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qq.com

2023年12月13日 星期三

本报电（记者赖睿） 12月8日至10日，由中国
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相声小
品优秀节目展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3
场展演聚焦优秀作品的创作生产，原创新创节目占
比超90%，共70余位曲艺工作者参演，较好地展现
了当下语言类曲艺节目的整体水平。

3场展演共24个节目，以相声、小品为主，同
时融入二人转、谐剧、含灯大鼓等特色曲种，聚焦
现实，关注生活，受到观众喜爱。相声 《歌曲研
究》《这个好》《北京北京，了解一下》《重庆，要
得！》《三秦之宝》 和谐剧 《我们的力量》，从不同
角度展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小品《速度与激情》《换灯泡》《面子面
馆》 和相声 《如此热度》《到底听谁的》《万能公
式》，对多种社会现象进行关注；相声 《新说报菜
名》《套路吧水浒》 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新解读；
相声 《中国好舌头》《手机丢了》《想多了吧》《知

父莫如子》，小品 《板上钉钉》 等通过快板、贯
口、方言等方式，演绎老百姓身边的生活笑料；相
声《“非”比寻常》结合传统相声表现技法，展现
外国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二人转

《大西厢》 片段和含灯大鼓 《含灯赋》 则展示了优
秀传统艺术的魅力。

本次展演扩大参与者覆盖面，大多演员来自基
层和专业曲艺院团，其中基层曲艺工作者占比近
70%。参演演员平均年龄 38.4岁，既有知名相声小
品演员、曲艺界的中坚力量，也有曲艺新人挑大
梁、当主角。

据悉，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自 2013 年
起，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0届，成为推动语言类曲
艺节目创作和演出的重要品牌。展演广泛集结全国
各地相声小品名家新秀，推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语言类曲艺佳作，得到社会
各界和观众的广泛好评。

本报电 （闻逸）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指导，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杭州）、中外文化
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 佳节好物”主题展区亮相第27
届意大利米兰国际手工艺博览会。从陶瓷、丝织、扎染等传统
手工艺产品，到茶具、竹扇、书签等文创产品，来自北京、浙
江、贵州、四川等地的文化产品一一亮相，受到外国观众欢迎。

“多彩中国 佳节好物”主题展区设置“雅韵杭州·魅力良
渚”“节礼共赏·潮动国风”“中国彩陶·黄河文化”等专题区
域，许多外国观众在选购心仪的文化产品之余，纷纷以主题展
区为背景打卡留影。在“雅韵杭州·魅力良渚”展位，浙江省工
艺美术大师陈小波的龙泉青瓷作品吸引了很多观众，开幕期间
即有产品被藏家收入囊中；“中国彩陶·黄河文化”展位的陶瓷
器、新中式服装、创意配饰等，也引来大量观众驻足欣赏，销
量十分可观。

意大利茶业与花草茶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参观展区后说：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都很感兴趣，今天
能在米兰欣赏到这么多精美的瓷器、丝绸和文创产品，买到以
前只在视频里见过的手工艺品，我感到不虚此行。”

据悉，自开幕以来，主题展区日均客流量超3万人次，吸引
了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瑞士等30余个国
家的观众。

“明年，中意将迎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米兰国
际手工艺博览会‘多彩中国 佳节好物’主题展区，为增进民众
间了解和友谊，推动中外企业交流合作、互利共赢搭建了重要
平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凌霄说。

米兰国际手工艺博览会创始于1996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手工艺品博览会。因举办时间临近新年，大量客商来此采购节
庆礼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提供了交流对接、贸易合作
的机会。今年博览会的主题是“美的创造者”，参展单位来自86
个国家，分为旅游推广、文化宣传、手工艺展销与美食品鉴四
大主题。

本报电 （记者庞革平） 日前，首
届中国—东盟 （南宁） 文化月在广西
南宁开幕。据悉，首届中国—东盟

（南宁） 文化月将持续至2024年1月下
旬，活动期间将举办多项国际性文化
艺术活动。该活动面向中国、东盟乃
至世界各地的朋友发出盛情邀请。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 20 周年。多年来，中国与东盟人
文交流硕果累累。

首届中国—东盟 （南宁） 文化月
期间，多项重点活动开展，包括第十
届中国—东盟 （南宁） 戏剧周、第七
届中国—东盟电影展映、第十七届《春
天的旋律·2024》跨国春晚、中国—东盟

（南宁） 艺术展览美术作品展、邕城电
音节·东盟季、中国—东盟 （南宁） 动
漫展、南宁·越人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运动绿城·活力南宁”东盟国际体育
赛事系列活动、“文化旅游进商圈”活
动、“风情东南亚”专场演出等，好戏
连台，精彩不断。

同时，中国—东盟 （南宁） 文化
月还将打造东盟美食节、东盟特产一
条街，汇聚文创产品、创意手工、潮
玩、非遗体验、乐队表演等内容，深
入老南宁·三街两巷、南宁园博园、南
宁博物馆等城市商圈、景区、公共文
化场馆开展活动，汇聚多元业态和消
费场景，激发南宁消费活力。

留存影像记忆

摄影是大众参与度非常高的艺术形式。据悉，
本届全国影展自今年 2 月启动征稿以来，共收到
19520位摄影人投送的有效来稿 94476件。投稿作者
来自全国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以及港澳台、海外地区的摄影人。最终295
件作品脱颖而出，分为纪录、艺术、创意和商业、短
视频4大类别。其中，纪录类作品占据了相当比重。

正如本届全国影展纪录类评委李靖所说，记录
历史瞬间是摄影人的责任。本届纪录类作品题材丰
富，既有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绿水青山的表
现，也有对城市变迁、文化传承、家庭生活的记
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像记忆。

2023 年 3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线下 10 万人、线
上超 3000万人的目光聚焦到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
篮球联赛总决赛正在这里打响。摄影人韩丹在 2022
年就关注到“村 BA”，这次，他专程从浙江赶到贵
州，记录下这一全民参与的文体盛宴。“我觉得只拍
比赛画面还不够，我想全面展现这项活动的活力和
人们的精神面貌。”韩丹说。于是，站在梯子上的观
众、自媒体直播现场、练习篮球的小学生等画面，
都进入到组照《“村 BA”》中，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乡村
文化的兴盛。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展示摄影人长期对某一内
容的系统拍摄，鼓励用影像反映重大题材。本届全
国影展中，长期关注单元来稿量显著增加，25件入
展作品中，拍摄时间超过10年的作品有18件，超过
30年的作品有7件，最长拍摄时间长达48年。

1983 年的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宜山镇水运码
头、1994 年温州农村妹子用上手机、2021 年开启电
商直播……长期关注单元作品 《温州往事》 是摄影
人萧云集跨越近 30年的拍摄。作为温州人，他把镜
头对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敏锐捕捉到人
们生活中各异其趣的瞬间和细节，记录下个体命运
与时代洪流碰撞的生动故事。“我觉得普通老百姓对
待柴米油盐的认真态度就非常美。”萧云集说，他想
以一个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拍
出自己眼中的温州人。“纪实影像的价值是时间给予
的。”他坦言，一些当时看似平常的画面，经过时间
洗礼，现在变得非常珍贵。

观众陈女士是厦门当地人，她在长期关注单元
作品前久久驻足。“每张照片都很有故事性，把它们
连在一起又拉伸出时间线，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故
事。”她说，很多画面都值得反复回味，也勾起了她
对往事的许多记忆。

表达丰富多元

入展作品不仅内容题材广泛，艺术表达也丰富
多元，在传统审美、时尚表达与摄影相结合的创作

上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摄影人根植
现实、日益拓宽的创作视野与逐渐深化的艺术思考。

艺术类组照《山水生态 水墨意趣》用古典工艺
摄影铂金印相的技法，在宣纸上呈现山水自然的生
态景观，力求用中国式摄影语言表现文人意趣。“将
西方摄影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的主要
探索方向。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之美与
摄影快门下的瞬间之美有相似之处。”创作者祁小龙
说。这组照片以原作直接展出，仔细观看，宣纸上
还有很多草梗。祁小龙说，这也是他影像语言的一
部分。

组照 《寄·塞尚》 是 5幅盖有中国、法国邮戳的
明信片，画面是致敬法国艺术家保罗·塞尚的水果和
静物。作者郭净用丰富的想象力建立起一种跨越时
空的关联：把摄影作品从中国邮寄到法国塞尚的故
居，又从法国寄回中国。画面上的邮戳都是重要时
间节点，如北京冬奥会、中国兔年春节等，通过微
小的细节和有趣的画面语境，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对
话。据悉，作品采用了拍摄、扫描、手工做旧磨损
等多项工艺，少量素材是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

AI 的快速发展，使得输入指令即可生成图像。
这或许是视觉艺术行业的又一次技术革新。在本届
全国影展中，摄影人也关注到 AI 带来的更多可能。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筑梦》，将作者一家四口的证件
照与AI成像图进行对比展出。在AI成像中，妈妈是
温柔善良的天使，爸爸是身着盔甲的勇士……作者
陈潇说：“通过AI成像技术与无痕换脸技术，打造出
我们一家人心中的完美形象。”

与时代同行

66年前，1957年12月，首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在北京开幕，开启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一幕。如

今，全国影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
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摄影
活动。66 年来，展览始终与时代同行，写沧桑巨
变，存历史记忆，在新时代体现出摄影艺术的新气
象、新作为。

全国影展对摄影艺术新发展秉持开放态度，例
如顺应短视频创作与传播兴盛趋势，本届展览将

“多媒体类”更名为“短视频类”，收到的短视频类
投稿作品相比往届成倍增长，包括 《我永远等你们
回家》《寻迹东北》《野性阿尔金》 等 20 件作品入
展。“短视频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也到了
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必须创新的关口。”本届全
国影展短视频类评委常河认为，无论是内容创意，
还是新技术运用，当下短视频创作都还有很多可以
挖掘的地方。

本届全国影展展出场地面积达10000平方米，展
线长度约 1500米，均为历届全国影展之最。林先生
在观看展览后说：“展览内容很丰富，也很全面，有
些镜头语言很新颖，我非常喜欢。”本届全国影展还
推出线上360°展厅，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

据悉，全国影展自此将连续 5 届 10 年在厦门市
举办。“首届厦门影像艺术周”、主打全民参与的

“美图秀秀全民摄影季”以及“鼓浪屿摄影历史交流
音乐会”等活动，在本届全国影展期间相继举办。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
说，今天的摄影创作，视野更加宽广，表达更加丰
富，传播更加多元。广大摄影人在题材选择上既积
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主题，又观照质朴真
实的百姓生活；在艺术表达上既传承传统审美意
趣，又努力探索当代视觉表达。希望更多摄影人以
本届全国影展为新起点，勇立时代潮头，回应人民
所需，坚持守正创新，用影像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伟大诗篇。

“多彩中国 佳节好物”主题展区工作人员向外国观众介绍
剪纸作品。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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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首届中国—东盟（南宁）文化月开幕式现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摄

演员在首届中国—东盟（南宁）文化月开幕式现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摄

中国“佳节好物”亮相意大利

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举办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举办

相声《歌曲研究》表演现场。 邵玉茹摄

记录时代发展 呈现时代气象
——第29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侧记

本报记者 赖 睿

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
协会主办，厦门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
29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以下简称

“全国影展”） 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
新城市民广场展览馆举办。295件入
展作品集中亮相，多方位、多角度记
录时代发展，呈现时代气象，展现中
国摄影艺术的新探索、新成果。

观众参观展览。 王知临摄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作品《变迁》之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解放乡，沙且日各在新房
子里收拾。 杨凯生摄

纪录类组照作品《“村 BA”》之一：在贵州省台
江县，当地妇女也参与到篮球运动中。 韩 丹摄

艺术类作品《襁褓》。 吴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