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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

全 国 魔 术 · 滑 稽 比 赛 在 广 东 深 圳 举

行。这次有 24 个魔术节目和 9 个滑稽

节 目 入 围 决 赛 ， 最 终 《天 女 散 花》

《拯救者·越域》《光》《伞语》《幻·

境》《邂逅》《梦龘鹤湖》 7 个节目获

得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疯

狂厨师》《博物馆惊魂》《争光》 3 个

节目获得中国杂技金菊奖滑稽节目

奖。

中国杂技金菊奖致力于表彰精品

创作，培养杂技、魔术、滑稽新人，

鼓 励 艺 术 创 新 ， 自 1997 年 设 立 以

来，每三年一届。在本次比赛中，涌

现出一批精品力作，亮点不断。这些

作品在艺术呈现上具有很大的进步，

展示了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时代气

息，具有自信、从容的气质和开放、

包容的气度，一方面勾勒出近年来魔

术、滑稽艺术发展的成就与脉络，另

一方面也展现了中国魔术、滑稽的新

作为、新气象、新高度。

魔术是制造奇迹的艺术，常常令

观众们感到不可思议。比如重庆杂技

团的 《天女散花》，以大漠敦煌为主

题，以魔术空手出花为创作核心，充

分展现了魔术的技巧、手法，同时又

通过音乐、舞蹈、服饰、舞美等使舞

台呈现更加艺术化，令观众仿佛置身

于梦幻仙境之中，获得唯美的艺术享

受，不禁感叹“原来魔术还能这样表

演！”

从此次进入决赛的魔术节目情况

来看，融合是一个鲜明特色。魔术艺

术在创作编排中恰到好处地融合各艺

术元素和情境化、诗意化演绎，使传统

与现代交相辉映，艺术性和观赏性得

到极大强化，许多跨界与融合都令业

界称道。这也让我们深深感到，当代魔术的思维空间和技术

空间极为广阔，不仅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还紧紧追随时代步伐，通过新科技

手段，以多种媒介的美、多种审美经验营建新的魔术艺术。

杂技艺术概念中的滑稽，是指具有杂技技巧、魔术和马

戏表演属性的滑稽。在杂技这一艺术门类中，滑稽表演有着

巨大的自由度、包容性和伸缩空间，非常能体现创作主体的

艺术个性和创作才华。本届比赛中，滑稽节目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惊喜。《疯狂厨师》 体现了中式幽默的特色，融滑稽、

杂技、魔术等元素于一体，同时又坚守艺术本体，为观众带

来愉悦的全新体验。《博物馆惊魂》 中，文物被呈现在滑稽节

目的舞台，多种艺术元素让文物“活”了起来。《争光》 表现

的是现实题材，以滑稽艺术的特有形式关注家庭教育现象。

记得 2018年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中，三个滑

稽节目奖空缺两个，只有 《三个和尚》 获奖。本届比赛节目

数量多、形式多样、质量高，从不同角度彰显了中国滑稽艺

术探索创新的丰硕成果。

这些成绩与近年来杂技界推动滑稽艺术创作健康发展的

努力分不开，尤其是着力培养滑稽艺术人才，如中国杂技团

与北京市杂技学校联合打造滑稽人才大师班项目、上海马戏

学校开设滑稽专业教学，还有“滑稽表演人才创新能力培

养”培训班等，切实对滑稽艺术的传承、交融与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助推作用。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本届比赛参赛选手以年轻人为主，

表现十分亮眼。通过金菊奖这样高水平的交流和展示平台，

有助于他们学习和提高，成长为高素质的艺术人才，为魔术

与滑稽艺术的发展创新积聚深厚的力量。

新时代，新气象，作为魔术、滑稽工作者，我们要积极

坚守艺术理想，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倾力打造体现时代特

色、引发观众共鸣的精品力作，不断开拓魔术和滑稽艺术传

承发展的美好前景，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技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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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相拥，平凡不凡”“心若有光，天高地宽……”7

月 9 日晚，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首部越

剧现代戏 《钱塘里》 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上演，参加“与时代

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该剧以细腻、诗意而又具有现代美感的形式，讲述了一

个温暖而又治愈的杭州故事，展现“平凡”而又“不平凡”

的杭城温情。

据悉，《钱塘里》 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浙江小百花越

剧团） 建团以来首次创排的现代戏作品。导演王延松以“具

有江南都市情调的现代越剧形态”构造此剧的舞台形态，以

“新生活、新体验、新样貌”挖掘演员潜质，还原演员最本

真的自己，以此呈现一部“钱塘里的成人童话”。

该作品自 2022 年 10 月 27 日重大修改升级版首演后，历

经数次全国性巡演、杭州蝴蝶剧场驻场演出，其间不断采集

观众建议和专家意见，不断打磨提升，展示出了一部优秀作

品的精良用心和一个院团的时代风采。

作为浙江省唯一入选此次展演的剧目，《钱塘里》 于 7

月 9-10 日连续献演两晚。据悉，“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

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将从 7 月持续到 10

月，涵盖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为观众带来丰富

的文化盛宴。 （李寅峰）

越剧《钱塘里》参加
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在保护基础上
推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

小暑刚过，7 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却丝

毫不能阻挡故宫博物院内络绎不绝的观众

的步伐。红墙金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

显庄重辉煌，石板路上倒映着斑驳的光影，

与穿梭其间的游人相映成趣。气势恢宏的

建筑，璀璨夺目的文物……吸引着无数游

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

“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故宫，是我国现

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是人类珍贵的

文化遗产。”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都海江一边带着记者感受

这座雄伟壮观的历史文化殿堂，一边解说

着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和现在。

“这么庞大宏伟的建筑群和琳琅满目

的文物，如何做好保护工作，使它们得以延

续？”记者问道。

“故宫博物院的保护研究工作从来没

有停止过。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系统性保

护故宫文化遗产方面成效显著。”都海江告

诉记者，2003 年起，故宫博物院先后启动

了“故宫整体修缮保护”“平安故宫”工程，

对古建筑进行内外环境整治和整体保护，

为故宫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营造安

全环境，奠定了预防性保护的坚实基础。

2013 年的“平安故宫”工程，包含北院区建

设、地库改造工程、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世

界文化遗产监测项目、故宫安全防范新系

统、院藏文物防震项目、院藏文物抢救性科

技修复保护七个子项目，将“保护为主”的

思想落到实处。

“光保护还不够，还要让它真正活起

来，在保护的基础上，推进故宫文物和文化

遗产的传承弘扬。”都海江表示，这方面故

宫博物院有很多好的做法值得关注。

比如，发挥教育功能。故宫博物院围绕

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开展馆校合作资源共

享共创，联合北京教育学院“十四五”艺

术学科创新平台、北京市

学生金帆书画院推出古文字主题馆校合作系

列教育活动。还推出《我要去故宫》《哇！故宫

的二十四节气》《了不起的故宫宝贝》等优质普

及读物，以及故宫艺术公开课“中轴线上 读懂

故宫”“故宫小书包”“孩子，圆你故宫梦”等特色

公益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

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再有，将文物活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研发文

具、玩具、首饰等多品类文创产品，融入生活、

惠及大众。联合创作《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

宝藏》《上新了·故宫》《诗画中国》《紫禁城》等文

化节目，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音乐儿童剧《甪

端》《猫神在故宫》等内涵丰富、形式新颖的作

品，推出《故宫日历》《故宫回声：国宝南迁的传

奇》等优质出版物，让观众通过不同视角了解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唤起大众对文物保

护、文明守护的重视。

明 年 ，故 宫 博 物 院 将 迎 来 建 院 100 周

年。“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建设，是故宫博物

院百年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

件大事。”都海江告诉记者，北院区依山傍水、

区位显要，规划设计合理、功能设施先进，是

一座集文物展示、修复、保存和文化传播、观

众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园林博物馆”。北院

区的建成，将极大助力故宫古建筑空间腾退

和修复保护，有效缓解大型珍贵文物科学保

护和展示利用难等问题，为故宫博物院提供

新的发展空间，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优质的

参观服务和文化体验，更有利于挖掘阐释故

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多样化多角度
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从故宫午门一直向北，在承乾宫

之北、景阳宫之西，有一座二进院落

——钟粹宫。循声而去，“大圣遗

音——古琴文化展”正在展出，来此“打卡”的

观众纷纷驻足。

走进展厅，一曲苍朴雄浑、起伏跌宕的古琴

曲《秋鸿》，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展厅中陈列的每一件展品和来自历史深处的宁

静雅致。“故宫博物院与古琴有着极为深厚的历

史渊源，明清皇宫紫禁城中曾经琴声不断、名琴

罗列，盛极一时。”都海江告诉记者，故宫博物院

现藏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时代序列完整，

能够较为完整地展现古琴发展历史。

如果想获得更多的艺术体验，除了在钟粹

宫古琴馆，还能在故宫博物院官网“云游

览”，聆听来自遥远的古琴之声。“为了更广泛

地传播故宫承载的多元文化，故宫博物院从观

众需求出发，借助官方微博、微信、学习强

国、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开展云展览、云直播、

云教育，创新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形式，让广

大观众动动手指就能‘云游故宫’，观赏、体

验到故宫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都海江说。

“故宫博物院建立了首个大型数字展厅

——端门数字馆，大高玄殿数字馆也已与观众

见面。”都海江表示，故宫博物院将数字科技与

文物宣传传播结合，实现文物资源的永久性保

存和文化资源的最大化社会共享，在提升中华

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方面有着显著成效。比

如，举办过很多令人难忘的数字展览，

像《清明上河图 3.0》、“发现·养心殿

——主题数字体验展”“紫禁城里

过大年”等。其中，“‘纹’以载道

——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通过裸眼

3D装置、环幕、AR 漫游等技术手段，虚拟倦勤

斋等现实场景，打造全感沉浸式互动新体验，

使观众深刻感受到传统纹样之美。

都海江多年来致力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工作，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他在多

年的实践、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建议构

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效能科学评估体系”等

相关提案，受到关注。

“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是否兼顾严肃宏大

和鲜活生动？是否运用了适应不同区域、国

家、群体的传播策略？是否有规划地遴选使

用了传播媒介和推广对象……”都海江表

示，这些是中华文明对外传播力影响力如何

实现最大化、最优化，值得思考的重要问

题。因此，他呼吁构建一个科学的评估体

系，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

播效果进行评估，科学设置评估指标与维

度，注重评估结果运用，更好地提升中华文

明对外传播效能。

“同时，还要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着

力构建多元化传播议题。如故宫博物院积极

探索建设国际领先的零废弃博物馆，实施‘故

宫零废弃’垃圾分类项目，提升了博物馆的废

弃物治理水平和文旅承载力，向社会传递绿

色生活新风尚，为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

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都海江

充满信心地说。

今 年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由民进

中央指导，民进云南省委会等单位联合

摄制，民进会员创作并执导的红色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 《金沙水暖》 首映式日前

在京举行。影片生动展现了在红军长征

的峥嵘岁月里，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

云南，播下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

伟大的红军长征在云南一路波澜壮

阔 ， 一 路 荡 气 回 肠 。 红 军 走 过 云 南 昆

明 、 曲 靖 、 昭 通 、 楚 雄 、 大 理 、 丽 江 、

迪庆 7 个州市、34 个县市，纵横 3000 余

里 的 云 岭 大 地 ， 都 深 深 留 下 了 红 军 的

足迹。

《金沙水暖》 以法官洛桑阻止开发商

老胡砍树，被老胡告上法庭，洛桑给大

家讲述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云南展开

故事。

影片中的两场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场戏，军民鱼水一家亲。村民

们听说红军进村，因谣传害怕红军，纷

纷进山躲避。一位老大娘为了等晚回的

小孙女，来不及上山，于是提了一桶水

放 在 门 口 。 红 军 战 士 们 喝 了 老 大 娘 的

水，就在街边休息。老大娘开门看到放

在墙边的几块银圆，瞬间感动落泪，于

是招呼老乡们回来，把红军战士们请到家

里做吃的。借宿在大娘家的红军战士看到

老大娘和小孙女盖的被子很单薄，离开的

时候就剪下自己的半床棉被送给大娘，并

承 诺 等 革 命 胜 利 就 送 大 娘 一 床 崭 新 的 大

棉被。

编剧导演龙继云说，这两个故事是当

年红军长征过云南真实发生的故事，电影

中只是还原了当时的历史。

第 二 场 戏 ， 多 吉 和 梅 朵 的 凄 美 爱 情 。

被红军解救的多吉回到家里，无意中看到

救 过 自 己 和 梅 朵 的 红 军 侦 察 员 王 仕 才 被

抓 ， 于 是 冒 险 将 奄 奄 一 息 的 王 仕 才 救 出 ，

背到家里请父亲疗伤。王仕才在养伤的过

程中给多吉灌输革命精神和信念，改变了

多吉的人生观。

多吉给王仕才当向导，侦察敌情，王

仕才再次给多吉讲述革命道理。红军即将

离开的时候，多吉毅然决定参加红军。在

开满格桑花的湖边，新婚燕尔的多吉和梅

朵依依惜别，梅朵插了一朵格桑花在多吉

胸前，多吉也向梅朵保证等革命胜利后一

定回家和梅朵一起栽花种树，把生活的地

方变成一座大花园。

然而，天不遂人愿，苦苦等待了 15 年

的梅朵，最后等来的是多吉的遗骨。紧紧

抱着丈夫的遗骨，梅朵痛彻心扉，当插曲

《格桑花开》 的音乐响起，不禁让人心痛落

泪。后来梅朵将多吉的遗骨埋葬在一片开

满格桑花的山坡上，并栽下一棵小树。

多年后，梅朵病逝弥留之际，她拉着

孙子洛桑的手，告诫他一定要继续栽花种

树，一定要实现红军爷爷的遗愿，让生活

的地方变成花园。

此 外 ， 电 影 的 主 题 曲 和 插 曲 也 颇 值

一 提 ， 它 们 对 电 影 的 剧 情 起 到 了 很 好 烘

托 作 用 。 主 题 曲 《金 沙 水 暖》 大 气 磅

礴 ， 雄 壮 奔 放 的 旋 律 、 高 亢 明 亮 的 演

唱 ， 配 上 红 军 在 枪 林 弹 雨 中 渡 江 、 过 铁

索 桥 的 动 画 ， 让 我 们 身 临 其 境 ， 仿 佛 回

到 了 枪 林 弹 雨 、 英 勇 无 畏 的 年 代 。 插 曲

《格 桑 花 开》 优 美 动 听 ， 歌 颂 了 多 吉 和 梅

朵 凄 美 的 爱 情 ， 反 映 了 梅 朵 期 盼 丈 夫 多

吉 早 日 胜 利 归 来 的 迫 切 心 情 。 当 听 到

“ 我 等 你 在 永 远 的 未 来 ” 这 句 歌 词 的 时

候，不由让人潸然泪下。

《金沙水暖》 从一个个小人物的身上，

体现了一种博大的精神。红军爷爷的一句

承诺，梅朵、洛桑三代人的坚守奉献，体

现的就是长征精神，就是红军无私奉献精

神的传承和发扬。故事的最后，回到现代

法庭，洛桑告诉旁听的乡亲们，他为什么

阻止老胡砍树？因为那棵树下埋着红军爷

爷 的 遗 骨 ， 那 棵 树 就 是 红 军 爷 爷 的 化 身 ，

他发誓要让红军爷爷看到青翠的山林、潺

潺的小溪和开满格桑花的山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

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长征精神需要永

续 传 承 。《金 沙 水 暖》 宣 传 伟 大 的 长 征 精

神，弘扬革命文化，传播主流价值观，是

一部思想深刻、内容精良的佳作，是新中

国 成 立 75 周 年 的 文 化 献 礼 。《金 沙 水 暖》

的拍摄与上映，既是对无数革命先辈的深

情缅怀，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长征精神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

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观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金沙水暖》

毛梦溪

古韵流芳 文脉永续
——在故宫博物院听都海江委员讲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传播

本报记者 郭海瑾

■ 编者按：

日前，2024 世界文化遗产对话会举办，就“遗产·文化：系统性保护、展

示和传播”主题展开分享与探讨。故宫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信息丰

富、文化内涵深刻，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宝库。

2025 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为此，故宫博物院将策划推出一系列

活动，满足社会公众需求。近日，记者走进故宫博物院，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故

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都海江，听他讲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进一步提

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思考。

““大圣遗音大圣遗音———古琴文化展—古琴文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