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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生活的顺利开展，

依赖于良好审美风尚的建立。审美
风尚是一定时期里，在特定共同体
的成员中流行的、感性地确证和享
受人生意义的风气和时尚，包括流
行审美趣味、艺术时尚潮流、民间
艺术生活习俗、群体艺术公共喜好
等。良好的审美风尚，可以为个人
的审美行为提供潜移默化的整体氛
围和润物细无声的感化范例。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谈当
代审美风尚

▶写作不只是一个依赖于经验

的过程，它还要依靠作家对知识的
掌握来不断开发、延伸和扩展经
验。高校为作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
环境，可以让作家在大学的氛围中
感受理性之光，激发必要的艺术感
知，也可以为作家创造一个写作时
必需的冷静氛围。

—— 北 京 大 学 文 学 讲 习 所 所
长、作家曹文轩谈作家的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

遗产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在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但相对而言，非遗是
活态的，是以传承人为主体、与人
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因此，保护
非遗就要做好以非遗为代表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与
人民生活的结合，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结合，在保护的前提下，实
现活化利用、传承发展。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
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谈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

▶近年来，文旅融合发展进一

步拓宽了舞台美术的广义属性，开
创了“新剧场艺术”时代，风格独特的
当代中国舞美设计具有了越来越大
的国际影响力。当下中国的舞美理
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与世界前沿保持
同步，对舞台美术专业定位和创作
方向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如此种
种都意味着中国舞台美术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鼎革，疆界大幅度扩展。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
林谈舞台美术的新发展

▶对于网络文学来说，原生态

的在线读者评论对于作者更为重
要，但这些评论多是片段性的、随性
的、感悟式的，少有系统的理论性评
价。网络文学专业批评需要适应网
络文学的传播特点，直面网络文学
作品的写作逻辑，在融合中外文学
理论的基础上对网络文学做出恰切
的解读，这种及物的、有效的批评
对于学院派评论家来说是有难度的。

——安徽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
心主任周志雄谈网络文学评论

（张靖仪整理）

进入暑期以来，一些文化节目点亮荧屏，丰富了青少年
的文化生活，满足了观众的精神需求。北京卫视的文化类节
目 《最美中轴线》 立体呈现了“北京中轴线”丰富的历史文
化价值与独特魅力，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

“北京中轴线”是指历经元、明、清三代至今 700 余年
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南北向轴线。它南起永
定门，北至钟鼓楼，长达7.8公里，好似北京城的脊梁，是世
界城市建筑史上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中国建筑大师梁
思成曾赞美它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
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这种中式
对称美，蕴涵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美学思想的精髓。2011 年，
北京启动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工程；2012年，“北
京中轴线”列入 《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目前，“北京中
轴线”的申遗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这档节目每期邀请 3 位音乐人和数位文化专家共同组成
“中轴拾音团”，从7月3日播出的第一期起，“拾音团”踏上元大
都城垣遗址公园探寻中轴线的源头，至今他们已经用脚步丈量
了中轴线上的钟鼓楼、万宁桥、恭王府、景山、太庙、正阳门、前
门大街、天桥、天坛等景点，在景点及其周边进行音乐采风，并
为各个景点创作一首原创歌曲，进行实地音乐展演。最后一期
节目将以盛典的形式，汇聚所有原创歌曲。在嘉宾的“拾音”过
程中，节目镜头由点及线，由线成体，勾勒出中轴线的壮美而有
序。节目还通过对景山上末代皇后婉容同款拍照地、古代皇帝
天坛祈雨和故宫钟表馆及文物医院等中轴线背后历史故事的
生动解读，展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蕴涵和鲜明特色。

节目中，音乐人小柯创作的歌曲 《钟鼓楼》 感情真挚、
旋律动听，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多个热搜。他的另一首原创
歌曲 《雨燕回正阳》 不仅使北京雨燕的文化特性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更勾起不少游子的思乡情怀。

生生不息、延绵悠长的这条中轴线，在全新视听语言的
包装下，将古典与新潮有机融合，增强了年轻人对历史文化
的情感投射。“北京中轴线”成为暑期网红打卡地，展现出前
所未有的吸引力。

作为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节
日，“七夕”不仅承载了千百年来人
们对情感美满、生活顺遂的不懈追
求，更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圆
满”与“和合”的精神内核。近
日，2021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
晚会以一场视听盛宴凝聚起传统节
日文化的精髓，让观众邂逅那些隐
藏在七夕中的风物之美，让传承至
今的中国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晚会播出前，一组唯美的七夕
习俗短片已通过互联网吸引了观
众。短片中 8 位央视主持人共同演

绎七夕的传统习俗，烘托了节日氛围，时尚且耐人寻味。
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却是永恒的。晚

会中的情景表演《穿越千年的爱恋》，通过舞台现场与AR
虚拟舞台技术的切换和分区舞台的运镜，串联起从周朝到
近现代的婚服大秀，展示了各朝各代的婚礼习俗。歌曲

《惊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经典昆曲曲目 《游园惊梦》，原

汁原味的昆曲念白、古韵十足的歌词与当下的潮流音乐表
达方式结合，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晚会还以精彩纷呈的节目、别出心裁的设计，唤起
人们心底共同的价值观和家国情怀，其中既有旖旎缱绻
的小爱，更有以身许国的大爱。晚会最催人泪下的节
目，当属主持人康辉、朱迅演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之一赵世炎和爱人夏之栩穿越时空的对话。赵世炎的
革命意志坚定如巍巍群山：“无论怎样危险，我从没有觉
得害怕，共产主义的革命者，随时准备着牺牲。”夏之栩
的爱情坚韧如丝如竹：“我紧紧追随你的脚步，行动上，
工作中，生活里。”这对革命伉俪的故事，让许多观众泪
湿双眸，心潮澎湃。

晚会中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传来的一则来自太空的七夕
祝福，令现场沸腾！民族自豪感隔着遥远光年共振，航天
精神穿越大气层，向观众传递着震撼人心的温暖与力量。
晚会从儿女情长、你侬我侬的爱情，升华出“家和国兴梦
起航”这一更为宏阔旷远的主题，让爱的内涵更为丰富和
饱满，烘托出中国人血脉相传的家国情怀与红色基因，为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革命历史题材的老电影，承载着我儿时的英雄梦。
英武挺拔的革命军人，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情深意切
的革命友谊和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时常萦绕在我心
中。长大后的我，从军多年，圆了儿时梦想。当年的老
电影，印在我脑海里的很多，其中《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其
险象环生的谍战剧情、演员的巨大魅力和精彩表演以及
作品独特的美学追求，成为我最特殊、最深刻的记忆。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
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
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影
片在激情奔涌的抗战名曲 《延安颂》 中拉开帷幕。宝塔
山、延河水，那里弥漫着小米饭的馥郁芬芳，流淌着黄
土地的生命理想。那是一片充满信仰力量的滚烫的热
土，也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意栖居。
影片开头用一组全景镜头把观众带到无数志士仁人魂牵
梦绕的革命圣地，把信仰主题牢牢标注在作品开篇。

影片讲述故事伊始，把时空拉回到 1938年。那是中
国被侵略者肆意践踏的至暗时刻。李侠初次亮相，以一
个背影示人。我想这是创作者试图达到的延宕效果，也
让他的出场多了几分仪式感。当李侠转身面对镜头的一
刹那，新中国最初的银幕偶像就此诞生。从此李侠和饰
演他的演员孙道临，成为几代中国影迷争相效仿的人生
榜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李侠的形象雄姿英发，既
有文人的气宇轩昂又有武将的精壮干练，完美贴合了那
个年代对英雄的认知和建构。李侠的身份是我军某部政
委。熟知军事历史的人都知道，政委是早年革命军队里
的文化人，也是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因此，李侠是进行
情报工作的上佳人选。李侠最想去的其实是抗日前线，
那里有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毕竟这个从未去过上海的
老红军，并不适应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初到上海时的
军人气质是异常危险的，特别容易引起嗅觉灵敏的反动
敌特的觉察。而镜头在转瞬之间，李侠已经从李政委化
身经营小生意的李老板，举手投足之间少了威武，多了
世俗，这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一名优秀特工的成长历程。
李侠在第一次发报时，镜头从狭小的阁楼直接摇到了辽
阔的延安。在那个通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电台是传递
情报的生命线，是连接革命友谊的感情线，也是身处白
区的孤胆英雄的精神寄托。因此，当李侠第一次和延安
取得联系时，他难掩内心的激动和欣喜，孙道临的表演
生动鲜活且富有层次感。

袁霞饰演的何兰芬是一名纺织女工，她有着中国劳
工阶层的质朴和本分。袁霞的外形不算惊艳，但是她清
澈的眼神和温婉中透出的坚强都与角色非常契合。在那
个年代，一个尚未婚配的女青年要与陌生男子假扮夫妻、
朝夕相处，难免存在很大的思想障碍。何兰芬最初感到为
难，这符合人物的心理状态。为了给完成潜伏任务打掩
护，她要学着烫头发、打麻将、和三教九流交朋友，对此何
兰芬也曾有过抵触，而这种身份上的反差和心理上的落
差，为故事的铺排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效果。李侠比何兰
芬年长，又是潜伏小组的领导，他们之间是亦师亦友的
关系。李侠是何兰芬进行革命斗争的导师，也是生活上
的导师。他们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到相爱再到生死与
共、并肩作战的过程，他们的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与二
人的情感递进完美契合，这是基于信仰之上的伟大爱情。

影片中的反派形象不但写在了角色脸上，也写在了
角色心里。交际花、日伪双面间谍兼汉奸柳尼娜，毫无
民族大义和羞耻之心，所以她能够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
派之间左右逢源，随时准备出卖灵魂。陆丽珠把柳尼娜
饰演得入木三分，丝毫不输给袁霞的表演。柳尼娜与何
兰芬，一个轻浮孟浪、一个知性大方，一个为富贵出卖

灵魂、一个为信仰忠贞不屈，两个角色形成鲜明对比。
王心刚饰演叛徒姚苇，可以说是对他的表演经历的颠
覆。仪表堂堂、正气凛然的王心刚饰演贪生怕死的猥琐
反派着实不容易。创作者非常巧妙地利用人物的化妆造
型以及镜头的光影组接，让王心刚变成影片里的头号汉
奸。他卑躬屈膝、油头粉面的样子着实让人觉得滑稽而可
恶。王心刚漫画式的、小丑式的表演，拓宽了他的戏路。
但这个角色的光彩似乎被他后来塑造的一系列正面的硬
汉形象完全遮蔽。李侠与姚苇的对手戏，可谓中国影坛两
大影星的银幕对决，也是让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的保证。

编剧的奇思妙想从影片的前半段就已显露无遗。潜
伏在上海的地下党联络站竟然与日本特高课的据点在同
一座大楼里，而且是楼上楼下，故事的紧张刺激可见一
斑。我地下党的负责人是一位精神科医生，这是一个绝
佳的身份隐喻。因为从影片里就诊的病人可以知晓，他
们绝望无助甚至歇斯底里，这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已经
病入膏肓，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治愈中国的良药。李
侠与何兰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
与日伪暗地勾结、沆瀣一气的卖国行径。影片中3个段落
的时空背景，分别是1938年、1943年和1949年，代表了
中国革命最为艰苦卓绝的3个阶段。一次被捕、一次转移
和一次诀别，诠释了以李侠为代表的红色特工对初心的
坚守和对信仰的忠贞。第一次被捕时，李侠经历了日本
特高课和汪伪特务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却始终坚贞

不屈。后来，李侠将计就计获得叛徒姚苇的信任，为苏
区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最后，李侠在明知已经暴露的
情况下，为了传递重要情报不惜自我牺牲，留下了“同
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千古绝响，那是一名共
产主义战士的生命呐喊。影片结尾，李侠发报时的身影
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场面叠画在银幕之上，成为中国电
影史上不朽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李侠的人物原型李白烈士牺牲在新
中国成立前夕，他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一个真正拥
有信仰的人，才能够过得了生死这一关，在危难时刻舍生
取义、不怕牺牲。时光的流逝带不走经典的光彩。《永不消
逝的电波》是对烈士的深
切缅怀，如今的盛世中国
是对烈士的最好告慰。我
们坚信，那清晰可感的电
波从未消逝，它将在希望
的大地上恒久回响。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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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目点亮暑期荧屏
肖 洁

文化节目点亮暑期荧屏
肖 洁

《永不消逝的电
波》 由 王 苹 执 导 ，
孙 道 临 、 袁 霞 主
演 ， 于 1958 年 上
映，是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部反映中国
共产党隐蔽战线上
的英雄人物事迹的
电影。该片以上海
地下党联络员李白
烈士为原型，讲述
了李侠潜伏在敌占
区，利用秘密电台
传递情报，为革命
事业奉献出生命的
故事。

近日，“松石间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藏古琴展”在河北博物院展出。其中，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北宋至明清的 22 张古琴、
河北博物院珍藏的2张明代古琴首次同台联袂
亮相，给石家庄市民送来一场免费的“文化
大餐”。展览从 7 月 28 日开始到 10 月 24 日结
束。图为市民在河北博物院参观古琴展。

陈其保摄 （人民图片）

古琴展亮相河北博物院

电波从未消逝 信仰铸就永恒
杨洪涛

▶▶▶经典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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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图③：李侠的原型李白 （右一） 全家于 1946 年 1 月

19日在上海合影。当时他的孩子只有35天。
本文配图均为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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