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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冬奥为题材的作品是本届北京双年展的
最大看点。李宏钧的中国画 《生命之光》 以巨
幅壁画般恢宏的超时空构图和工笔重彩的精致
描绘，表现了各个冰雪赛场和各项冰雪运动的
生动景象；北京冬奥会会徽位于中央位置，如
暖阳普照般把奥运精神传递至全世界。《生命之
光·中国速度》《巅峰舞雪》《跨越》等作品定格
了冰雪竞技激动人心的瞬间；《冬奥会国家滑雪
跳台——雪如意》《筑梦奥运》描绘了冬奥竞赛
场馆的建设场景；《能所不能》《夺金时刻之武
大靖》 是对奥运健儿的精妙刻画；《舞台系列
No.16——第2022乐章》《绽放的冬奥之花》则
以视觉语言多元诠释奥林匹克精神。

表现体育强国、全民运动的美术作品也有
精彩呈现。雕塑家柳青的《瞬间的永恒》，“凝
固”了残疾运动员准备跃入泳池的瞬间，以古
典雕塑语言和纪念碑形式凸显静穆与伟大。王
学贤、燕娅娅、王学儒合作的油画 《体育强
国，梦想激荡》 则通过动与静的对比，冰与火
的融合，用浪漫写意的风格和写实的绘画语
言，展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和百年激
荡的中国奥运梦想。

抗疫精神是“生命之光”的重要内涵之
一。在这部分，观众可以看到各国艺术家对抗
疫题材的多层次呈现。以色列艺术家黛比·坎佩
尔的《新冠病毒时期：祈祷》、英国艺术家瑞贝
卡·文森兹的《疫情中的巴黎地铁》都以写实手
法展现了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常；法国
女艺术家尚塔尔·安德里亚·巴泰勒米的布面丙
烯画 《走向光明》 把抗疫图像与奥运图像联系
起来，感情色彩浓烈，表现人类经历了新冠肺
炎疫情，逐渐走向光明的美好未来。

除此之外，本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展作品
还涉及表现文化交融、描绘举办国风土人情
等内容。这些作品既紧扣统一的主题，又不拘
泥于表现形式，既有造型逼真的写实刻画，又
有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想象，犹如钻石的不同切
面，从不同角度折射璀璨的“生命之光”。

本届北京双年展还设有“历届北京双年展体
育题材藏品精选特展”“乔治·莫兰迪版画特展”

“欧洲十二国当代艺术特展”“托尼·克拉格特展”
“国际女艺术家当代艺术特展”5个特展，与主
题展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世界画卷。

事实上，这是北京双年展与奥运会的第二

次相遇。2008 年，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的举
办，第三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是“色彩与奥林
匹克”。北京双年展召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王镛表示，本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生命
之光”延续了“色彩与奥林匹克”的艺术多元
化取向，把奥运精神与抗疫精神、与人类命运
紧密联系起来，是对生命价值的高扬。

自2003年举办首届至今，北京双年展已成
功举办8届，形成了以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为
主的鲜明的品牌特色。展览联络国家达150个，
投稿参与国家达130个，各国参展艺术家近5000
人，“艺术朋友圈”不断扩大。在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的情况下，本届北京双年展的投稿国家亦
达到124个，创历届之首。

从“色彩与奥林匹克”到“生态与家园”，从
“未来与现实”到“记忆与梦想”，从“丝路与世
界文明”到“多彩世界与共同命运”，再到本届的

“生命之光”，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一直倡导文明
交流互鉴，体现了人们对和平的美好追求。这
些富有全球视野与人文情怀的作品，以独特的
视角和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出同舟共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境界。

1月17日，2022年春运正式开启，一架飞机
准备从长沙机场起飞，这个看似普通的航班，
正在上演一场真人国风演唱会。《浏阳河》《怎
叹》《归》 ……从地方代表歌曲到年度刷屏热
歌，身穿汉服的酷狗国风音乐人为返乡旅客送
上一曲曲新春祝福。

“我步履匆匆，脚步不停，其实不是为了走
多远，而是为了回家”，飞机行李架上印刷了许
多关于家乡的暖心乐评，切中无数返乡游子的
心。而随即响起的现场版《怎叹》，更让这场春
运自带背景音乐，“怎叹呐山有木兮那木有枝，
心悦君兮啊君不知”，乘客们轻声唱和，让机舱
摇身一变如同身临演唱会现场。

这场国风主题的“空中音乐会”，是2022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之一。
1月10日，2022年“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
乡年”启动，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主办，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联合抖音、快手、B站、微博、酷狗
等网络平台承办，以线上形式发动年俗非遗项
目所在地区的非遗保护机构、保护单位和传承
人，用镜头记录下年俗非遗传承活动，上传至
各网络平台活动专区集中展播，并支持网友参
与拍摄上传、互动交流。

作为承办方之一，酷狗同步上线“视频直
播家乡年”展播专区，借由视频、直播、歌单
等形式展示与“年文化”有关的内容，包括

“陪伴我长大的新年歌”系列歌单和“空中音乐

会”等活动，重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使人们
能通过互联网感受到浓浓的乡情和年味。在

“陪伴我长大的新年歌”系列歌单中，既有奋发
向上的《钟声敲过，让我们一起奔赴2022吧》，
也有充满年味的 《团圆中国年，听经典新年
歌》，还有古风古韵的《残腊馀更尽，新年晓角
催》。此外，1月30日至2月2日，酷狗直播还将
带来《国韵新年歌会》，众多国风歌手轮番上演
精彩音乐秀，让人们在过年期间通过互联网就
能体验沉浸式国风视听盛宴。

哔哩哔哩 （简称 B 站） 上线了“我的家乡
年”专区。专区集中展示面向 B 站用户征集的

“年文化”相关主题视频、春节主题直播与站内
优质非遗视频，包括年俗知识、音乐、舞蹈、
美食、手工艺、时尚等方面的内容。此外，B站
还邀约海外UP主分享在国外体验中国春节文化
的作品，一起过中国年。

形如元宝、皮薄馅大的仙鹤水饺，古法酿
造、芳香四溢的承李记酒……宁夏文化馆在 B
站上传的视频 《舌尖上的银川年》，看得人垂
涎三尺，隔着屏幕都好似能闻到香味。网友在
弹幕中留言说：“吃咱的饺子，就着咱地道的高
粱原浆酒，舌尖都是宁夏的味道。”在B站搜索
话题“我的家乡年”，还有许多展现全国各地非
遗民俗、传统文化的视频。《水韵江苏·年味里
的泰州非遗》 里，有姜堰撂石锁、泰州淮剧、
泰兴木偶戏、沙沟板凳龙舞等非遗技艺；《中国
年·湖南味》中，有郴州汝城香火龙表演和制作

工艺展示；江苏江阴市图书馆直播间则邀请非
遗传承人，教授网友学习制作麦秆画……这些
视频带来美好的家乡记忆，烘托出浓浓的节日
氛围。

微博同步开启“非遗过大年”活动，吸引
全国各地的文旅、非遗、文博、图书馆、外宣
发布等政务蓝V、传承人参与。活动以“非遗过
大年”“国宝守护人”双话题联动开展，以“新
年+非遗”为视角，从非遗年礼、非遗年味和非
遗年俗三个方向展开子栏目：“非遗年味儿小厨
房”“非遗宴会厅”“带着非遗去拜年”。在“非
遗年味儿小厨房”，可以“品尝”到全国各地的
非遗年味道。走进“非遗宴会厅”，网友可以沉
浸式地感受来自各地的特色非遗年俗、集市以
及新年展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颁奖花束采
用了充满非遗元素的海派绒线花束，其实许多
中国新年礼中都“暗藏玄机”，在“带着非遗去
拜年”中，非遗传承人们分享了许多非遗技艺
作品，带着网友发现非遗新年礼的奥秘。

记得有一年，在南方某学校吃
食堂，菜品繁多，缺点就是，太
淡，寡味！因无所选择，于是每餐
都自带食盐。由此悟到：平庸的厨
师不会也不敢用盐。他们宁肯寡
淡，寡淡不担风险。而精明的厨师
却是勇者，敢于用盐，往往一锤定
音，而境界全出。

五味之中，盐是霸主，盐定
位，糖提鲜，此理主厨者皆知。不
会用盐，犹如医师开方，犹豫而不
敢在主药下足分量。一些老字号饭
店，菜端上来，不用怀疑，就是这
个味，因为厨师下手有数。其实，
不一定要上高端珍品，能把普通菜
做成精品才是名厨。火候食材等因
素除外，适量用盐最是关键。我的
一位朋友，吃饭很老到，专拣大饭
店点普通菜，便宜，到位。

吃饭，是求味觉的满足，盐不
到位，便乏味。这是就一道菜而
言，推而广之，就一次宴席而言，
其理亦同。一桌人围坐，主人出于
礼节，请客人各点一道菜。众人欣
然曰：好好，还是点清淡些的。结
果八九人点出十几道菜——不是白
菜豆腐，就是豆腐白菜。好像“清
淡”是高雅而时尚的，要是点“清
淡”以外的，就俗气了。但一桌的
寡淡，难免让人郁闷。其实，所谓
每人点一道菜，乃是西方的规矩，
因为西餐是“各吃各的”，每人点
自己爱吃的一道主菜就行，无须考
虑众人口味。中餐则不同，中餐是
围桌而坐，讲究的是综合和协调。
这背后是中西饮食习惯和文化的不
同。就我自己而言，除了宴请熟朋
友，是轻易不敢临场发挥的，因为
此时往往七嘴八舌，各主其是，结
果则是莫衷一是。

点菜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首先
要考虑菜系，粤菜、川菜、闽菜、
淮扬菜、鲁菜……中国菜系繁多，
各自特点突出，若在粤菜馆点水煮
牛肉，就会贻笑大方，有人在川菜
馆要求“不辣”，也不相宜。中国
菜南甜北咸，差别在天地之间。在
无锡，犹如吴侬软语，往往甜得柔
情万种，而在燕赵大地，则是重油
重盐，犹如易水风寒，慷慨悲歌！
晋人嗜酸，无醋不欢，霸气冲天；
蜀地喜辣，红油火锅，挥汗如雨！
所以，宴客点菜首先要考虑菜系，
特别是这个菜系的名菜和招牌菜，
这才“近于专业”。一桌成功的宴
席，主事者除了了解菜系和菜馆，
还要兼顾客人的组成。荤菜素菜，
软菜硬菜，爆、炒、汤、蒸，拼盘
宜淡，主菜宜重，先轻后重，次第

顺进，直抵高潮。高潮而后，这才
甜食和果类登场，是甜蜜的余绪，
宴会于是在暖意浓浓的“皆大欢
喜”中圆满结束。

点菜难，因为这是一道调和众
口的艺术。记得早年家里灶间，有
祖传剪字，乃是先人手书的一副对
联：“此间大有盐梅手，以外从无
鼎鼐人。”此语有魏晋遗风，似是
出自钟鸣鼎食之家的口气。“盐梅
手”“鼎鼐人”，原指厨师，但此处
却有题外之音。古人常把宰相比厨
师，因为厨师知百味，大厨师更能
协调众人口味。能调百味者，相国
之才也。因而“鼎鼐万家”说的不
是厨师，而是大相国。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主人点菜
上来，此时环顾列座众人，想着各
人的口味，南北西东，咸甜酸辣，
理应兼顾而容人。主人首先重视的
是“各悦其悦”，再进一步，则是
试图扩展他们的味觉，进而共享众
人之悦。正是此时，厨师就跃身而
为“国师”了。我知道“治大国，
若烹小鲜”这话的原旨，但更愿意
借此形容我此时此刻的感受。点一
桌菜，让大家开心，这里难道不包
含更丰富的意义吗？常言道：众口
难调。此刻经高超的“厨艺”的调
理，这古来的难题，却是迎刃而解！

在汉语中，“五味杂陈”是贬
义，犹如“五色乱目”“五音乱
耳”一样。《道德经》第十二章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指欲望多了易成
反面，“口爽”者，诸味杂陈，反
而伤败纯正的味道也。这是道家的
一种审美准则。而我斗胆不持此
议，我认为饮食之道在于多样，“五
味杂陈”方是正道。一桌酒席，甜
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让众口尝百
味，从而改变人们的口味偏见和积
习，乃是饮食应有之道，是为常态。

而我则始终我行我素，坚持我
的主张：有味，够味，恰到好处的
足味。而断然拒绝的则是乏味。啤
酒要冰而爽，咖啡要热且浓，杜绝
温吞水。冷也好，热也好，甜也
好，咸也好，都要各在其位，都要
各显其能。愚生也钝，生性也许平
和，处事也许雍如，但内心却是一
团熊熊烈焰——热情、坚决，甚而
激烈，这是品味饮食吗？不，也许
是在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 月 15 日，由电影频道融媒体
中心出品的纪录短片 《赢者无畏》
全网上线。伴随中国首位冬奥奖牌
获得者叶乔波的动情讲述，一位速
度滑冰世界冠军拼搏进取的成长历
程被细致还原。

北京冬奥之年，距离叶乔波拿到
第一枚冬奥奖牌，已过去整整 30
年。实拍历史影像与艺术演绎交织，

《赢者无畏》回溯了这位无畏者的成
长之路。她从小就跑得快，第一次踩
上冰鞋后就爱上了滑冰。在父亲的支
持与陪伴下，她每天重复着“蹬冰、
收腿，蹬冰、收腿”的练习。“别人
做100次动作，我就做200次。当老
师说做 500 次的时候，我一定要做
1000次。”回想当年的训练情景，叶
乔波还记得自己不服输的劲头：“我
坚信，只要比别人练得多，只要比
别人练得苦，我就能拿到好成绩。”

1992 年，已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的叶乔波抱着必胜信念，参加了第
16 届冬奥会。两枚银牌的成绩让她
成为中国首位冬奥奖牌获得者，但与
金牌失之交臂，成了她的毕生遗憾。
几天后，她在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
上夺得女子全能世界冠军，可伤病也
紧随而来。虽然腿伤严重，叶乔波还
是坚持参加了1994年的第17届冬奥
会。她带伤拼搏，勇夺冬奥铜牌。尽

管她坐着轮椅回国，觉得自己是赛场
上的“失败者”，但无畏拼搏的“叶
乔波精神”却感动了中国。

后来，叶乔波作为北京冬奥会
组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见证
了北京冬奥申办及筹备的全过程，
也密切关注着新一代中国冰雪运动
员的崛起。

作为当下世界冰雪运动界的佼佼
者，U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大跳
台项目三栖的中国女子滑雪世界冠军
谷爱凌，在这部纪录短片中与叶乔波
展开了一场跨越时代的对话。在这位
以“为梦想而赢”为宣言的年轻运动
员身上，叶乔波看到的不只是体育天
赋，更有与“叶乔波精神”相通的拼
搏与无畏。这也正是北京冬奥会口号

“一起向未来”所包含的精神传承与
持续发扬。

《赢者无畏》播出后，受到观众
热议，“顶尖运动员所展现的体育精
神真是震撼人心。”“赢者无畏！为永
不言弃的运动员们加油。”大家表
示，“期待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健儿们
的精彩表现！”

大型 4K 超高清纪录片 《智造美好生活》
2021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首播，之后陆续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
农村农业频道、财经频道与全国多个地方纪实
频道以及海内外新媒体平台等播出上线。首播
期间，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破3亿，讨论量破10
万；抖音话题播放破1000万，实现破圈层传播。

《智造美好生活》以“科技改变生活，智慧
创造未来”为主题，以国际化视野与故事化表
达，深度解读新时代中国智慧创造的奇迹，传
播广大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精神。

该 片 着 力 创 新 表 达 ， 通 过 《家 世 界》
《医 健康》《慧 城市》《绿 生态》《深 赋能》
《创 未来》 六集，重点讲述新时代科技创新引

领推动普通人生活幸福、美好升级、命运改
变、梦想实现的温暖故事，以小切口反映大主
题、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为科技点亮小康中国
留下一份真实鲜活的视频档案。从风云系列气
象卫星、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天问一号火
星探测器、嫦娥五号回收器、中国环流器二号
托卡马克装置、西电东输、光热发电站、石墨
烯电池、量子计算机等重大科技成果，到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飞驰的高铁、便
捷的移动互联、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场景等最
新科技应用，均在片中有所体现。

拍摄手段上，该片突出电影化与大众化科
普手段，以4K超高清高品质影像与网络智能化
生活场景呈现，画面精致，视听冲击力强，充

满科技感、未来感。内容表达上，全片着重展
示科技创新对社会生活、普通民众的“改变作
用”和效果，将硬核科技与人物故事巧妙融
合，并以生活化场景与形象化表达呈现。从城
市大脑、智慧消防、气象精准预测、建筑减震
阻尼器、智能植保无人机，到中国医疗AI为全
球提供新冠肺炎快速诊断筛查、水指纹技术助
力专家精准锁定水污染源头等，这些先进科技
成果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片中讲述的高铁与
互联网让出产偏远的“贵妃鸡”与千年藏毯远
销全国，智能寻人系统让离散多年的台湾老兵
与大陆亲人幸福团聚，智能手臂让曾经绝望的
年轻截肢者重生活力，机器人用碳纤维编织可
移动的未来建筑……一个个科技创新改变生活
的美好故事引发观众共情共鸣。

在以纪录片 《智造美好生活》 解说词为主
的基础上，同名视频书也汇编推出，集文、
图、视频于一体，手机扫码即可观看视频，以
融媒体图书的形式，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

当北京双年展遇见冬奥——

视觉艺术绽放“生命之光”
本报记者 赖 睿

谢冕 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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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短片《赢者无畏》：

讲述冬奥运动员的精神传承
康 康

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在迎
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美好氛围中，一场
全球艺术家参与的国际视觉艺术盛宴——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1月21日
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

本届北京双年展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美术家协会
共同主办，以“生命之光”为主题，体现
奥运精神及抗疫精神。707件参展作品来自
11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外国 （含特展）
作品487件，中国 （含港澳台地区） 作品
220件，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
种艺术形式，参展艺术家达573人。

多彩非遗伴你云端过年
本报记者 郑 娜 赖 睿

多彩非遗伴你云端过年
本报记者 郑 娜 赖 睿

记录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故事
唐世鼎

生命之光·中国速度（中国画） 申素兰 巅峰舞雪（中国画） 高毅、黄华三

“空中音乐会”海报 酷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