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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罗马尼亚乐队“达契亚

之狼”正在表演。
图②：现场游客在挑选波兰琥

珀馆的文创产品。
图③④⑤：现场展示的保加利

亚玫瑰香水、北京绢人手工艺品、
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布老虎。

（本文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

感受热烈氛围

嘉年华上，波黑音乐家马里奥·
佐福科在现场用中文为大家演唱了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佐福科优美的
歌声和充沛的情感深深打动了观众。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也引得全场大声
合唱。

外国舞团富有感染力的表演点燃
了现场氛围，在演出尾声，不少观众在
舞者热情的邀请下，加入表演中，台下
的中外观众也纷纷模仿着舞步开始舞
蹈。爸爸拉着女儿、女儿拉着妈妈，一
组又一组中外家庭，在嘉年华上享受
艺术带来的美好氛围。

中国乐队“一奏器乐派”为大家
带来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意境的表演，
他们运用琵琶、中阮、笛箫等民族乐
器，阐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精
神。有听众说，这些音乐听起来特别
亲切。

“嘉年华拉近了我们和外国友人
的距离。”谈及现场观演感受，在北
京读大学的小孔说，之前对中东欧国
家的了解主要源于课本，今天通过表
演、美食、非遗等内容，对这些国家
有了更鲜活的印象。

“现场的氛围很友好。”来自英国
的皮埃尔说，“我对中国和中东欧文
化十分感兴趣，这次来嘉年华，我也

非常期待去探索更多有趣的内容。”
北京市民孙女士和郭女士用“热

情、放松和开心”来形容此次活动
的感受，在她们看来，无论是来自哪
个国家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嘉年华热烈
的氛围和浓郁的文化气息，度过一个
充实、愉快的周末。

体验文化魅力

嘉年华现场，不仅台上表演气氛
热烈，台下同样精彩。“美食嘉年华”和

“文化市集”的各个摊位挤满观众。谈
起此次参展的感受，各位“摊主”纷纷
表示“大家的热情超过预期”。

“点餐在我左手边，右手边是取餐
区……再来一份薯条和鸡米花。”柏林
百特餐厅的德国摊主一直在忙，他们
带来的柏林烤肉饼、咖喱肠等地道德
国小吃吸引了大批食客；当天下午 3
时，兰蒂地中海餐吧的部分酒水饮料
就已售罄；乡谣·牛排行摊位的烟火
气，从白天延续到了晚上……“忙碌”
成了美食摊主的关键词。

在Fusion融合餐厅摊位，开餐仅2
个多小时就已售出近百份食物，食客
们要拿着号码牌等待 20 分钟左右才
能取到餐食。“塞尔维亚风格烤肉、德

味儿热狗是最热门的菜品，中外食客
都很喜欢。”在该餐厅摊主看来，美食
和文艺演出一样，都是人文交流的重
要桥梁，中外观众在嘉年华上相聚在
一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各具特
色的文艺演出，其乐融融。

“没错，电影 《瓦尔特保卫萨拉
热窝》就是在我们那里拍摄的。”“我
们是欧洲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国
家，您拿着护照买张机票，9个半小
时就可以到贝尔格莱德旅游了。”北
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娅·索
尔达特用中文向观众作介绍。她表
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塞尔维
亚带来了推广自己文化的机会，同时
也让塞尔维亚民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中华文化。

“这些是罗马尼亚手工艺大师带
来的陶瓷作品，有的画着达契亚狼，
有的画着花朵，都非常具有当地特
色。”在罗马尼亚展台，北京罗马尼
亚文化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这些手工
艺品卖得很好，现场观众对罗马尼亚
文化的热情超出他们的预料。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北京绢人、
密云玲珑枕等北京非遗特色产品摊位
前，大量外国友人驻足观看。“刚有
一位小女孩对我们的花旦绢人爱不释
手，一个劲儿地夸‘真漂亮’。”一位展
销北京绢人的摊主笑着说。

享受交流乐趣

本次嘉年华中，来自塞尔维亚的
巴尔干王国乐队带来了塞语原创歌曲

《水之歌》，并用中文演唱了《啊！朋
友再见》。《水之歌》 用抒情诗的方
式，讲述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丰
收时节表达爱意的故事。

在巴尔干王国乐队主唱飞龙看
来，中国和塞尔维亚有很多共同点，
两国人民有很多价值观是相通的。

“无论是像 《水之歌》 一样注重浪漫
的抒情诗风格，还是注重家国情怀、
气势恢弘的史诗风格的歌曲，在中国
和塞尔维亚都是存在的。”飞龙说，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
年，我非常幸运能在这个特殊而又美
好的时刻来这里表演，展示我们文化
中的共同点。”

“此次嘉年华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交流平台，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
文化在这次活动中同台亮相，给了大
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交流和沟通。”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塞尔维亚籍教授娜
达莎·拉多萨夫列维奇·加贝洛娃表
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这
次活动是一次让中东欧国家的人民了
解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十多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交
流合作不断加深。现场不仅有专程赶
来的中国观众，也有刚刚来到北京旅
游的波兰夫妇，还有许多中文流利的
中东欧国家外交官……在这场文化艺
术盛宴中，人们尽情享受着交流对话
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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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艺术嘉年华”举办——

文艺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徐嘉伟 张耀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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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亮马河畔的朝阳公园里，一场促进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交流的“嘉年华”吸引了不少
人：来自不同国家的歌舞表演引得观众随着节奏摇
摆，保加利亚的玫瑰饮料前排起了长队，各国文化中
心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为观众介绍相关旅游信息……

这是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艺术嘉年
华”的活动现场。来自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保
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波黑等
8个中东欧国家的艺术团组受邀展演，现场还有北
京艺术团组、非遗传承人、美食摊位、潮玩博主等
共同参与。

近年来，青年演员走进直播间，
打开了戏曲传播的新局面。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2月，已有231种戏
曲在抖音开通直播；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抖音戏曲类主播
收入同比增长232%，在已经开通直
播的戏曲中，73.6%的戏曲种类获得
过打赏。戏曲演员在直播间连麦
PK，收获观众打赏，成为戏曲行业
新现象。

近日，武汉大学发布《直播PK、
打赏与戏曲传播研究报告》（下称

《报告》）。《报告》认为，直播 PK、打
赏源自戏曲艺术悠久的“斗戏”传
统、“缠头”习俗，这种观、演及时互
相反馈的模式，还原了戏曲表演与
观众的互动方式，是戏曲创作体察
观众审美习惯的体现，有助于戏曲
艺术开辟新舞台，吸引年轻观众，增
加市场化收入。

“PK 源自戏曲‘斗戏’传统，是
市场竞争的一种形式，自唐至今。”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戏曲学会顾问
郑传寅介绍，不同剧种、行当的戏曲
演员直播 PK，互相切磋技艺、提高
艺术水准，观众评定高下并送出点
赞、鲜花、打赏，重现了传统节日围
观“擂台戏”的热闹景象。演员以PK
为比拼擂台，增加与同行交流的机
会，激发从业积极性，促进戏曲行业
培养“生力军”。

“直播 PK，是演员和观众都能
参与的视听盛宴。”在北京京剧院言
派老生、国家二级演员王宁看来，打
赏是粉丝的“戏票”，更代表着观众
对传统文化的支持和对演员的认
可。现在，王宁每周都会在抖音开设
京剧教学直播课，带着粉丝逐字逐
句学习京剧唱段，并与粉丝一对一
连线指导纠正。“目前直播间里已经
有 100 多位粉丝都会唱《让徐州》
了。”王宁说。

抖音戏曲主播刘书含已经学习
戏曲12年，她在《报告》发布会现场
分享了自己借助抖音平台传播戏曲
文化的经历和感受：“从一开始的粉
丝基数很少，到后来收获大量粉丝，
一条视频的浏览量能达到1100万，
我越来越有信心去更新视频，打开
直播与粉丝们互动。”刘书含先后与
昆曲、豫剧等同行连麦 PK，她认为
直播 PK 不仅可以向观众展示不同
戏曲门类的艺术特点，还能让演员
更好地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反馈，以
提升自身技艺。

《报告》评价，打赏是“缠头”习
俗在直播时代的表现形式。观众为

演出打赏，发源于唐代的戏曲“缠
头”习俗。“缠头”既包含票价，也包
含观众向演员、戏班赠送的礼物。直
播打赏这种“先观看后付费”的模
式，是观众对戏曲表演共情、欣赏心
理的外显化。为艺术付费成为戏曲
观看者的一种主动选择，更是对传
统艺术传承者的肯定和鼓励，是顺
应大众消费心理的艺术付费方式，
更符合广大观众的心愿。

“传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缺
乏一个数字化连接的场域。”武汉大
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肖珺认为，直播
PK、打赏的互动方式为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种
可行道路。青年演员在新的展演空
间高频次、高质量演出，不仅解决了
戏曲演员自身的发展问题，还为传
统戏曲培养了大批爱好者和忠实粉
丝。这种能够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
的传播创新值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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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家广电总局“记录新
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万桥飞架
——山水间的人类奇迹》由上海广播
电视台与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
在多个平台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

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
126万座山头，峡谷溪流纵横交错。
贵州发扬愚公移山的开拓精神，在
17.6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于高山
峡谷间架起3万多座桥，成就了“世
界桥梁博物馆”的美誉。

这部纪录片共4集，分别以“天
工开物”“万桥飞架”“天堑通途”“联
通世界”为主题。主创选取贵州恢宏
壮美的代表性桥梁作为载体，讲述
桥梁如何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反映贵州桥梁建设者顽强拼搏
的时代精神，刻画出贵州勇闯新路、
感恩奋进的精神群像，谱写了沪黔
协作、山海情深的赞歌。

据介绍，在历时半年的拍摄制
作过程中，该片摄制组分多路赴大
山深处驻扎，走访调研了多个典型
人物案例，从而以细腻丰富的镜头

语言、生动精彩的人物故事、接地
气的民风民俗，展现了交通发展给
贵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表
示，“万桥飞架”这一现象，是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在贵州的表征和特色。

《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
弘扬了中华美学精神，在创作思维
上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在结构原则
上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在审美宗旨
上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部纪录片
的沪黔协作模式，为纪录片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创作模
式，既保留了本土化的贵州特色，又
融入了拍摄纪录片的先进理念和创
作方法，值得推广。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
为，这是一部关于桥梁的纪录片，
聚焦中国的桥梁建设成就以及桥梁
如何造福于民，主题鲜明，层次感
强，满足了观众的观赏需求；这也
是一部反映贵州新时代巨变的纪录
片，桥梁已经成为贵州的一个亮
点、一张名片。

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

聚焦中国桥梁建设成就
本报记者 苗 春

国宝级海南黄花梨家具珍品大气
端庄，经典场景空间陈设为观众带来
直观体验，微缩家具精巧细致……

近日，“澄古匠心——伍炳亮家
具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该展览系统呈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伍炳亮 40 余载创作生涯所取得的艺
术成就，带领观众走进中国传统家具
的艺术世界。

本次展览分为“精专致广”“循
制承道”“观器见微”“明古烁今”4
个单元，90余件中式传统家具为观众
带来一场中国古典美学的盛宴，同时
也反映了当代传统家具设计制作的艺
术成就。

伍炳亮在明清家具的鉴藏、研究
以及设计制作领域深耕 40 余年，他
的作品工精材良、形神兼备，尤其黄
花梨家具更是以“伍式”风格备受推
崇与肯定。去年 8月，伍炳亮被授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步入展厅，迎面可见一张气度恢
宏的长案立于青瓦白墙的竹影婆娑
中。这张“明式海南黄花梨云头灵芝
如意纹带托泥大长案”长达 3.86 米，
是目前最长的海南黄花梨新制大案。
整器精选海南黄花梨大料制成，成型
历 26 年之久，是海南黄花梨家具中
极为难得的大器重藏。

大案之侧，两组 6件明式海南黄
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和 1件海南黄花梨
插肩榫厚板面长条桌，高低错落置
于素白空间中。其中“明式海南黄花
梨素身方脚大号四出头官帽椅（四件
一堂）”通体光素，规格甚巨，选料
厚实华美，木纹瑰丽动人；另两件
官帽椅尺寸略小，靠背板上下部位
以攒接手法表现寓意“万世太平”的
传统图案，是典型的明代文人制器
风格。

作为本次展览中占比最大的单
元，“循制承道”涵盖了清式宫廷家
具场景、传统风格的中堂系列、文人
书房系列、卧房系列、园林系列等 7
个空间，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国传
统家具艺术的魅力。

色彩深沉的清式家具颇具威仪；
庄重文雅的传统中堂陈设体现书香世
家的家风教化；清雅含蓄的文人书房

彰显了高雅的审美情趣；幽静舒适的
卧房家具兼有功能性和观赏性……徜
徉于展厅中，观众体味着中国传统家
具艺术的广袤与璀璨。

“观器见微”单元分为中堂、书
房、卧房 3 个场景 6 组空间，一件件
同比例缩小的黄花梨家具小巧别致、
精巧细密，为观众提供了观赏的另一
种视角。“明古烁今”单元中，多种
名贵木材木样依次排开，传统家具榫
卯结构也以实物配合文字进行展示，
直观体现中国传统家具的用材和工
艺。更有首次亮相的伍炳亮家具设计
手稿，为观众呈现艺术大师的创作
生涯。

“这次展览展出了我多年来的特
别收藏之作。这些家具珍品从收集稀
缺名贵的木材，到题材定位与美学设
计，乃至选料、开料、配料都由我一
手把关，每一件家具都付出了极大的
心血，是富有灵魂和生命力的作品，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些家具艺术
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希望与大
家一起分享、共同领略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家具博大精深的文化与艺术。”
伍炳亮说。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28日。

工美大师伍炳亮艺术展在国博展出

走进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世界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工美大师伍炳亮艺术展在国博展出

走进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世界
本报记者 黄敬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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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杨静） 日前，2023 第
七届“多彩大兴魅力绽放”风尚季颁
奖典礼在北京大兴剧院举办。一场
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文化盛宴
为风尚季圆满收官。

本届活动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宣
传部、北京市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和北
京市大兴区总工会共同主办，600
余部作品展示了大兴区公共文化发
展成果，先后共有 1.5 万人参加了
系列活动。

图为本届风尚季活动优秀原创
节目正在汇报演出。 马毅行摄

群众当主角群众当主角 群星共璀璨群星共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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