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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提出“窑洞之问”的黄炎培，同时也是
开创和推行中国职业教育的第一人；抗日战争期
间，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
桌了”呐喊的蒋南翔，为开拓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
巨大贡献；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的马约翰，推动中国
体育事业不断前进，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
帜”——黄炎培、蒋南翔、马约翰……这些在近现代中
国教育史、体育史镌刻下功勋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
的人生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遗产？

近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阿迪达斯体育
（中国） 有限公司携手，合作启动大型系列电视纪录
片 《百年巨匠·体育篇·教育篇》 的拍摄，以影像纪
实美学的方式，带领观众重温 20世纪以来，一代体
育名家、教育巨擘的人生历程和伟大情怀。

聚焦体育名家教育巨擘

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百年巨匠》 聚焦 20
世纪为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10 年
来，已拍摄完成美术篇、书法篇、京剧篇、话剧
篇、音乐篇、文学篇、建筑篇、中医篇等，展现了
包括文学“鲁、郭、茅、巴、老、曹”、京剧“四大
名旦”、“京城四大名医”等在内的52位巨匠的卓越
风姿与不凡气度，全景呈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
生活画卷，写就了一本珍贵的“影像大书”。

此次启动的教育篇、体育篇，将主要讲述蔡元
培、陶行知、黄炎培、张伯苓、吴玉章、叶圣陶、
马约翰、董守义、蒋南翔等名家巨擘的生平事迹、
思想理念、历史贡献以及对今天的启示，展示他们
的伟大情怀和人格魅力。每位名家分上、下两集，
每集30分钟，每人共60分钟。

“中华民族 5000年文明史英雄辈出，大师荟萃，
与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在中国
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大
教育家，他们以其智慧与汗水结出了中国教育事业
的累累硕果。体育同样也是育人，此次我们将教育
篇和体育篇合在一起，就是要挖掘为中国现代教育
事业、体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建立一

个丰富的中国教育名家大师的思想宝库。”《百年巨
匠》出品人和总策划杨京岛介绍。

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

无论是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等画
坛巨匠，或是梅兰芳、刘天华、冼星海、聂耳等艺
苑大师，抑或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坛
泰斗……从第一部作品开始，《百年巨匠》就始终坚
持“国际水准、精品意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创作原则。

为名家大师树碑立传本就是一件难事，拍摄皆
已作古的名家大师，让 《百年巨匠》 的难度更是几
何倍地增加。对人物的重新回顾与梳理，都要建立
在后人的讲述、资料的收集整理、遗迹的寻访等工
作之上。

此次，《百年巨匠·体育篇·教育篇》拍摄的蔡元
培、陶行知、黄炎培、张伯苓等名家巨擘，虽然在
教育界、体育界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但对于公众
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陌生感，如何把他们的理念、思
想、精神更好地带给普通观众？

《百年巨匠·体育篇·教育篇》总编导、中国教育
电视台副台长陈宏表示，为达到文献性、艺术性和
思想性的高度统一，该片以专家的学术撰稿为先
导，再转入纪录片撰稿。用原貌、原作、原物、原
址、情景再现和数字虚拟技术等手法，还原几位巨
匠的本色人生；用其亲友、学生等见证者和其传记
者、研究专家的讲述，展示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动
鲜活的巨匠形象，力求以客观平实的纪实美学艺
术，将巨匠还原为饱含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的

“人”，重塑大师形象，重温大师精神。

中德合作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百年巨匠》 此前在国内外 100 余家电视台播
出，取得巨大反响和广泛好评，豆瓣评分9.1，哔哩
哔哩评分高达9.8。

2017年，《百年巨匠》推出国际版，以英语、西
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等8种语言，向世界
讲述中国文化巨匠的故事。担任 《百年巨匠》 国际
版宣传片总导演的张艺谋评价，《百年巨匠》不仅给
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巨匠提供了一个平台。

“ 《百年巨匠》 以独特的镜头语言，多角度讲
述中国大师巨匠的不凡人生和辉煌成就，展示了一
幅幅洋溢着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想象力、创造
力的壮丽画卷，推出以来，产生良好社会反响，成
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文化自信的重要文
化品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左中一表示。

今年正值中德建交 50周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与阿迪达斯体育 （中国） 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完成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 《百年巨匠》 和系列
文化公益活动，开辟了德国企业支持中国体育文
化、校园文化和文艺创作的新路径。

“我们一直在中国探寻共创发展之路，以期从中
国文化精髓中汲取创作灵感。”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
事总经理萧家乐说，“希望通过这次与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的合作，不断传播中国文化精髓，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探索在艺术表达中塑造中国形象、呈现中国价
值，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此次携手合作为两国
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为推动中德友谊架起一座新
的文化桥梁。相信双方力量的汇聚，将助力中华文
化传播得更深更远。”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向云驹表示。

舞台上的石板路、吊脚楼、水车与渡船，
将观众带入到那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存在于
文学世界的静谧小城。随剧情展开的悲欢离
合，也一如小城中的生活，平静却又生动着。
近日，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创作的歌剧 《边
城》，在中央歌剧院剧场结束了首轮演出。这
部集结了国内顶尖艺术家主创的歌剧，生动展
现了湘西乡土人情之美，刻画了当地人民勤劳
善良、谦逊内敛的美好品质和热情真挚的鲜明
个性，达到了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
舞台效果，成为近期民族歌剧的又一力作。

《边城》 的成功不是一个孤例，而是中国
歌剧艺术繁荣发展的产物。自歌剧从西方传入
中国起，中国艺术家就孜孜不倦地探索，逐渐
创造出一种取材中国故事，使用汉语唱词与对
白、中国音乐素材、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演唱
方法，用以表达中华民族审美旨趣和民族情感
的新型歌剧形态，即现今的民族歌剧。

歌剧被中华文化吸收改造的过程，恰是其
生命力日益增强、受众群体日益扩大的过程。
人民不仅为歌剧艺术赋予了无尽的创作源泉，
而且提供了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党的十八
大以来，众多民族歌剧作品受到扶持，在舞台
上各展风姿。《运河谣》《马向阳下乡记》《松
毛岭之恋》《呦呦鹿鸣》 等优秀作品，无一不
是很好地贯彻了人民性的原则。这些作品无论
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还是革命题材，大多
将歌唱人民和为人民歌唱置于首位。剧中的人
物是人民，取材于不同时代的人民生活，展现
的是人民的真实情感，并且使用了传承于民间
的音乐元素。这样深深植根于人民的作品，必
然会受到人民的喜爱和传颂。

当歌剧艺术着眼于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
要，表现中华民族情感的时候，对民族性的追
求就成为一个自发的过程。早在 1945年，延安
鲁艺的艺术家们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
出歌剧《白毛女》，并成为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
式的作品。歌剧的旋律吸收了大量民族音乐的
成分，有些唱段甚至直接改编自民歌。如至今
仍被传唱的《北风吹》，就来自河北民歌《小白

菜》。二者的每一个乐句
以及乐句之间，都以下
行的方式发展，塑造了
悲 伤 、 凄 凉 的 艺 术 形
象。2015 年的新版 《白
毛女》 在音乐方面进行
了改革，板胡、唢呐、
单弦、大鼓的使用强化
了民族性，与乐队的交
响化构成听感上的平衡。

除了音乐材料的借
鉴使用，歌剧艺术的民
族性在其他方面也有较
为具象的表现。现代舞
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
及对舞美、灯光、服饰
的高度关注，虽然可以为歌剧的舞美呈现提供
更多的发挥空间，营造出强烈冲击力的视觉效
果，但是随着民族歌剧创作的日趋成熟，越来
越多的作品借鉴传统戏曲的布景理念，以简洁
的舞台设计达到丰富的艺术效果。以“情”胜

“景”这样的舞美设计理念，使得民族歌剧之
内涵更具深刻性与思想性。

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
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歌剧的民族性除
了具象的形式之外，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对民
族精神、民族情感的表现与塑造。自 2015 年
始，《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

《党的女儿》《同心结》《江姐》 等经典民族歌
剧剧目复排巡演。这些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
至今依然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们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改写中
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伟大斗争，彰显了理想与
信仰的强大力量，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英雄主
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最终沉淀为能够代表中华
民族精神的经典。

民族性既是民族歌剧应该坚守的发展方
向，也是检验其艺术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尺。新

时代以来的民族歌剧作品，无论是历史题材的
《金沙江畔》《沂蒙山》《红船》《田汉》《青春
之歌》 等，还是现实题材的 《命运》《道路》

《先行者》《张富清》《呦呦鹿鸣》《天使日记》
《马向阳下乡记》《扶贫路上》等，都彰显着对
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情感，是新时代民族性的
进一步提炼和高度阐发，也是中华民族之魂的
生动写照，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
的有效践行。

歌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能够在中华文化
的土壤里落地发芽、生根开花，并得到充分发
展，人民性和民族性二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如
果脱离了人民，以西方艺术审美为旨趣的歌剧
艺术无法在舞台上贴近中国人民的情感体验，
必将失去其生存的根本。如果不能有效地从中
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而树立中华民族审美风
范，中国歌剧将失去情感之魂，也就失去了独
立于世界歌剧艺术的价值所在。讲好中国故
事，传承民族情感，展现民族气质，并将传承
与创新有机结合，创作出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
的优秀作品，才能够孕育出中华文化的“根”与

“魂”。沿着人民性与民族性的方向坚定地走下
去，中国歌剧一定会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北京拥有着 3000 多年的建城史、
800年的建都史，博大厚重的文化底蕴
滋养着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
子、北京曲剧等多姿多彩的戏曲艺术
剧种，共同构成了北京戏曲的基本面
貌。雅典作为希腊首都，拥有着 2000
年的历史传承，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诞生了戏剧这一艺术样式，遗
泽千年。戏曲和戏剧作为中国和希腊
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不断演变和成
熟，已成为城市精神的象征。

今年是中国与希腊建交五十周
年。11 月 10 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
和国大使馆指导，北京演艺集团主办
的“戏剧的城市温度”中希戏剧对话在
菊隐剧场举行，对话意在阐发亚欧大陆
两种古老文明融通互鉴的当代意义。

在“城市与戏剧”主旨发言环节
中，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导演艺
术家罗锦鳞介绍了自己一家三代人与
希腊戏剧的不解之缘。上世纪 80 年
代，他排演了在中国首次公演的古希
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引起巨大的反
响。此后，他还导演了河北梆子 《美
狄亚》 和 《忒拜城》 及评剧 《城邦恩
仇》，都是以中国戏曲的演出形式表现
古希腊戏剧的内容。在他看来，两种
艺术形式完全可以进行跨文化交流，
相互取长补短，做到融合，“就如咖啡
加牛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一级
导演王晓鹰详细介绍了自己为希腊观
众排演中国经典戏剧 《赵氏孤儿》 的
经历。他说：“《赵氏孤儿》有个非常
特别的交流方式就是‘双语’，两国演
员分别使用自己的母语说台词，但戏
剧语言是密集的对话，两国演员付出
了数倍于平常排练的努力，记住了每
句对方台词的尾音，并融入了自己的
理解和感受，于是最终形成了近乎天

衣无缝的表演默契。”
希腊国家剧院原艺术总监、导演

斯塔西斯·利瓦西诺斯通过视频发言，
阐述了自己对“城市与戏剧”的理
解。他说：“如果把城市比作人的身
体，艺术就是城市的精神，是城市的
呼吸。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面对面的
沟通交流显得更为可贵，希腊的观众
能在夏天回到露天剧场欣赏戏剧，非
常令人欣慰。”

在北京，戏剧也已经成为城市的
生活方式之一。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
王珏介绍，北京的戏剧演出场所星罗
棋布，沿中轴线往南往北，古老的戏
楼会馆焕发新的青春，新建的剧场勾
画出城市的新地标；沿长安街往东往
西，各类新兴的戏剧场所每天都迎接
着八方来客。城市到处都活跃着戏剧
爱好者，随便走进一个公园，都有拉
琴、吊嗓子的戏迷，戏曲艺术已经浸
润到人们的生活中。

谈到中国戏曲走出去的话题，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马文认
为，理念、作品和传播三者缺一不
可。“现在很多戏剧推广活动还仅限于
一场活动、一剧一团的传播，如何让
中国戏曲在当地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是接下来要重点思考和推动的。”
他谈到，要发动当地的民间力量，同
时利用好互联网，以多种形式加强交
流互鉴。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
国际戏剧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北京演艺集团以各种形
式不断加强戏剧人才培养，推动国际
戏剧文化交流。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赵佳琛表示，未来，集团
和所属 9 家文艺院团将继续用心、用
功、用情，推出更多饱含中国文化底
蕴和国际水准的戏剧作品，与世界各
国共同演绎、分享戏剧之美。

本报电 （文纳） 11 月 5 日，“2022
文化科技创新论坛暨首届深大湾区论
坛”在深圳举办。论坛由文化和旅游
部科技教育司指导，中共深圳市委宣
传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深圳
大学主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
景目标。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进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积极应
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在数字时代，文化创
造、文化发展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革，文化数字化将成为文化强国建
设重要的推动力量。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的文化强
国”为主题，邀请来自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武汉、南京等地的政产
学研各界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围绕“文化数字化与文化
强国建设”“文化数字化与文化产业发
展”“文化数字化的理论与实践”“文
化数字化战略实施路径与方式”等相
关议题展开研讨。与会嘉宾指出，推
动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充分发展，加强
文化 IP 开发和国际文化贸易，推动中
国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向，是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手段。在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过程中，既要明确
文化数字化的内涵、功能、目标与价
值追求，同时还要积极关注数字化带
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数据交易、虚拟
化生存、社会伦理等问题。会上，多
位专家围绕时下热门的“元宇宙”议
题进行了对话，对数字技术如何赋能
非遗传承、艺术创新、城市发展、乡
村振兴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为了更好地推动深圳“双区”建
设和高质量创新发展，深圳大学今年
创办了深大湾区论坛。首届深大湾区
论坛探讨了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
局背景下，如何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建设
推进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同时举行了 《文化科技蓝皮
书 ： 文 化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报 告

（2022）》 和 《荔园文创译丛》（第二
辑） 发布仪式。其中，《文化科技蓝皮
书》 已经连续 10 年出版，最新议题聚
焦文化科技融合的理论基础、产业趋
势、技术创新与人文融合等。《荔园文
创译丛》 主要编译国外文化创意产业
领域前沿论著，提供了解世界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理论、新工
具、新动向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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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希戏剧对话——

探讨“戏剧的城市温度”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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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时代文化深刻变革
2022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举办

聚焦数字时代文化深刻变革

近年来，浙江省海盐县积极探索
文化中心户联户机制，建立由1名村干
部带 25 户文化中心户、每个文化中心
户带 3 至 12 户群众的联系网格，每月
定期开展 “文化中心户活动日”“联
户民意交办会”，将农村文化礼堂、文

化中心建成“家门口的精神家园”，推
动乡村文化振兴。图为近日海盐县于
城镇文艺志愿者带着学生在社区文化
中心开展剪纸活动，弘扬和传承传统
文化。

沈丹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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