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护好城市文脉和留住市民记忆中的“乡愁” ，重庆市南岸区近年

来因地制宜对弹子石、龙门浩和黄桷垭三条城市老街进行改造升级。 当地

从细微处着手，对老街进行城市更新、文物古建筑“活化” ，实现城市建筑

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

这些经过改造的老街重新焕发青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感受“旧时光” 里的新生活。

新华 / 传真

评弹

时讯

五声八音，十二律吕，国风雅

韵。在春光和煦、万物复苏的初春

时节，国家大剧院首届“国乐之

春” 于 4 月 8 日启幕。 这是继成

功举办 7 届 “中国交响乐之春”

后， 国家大剧院首次推出的以民

族音乐为主题的艺术节。

在为期 21 天的时间里，来自

国内的近 10 支民族管弦乐团、30

余位当代国乐名家齐聚一堂，奏

响祖国大地上各具风格的多彩国

乐，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演绎，展

现民族音乐文化的艺术传承与时

代发展。

亮点十足， 令人耳

目一新

首届“国乐之春” 的开幕音

乐会， 由国家大剧院携手中央民

族乐团共同策划。 作为首场音乐

会，其无论在嘉宾阵容、表演曲目

或架构设计上，都做了精心设计，

令人耳目一新。

音乐会特别邀请到中国交响

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李心草、国

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与中

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刘沙历史性

同台。李心草、吕嘉二位中国交响

乐界的指挥名家， 此次更在同一

舞台上为观众献上了自己的“民

乐首秀” 。

吕嘉以一首 《云山雁邈》率

先开场。 作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

团的掌舵人， 吕嘉在欧美指挥歌

剧及音乐会近两千场。 他是第一

位在意大利担任著名歌剧院音乐

总监的亚洲指挥家， 也是第一位

执棒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

家。在他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从未

指挥过民族管弦乐团。 这次与中

央民族乐团首次牵手， 在选曲方

面， 吕嘉意在突出民乐的意韵和

唯美。

“这是我第一次指挥民族管

弦乐团，既忐忑又欣喜，与民族音

乐演奏家合作有一种新的挑战和

快乐。把民乐作品中的色彩、线条

和律动诠释出来， 是一件很有成

就感的事情。 虽然我之前没有指

挥过民乐团， 但是我非常关注民

族音乐， 如何弘扬和发展民族音

乐，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

课题。作为一名指挥，我必将尽自

己的一份薄力。 ” 吕嘉说。

同为首次指挥民乐， 指挥家

李心草在下半场甫一登台就收获

了雷鸣般的掌声。 乐团在李心草

的指挥下，音色丰富变幻，层层递

进，错落有致，将国之风骨、民族

之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李心草

年少成名， 音乐足迹遍布全球五

大洲， 在交响乐和歌剧领域的成

就备受瞩目， 更多次在国家级外

交活动的文艺演出中担任音乐总

指挥。谈到首次指挥民乐，李心草

说：“我对大型民族管弦乐涉猎

很少， 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指挥

完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东

西方音乐是相通的。 西洋乐的指

挥中对句法、音乐性格的要求，同

样适用于中国民族音乐。 ”

名家名团， 展现积

淀成果

以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编制构

建整场音乐会， 是对指挥艺术水

准的高难度挑战， 也是对乐团素

质、技巧和配合度的高强度考验。

“此次邀请交响乐指挥来指挥民

乐， 希望达到广度和深度的结

合。 ”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琵琶演

奏家赵聪说。

据介绍， 为充分展现民族音

乐百年发展的深厚积淀， 以及进

入新时代后取得的丰硕成果，此

次开幕音乐会挑选了近年来民族

音乐领域极具代表性的 12 首曲

目：开场曲《云山雁邈》围绕潮州

筝曲《胡笳十八拍》的主题发展、

变奏、重构，颇具汉唐大曲遗风的

曲调兼具潮州音乐恢弘大气之

美，把观众带回汉唐盛世；源于琵

琶古曲的《将军令》展现了国乐

春日已至、正当其时的气概；委约

作品《国风》以鲜明的音乐性格，

彰显中国风骨和民族精神……

“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发展

已经有 100 年了，特别是近 20 年

发展非常迅速。 无论从乐器制作

工艺、 当代演奏家和乐团水平还

是作品创作要求来看， 都提高很

快。以前，一直没有一个平台进行

相互交流和切磋，此次‘国乐之

春’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 这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

普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刘

沙说。

据了解，本届“国乐之春” 艺

术节上，除了中央民族乐团，中国

广播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

北京民族乐团、 中国音乐学院中

国乐派国乐团等在京民族乐团，

以及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河北民

族乐团、 吉林省民族乐团等地方

民族乐团也将陆续亮相。

在艺术阵容方面，姜克美、周

东朝、崔君芝、唐俊乔、韩雷、张维

良、宋飞、王中山、吴玉霞、赵聪等

30 余位老中青三代国乐名家将

登台表演。 演出曲目有《春江花

月夜》《霸王卸甲》 等传承多年

的古曲，彭修文、胡登跳、刘德海、

顾冠仁等老一辈作曲家笔下的经

典，施万春、赵季平、张千一等当

代作曲家的力作以及青年作曲家

的作品，经典与创新之作并存。形

式上则包括了独奏、协奏、重奏、

民乐室内乐等。

“我们将努力把‘国乐之春’

打造成名家名团齐聚的民乐盛

会，向观众展示民乐的底蕴、延展

性、艺术性。 ”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

副部长王路藜说。据她介绍，除了

指挥家跨界执棒、 西方古典音乐

的民乐改编等亮点之外， 从本届

开始，每届“国乐之春” 还将探索

呈现一场特别的闭幕演出， 即围

绕一种民族乐器， 形成极具仪式

感、名家云集的策划音乐会。今年

的闭幕特别策划音乐会已确定为

琵琶演奏名家云集的 “琵琶之

夜” 。

“从开幕到闭幕的 20 多天

时间里，‘国乐之春’ 作为一个音

乐季的推出， 背后体现的是大家

对民乐市场的信心。这几年，国风

国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

爱。希望‘国乐之春’ 能依托国家

大剧院成熟的品牌运作机制迅速

成长，为推动民族音乐守正创新，

提升民族音乐的艺术水准和社会

影响力， 聚合民族音乐名家名团

发挥更大的作用。 ” 赵聪说。

将恋爱、结婚、怀孕、育儿、离

婚等环节“一网打尽” 的婚恋类

综艺，涵盖“母单” 、毕业生、30

岁以上人群、 离异人士等群体的

恋爱综艺， 描绘岁月静好的慢综

艺， 观察社交方式的群居生活综

艺……网络综艺社会关注度、影

响力持续走高，它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当下的部分情绪与焦虑，

折射出一些群体的社会心态。

从婚恋压力，到求职焦虑，再

到“佛系”“躺平” 等情绪，一些

网综因精准挖掘人们的兴趣话题

而成为超级爆款。爆款背后，是值

得关注的社会情绪。

———较为普遍的婚恋压力。婚

恋是网综里的“超级题材” ，市场

上有一大批关注恋爱、结婚、离婚

等不同阶段，聚焦“母单” 、离异、

大龄等不同群体的节目。 展示独居

生活或“大龄” 男女婚恋的观察类

节目走红，一定程度折射出对婚姻

的“低欲望 + 不将就” 态度正成为

一些年轻人的新选择。 面对离婚率

上升现状，离婚综艺则产生一种镜

像式心理效应，让部分观众看到婚

姻中的磨合、碰撞，一些话题也映

射到自身婚姻生活中。

与此同时， 网综也展现了当

下年轻人的婚恋观念。 不同于多

年前某婚恋节目中“宁愿坐在宝

马车里哭” 的言论，在一档异性

交友网综里，90 后女生关于 “面

包我都有，姐姐只要爱情” 的表

达， 引发了有关支持女性经济独

立的热议。

———“打工人” 的职场内卷。

求职竞聘类、 职场观察类网综走

红背后,是当下中国社会数量极其

庞大的“打工人” 群体。当前,青年

人在学业、 工作中面临日益加剧

的竞争,此类综艺试图通过职场工

作及同事间、 上下级间关系的观

察式呈现,提供“攻略手册” 。

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一些网

综中求职者、 职场人的形象普遍

“精英化”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

下“内卷” 的职场生存状态。 例

如， 在一档职场竞聘类综艺节目

中 ,实习生多是“高颜值学霸” ，

就读于国内外知名院校， 读书期

间成绩优异，不少拥有良好家境。

一些观众表示“看完更焦虑了” 。

———“求躺平” 的心理诉求。

在一档近距离观察体验城市年轻

人生活的网综中， 节目组请来心

理医生为年轻人做焦虑自评量

表。一档选秀节目中，一位选手因

反复公开表达自己 “进不了决

赛”“回家不录了” 而意外出圈

走红。 这迎合了这个时代拒绝高

压的部分心态， 治愈类综艺一定

程度上成为人们压力之下的一个

情感出口。

网综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直

接、密切，为用户带来伴随式、即

时化的时空体验； 它正开辟出一

个巨大的文化空间， 潜移默化影

响观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作为社会情绪的重要出口之

一， 网综也是社会价值观引导中

最接地气的“排头兵” ，应强化节

目价值观建设，注重输出理性、客

观、高质量的观点内容，走好进阶

之路，成为观众的优质精神食粮。

日前，“中国书法兰亭奖

终身成就奖艺术家作品展” 在

中国美术馆开渠厅开展，是获

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艺术家作品的首次集体呈现。

展览持续至 4 月 27 日，

共展出 19 件作品， 涵盖篆、

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囊括

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书法兰

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潘主

兰、启功、王学仲、李铎、沈鹏、

欧阳中石、孙其峰、刘江、沙曼

翁、姚奠中、尉天池、陈方既、

刘艺、孙伯翔、周慧珺及“中

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 称

号获得者高式熊、张海、沈定

庵、段成桂的代表作。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表示，期待观众可以从中感受

老一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家

国情怀，感受当代中国书法的

正大气象。

据了解，中国书法兰亭奖

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奖，而

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是对为我国书法事业作出突

出贡献，年龄在 75 岁以上，德

高望重、德艺双馨书法工作者

的最高褒奖。

王广燕

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艺术家作品开展

作家胡竹峰散文精选集

《惜字亭下》 近日由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者继

《中国文章》 之后的全新作

品集。

《惜字亭下》共 25 万字，

分五辑， 第一辑写古物之美，

第二辑写乡村风物，第三辑写

人间味道， 第四辑写山川大

地，第五辑写徽戏传承。 古物

之中有字画、 书卷、 古环、铜

印、砚台、老茶等；乡村记忆中

有水牛、竹林、桃蝶、锦鸡、芍

药、梨花等；寻味篇有莼菜、豌

豆糊 、松花饼 、萝卜干 、烧饼

等；山川描绘有登楼、看雪、观

雨、照日等；徽戏勾勒有傩、梆

子、二夹弦、打目连、黄梅戏、

坠子戏、平安戏等。水墨丹青，

乡野人家，草木虫鱼，梨园戏

影，贤哲意趣，天地家国，都被

作者信手拈来，写诸笔下。

出版方介绍，以优雅汉语

书写站在大地与时代之上的

人民之美，是本书浓墨重彩的

地方。不管是写古物、写故乡、

写饮食，还是写山河、写戏曲，

终究都是写这些事物背后善

良、可爱、重情的中国人民。

路艳霞

胡竹峰《惜字亭下》

书写山川风物

新华社电 日前 ，“海棠

花 开 向 未 来——— 2022 年 海

棠诗会暨宋 庆 龄故 居海 棠

文化节” 在北京宋庆龄同

志故居举行 ，并在网络平台

播出。

为集中优势资源、 打造

精品项目， 今年的海棠诗会

与宋庆龄故居海棠文化节相

融合，围绕“冬奥盛会”“丝

路花语”“共向未来” 三个

篇章展开。 知名演播家、主持

人以诗朗诵为主， 结合多种

艺术形式， 重温北京冬奥会

故事，讲述百姓幸福生活，展

现“一带一路 ” 合作共赢成

果。 同时，少年儿童朗诵团、

宋庆龄同志故居以及北京市

什刹海街道的工作人员等以

各具特色的演绎， 唱响春天

的赞歌。

据介绍，宋庆龄故居海棠

文化节是宋庆龄同志故居文

化活动品牌之一， 自 2010 年

启动至今已举办十三届 （含

今年）。 历届海棠文化节以花

为媒，以文会友，吸引海内外

宾朋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此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中国———东盟中心支

持， 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

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宋庆龄

故居管理中心共同主办。

2022年海棠诗会云上启幕

大戏东望·2021 全国话

剧展演季的三 部展 演 剧目

《前哨》《逆行》《今夜星辰》

日前在“北京时间” 和“戏剧

东城视频号” 同步直播。

《前哨》《逆行》《今夜

星辰》三部戏都是思想性、艺

术性过硬的作品， 在创作和

舞台形式上也有突破。 《前

哨》突破传统话剧演出模式，

采用戏剧舞台富有创新性的

“双线套嵌式” 结构，精心构

筑三个不同时代青年人的跨

时空对话。 《逆行》是第十七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以

武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刘宇

先身患绝症仍坚守岗位抢救

生命的“逆行” 为主线，全景

展现了武汉人民在抗疫中的

巨大牺牲和努力 。 《今夜星

辰》以郭永怀、李佩夫妇为原

型， 讲述了两人深厚的家国

情怀。 郭永怀烈士是中国力

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

研究的开拓者， 也是唯一一

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 “两弹

一星” 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为

国家培养了 一大 批科 技人

才。 在郭永怀牺牲后，夫人李

佩秉承他的遗志， 在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

学的英语教授的岗位上，奉

献了毕生的心血。

牛春梅

全国话剧展演季

三部大戏线上直播

网综要走好进阶之路 提供优质精神食粮

蒋芳 邱冰清

融合传统与现代，首次推出以民族音乐为主题的艺术节———

国家大剧院首届“国乐之春”启幕

郑娜

重庆“活化” 老街焕发青春

图片新闻

游客在重庆南岸区龙门浩老街的陈列馆参观。 重庆南岸区龙门浩老街。

李心草（右一）、吕嘉（中）、刘沙同台指挥“国乐之春” 开幕音乐会。 （资料图片）

音乐会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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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来自海峡两

岸 40 位艺术家的近百幅绘

画、书法和篆刻作品日前亮相

台北。 与会的艺术家、社会知

名人士在开幕式上纷纷表示，

要以文化艺术力量为两岸交

流注入新气象。

此次展览名为 “墨潮新

象———2022 春季海峡青年艺

术交流展” ，以当代的思考和

潮流的变化演绎当下时空艺

术创作者对水墨艺术的理解，

反映两岸青年艺术家水墨创

作的现状，吸引了许多艺术爱

好者前来观赏。

台湾艺术大学陈炳宏教

授担任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福建省美协名誉主席翁振新

教授担任学术主持。 大陆方

面包括中国美术家 协 会理

事、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王来

文，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福

建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赵胜

利， 福建画院院长张永海等

16 位艺术家的作品参展。 台

艺大教授陈炳宏、 林锦涛和

何尧智等率台湾青年画家共

襄盛举。

自 2019 年起 ，“两岸影

像艺术文创协会” 发起举办

海峡两岸青年艺术联展，平均

每年在台举办两场以上书画

展览，截至目前共举办了十余

场不同规格的艺术交流展。 本

届参展艺术家数量更多，作品

广度和层次更高。

“两岸影像艺术文创协

会” 理事长郭庆璋在致辞时

表示， 该项活动三年多来，除

了推动两岸中青年以书画艺

术为媒进行常态化交流外，已

扩展至摄影、戏剧等其他艺术

的领域，为两岸青年艺术交流

开拓了更大空间。

春季海峡青年艺术交流展

在台北举办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