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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 是 国
际残疾人日，也是
优酷无障碍剧场与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合
作开通视障用户认证
系统一周年的日子。
当天，优酷无障碍剧
场发布《帮“盲”一路
前 行 2023 盘 点 报
告》。报告显示，剧场
内无障碍影视作品已
超过 2000 部（集），认
证用户日平均观看时
长43.6分钟以上。

无障碍剧场是面
向视障者推出的专门
解决方案，通过制作
影视作品的无障碍版
本，加入旁白，帮助
视障用户用近于听广
播剧的方式了解剧
情，感受作品内核。

阿里文娱公益负
责 人 陈 艳 玲 表 示 ：

“作为公益项目，我
们要确保无障碍作品
的受众群体仅为视障
者，以避免出现版权
纠纷。认证系统的上
线，有效规避了版权
风险，使无障碍剧场
片库内容更加丰富。”

一年来，优酷无
障碍剧场除了电影和
电视剧，还陆续新增短剧、动画片、
纪录片、综艺节目、有声书等类型，视
障者有了更多选择。报告显示，66%
的用户更喜欢欣赏电影和纪录片，
23%的用户热衷欣赏电视剧和人文类
综艺节目，11%的用户习惯听有声书。

讲述中国新一代试飞员挑战极
限与成长故事的电影《长空之王》很
受视障者欢迎，累计被欣赏超 3 万小
时。“战斗场面的解说非常精彩，飞机
引擎发动时的声音十分震撼，让人热
血沸腾。”杭州视障用户王海斌说。
剧集方面，最受欢迎的 3 部无障碍剧
集分别是《重生之门》《回廊亭》和《法
医秦明之读心者》，其中《回廊亭》上
线一周，就有超76%的用户预约追剧。

2023年，优酷无障碍剧场也从线
上走到线下，首次举办院线影片无障
碍专场首映礼，首次组织站内用户观
影团进行系列观影，还首次走进校园
放映电影。在《长空之王》和《不虚此
行》的无障碍专场首映礼上，主创团队
与视障观众交流互动，演员获赠全盲
小女孩的画作，十分感动。优酷无障
碍剧场还走进北京、杭州、长沙等城市
的街道、社区，定期举办观影活动。“视
障朋友出行不容易，那我们就走进社
区，让他们观影更方便。”陈艳玲说。

一年来，累计有 43 部影视作品
的版权方授权优酷无障碍剧场，助
力影视作品无障碍化。陈艳玲表
示，“目前我们保持每月上线一部新
电影、每周更新 3 集电视剧的频率。
未来将缩短内容制作周期，让更多视
障者和普通观众一样，尽快‘看到’最
新影视作品。”

本报电（杨瑞 周红宏）“这幅作
品剪得不错，注意中间这里要再细致
一些。”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山花
剪纸培训班上，培训老师张蒙蒙正在
为学员们传授剪纸技艺。

张蒙蒙是宁津非遗项目“宁津剪
纸”第五代传承人。在政府帮助下，
他和父亲一起建立了宁津山花剪纸非
遗产业园和民俗文化教育基地，通过
开设培训班，免费培训留守妇女和老
人等低收入者以及残障者等学习剪
纸，并通过回购剪纸作品助其增收。

近年来，宁津县从保护传承民间
手工艺、促进农民增收出发，挖掘乡村
文化人才，培育乡村非遗传承人，让乡
村文化能人带动相关文化产业逐渐发
展壮大，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和
就业。同时，宁津县依托非遗工艺大
力发展手造产业，全面整合资源，推动
传统技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目前，我们在全国有 2800 多处
门店、38家销售专区。酱油食醋年产
1200吨左右，吸纳周边村镇就业人员
200 余人。”省级非遗、宁津王家园子
醋传统酿造技艺传承人王彦超说。

据了解，宁津县共有 63 个非遗
项目，其中国家级 1 个，省级 4 个，
市级 15 个，县级 43 个。截至目前，
宁津县依托蟋蟀罐、山花剪纸、宁津烙
画等丰富多彩的“指尖技艺”，已培育
发展出 10 多家“非遗工坊”规模企
业，带动当地近万名农民就业增收。

“我们将不断提升‘山东手造 宁
津好品’的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推
动非遗文化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促
进农民就业、创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宁津县文化和旅游局非遗传承
保护中心主任李薛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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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③④：《诗忆东坡》剧照。 本文配图均由出品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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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
诗人之一，也是全世界最熟悉的中
国文化符号之一。如果说有宋一代
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那么毫无
疑问，苏东坡是高峰中的高峰。苏
东坡，是一首流动的诗、一幅隽永
的画，是华夏文明的一颗璀璨星
辰、中华文化的一座巍峨山峰。

12 月初寒的北京，一场以苏轼
为主题的艺术盛宴触动许多观众的
心灵。继 《只此青绿》 之后，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舞剧 《诗忆东
坡》再次火爆出圈。

一

2000 年伊始，法国巴黎，有一
家报纸——《世界报》，主编让-皮
埃尔·朗日里耶与同事们打算用一种
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迎接呢？他们决定用专栏
的形式，写一批文章，讲述在公元
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生活的世界
知名人物的故事，覆盖北美洲、拉
丁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

这家报纸用了 6 个月时间，整
理了 1000 年中重要人物的备选名
单。从浩如烟海的名单里，又挑选
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
为“千年英雄”。

苏东坡就是这些“千年英雄”
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苏东坡出生于 1037 年，卒于
1101年。在他64年的生命里，留下
100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
笔题书和私人信函，还有大量与他
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
笔、传略和书画作品。值得指出的
是，作为中国文人精神的重要代
表，苏东坡的积极与生动、深情与
热爱、乐观与旷达，彰显出中国人
的品性，他的思想随着他一首首卓
越的诗词被深深镌刻在人们心里，
他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
中国人心目中的完美人格。

继 《只此青绿》 之后，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联合四川省眉山市将新
作瞄准了苏东坡，推出现代舞诗剧

《诗忆东坡》。《诗忆东坡》 接续了
《只此青绿》的风格，艺术表达更加
深沉、厚重，舞台元素更加时尚、
简约。特别是舞蹈家、视觉艺术家
沈伟的加盟，让这部舞剧的表达更
加具有时代感、现代感。《诗忆东
坡》 以现代舞语汇传达东坡精神，
以肢体语言与古人往来对谈，再现
了一个丰满而复杂、豪放而豁达的
苏东坡。与此同时，《诗忆东坡》将
苏东坡诗词里山川的壮丽、河流的
蜿蜒化为抽象的线条，将他的思想
和精神融入优美的舞姿。回望千
年，苏东坡的诗词化为流动的身

韵，浸润于音舞
诗画中。观众们
在演出现场品味
诗意哲思，感悟

人间深情。走出现场时，人们仍在
意犹未尽地感叹，苏东坡这个值得
大书特书的中国文化符号与舞剧别
具一格的结合，恰是现代艺术里极
具东方特色的表达。

二

说到文豪，我们能想到谁呢？
在国外，荷马、但丁、歌德、莎士
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
克、博尔赫斯……在中国，我们最
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苏东坡。诗词
文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以词
论，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以文
论，他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以书
法而论，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东坡的诗词文书画贵在豪
放，亦即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
漓直泻的气势。这一点，陆游 《渭
南文集》 卷二十八 《跋东坡〈七夕
词〉后》 云：“惟东坡此篇，居然是
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
逼人。”赞赏苏东坡词作超尘拔俗，
旷达飘逸。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
究中心教授唐凯琳说：“接触了苏东
坡的文章之后，我被他那种自由自
在、想象丰富的思想所吸引。”唐凯
琳认为，诞生于中国的宋代文学家
苏东坡，如今是西方汉学家们探讨
最多的中国重要人物之一，他留下
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
的精神财富。

苏东坡的思想和精神饱含了中
华文化的精髓与特质，他出众的才

华、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旷达精神，
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
富。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性、国
际性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诗忆东
坡》 以全新的艺术手法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高峰时代的伟大人物，
以现代艺术的诗意表达，在“意”
与“境”之间，写意地找寻当代人
与苏东坡的精神契合点：生动积极
与充满深爱，其历尽人间悲欢仍乐
观旷达的动人品质，引发当代人的
深切共鸣。

为了让苏东坡的思想和精神得
到更广泛的传播、弘扬，让世界更
加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
人，《诗忆东坡》也十分注重国际化
表达。成功创演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沿革对外
文化交流传统，思考立足中国传统
文化、对标国际市场和国际审美的
表达，向世界介绍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诗忆东坡》是又一
次对古老厚重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掘
整理的过程，也是一部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艺术手段、审美理念紧密结
合的创新探索之作。

谈及 《诗忆东坡》 对于受众欣
赏习惯与偏好以及艺术风格的偏
向，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景小勇说：“对于国内观众来
说，《诗忆东坡》采用现代舞这种艺
术形式，或许不能像 《只此青绿》
一样，在短时间内受到广泛喜爱，
但我们的创作定位是立足于向全世
界讲中国故事，实现交流互鉴、美
美与共，所以也需要考虑国外受众

的接受形式和欣赏习惯。这部作品
开创性地将现代舞与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在一起，用符合国际审美的现
代舞形式介绍中国文化、中国哲
学、中国人，力求向国外观众呈现
一个真实的东坡形象，希望能经得
起时间和观众的检验。”

三

苏东坡诗词的豪放，可谓从心
所欲不逾矩，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
下，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释放，既
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同时又严
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
止”。钱锺书说，李白之后，古代
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

放”。《诗忆东坡》 试图表达的，正
是这种“豪放”。

《诗忆东坡》 将现代舞蹈创新
性地融合诗词、国画、书法、篆刻、古
琴、戏曲、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以音、舞、诗、画的综合视
听体验，深度提炼中国古典哲学和
美学精粹，以中国传统写意的手法
回溯千年，与苏东坡这位“异代知
己”达成对话。作品着力以国际艺术
视野探索中国文化的时代表达，开启
对古代诗意精神的现代寻觅。

剧作 19易其稿，不断进行各幕
比例的细致磨合调整，将苏东坡更
为突出影响中国人至今天的人生跌
宕后的旷达、乐观精神，进行重点
还原，用“一蓑烟雨任平生”表达其
人生哲思，并单独成为第六幕，突出
苏东坡已然超脱、无喜无悲、胜败
两忘的人生。《诗忆东坡》从苏东坡
一生创作的3000多首诗词中提取15
首代表其人生态度的篇章，展开其内
心深处的精神图景，又从 14 枚印章

追忆东坡留存于世的多面人生底
色。悠悠古琴于舞台一角弹拨起清
澈又深沉之音，高悬的巨幅古画似凝
固的时空，思想和精神自千载之间奔
涌而来，舞不尽满目的诗情画意。

四

《诗忆东坡》不仅是跨界融合、
创新传播的生动实践，也是央地合
作的新篇章。作品集结了国家文艺
院团、地方政府、基层院团和中央媒
体等国内外顶级文化资源，沿革模
式经验，发挥各自优势，开创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IP 转化的新机制。

这是一部强强联合的剧作：特
邀知名编导、舞蹈家、画家与视觉

艺 术 家 沈 伟 担 任 总 导
演、编舞、编剧、视觉
总监、舞美设计、服装
设计、造型设计，由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
书长、国家一级编剧、
电视剧“飞天奖”评委
郭长虹共同编剧，由旅
法华人作曲家、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
总监陈其钢担任音乐总
监，由2008年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残奥会闭幕
式灯光设计萧丽河担任
灯光设计，由中国书法
院副院长杨涛担任书法
篆刻设计。剧目以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的创作演
出队伍为核心，囊括排
练总监林辰、刘翠及音
响设计孙朝君等优秀青
年主创，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盛浩哲、左思远、
孙鹏、刘珂、刘洁和四
川眉山歌舞剧院等20多

位优秀青年演员出演，北京师范大
学副教授苏鹏、北京舞蹈学院副教
授曾焕兴以及吴孟珂等国内外一线
舞者加盟，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演奏
家赵晓霞现场演奏。

同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特聘
多位国内文化专家为艺术顾问，有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四川
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郑晓幸，中国
国家画院院委张晓凌，北京师范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康震，知名导
演、编剧周七月，北京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他
们从舞蹈、书画、文学研究等多方
面为剧目创演“保驾护航”。

“ 《诗忆东坡》 是我目前最难
创作的作品之一。”沈伟说。出身中
国传统戏曲湘剧世家、自幼修习中
国水墨的沈伟，在捧回美国舞蹈节

“终身成就奖”之后，应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邀约，“用四个月研究东坡，
找来一切可收集的资料，寻觅一种

可以在舞台上呈现苏东坡的才华和
魅力的方法”。他表示，希望通过综
合多种艺术形式的表达，让这部作
品能够触及人的内心，与每一颗走
近它的心灵沟通。

“诗是进入苏东坡精神世界的青
云梯。”编剧郭长虹认为，苏东坡是
每个中国人心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在他身上，物与我无间，古与今同
在；宇宙人生、神思物色，奔来胸
次，大块噫气、青萍微茫，皆是诗
意。《诗忆东坡》 的故事从追忆开
始。追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特
有的思维习惯，苏东坡也是一个经
常追忆的人。“这部作品既是苏东坡
本人的追忆，也是我们对共同记忆
的 追 忆 ， 就 好 像 一 层 层 剥 开 锦
囊，进入一道道门，看隐秘的风
景与故事。这些故事也无古无今，
因为，苏东坡就像高悬中天的月，
秦时汉时，古月今月，照到的都是
一样的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郭长虹说。

书法在苏东坡生命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诗忆东坡》中所有
诗词皆用书法、篆刻形式呈现。设
计者杨涛说：“苏东坡的文艺作品
中，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文词
赋，都彰显着既霸气磅礴又温婉隽
永的情感和风貌。书法是他所有情
愫最好的注脚，点画之间尽显风
流，浓湿枯淡之中满是人间悲欢离
合。因此，我们在设计上既要体现
东坡风骨，又要折射宋代书法整体
意趣。通过 《诗忆东坡》 的创作，
我们希望能激发更多国人对传统文
化的向往，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书法
带来的独特审美与精神体验。”

这部剧不但充溢诗书画韵，也
有古音相伴。全剧古琴音乐由古琴
大师龚一、李祥霆、曾成伟配乐，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现场演绎。“超凡
澹古的七弦瑶琴萦绕不绝，是不可
缺少的精神寄鸣。”赵晓霞表示，

“东坡‘善琴，不解弹’，却道出中
华文化流传至今的追求：愿闻天
籁，以成德音。他追求真同、古
雅，如当今的我们，都在寻觅一种
传递千年不息的文脉。在导演的视
角下，《忆故人》《酒狂》《阳关三
叠》《秋水》《神人畅》 ……这些回
响在华夏大地上的激越琴声，拨动
了我们的心弦。”

与月皎皎，向古而作。有人将
苏东坡一生的足迹做成了地图，发现
他去过大约18个州、90个城市，可
以说一生都在路上。《诗忆东坡》以
独具特色的审美体验、创新探索，
为苏东坡写一首现代诗篇、绘一幅
崭新画卷。创作者满怀真情，求经
索骥，描摹着这位济世救民、一往
情深、旷达乐观的伟大诗人，唤醒
观众潜藏于心的力量。

向苏东坡致敬，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