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学者们尚未找到

“年”与爆竹的直接联系。
郭醒说，在迎接新年的时候燃放爆

竹至少已有 2000 年的历史了，传说由
东方朔所著的《神异经》一书中就记载
了这一习俗，也就是说最晚在两汉时
期，这种习俗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当时
的爆竹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太一
样。今天的爆竹是用纸张包裹火药制
成的，而两汉时期还没有火药，甚至大

部分时间里也没有纸张，当时的爆竹名
副其实，就是把竹子放到火里去烧。

那么“年”这只怪兽是怎么来的
呢？郭醒说，与“年”最接近的是“山
魈”。据《神异经》记载，在西方有一种
类似于巨人的怪物，名字叫“山臊”，人
遇到之后就会得上寒热之类的疾病。
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引用这段
记载时称这种怪物叫“山魈”，总之是
一种会给人带来祸患的东西。好在这
种怪物有一个弱点，最怕火光和响声，
所以每到新年，人们便焚烧竹子，发出
噼噼啪啪的响声，把山臊或是“山魈”
吓跑。

郭醒认为，按科学道理来讲，这种

只要遇到就会给人带来疾病的怪物不
大可能在自然界存在。所以后代的一
些学者也对放鞭炮驱赶怪兽的说法提
出过质疑。比如隋朝的杜公瞻认为，燃
放爆竹不是起源于驱赶怪物，而是古代
王侯所用的“庭燎”在民间的遗迹。所
谓“庭燎”，是指宫廷中照明用的火炬，
用薪柴制成，形状好像巨大的蜡烛。“杜
公瞻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解释
人们何以偏爱竹子燃烧时发出的响
声。燃放爆竹应该是上古先民日常生
活方式的一种遗存，当人们还生活在野
外的时候，都会点燃篝火煮食取暖，而
火光与响声也有驱赶野兽的作用，其中
的道理并不复杂。”郭醒说。

用爆竹驱赶“年兽”只是传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宋代大诗人王安石的一首《元日》，概
括了过年最重要的几大习俗。进入现代
社会，放鞭炮的习俗还有，但出于环保的
考虑，很多城市有限放和禁放的规定，规
模大不如前了，饮屠苏酒的习惯也不常
见，但“新桃换旧符”则以贴春联和贴门
神的形式保留至今。

郭醒说，春联和门神看似两种不
同的东西，实际上都来源于上古的桃
符。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引用《黄

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兄弟二人，
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住在度朔山
上的桃树下，如果有鬼擅自闯入，就用
苇索捆起来喂老虎。后来人们就在新
年的时候在门前安放两人的桃木像，
用以辟邪驱鬼。制作桃木像比较复
杂，后来就演变成了画有二人形象或
写着二人名字的桃木牌，这就是所谓
的“桃符”。之所以用桃木，是因为传
说鬼怕桃木。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世
渐渐不用桃木牌，改用纸张，但还是叫
桃符。

桃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绘画，这
就是后来门神的起源。根据郭醒查到
的资料，最早的门神当然就是神荼和郁
垒兄弟，后来不断有新的形象占据了门
神的位置，其中包括各路神仙以及历史
人物，最常见的人物是唐朝的两位将
军，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人成为门神的
故事看过《西游记》的人都很熟悉。不
光是武将，著名文臣也曾做过门神，比
如魏征、包拯、文天祥等。在抗战时期，
人们还曾把抗日将士的形象绘成门神
贴在门上。

春联和门神都源于上古的桃符

核心
提示

文化七日谈 WENHUA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日
前，沈阳市第二届剪纸节在皇姑区文
化艺术中心开幕，此次剪纸节由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皇姑
区委、区政府主办，至正月十五结束。

本届剪纸节共征集各类剪纸作
品2000余幅。其中，剪纸精品近百
幅，参与者达 500 余人。在保留传
统剪纸技艺的同时，还特别创新推
出了立体纸雕、水粉衍纸、撕纸等极
具特色的作品。国家高级工艺技师
冉立伟撕纸作品《骏马》、沈阳非遗
鹿角椅传承人张敬轲设计的《古月
盛京》系列作品、沈阳非遗关氏焗瓷

传承人关向伟设计制作的水粉衍纸
《纸彩生韵》系列作品均受到观众喜
爱。省非遗传承人初春枝创作的

《东北怪》讲述了白山黑水的古朴民
风，沈阳非遗传承人冯元平用《秃尾
巴老李的传说》展现了满族的民俗
故事，李英杰的《锡伯族卫国戍边英
雄谱》则反映了沈阳锡伯族西迁的
历史。据了解，不仅专业人士参加
了剪纸节，很多群众文化工作者以
及少年儿童也参与其中。沈阳市皇
姑区执法中心、沈阳市皇姑区文化
馆工作人员用3个月时间赶制出了

《盛京八景》系列纸雕作品。

沈阳举办第二届剪纸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