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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若要体
验京味文化，首选前
门。前门地区历史文

化悠久，历史遗迹、文物众多，其中就包括
诸多会馆旧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
现存会馆建筑57座，列入国家、市、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11座。

如何更好地利用会馆这份独特的文化遗
产？2021 年下半年，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制定 《关于推动文艺院
团演出进会馆旧址的工作方案》，着眼加强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聚焦打造会馆演艺新空
间。在北京市委宣传部部署下，一些会馆先
行先试，持续打造“会馆有戏”文化品牌。
近日，记者走进修缮一新的会馆正乙祠，探
访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的正乙祠戏楼
经过改造后将如何展露新颜。

“中国戏楼活化石”焕新颜

从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往南走，不一会
儿便到了西河沿街。在这条东西走向、千余
米的长街上，自清代至民国期间，曾经分布
着众多银号、银行等早期金融业机构，至今
留有数处中国早期金融业的实物遗存。正乙
祠便是其中之一。

走进正乙祠，入口的广亮大门气派而雅
致，东西两侧墙面上是新绘的古画，一侧画
着戏曲生旦净末丑的脸谱，一侧绘有 《韩熙
载夜宴图》 管乐合奏的场景，吹着笛箫的五
名女子横坐一排，一名打板的男子端坐在
旁。一笔一墨勾勒着这座建筑的历史与当下。

正乙祠也称“银号会馆”，原为明代古寺
庙，清康熙初年由浙江银号商人集资，建立
祠堂馆舍，供奉正乙玄坛老祖 （即赵公明），
通称“财神爷”。在这个坐南朝北的小院里，
藏着一座二层戏楼。戏楼尺度不大，布局紧
凑，装饰讲究，是北京唯一保留至今基本完

好无损的纯木质戏楼，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座室内剧场，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有
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文化地位。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老戏楼，正乙祠曾
经见证了京剧的兴起与发展，“命运不济”时
也曾沦为仓库、兵营、煤铺、招待所，直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重新恢复戏楼本貌。2018
年12月31日，在结束最后一场演出后，正乙
祠关门谢客。此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经
过深入调研后决定，将正乙祠戏楼交由北方
昆曲剧院修缮、运营及使用。

“北方昆曲剧院对正乙祠戏楼的工作高度
重视，多次协调推进对正乙祠的加固、重装
工作，组织多方力量研讨探索如何用好、用
活这座殿堂级的文化‘活化石’。”北方昆曲
剧院党总支书记孙明磊说。

据介绍，此次重修自去年启动，按照古
建“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要求，对小院进
行了彩画补彩和重新粉饰。旧时，会馆院落
中都会留出白色的装饰墙，画师在上面绘出
吉祥图案，彰显会馆地位。现在，“柿柿如
意”“花开富贵”“松鹤延年”等装饰画都已
重绘完毕。走进游廊，好似入画，百年清音
雅乐犹如在耳。

与院落里清晰可见的变化相比，戏楼里
的改造则隐藏着更多看不见的“秘密”。北方
昆曲剧院青年导演、正乙祠戏楼经理张鹏告
诉记者，戏楼内部首先对光源做了重新布
局。此前，舞台灯光主要集中在大厅的主梁
上，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将其挪至面对舞台
的三面空间里，不仅更安全，也更富于变
化。在戏台、廊柱、台阶、包厢等处则安装
了LED冷光源，这些光源是可感的，便于观
众登楼和演员下台互动。

另一处别具匠心的“机关”，是藏在戏台
上的升降多媒体纱幕投影。传统戏楼是开放
型的空白舞台，舞台伸出，三面面向观众。
多媒体纱幕投影将利用这样的空间特点，配
合不同的演出内容做出变化，以此拉近观众

和表演者之间的距离，增强表演者和观众之
间的互动， 营造出“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我们的所有改造，都以文物保护为前
提，既充分发挥戏楼小而美的优势，让观众
感受传统演出空间的魅力，同时也运用了当
下许多文化科技新潮元素，吸引更多年轻群
体走近传统文化。”张鹏说。

“会馆有戏”推动活化利用

经过细致入微的修缮，在保留建筑特色
和历史质感的同时，焕然一新的正乙祠戏楼
将于近期重新亮相。

“今后，我们将以正乙祠戏楼为基地，坚
守高雅的文化品位，弘扬包括昆曲在内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孙明磊表示。

正乙祠距今有300多年历史，程长庚、卢
胜奎、谭鑫培、梅兰芳、马连良等都曾在此
登台，曾因京剧名噪一时。但以徽班进京200
年计算，之前的一个半世纪，正乙祠作为会
馆戏楼，其表演内容并非京剧，而是当时盛
行南北的昆曲。

据民国初年 《梨园外史》 记载，正乙祠
戏楼的台柱上早年的楹联是：“八千场秋月春
风都付于蝴蝶梦中琵琶弦上，百五副金筝檀
板尽消磨桃花扇底燕子灯前”。楹联中的描述
把正乙祠历史上早期搬演昆曲的盛况，勾画
得淋漓尽致，其中的 《蝴蝶梦》《琵琶记》

《桃花扇》《燕子笺》等均属昆曲名剧。
此次重张在即，北方昆曲剧院特意选取

了四幕颇有历史渊源的大戏连台上演，分别
是驻场戏 《天官赐福》、戏楼版 《牡丹亭》、
观其复版 《墙头马上》 和 《怜香伴》。其中，
驻场戏 《天官赐福》 将作为开幕庆典戏首次
亮相。据悉，该版 《天官赐福》 沿袭了百年
昆曲美学和传统庆典文化，并结合时代审美
和戏楼古风古韵进行创作改编。届时，婉转
的昆曲唱腔将再度回响在古朴的雕梁画栋之
间，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
革新力的“沉浸式”演出。

修缮和提升为会馆的“新生”提供了硬
件上的保障，文艺院团的入驻则为演出提供
了可持续的内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正乙祠戏楼将以“会馆有戏”
的方式更好发挥中轴线文化功能，展现多元
融合的发展趋势，呈现戏曲艺术的意境之
美，创建“小而精”“小而雅”“小而美”的
演艺新空间，形成“大戏看北京、好戏在会
馆”的生动局面。

“一座会馆就是一个展示地域文化的活态
博物馆。”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馆长张勇说。
在他看来，会馆的辉煌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
在演变历程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地方记
忆，却永远不会消失。“会馆有戏”是当代会馆
活化利用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可以有会馆有
言、会馆有神、会馆有味，再现聊家常、品乡味、
听乡音、看乡戏、表乡情等的完整会馆文化。

对于现实题材的把握、演绎和
诠释，在相当长的周期内，被认为
是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纯文学的
固有专属。然而，新世纪以来，随
着互联网媒介迭代效应的不断外
溢，网络文学在我国文艺创作中的
角色和作用愈发凸显，特别是在现
实题材创作上，网络文学已经完成
了从异军突起到引领创作方向的结
构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曾几何时，宫斗、玄幻、言
情、悬疑等特定题材和类型占据了
网络文学的主流，直到 2009 年，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以阿
耐的《大江东去》荣获“五个一工
程”奖为代表，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开始了由支流向主流迈进的征程。
近年来，《无证之罪》《大江大河》

《隐秘的角落》《少年的你》等现实
题材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精品佳作
相继涌现，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相关题材
和类型也进一步细分和沉淀，《浮
沉》《欢乐颂》《都挺好》等都市情
感题材和《沉默的真相》《摩天大
楼》《阳光之下》等涉案题材，已
经成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的稳
定输出。不仅如此，《少年的你》
等作品，为解决困扰网络文学多年
的“甜宠风”“总裁风”等痼疾做
出了有效努力，并且为完善影视作
品的题材、类型做出了非常具有行
业价值的探索。

尤 其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近 年
来，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生态格
局得到了进一步丰富，既有 《我
不是村官》《樱花依旧开》《传国
功匠》《朝阳警事》《特别的归乡
者》《你好消防员》《极道六十
秒》《我的祖国我的生活》《大山
里的青春》 等展现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增
进人民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中国故事，也有 《大国重工》

《重卡雄风》《浩荡》《复兴之路》
《春雷 1979》《铁骨铮铮》 等聚焦
产业工人托举起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科技工作者积极攻克

“卡脖子”难题等各行各业的奋斗
故事，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自
信自立自强和志气骨气底气。

其中，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
中国作协联合推介的 25 部“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网络文
学作品、获得 2021 年第五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的《大国重工》，在对
穿越类型进行现实题材改造的基础
上，通过展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群
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风
貌，彰显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可以
与社会主义工业文学传统有机融合
的巨大表意空间，这亦是中国当代
文学的一大硕果。而 2020 年“优
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
版工程”入选作品 《他从暖风
来》，将视角投向了远在非洲的联

合国维和任务和“一带一路”建
设。这鲜活地昭示着网络文学触觉
敏锐、形式灵活等媒介优势。无
疑，与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相比，纯
文学虽然在小说技巧等方面更胜一
筹，但在思想性、文化表达等层
面，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却蕴涵着诸
多潜能，并触达更为广泛的人群、
圈层和地域。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优异表
现，正助推我国网络文学进一步实
现主流化、精品化。中国作协2020
年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单中的 10 部
网络小说，有 《情暖三坊七巷》

《大国战隼》《长乐里：盛世如我
愿》《北斗星辰》 等多达 7 部现实
题材作品。2020年入选国家图书馆
永久典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也有

《大国重工》《朝阳警事》《相声大
师》《大医凌然》《手术直播间》

《美食供应商》等14部现实题材。
当下，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正

在打开新的广阔天地，这既是其
自身在题材和类型上的不断拓
展，也是作为通俗类型文艺的网
络文学，正在打开纯文学尚没有
完全触及的文艺经纬。除了影视
领域之外，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
蓬勃发展，还为现实题材网络游
戏、网络动漫等其他艺术门类储
备了充足的文化势能，产生了产
业链条意义上的 IP 联动效应。在
此基础上，极具跨媒介、融媒介等

“高维”媒介优势的中国故事，既
拓展、丰富了我国文化艺术的版
图和生态，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文艺发展，提供了不同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路径的文化参
照。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中国经
验，正在脚踏实地迈出国际化的
步伐。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
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国风”“国潮”蔚然成风的今
天，如何在高雅国乐和大众青年之间建
立起有效连接，创作出吸引年轻群体的
国风音乐节目？广东卫视 《国乐大典》
第四季将聚光灯对准传承国乐的新生力
量，开启“以国风载国乐、以国乐造国
潮”的创新实践。

年轻人是国乐传承发展的主力军。
《国乐大典》 第四季邀请流派各异、风
格不同的年轻乐手加入，帮助国乐创作
找寻新的灵感源泉。参加节目的70位年
轻乐手中，有国乐世家的非遗传人、顶
尖学府的新生后浪、“圈粉”无数的网
络达人、技艺超群的民间高手，他们不
仅精通多种民族乐器，甚至“一个人就
是一支乐队”，带来 B-box 与古筝、说
唱与二胡、摇滚与马头琴等多元音乐的
交织呈现。

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还是民
族与世界音乐的融合，节目中设置的

“国乐合伙人”不再是导师，更多的是
音乐伙伴，与乐手们相互学习，共同探
索中国民族乐器的音乐语言。例如“国

乐合伙人”哈雅乐团携手战队演绎的
《摇滚吧！万物君》，巧妙融合了《将你
震撼》和《万物生》两首音乐作品，马
头琴、芦笙等民族乐器的运用让观众看
到民族音乐也能摇滚，中西合璧也可以
这么搭，为国乐跨界发展找到更多打开
方式。

有观众把《国乐大典》的舞台比作
“盲盒”，每一首曲目都会带来不一样的
惊喜。参照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概
念，节目匠心打造了包含东南西北四面
城墙的“国乐之城”，并融入高科技AR
虚拟技术，实现古典艺术与现代潮流的
结合，给予观众360度沉浸式视听体验。
如第六期节目中，一曲用马头琴、古
琴、琵琶等演奏的 《纵横天下》，辅以
硝烟四起、战火纷飞、金戈铁马、万箭
齐发的舞美战争场面，让观众充分感受
到了气势恢宏、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
音乐带来的全新听觉冲击以及舞美的多
重视觉惊艳，让传承千年的正声雅音在
青年群体中“入圈”“破圈”。

上图：《纵横天下》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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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岳林炜、胡仁巴） 3月25日，2022
“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文化和旅游周（日本专场）以
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成功举行。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驻大
阪总领馆共同举办。

启动仪式上，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文化和旅
游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主任段周武表示，在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希望能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当代文化和特色旅游资源，特别是新疆风土人
情、旅游打卡地和唯美风光介绍给日本朋友，向大家
讲好新疆故事，讲好新疆古老传说，讲好新疆民众的
生活，让世界了解真实的新疆、大美的新疆、充满活
力的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侯汉敏
表示，希望本次活动可以让日本各界朋友全方位、高
层次、高品位地了解真实的新疆、发展变化的新疆，
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代表小岛康
誉先生曾来过新疆150多次，他说：“希望大家亲临新
疆亲眼看看美丽的新疆，我也希望能够再次到我的第
二故乡——新疆。”

在接下来的15天里，双方通过各自网站和社交媒
体平台，陆续推出包括主题宣传片、数字展览、电
影、音乐MV、系列短视频、舞台精品剧目等近百项精
彩内容，中国驻大阪总领馆还举办了“新疆是个好地
方”领馆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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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正乙祠戏楼大门前。
本报记者 郑娜摄

图②：正乙祠戏楼的二层戏台。
正乙祠戏楼供图

图③：北方昆曲剧院演员演绎《牡丹亭》。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跟随春天的脚
步，近日，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油召中学开展“童笔绘春
天”活动，将绘画课搬到田野里，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描
绘春光，感受春天气息。

图为邢台市平乡县油召中学的学生们在油菜花田间
写生。

范钦龙摄（人民图片）

童笔绘春天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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