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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看 文化文化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在
耕耘——中国美术馆新年展”在京开
幕。展览围绕“美是由人民创造的”而展
开，以牛的形象为主体，展出中国美术
馆收藏的脍炙人口的名作（包括少量外
国美术作品）及部分邀约作品近600
件，分为“瑞牛呈祥”“时代壮歌”“大地
诗韵”“艺心同音”“石榴同心”“医者仁
德”“大国工匠”7个篇章，还有“书为心
画”“人民的形象（续篇）”（含“张安治绘
英模人物作品展”）2个专题展，涵盖中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摄影、工
艺美术、民间美术等类型。展览的九大
板块虽然定位不同，但从方方面面抒写
耕耘，从点点滴滴赞美耕耘者，弘扬耕
耘精神。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表示，中国美术馆用心策划这
个展览，就是在“十四五”开局、新征程
开启之际，用活泼的艺术作品响应和倡
导“三牛”精神，奋力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展
览将展至3月14日。 （张丽）

“美在耕耘——中国美术馆新年展”在京开幕

编者按：
第四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

成就展日前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
幕。本次展览以“崇德尚艺 潜心耕
耘”为主题，共展出田华、邵大箴、傅
庚辰三位老艺术家在各自艺术生涯中的
321 幅珍贵历史图片、211 件代表性实
物以及4部专题宣传片，从不同角度梳
理回顾他们取得的杰出成就，展现他们
牢记初心使命、追求德艺双馨、聚力精
品创作的不凡追求和艺术抱负。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
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李屹，中国文联副主席赵实，中
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李前光，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胡孝汉，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名誉主席冯
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董
耀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张雁彬，中国
文联十届荣委田华、邵大箴、傅庚辰三
位老艺术家和中国文联十届荣委、中国
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范
迪安，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中国剧
协顾问、著名朗诵家瞿弦和，以及各全
国文艺家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他们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杰出人物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
礼，按照中国文联党组关于开展“崇德
尚艺、潜心耕耘，做有信仰、有情怀、
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主题实践
活动的工作部署，中国文联国内联络
部、机关服务中心会同中国影协、中国
美协、中国音协为田华、邵大箴、傅庚
辰三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举办第四届
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此
次展览既是向老艺术家的致敬，也是为

青年文艺工作者汇聚追梦力量，将激励
和动员他们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
统，弘扬老艺术家崇高的精神品格，创
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精品力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
化强国建设，奋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田华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
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
顾问。1950年因主演《白毛女》而被
观众熟知，主演过20余部电影作品，以
丰富的生活体验，深厚的技艺功底，朴
实的表演风格，成功塑造了“喜儿”“李
玉梅”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人物形象，这
些人物形象和电影本身，已成为中国电
影发展史的生动注脚，田华也成为在中
国电影史上有着辉煌成就的艺术家。

开幕式上，93岁高龄的田华说：
“我12岁就参加革命，我是在新中国电

影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电影人，是
人民给予我无限的创作激情。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希望在这样重
要的时刻，我也能够有机会表个态，我
将永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我要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虽然我已经
93岁了，但是，我的年龄不‘封顶’。我的
心也和年轻人一样，是鲜红的！我将把我
从12岁参加革命时的精神始终如一地
奉献到新时代的文艺战线中去。我希望
自己还能够在文艺的队伍里，为人民服
务一辈子，对此，我终身无悔！”

“北风吹，雪花飘，祝大家欢欢喜
喜过大年！”田华讲话最后的一句祝
福，把大家带回到70年前的经典影视
作品《白毛女》的回忆之中……

邵大箴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美术研究》主编，中国文联第十
届荣誉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
会名誉主任。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
勒列宾美术学院，出版有《现代派美术浅
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欧洲绘画简
史》《西方现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
当代中国美术问题》等经典著作。他长期
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的研
究，力促中国美术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
被称为“中国美术史论界的常青树”。

86岁的邵大箴讲到，自己在看田
华主演的电影 《白毛女》 时还是中学
生，现在已是耄耋之年。邵大箴1960
年进入中央美院开始学习，他始终记
得，祖国培养他们这一批留学生赴苏联
留学时还不富裕，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杨
秀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250个农民
一年的劳作，才能培养你们其中一位到
苏联留学的学生！”这句话让邵大箴终
生铭记。他说：“我永远感恩祖国、感
恩人民，尤其感恩农民兄弟，党和人民
培养了我，如果说做出了一点成绩，那
是劳动人民给予我的！”他表示，虽然
年纪大了，但是还是要做点事，来报答
党和人民的教育之恩。

傅庚辰是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
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
级作曲家。他的音乐作品把生活、历史
与艺术融合交织在一起。傅庚辰以其优
美动听、堪称经典的电影音乐，把生
活、历史与艺术融合交织在一起，他创
作的《地道战》《红星照我去战斗》《红
星歌》《映山红》《毛主席的话儿记心
上》《雷锋，我们的战友》等作品，影
响感染了几代中国人，为广大人民群众
所深深喜爱，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考
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86岁的傅庚辰，在提到自己的人生
经历时说：“我是1948年穿上军装参加
革命的，如今一晃已经70多年了。参加
革命时，我还是一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
但是现在我的简历中写的是大学毕业。
是部队培养了我，人民培养了我，我年轻
时候立志，要努力做些事情，成为一名作
曲家，多创作好作品，回报给人民、贡献
给祖国、贡献给时代！”

三位艺术家作为新中国文艺实践的
参与者、经历者、传承者，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值
得被敬仰和铭记。展览开幕式上，中国
影协、中国美协、中国音协领导，分别
代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向三位老
艺术家献花。

四届大展旨在推动文艺事业繁荣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讲
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
艺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
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
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尤其是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真情守望、
以艺战“疫”，讴歌了抗疫勇士们的苍
生大爱、家国情怀，传递出全国人民勠
力同心、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力量。

历尽铅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
辛。中国文联举办老艺术家艺术成就
展，旨在通过珍贵的图片、画面和实
物，展示其艺术成就和理想追求，通过
回顾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历程，进一
步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弘扬
其崇高的精神品格。

此次参加艺术展的三位老艺术家，
一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以德培艺、言传
身教、传承创新，在为祖国、为人民的
文艺创作实践中书写了精彩的艺术人
生，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属于中国艺术
家的独特魅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自2017年开始，中国文联已连续
三届先后为才旦卓玛、夏菊花、白淑
湘、丁荫楠、尚长荣、刘兰芳、李维
康、吴雁泽、沈鹏举办“中国文联知名
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

才旦卓玛是中国音协顾问，著名藏
族女高音歌唱家，她的演唱民族色彩鲜
明，情感深切、音色恬静，《翻身农奴
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
党听》《毛主席的光辉》等经典歌曲感
染了几代人。

夏菊花为中国杂协名誉主席，著名
杂技表演艺术家，她创作并首演了“顶
碗”“柔术咬花”等杂技节目，率团出
访，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作出积极贡献，被誉为“顶碗皇后”。

白淑湘是中国舞协名誉主席，著名
舞蹈家，她自幼勤学苦练，成功地扮演
了《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和黑天鹅，被
誉为“新中国芭蕾舞台上的第一只白天
鹅”，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形象的扮演者。

丁荫楠为中国影协顾问，中国第四
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他毕业于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执导作品包括《逆光》
《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等，其
中凭借《周恩来》和《邓小平》两部作
品分别获得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导演奖和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
演奖。

尚长荣是中国剧协名誉主席，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创作并表演了《曹
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
等新编历史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首批传承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
被称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角艺术家。

刘兰芳是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著名
评书表演艺术家。她的评书说演，声音
洪亮，干练豪迈，但又细腻入心，声音
辨识度极高。她把自己早年间从大鼓中
学到的经验融入评书说演中，形成独树
一帜的艺术表演风格。她的评书作品
《岳飞传》《杨家将》传播量巨大，深受
海内外听众喜爱。

李维康为第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得主、京剧表演艺术家，首届“金唱
片”奖得主，被中国文联首推为“世纪
之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在京剧艺术的舞台上，她以华美大
气的台风，高若行云低如流水的“金嗓
子”，形神兼备、真情忘我、气度超凡
的表演，形成了独树一帜、具有鲜明个
性特色的表演风格，为传承京剧艺术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雁泽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
家，第三届“金唱片”奖得主。多年
来，他从事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研究工
作，曾出访过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的声乐艺术事业
增光添彩。

沈鹏是著名书法家、诗人、美术评
论家、编辑出版家，首批国务院有突出
贡献专家，在书法及诗词创作上都有很
深的造诣。他原创的艺术作品、深邃的
艺术理论以及辛勤的艺术实践，为推动
书法创作水平提高、弘扬民族文化作出
了突出贡献。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
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举办艺术成就
展，既是向艺术家的致敬，更是引导广
大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功书写伟大时
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
民族新史诗。

崇德尚艺 潜心耕耘
——记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

文/图 本报记者 杨雪

从1月16日起，由央视动漫联合
国际知名公司打造的“熊猫和和”系列
动画新作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
频道开启大联播。

“熊猫和和”系列国际合拍动画片
由国内外顶尖动画团队共同制作完
成，融入了中国和世界各国最具代表
性的民族风情、文化特色和自然历史
知识，充满世界多元文化色彩。

“熊猫和和”体现着谦和、融合、包
容的中国“和文化”，也承载着不同国
家间的文化之“和”。“熊猫和和”作为
中国首个动漫类文化交流大使，遍布

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
此次即将开播的“熊猫和和”系列

动画新片共有四部，包括体现中俄特
有动画艺术品位的中俄合拍《熊猫和
开心球》；体现中葡独特文化魅力和民
族风俗的中葡合拍《熊猫和卢塔》；兼
具知识性和趣味性、融合中国元素和
新西兰风情的中新合拍《熊猫和奇异
鸟》；展示中南文化交融魅力的中南合
拍《熊猫和小跳羚》。

该动画片也将陆续在俄罗斯少儿
频道、葡萄牙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国电
视台和世界观众见面。 （杨雪）

“熊猫和和”系列动画新作开播，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联合制作的
大型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迎来
第四季的首播。新一季节目立足“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围绕

“献礼建党百年，唱响英雄之歌”这一
主题，将华夏文明中具有民族精神和
英雄情怀的岁月经典“和诗以歌”，重
走英雄的淬炼之路，追寻他们伟大的
足迹。

创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文化
的《经典咏流传》，在第四季中，从《大
风歌》《定风波》《从军行》《为祖国而
歌》到《蝶恋花·答李淑一》，更强烈地
激荡着观众对于崇高精神的体验和对
于人生价值的思考。

全新升级的《经典咏流传》还深度
挖掘作品的当下价值特别是感召人心
的青春内涵，如《为祖国而歌》歌颂的
是一位战争时期不知名的青年陈辉曾
写下一万多行爱国诗句，后来牺牲在
抗战前线的故事。

本季《经典咏流传》除了一以贯之
的音乐高水准外，还加入了许多影片
资料，进一步强化了对经典故事的解
读和意义延伸。

节目总策划、央视综合频道负责
人许文广表示：“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从
未断流的文脉当中，英雄主义的浩然
正气从来就是我们最昂扬的底色。
2021年，正逢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
年。《经典咏流传》第四季为时代画像，
向英雄致敬。” （杨雪）

《经典咏流传》献礼建党百年

第四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海报

傅庚辰傅庚辰 （（左二左二）） 在现场为大家讲解展览在现场为大家讲解展览

田华田华 （（左一左一）） 在现场为大家讲解展览在现场为大家讲解展览

邵大箴在现场为大家讲解展览邵大箴在现场为大家讲解展览

弹幕早已是网络视频文化不可或
缺的部分。它始终是和网络视频的发
展变化一起发展的，弹幕既是对于视
频内容的点评、分析，更是观看视频的
人的互动、讨论。从早期看，弹幕往往
仅仅是年轻观众直抒胸臆的一种方
式，它是视频文化中有趣味、随性发出
的点评，彰显了网络最重要的，也是和
传统影视等文化最明显的差异关键
——互动性。点评激发新的点评，互动
让更多人卷入互动，受众在这样的介
入中，自己也变成了参与创作的一分
子，也在一种“流”的形态中让自己的
点评在作品之中获得了更多的意义。

这有点像中国古典小说的点评，
在文本的上下随手写下对于作品的点
评，可以发掘作品不为人知的隐秘，激
赏作品的妙处或抨击作品的不当，只
言片语之间，随意点画之处，都留下了
自己的“踪迹”，成为参与文本完成的一
个不可缺少的点评者，让作品在点评中
获得了另外一重意义。点评的弹幕随着
作品一直在“流动”之中。这样的“流”的
展开正是弹幕吸引人的地方，让人往往
欲罢不能，感受到互动性所构成了文本
丰富性的魅力。这样的弹幕一直是网络
视频文化的重要支撑。

现在，弹幕随着网络视频文化的
大发展和越来越“主流化”，已经有了
新的跃升，也越来越凸显了其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意义。它从视频的一种衍
生物，现在已经发展为视频本身不可
或缺的一个关键部分。很多年轻观众
的观看一定要有弹幕的互动，在这种
互动之中，视频本身既是一个可以观
看的故事或片段的展开，又是通过弹
幕丰富，有了众多参与者介入的文本，
视频本身变成了一种社交和互动的空
间，一面在议论讨论、说东道西，在滚
滚弹幕的流动中，视频不再是一个简
单的被观看的视频，而是一个具有互
动性和社交功能的“情境”，在这个共
有“情境”之中，受众和文本共同完成
了这个作品，没有弹幕，现在的网络视
频似乎就没有完整性，现在网络看视
频就是需要有弹幕的存在。

弹幕既是一种一个个个体的评
价，也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往往通过
弹幕的互动，网络中的很多趣味和要
求得到了自己呈现的方式。某种“集体
意识”在弹幕的对话和讨论之中得以
形成，也就构成了最直接的“口碑”、这
种群体性的效应其实是现在弹幕新的
重要影响。弹幕所反映的往往是年轻
群体的价值和他们的趣味，这其实具

有重要的影响力。
正由于此，弹幕对于视频文本和

视频的制作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弹幕
的反应，已经越来越影响到整个网络
视频的制作和观看的体系。制作者和
平台对于弹幕所表达的意向和想法越
来越重视，甚至弹幕可以决定网络视
频本身的价值或它的成败。尤其在最
近极为流行的直播之中，弹幕更是直
接参与现场中，其呈现的评价和感受
完全可以对于直播本身发挥重要影
响，甚至会决定直播能否继续。这些都
说明弹幕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嵌入到网
络视频文化的中心。

弹幕对于整个视频产业的影响力
更是不容小觑，这其实是未来整个视
频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具有关键
影响的方面。弹幕在当下几乎就是网
络文化中一种不可少的存在，它不仅
仅是一种点评、一句议论，而是互联网
文化的重要形态。

弹幕文化值得高度关切和认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

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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