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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调研调研调研笔记笔记··数字文化数字文化③③

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5 月 4 日至 12 日，邵鸿副主席率全国政
协调研组赴湖南、广西开展了“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专题调研，深入当地机关、企业、村
镇、文化机构实地考察，并与有关单位、相
关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交流座谈，有很多新
的做法和亮点，给了我很多启示，收获很
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
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
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
大有前途。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繁荣和发展文
化事业、文化产业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实
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文化数字化
战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动文化
与科技深度融合，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丰富
文化产品供给，拉动文化消费，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今年的提案也涉及“艺术+科技”这
个话题，这是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
内容，并结合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实践所做的
一个提案。近年来，国家大剧院在“艺术+
科技”领域主动作为、积极探索，迈出了先
行先试的步伐。一方面，我们建立全面的、
专业的资源库，在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将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收进来”。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再
生 和 数 字 孪 生 ， 把 优 秀 文 化 产 品 “ 推 出
去”，让高品质的演出、展览等文化成果惠
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2020年 4月，国家大
剧院发挥国家文化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率
先在线上开辟“第二剧场”，精心策划、培
育线上演出品牌，三年多时间已累计播出约

180 场，总点击量超过 47 亿次。我们还成功完成全球首次舞台艺术“8K+
5G”直播，创新打造智慧剧院、推出全球首个8K舞台艺术影像展等，得到
了社会广泛认可，引发了业内强烈反响。

当前，各地在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方面也都实现了良好起步，但就真
正实现文化数字化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我就此次调研，再谈
几点体会：

一是推进文化数字化要明确发展目标。文化数字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与其他行业的数字化不同，需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
位，把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作为首要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这个角度
看，文化不能一味地“迎合迁就”，而是要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引导文化发展潮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群众文化素养，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二是推进文化数字化要避免流于形式。各地文化企业已经普遍把数字
化视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但是对于数字化还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有
的企业把上屏等同于现代化，把互联网化等同于数字化，只注重形式、不
在乎结果，只完成任务、不考虑效益，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
化。文化数字化应当更加关注实际成效，借助科技力量扩大文化的影响
力、传播力，让更多群众参与文化、了解文化、热爱文化，努力做到发展
成果全民共享。

三是要不断探索适合文化发展的新技术。当前，文化领域与科技领域
信息沟通还不对称，文化与科技的结合还存在“两张皮”现象。文化数字
化的关键就是要体现文化的特点，而体现文化特点的新技术，比如 VR、
AR、MR、“杜比全景声”等，必须得到提升。为此，我们要加强顶层设
计，鼓励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与文化行业开展跨领域合作，孵化国家级创
新应用示范基地，推动新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为文化数字化奠定坚实的基
础。同时，支持文化机构善用科技力量，主动了解新技术、挖掘新技术、
吸引新技术，为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提供实践场景，有针对性地向
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品质精良的数字化文化产品。

四是要通过技术的迭代更新，驱动艺术品质不断提升。每一次技术的
进步都会带来艺术创作的变革。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广泛应用，在增强艺术
表现力、感染力的同时，也对艺术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充分依托
技术力量，建立成熟的录播体系、审核体系、宣传体系，解决好线上精品
呈现问题，建设好线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要注重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
数字化表达，以最前沿的表现形式传播弘扬中华文化。要加强与国际文化
机构的资源互换，持续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大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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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儿

闺女的生日昨天过去了，但没有
“过”过生日的那一套吹蜡烛切蛋糕吃
面条的程序。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红
包上写着：“小毛毛生日快乐！爸爸贺。”

毛毛是闺女的乳名。我们老家江浙
沪一带孩子的乳名都喜欢这么叫。记得
当年在原总政歌舞团家属院里，闺女的
同辈中就有好几个叫毛毛的小丫头。

小毛毛不小了，30 好几都有儿子
了。但在父母的眼里，她永远是个孩子。
至今她常常都会在吃饭的时候来叫我，
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地听见她扯着嗓门
在喊，“爸爸，吃饭了！”我就会在一刹那
间想起她四五岁时，十几岁时，二十来
岁时的声音和模样，也是叫这一嗓的声
音和模样。

一般说来，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记得
住儿女的生日的。但也常听人说，有不少
的儿女是记不住父母的生日的。再不要
说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生日记住
了，那简直就鹤立鸡群了。所以后人就拿
出了一个“孝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要说谁记住了父母的生日就算是
孝顺？要说谁记不住父母的生日就算不
孝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儿女是父精
母血所生的，亲身经历过的当然会记得
住，天经地义。而对儿女而言，父母只不
过是儿女存在的一种过往。做父母的，
儿女记不住自己的生日了，纯属正常，
也就算了吧。

其实儿女也只不过是人生在世的
一种结果。无论是好果还是坏果，都必
须自种自收，自作自受。儿女情长更是
人生在世绕不开、躲不过的一张网。父
母呢，都是网里的鱼。

闺女八岁生日的时候，我正随原总
政歌舞团小分队在遥远的海南下部队慰
问演出。在她那正值成长的岁月里恰是
我工作最忙的日子，让我总有一种因少
有照顾，而愧疚的感觉。记得当时我把所
有的思绪放在大海的面前浓缩成了一首
诗，今天重又读来，心头顿时重又奔涌起
了一片大海。

我的毛毛是一粒殷红的樱桃
放在我慈爱的手里如捧着一颗太阳
在她的阳光中我感受着人生的快乐
日子于此刻甜蜜透顶

在我的歌谣中她熟睡她长大
渐渐地不再需要我港湾的臂膀
从她奔跑的身影里依稀化作一只白鸽
我将站在衰老的屋檐下把她放飞

放飞的线头终会拴在我的心头
维系着她的阳光下的我的人生
慈爱的双手空空天际也空空
日子从此更多了牵挂与张望

我的毛毛是我老了时的一顶草帽
冬天为我挡雪
秋天为我遮霜
当春夏的风雨尘封了我的双眼
唯有我的毛毛才能使我涌出热泪一行

学 生

今天周一，大路上又该奔流着营生
的洪流了。

营生这个词旧时多用，现在少用了。
它应该是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
俗、旧习惯的“破四旧”的运动中被荡涤
掉的。其实营生这个词的实用性、包容量
还是蛮大蛮强的。顾名思义，营生就是经
营生活，其包含着职业工作、生意买卖甚
至谋生养生等一切创造生活的来源和维
持生活的方式。如果您要问我：干什么营
生？我答：唱歌的。您瞧瞧，这比问你是干
什么的？靠什么生活？会更让人觉得舒服
文雅，更显得明了方便。

昨天我在公益教室上了一整天的
课，10多位同学除了在京的，还有分别
从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专程前来上课
的。我给9位同学辅导了基本功训练和
演绎作品。教室里的一整天，都充满了同
学们浓浓的活力和勃勃的希冀。我被他
们青春的活力和美好的希冀所感染，所
焕颜。

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久了，他会成为
黑暗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光明中待久
了，他也会成为光明中的一部分。

当晚霞飘来的时候，大家纷纷挥别
了我。望着离去的同学们，有的匆匆忙忙
还要去赶飞机、赶高铁离京，我的微笑挂
在脸上，心里一阵莫名。

“莫名”这个词，现在也不见多用了。
它可做无法形容解，正反均可用，如莫名
的忧伤、莫名的欣喜。

昨天我的莫名既有莫名的忧伤，更
有莫名的欣喜。忧伤的是永恒的别离，欣
喜的却是忧伤后竟涌出的一种淡淡的纯
净和美好。那是为自己“营生”的纯净与
美好，而内心也纯净与美好着的不用言
语的表白。

我爱我的营生。
我爱我的学生。
因为我们是创造光明的那一微不足

道的部分，尽管很苦涩，很渺小。

写 字

日前有朋自蜀地来，送我一支毛笔。
毛笔是咱传统文化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中的老大，各地都有生产，而蜀笔我不知
道算不算是名笔。一般来说最闻名遐迩
的要数湖笔，产于浙江湖州。

我大概是在四五岁时开始学写毛笔
字的。祖父、父母对我学写毛笔字的初
衷，并不是要求我去学一门所谓的书法
艺术。而他们的认知，仅是盼望我长大后
能掌握一门技能，写一手好字谋一份好
差事。可不是吗？旧时入仕的教书的，账
房先生、药铺郎中，哪行哪业能离开了一
手好字？

我最初学写毛笔字时，先用的是羊
毫，有人便对母亲说，如此将来钧剑的字
会太软；于是赶紧换了狼毫，又有人对母
亲说，如此将来钧剑的字会太硬；于是母

亲又赶紧换了羊狼兼毫。而今毛笔字写
了有几十年了，也不知道自己的字性究
竟是软还是硬。

48年前来到北京后，才有了点用毛
笔的讲究。我曾向同龄人王镛兄偷学过
书法，敬佩他用一支中短锋的“秃笔”龙
蛇飞舞，也曾向前辈沈鹏先生请教过书
法，仰慕他用长锋能抒发出音乐的婉转
悠扬和歌唱的淋漓酣畅。

当然，他们是书法。我仅是毛笔字。
应该是在40年前，我常常去原总政

歌舞团的“ 邻 居 ”中 国 画 研 究 院 去
“玩”，看见刘勃舒先生、邓林大姐、龙
瑞老兄等都喜欢用一种叫“草帽崔”的
笔。“草帽崔”是民国时期享誉京城的
毛笔世家，因其创始人崔子斌无论是
春夏秋冬都喜欢戴一顶草帽，故人们
便将其笔冠名为“草帽崔”了。使其出
名的据说是齐白石先生，说有一天齐
白石手拿一支毛笔找到崔子斌，告诉
他这是用银圆从东洋买来的笔，好使
啊。可咱中国人拿着日本人的笔写字
作画是不是一种耻辱？在齐白石的激
励下，崔子斌经过上百次试制，终于使

“草帽崔”笔大获成功。
不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平心而论，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传承发扬也是
有目共睹的。

一眨眼，40年过去了，至今我写字、
作画都只用“草帽崔”，无二。在那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他的第二代传人，但凡从老
家河北任丘来京，都会专门到西三环原
总政歌舞团的宿舍找我。那是一位和和
气气的老人，只见他到了我家后，便把一
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笔从布兜里掏
出摆在桌子上，任我挑选，还朴实憨厚地
笑着说，郁老师呀，只要您看得上喜欢，
不给钱都行。

据说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
后来不见他来了，一打听，是他身体

不好了。记得他的儿子后来也来过我家，
同样把一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笔从
布兜里掏出摆在桌子上，但却没了他父
亲的那种“劲气”，那股“情热”了。再后
来，他儿子也不再来了。

但我现在写字作画仍只用“草帽崔”
的笔。我知道中国美术馆对面的“百花文
具店”里有它的专卖。我去过很多次，每
次都会专门去挑买两三支，一是挑出对
卖笔老人的思念，二是挑出了自己对那
段岁月的纪念。

今早看见了那支蜀笔，便想起了“草
帽崔”，想起了如此过往，想起了那位朴
实憨厚的卖笔老人。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东盟艺术
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花乡随笔三章
郁钧剑

我是在下午 4 点 25 分的时候进的
上海动物园。

这个时间去看动物，我自己都觉得
又新奇又特别。起因是路过动物园门口
的时候，被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给吸引
了。他说：还有5分钟！还有最后5分钟！
进还是不进？

进还是不进？问题直指心灵。
记忆里搜寻上一次去动物园是什么

时候？一时间居然想不起来。再一问周围
的朋友，回复是：10年前；有的则说，小
时候去过。

我努力回想着，几乎没有来过上海
动物园！真的孤陋寡闻了。世面见得少，
会妨碍想象力。

门票40元一位，进入园中，一幅地
图介绍如何进入这个神秘世界。上海动
物园建于1954年，里面饲养展示野生动
物470余种5000多只。

一想到自己要看 5000多只里面的
一部分，真是兴冲冲、喜洋洋。而且这个
时间点来到动物园，人少，树多，空气透
明，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此时此刻，
一辆小白摆渡车刷地驶来，工作人员依
旧情绪饱满：“最后一班，10块啦、10块
啦，最后一班！”

因为园子太大，为方便游客园区有
小白摆渡车。我扫码，10 元，坐上今天
的“最后一班”。“最后一班”的说法也
许有点夸张了吧？给人过时不候的紧
迫感以及与今生今世擦肩而过的压力
感。这样一想，车速呼啦啦地，满眼的
浮光掠影，突然，工作人员叫：10块到
了，10块到了！

这会儿的风，随着渐渐暗下来的夜
色，有劲地吹着，抖动的竹子沙沙沙沙地

响着，再抬眼，五六只木头木脑的雕塑熊
猫或躺或坐在你面前：大熊猫馆到了！

关于大熊猫馆，我想起一个特别的
故事。去年一月我看见在医院工作的肖
老师发的朋友圈，她跟医生们一起出诊，
居然是给国宝熊猫看牙齿！她至今都沉
浸在无比的骄傲与得意中，“你们是去看
熊猫，我跟医生也去看熊猫，可我们的

‘看’和你们的‘看’不一样，是给熊猫看
牙齿！我们看过熊猫的嘴巴好吧！张开嘴
巴看里面的牙齿好吧！”

我酸溜溜地说：这个牛，真可以吹一
辈子了。

原来，有只熊猫的牙齿蛀了，不方便
进食。从照片上看，医生们身着蓝色的手
术衣或白大褂，站在笼子的外面，手伸进笼
子里熊猫的嘴巴，看姿势，熊猫完全知书达
理，乖乖听从安排，接受医生的治疗……在
医生的关照下，熊猫很快恢复健康。

现在，我来到了大熊猫馆，有那么一
刻，竟还有一种熊猫比人多之感。从大玻
璃窗望进去，一只熊猫在睡觉，另一只洋
洋自得坐在吊椅上吃着竹子，任何视角
下的熊猫都无比可爱，憨厚可掬，肥嘟
嘟、圆滚滚，你真心想能不能跟它一起
吃？碧绿生青的竹子被它三下两下送进
嘴里，熊猫有强大的咀嚼肌，现在很多剪
辑视频里都有熊猫吃竹子的音效，十分

“杀馋”，非常治愈。
大熊猫馆很有趣的地方，还有一排

可供观看的熊猫食谱展示，告诉大家熊
猫喜欢吃什么，放在罐里的有玉米粉、黄
豆粉、大米粉、小麦粉、燕麦片，有碳酸
钙、磷酸氢钙、食盐、蜂蜜和花生油……

我给肖老师电话，她激动地叫起来：
我想念它们了！

走出熊猫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5
点30分，4月的上海，微冷、清朗、透明。
此刻的天空，像被神奇的手那么潇洒地
一挥，天色瞬间变成了灰褐色，只听见叶
子安静地落下，鸟儿嗖嗖地飞过，樱舞纷
扬，天鹅划开水面，袅袅余余，波澜有惊。

没走几步，树影的斑驳变得模糊且
迟缓，暗灰色染上树梢，穿过指缝黄昏的
天，像一幅幅木刻作品。渐渐的，一声由
远而近的吼叫声响了起来，起初听这声
音有点像是电影里的音效，十分瘆人，再
听着听着，声音多了起来，说“虎啸狼叫”
有点夸张，可还是让你忍不住回头，再看
看天，吓人倒怪，此起彼伏的动物的吼叫

声“呜呜呜”“嗷嗷嗷”着，黄昏的动物园
里，我缩在椅子上，听着交响曲，心里结
结巴巴紧张着。

你一定不曾想到黄昏的动物园有如
此奇妙且有趣的时刻吧？难以相信在四
周渐渐暗下来的自然里，你在倾听动物
们的告白……

我有多久没有这样倾听大自然里它
们的声音了？又有多久没有面对面跟可
爱的动物对视？春天来了，大地万物复
苏，大自然的躁动也唤起了它们的灵感吧，
或者到了饭点儿，它们有点急不可待地嗷
嗷待哺？也许是因为黄昏的光芒让它们放
松下来，一天要结束了，它们彼此招呼一
个，伸个惊世骇俗的懒腰，收工的节奏。

渐渐地，它们叫着叫着，有点欢乐
了，你一声，我一声；你扯一嗓子，我吼一
吆喝……渐渐地，声音小了下去，一天真
的要结束了。

从边门走出动物园的时候，已是万家
灯火。星光点点的都市里，有它们的声音，
这个世界里，我们倾听，我们告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倾听与告白
王丽萍

▲王宁 （左） 与姚爱兴 （右） 参加“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专题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