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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在观
众的阵阵掌声中，踢碗、蹬鼓、滚灯、
小飞机、钻圈、魔术等 11 个精彩节
目一一亮相……2月15日、16日，沈
阳杂技演艺集团 2022 春节惠民系
列演出——“如虎添‘艺’福满盛京”
杂技剧《熊猫——寻梦之旅》在盛京
大剧院上演。精彩的演出，深受观
众欢迎。

《熊猫——寻梦之旅》将蹬鼓、
滚灯、绳技及男子造型等优秀杂技
节目的精华融入故事之中，以情景
剧的形式，全面绽放杂技艺术的独
特魅力，使杂技艺术的“新、奇、险、
美”得到精准细腻的展现。剧中还
将杂技、舞蹈、魔术、滑稽等众多元
素融为一体，让充满想象与夸张的

人物造型，在表演中尽情地发挥，将
传统的杂技功夫，在现实与虚构的
情境中焕发新的光彩，令观众耳目
一新，连连叫好。

在“如虎添‘艺’福满盛京”杂技
剧《熊猫——寻梦之旅》中，通过将
各种动物赋予人类的情感与思想，
用拟人化的手法，启发观众的爱
心和想象力。该剧用杂技语言讲
述童话故事，别具匠心地展示了
在森林里、草丛下，一个被放大了
无数倍的奇妙世界。独特的创意
为杂技剧主题营造了无限畅想的
巨大空间，新颖的形象包装和表现
形式，突破了当前杂技剧的常规模
式，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亮
点与创新。

杂技剧《熊猫寻梦之旅》沈阳上演

2月13日，哔哩哔哩网站发布了
2021年度国风数据报告，数据显示
2021年B站的国风爱好者人数超过
1.77 亿，18 至 30 岁人群占比约七
成。在这家视频网站里，国风国潮
主要表现为青年人爱看也喜欢创
作，诸如汉服出行、汉服婚礼、民乐
新奏、国风舞蹈、非遗技艺等短视频
作品。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惊艳
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向全世界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意十足，
美轮美奂。虎年央视春节晚会的舞
蹈节目《只此青绿》，传扬出宋代美
学和名画《千里江山图》的神韵，青
绿色一跃成为时尚界的开年流行
色，2月15日央视元宵晚会上的宋词

《青玉案》更是霸屏微博热搜。
国风国潮不是复古，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
化，需要与时俱进，这也恰是现代青
年喜爱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原因。
央视《典籍里的中国》，用戏剧表演
和经典诵读，传承文脉。B站和河南
卫视合作推出的《舞千年》，艺术化
演绎民族舞蹈和民族音乐。新媒体
传播、新技术赋能、新互动理念，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青春态的
全新表达，与时俱进，创意创新，深
受青年喜爱。国宝、国画、国医、国
术等等，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丰
厚的文化遗产，如何用新的技术、新
的表达，引领国潮，进一步激发和展
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
兴趣和热情，这也是中国文化自信
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

国风国潮弘扬中国美学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文
化，东方艺术的影像表达是独特而
优的切入角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诗词书画音乐舞蹈，蕴含着独特的
东方美学，礼乐治国、诗书传家，也
蕴含着中国的人文价值观。比如，

“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
等具有鲜明中国美学精神和中国传
统文化艺术特征的系列短视频火爆
全网，向海内外推介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之美。艺术是世界共通的语
言，青春语态的艺术表达，凸显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之美，赋予其新的活
力，具有独特的国际传播价值。

在 B 站发布的国风数据报告
里，国风与科技、动漫、游戏圈层的
跨界融合，引领着新的创作潮流。
古筝与二次元，琵琶与剧情演绎相
结合，最高播放量达到 2.2 亿人次。
青春语态原创内容风起云涌，新媒
介与新技术融合发展，中国青年的
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崭露头角，原
本的青年亚文化也融合了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魅力，渐渐走向了互联网
时代舞台的中央。

一份国风数据报告，反映的是
今日中国青年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力
的镜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意
传播，在青春语态的表达中呈现出
视觉新奇观、艺术新表达、国潮新引
领的传承创新的鲜明特征。有网友
留言说，万物皆可国风，是年轻人最
浪漫的文化自信。一语道破了“新
国风”文化的精神与境界。国风国
潮看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文化
自觉、自信，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大新生力量。

从数据
看国风国潮持久号召力
高红波

2 月 15 日晚，沈阳中街古色古
香的鼎泰茶社里，86岁的著名相声
表演艺术家杨振华用相声助力冬
奥，表演了自己最新创作的冬奥主
题相声《金虎闹神州》，现场观众深
受感染，掌声热烈。

“冬奥开门啦，全世界的目光都
集中在这里，这个地方是北京！”李
大平的一曲《故乡是北京》拉开演出
的序幕，当晚演出的相声节目，聚焦
冬奥热点，畅聊冬奥运动项目小知
识，寻找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冬奥剪
影，讲述我们参与冬奥的热情，为
2022冬奥喝彩。捧哏、逗哏相互配
合，语言诙谐幽默。

压轴上场的是杨振华，“见了各
位格外地亲呐！”杨振华的开场白让
台下瞬间沸腾。当晚，杨振华表演
了自创相声《金虎闹神州》。独特的
风格、幽默的语言，杨振华从虎年说
到自己的年龄和他的长寿秘诀，观
众大声叫好，鼓掌不断。

张口就是包袱，是这位老相声
艺术家的功底。当晚，杨振华跟观
众聊到当下最火热的话题——冬
奥，他禁不住对谷爱凌大加赞赏，并
由此发散开去，说到“中国奥运第一
人”的刘长春，再现了刘长春的爱国

情怀，当时日本人想收买刘长春，让
他代表伪满洲国参赛，被刘长春一
口拒绝。杨振华用大连倒口的相声
技巧：“我是中国人（印），怎能听日

（亦）本的？”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全场观众内心燃起作为中国人的骄
傲和自豪。

演出结束，杨振华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相声《金虎闹神州》是他在
北京冬奥开幕当天开始创作的，86
岁的杨振华看到冬奥会在北京举
办，并且开幕式举办的这样成功，很
高兴！他要用相声助力冬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今年不
可不聊的话题，鼎泰乐和艺术团用
一场精彩的相声表演说冬奥，让观
众在笑声中关注冬奥，感受冰雪运
动的魅力。

在演出现场，鼎泰乐和艺术团
团长史艳芳说，从创建到今天，鼎泰
乐和艺术团得到了杨振华的大力支
持和鼓励。不仅自己到鼎泰茶社登
台演出，而且还把自己创作的相声
作品无偿提供给鼎泰乐和艺术团演
员，如《趣说东北话》《俗话说》《辽宁
赞》等，这些新作品同相声《金虎闹
神州》一样，展示了杨振华对时代的
关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86岁杨振华“笑”说冬奥
本报记者 杨 竞

特写 TEXIE

辽宁省第三届篆刻艺术展，正在
沈阳 M56 美术馆展出。展览可资关
注的亮点颇多。

十年磨一剑，精品集结。此次展
览时间跨度为10年，参展篆刻家涵盖
辽宁老中青篆刻骨干和新秀，展出名
家邀请作品、获奖及获奖提名作品、入
展作品200余件。不仅展现大气厚重
的地域风貌，而且系统呈现辽宁篆刻
入古出新的时代探索路径。中国书协
副主席王丹说，辽宁被业界誉为篆刻
大省，其根本是百花齐放、用作品说话。

追求高古，印宗秦汉。2009年篆
刻申遗成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代表
符号之一。以传统为根基，是篆刻艺
术传承发展的根本。展览作品整体
追求高古，印宗秦汉，古雅之风扑面
而来。观众从汉印、古玺中可以看到
古代最初印玺的模样，又可以看到经
过时代发展后篆刻的新样貌，学术性
与欣赏性兼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篆刻家王丹、朱成国、甘海民、赵立
新、梁宏伟、张威、朱明月、刘鹏等的
作品，均汲取传统精髓，进行个性化
创作，宜古宜新。获奖作品纪帅的

《古文字印稿》，分别选用了甲骨文、
金文和战国文字入印。印屏中“以古
为鉴开创未来”以甲骨文入印，“乐且
湛”选用西周金文，为《诗经》中的吉
语。其他几枚印则选用战国古玺文，
对古文字的把握与融会别开生面。

人文性与思想性交融。展出作
品篆刻题材的选取，反映理想信念、

中国传统哲学观点、传统审美意蕴，
并以恰当的艺术语言表现。如工稳
印，仿佛工笔绘画，在精细与“笔笔到
位”中展现和谐、清新、雅致的中国美
学。写意印，与写意国画有异曲同工
之妙，以整体气韵和刀线走势、力度
把控，抒发真善美的思想情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哲学精华的印

面内容，吉语、格言、古诗词等的选
用，艺术性与思想性交映，富有人文
价值。入展作品胡成易的《党史印
迹》，反映建党百年主题。作为大学
教师，作者在学校党史学习教育中获
得艺术创作灵感，提炼出中国共产党
党史上十个关键词。如“日出东方”
的印石外观有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形
象，并用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解
读，既生动形象又内蕴厚重。

古为今用，诠释时代审美。参展
作品体现辽宁篆刻的薪火相传，共同
特色是入古出新、传承有序。不同之
处是篆刻表现丰富多样、不拘一格。
老一辈篆刻名家的作品书印、书画同
行，线条更为老到、娴熟。中青年篆
刻家在信息时代成长，便捷的网络提
供了面对面师承之外穿越古今的大
量经典，他们对传统的理解较为新
颖，落到刻刀上融合时代的意味鲜
活，在古典的内核上有了观念性和突
破性的表现。辽宁书协篆刻委员会
主任赵立新认为，展览的启迪性更具
价值，只有以文化为格局，更深地扎
根传统，才能更好地反映时代。

追求高古 诠释时代审美
本报记者 凌 鹤 文并摄

看展·第三届篆刻艺术展

杨振华表演相声《金虎闹神州》。

本报独家专访单霁翔 ZHUANFANG

“冰墩墩”憨态可掬，“雪容融”
呆萌可爱……

风趣幽默的单霁翔说，两个小
家伙儿让人爱不释手，但是现如今
的他也是“一墩难求”。

原 来 是 他 的 老 朋 友 向 其 求
助，说家里的小朋友嚷着要“冰墩
墩”，因为几天前曾参与过北京冬
奥会火炬传递，最后把他的纪念章
送给老友才解了“燃眉之急”。记
者曾前往王府井商业街，在北京

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看到，与
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周边产品受到
大众热烈追捧，门外还排起数百米
的长队。

文化创意产品是文化的重要
载体，“冰墩墩”热销这个现象的
背后，所体现出的是我们的文化
自信。

单霁翔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向
记者分析“冰墩墩”吸引人之处：首
先，是其憨态可掬的外表，向世界传
递中国神韵和奥运之美；其次，是我
国巨大发展成就，向世界展示北京
冬奥的精心筹备；再次，是其背后的
明星效应，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都
为它代言……

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们为
“双奥之城”感到自豪，拥有“冰墩
墩”是人们助力北京冬奥会的最好
表现。

单霁翔还紧接着告诉记者，再
就是北京冬奥组委会做好充足准
备，“我们也要相信，只要是好的文
化现象，人们总是愿意把它们带回
家，因此我们要把它们当作文化传
播的有效手段。”

随着春节长假的结束，相关企
业已经加紧投入生产，所以“一人一
墩”的目标将很快实现。

聊冬奥
“一墩难求”是文化自信

家乡辽宁有着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田 勇

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中华文化的忠诚守望者……
他是单霁翔，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用双脚丈量北京故宫，讲述背后的文化故事。
2月8日下午，在2022北京新闻中心，记者偶遇单霁翔。听到乡音，单霁翔开门见山地向记者

说：“我也是辽宁人，出生在沈阳北陵附近，故乡辽宁的文化遗产举世无双！”

核心
提示

青色的对襟衣服，宽松的棉质
长裤，一成不变的布鞋……

已至花甲之年的单霁翔，精神
饱满，和蔼可亲，说起话来声音洪
亮，走起路来腰杆笔直。

“我也是辽宁人，能见到家乡
人，我感觉很亲切。”面向记者的镜
头，现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的单霁
翔，用独特的文化视角解读家乡辽
宁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一只鸟、第一朵花、第一缕阳
光，这既是辽宁的文化根脉，也是最独
特的文化品牌。耸立沧海之碣石、飞
越群山之长城、隐匿繁华之古塔……
对辽宁文化如数家珍的单霁翔说，三
燕之璀璨、辽金之雄浑、清前之激越，
与中原文化紧密相连的辽宁在中华文
化谱系中举足轻重。

在广阔的辽沈大地上，端庄大
气的旗袍、爱不释手的岫玉，同样是
辽宁的重要文化资产和中华文化的
宝贵财富。

在举不胜举的辽宁文化瑰宝中，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宫三陵”，给
单霁翔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

“一宫三陵”是人类文化的瑰
宝，分别指沈阳故宫和永陵、昭陵、
福陵，其中不但凝结着我国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血汗，也是我国灿烂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前，努
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使用的
宫殿，也是康熙、乾隆、嘉庆和道
光皇帝东巡祭祖驻跸的行宫，与
北京故宫共同构成中国现今仅存
的两大完整的明清皇宫建筑群。
永陵、昭陵和福陵，既具有特色鲜
明的地方风格，同时还充分发扬中
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充满着古朴的
气息。

单霁翔曾多次到访沈阳故宫博
物院，气势庄严的大清门、富丽堂皇
的崇政殿、巍峨壮丽的凤凰楼，还有
神秘古朴的清宁宫、关雎宫、麟趾
宫、衍庆宫、永福宫都给他留下至今
难忘的印象。

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十万余
件珍贵文物，也都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既给人
们带来视觉盛宴同时也是心灵震
撼。单霁翔已经就北京故宫与沈阳
故宫，在传承优秀文化和推动创新
发展方面开展工作，为地区乃至全
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作出他
的更大贡献。

单霁翔告诉记者，辽宁如此多
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辽宁乃至中
国为世界人民作出的贡献，同时也
是世界人民对辽宁人民在保护文化
遗产工作的肯定。

聊家乡
“一宫三陵”是文化瑰宝

单霁翔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第
六任院长。

有人叫他北京故宫的“掌门
人”，但是他却认为自己是“看门
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
这位“看门人”走进人们的视野，而
他却认为这些年自己其实只做了一
件事，就是尽可能让中华大地上的
文化遗产“活起来”。三句话不离本
行的单霁翔说，北京中轴线的申遗
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有望借助北京
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冬风”成功申遗。

北京是个美丽的地方，壮美的
青山莽莽苍苍、环绕的水系滋养万
物，北京中轴线就是这座有着八百
年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脊梁”和

“灵魂”。
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经

天安门广场和故宫等地，最终以钟
鼓楼作为终点，建设至今已有七百
余年历史。

单霁翔告诉记者，作为世界上

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北京
中轴线既是北京老城的空间之轴也
是文化之轴，蕴涵着从古到今我国
劳动人们创造的动人的文化与历
史。北京中轴线上的体育元素也是
数不胜数，中轴线北延长线上的“鸟
巢”见证“双奥之城”，为承载北京文
脉的中轴线注入新的内涵。

“北京中轴线”纪念徽章的发
行，让这里的老建筑与冬奥会会徽
交相辉映，向海外宾朋直观展示北
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申遗的核
心目的还在于，不只要让北京中轴
线获得世界认可，重要的是促进整
个北京老城得到全面保护，提高城
市管理水平的同时让世界文化遗产

“活起来”。
从故宫“看门人”到世界文化遗

产“推广人”，单霁翔的身份虽然在
变，但是他时刻在关注着家乡的变
化，也希望通过他的努力推动辽宁
和北京在文化保护和发展发面发挥
作用。

聊本行
想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1954 年出生于沈阳，祖籍江苏。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第
一个走遍故宫的院长，用脚丈量了故宫、走破 20多双布鞋。其策
划了故宫夜场、故宫口红和故宫火锅等话题，与故宫共同成为人们
心中的网红。此外，他还策划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引
发了人们对文物修复师的职业向往。

2月4日，单霁翔在北京颐和园传递冬奥会火炬。(资料图）

2 月 8 日，单霁翔在 2022 北
京新闻中心与中外记者交流。

本报记者 田 勇 摄

第三届篆刻艺术展展出的部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