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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在印度新德

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

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

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

理论和“中”“和”哲学思想，为世

界城市规划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 久 前 ， 非 遗 器 乐 剧 《中 轴 之

光》 在北京成功首演。该剧带领观众

感受沉浸式体验，将很多非遗元素融

入其中，让观众既欣赏音乐，又体验

非遗艺术，同时成为表演的一部分。

一弦一柱，演绎古今和美的音韵；一

拨一捻，诉说千年的动人故事。观众

循着美妙的乐声，仿佛置身在“北京

中轴线”上，从飞檐斗拱的永定门，

到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再到古韵悠扬

的钟鼓楼……宛若蛟龙的“北京中轴

线”，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营

造一卷如梦如幻的文化画轴。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

北 ， 始 建 于 13 世 纪 ， 形 成 于 16 世

纪，此后经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今

天全长 7.8 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城市

轴线。“北京中轴线”如古都之脊，

不 仅 串 联 起 万 宁 桥 、 景 山 、 故 宫 、

太庙、天安门、正阳门等历史文化

遗存，更书写着这座城市深厚绚烂

的文化底蕴。“北京中轴线”是体现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作

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它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

藏中国智慧，向世界形象地诠释了

“何以中国”。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之际，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

员会委员、国乐演奏家吴茜提出要排演一部有关北京中轴

线的剧作。之后，作为本剧的编剧和七首原创歌曲的词作

者，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该剧诞生的全过程。

非遗器乐剧 《中轴之光》 主要讲述了寻根少女在“北

京中轴线”上的文化体验故事，从永定门、天坛、钟鼓楼

等建筑，到箜篌、古琴、古筝等乐器，再到戏曲和舞蹈，

展现“北京中轴线”积淀的丰厚历史文化，体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象天法地、中正和合、礼乐交融的精神。剧中展

现中国传统乐器技艺和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并将戏曲、

舞蹈和绘画完美结合在一起，再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辉煌与璀璨。

本剧分为 《礼乐交融 希望之光》《象天法地 敬畏之

光》《以中为尊 奋进之光》《中正和合 和谐之光》 和尾

声五幕。由古及今，由南向北，由 《永定有门》《天地人

和日月光》《雨燕之恋》《愿听故宫一场雪》《钟鼓楼》《鸟

巢飞鸽》 等原创歌曲串联而起，荟萃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

髓、非遗器乐的天籁之音、书法艺术的高远意境、绘画艺

术的绚丽多彩、戏曲文化的生动鲜活、舞蹈文化的蹁跹身

影等。

在 人 物 塑 造 上 ， 则 极 其 简 单 。 三 个 人 物 ， 一 个 是 素

女 ， 以 音 乐 造 福 生 灵 万 物 的 神 女 ； 一 个 是 鲁 班 ， 工 匠 祖

师；一个是寻根少女，北京生，海外长大，回国寻根。因

为“北京中轴线”，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人物对话

和表演，丰富了传统民乐的表现形式，也探索了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北京的历史街

巷、胡同院落考察。他强调，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

神，传承历史文脉。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释“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 《世界遗

产名录》 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加 强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的 传 承 、 利 用 工 作 ， 文 艺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广 大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在“北京中轴

线”申遗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许多创新与探索，

如 《登场了！北京中轴线》 节目等。通过丰富多彩的精品

创作，连通历史与现代，生动展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

底蕴。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目的，申遗的成功意味着

新的起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更多文艺精品，助力文

化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把中国优秀遗产推

广开来，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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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之光》 剧照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作为全国

政协常委、文艺界别的委员，完全赞成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坚决拥护、认真落实，把学习贯

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了

进一步部署，强调“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

才队伍”，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对此，有以下

体会和建议：

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正确方向

《决定》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才能把握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正

确方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

兴伟业夯实思想基础、凝聚精神力量。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明确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性意义，牢牢

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涵要

义，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习，深化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

认知和认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全面领会 《决定》 精神，推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

革，还需要深刻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对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与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推动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握精神文

明建设的目标、方向和内涵，才能够解决国

际传播的内容体系建设问题，实现 《决定》

所部署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深化改革任务。

二、面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形势，加快文

化与科技融合步伐

《决定》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新形势”“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

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当前，数字技

术迅猛发展，全面赋能文化新产业、文艺新业

态，改变着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逻

辑，文化供给侧和消费端也发生深刻变革。

我们要全面学习贯彻《决定》精神，以高度的

文化和社会责任感，加快文化和科技融合步

伐，以全新的数字文化产品、升级的数字场景

体验、高效的数字传播渠道，加快形成新型文

化业态。

近年来，中国国家话剧院致力于积极探

索“艺术+科技”融合发展，在艺术科技研发、

机制改革与创新、戏剧数字产品等方面，均取

得一定进展。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首

次实现中国舞台剧在互联网 12 家平台同期

线上演播，首播当日点击量破千万，这让剧院

艺术家们深受鼓舞，认识到戏剧数字产品“线

下+线上”的“双演融合”创新方式，在推动文

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具有巨

大潜力。

2024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苏堤

春晓》北京首演当日，联动上海、成都、南京、

深圳、杭州、乌镇 6 个城市，以“第二现场”方

式，提供 4K 直播、云平台分发、终端播控等超

高清技术服务，采用“多机位、多景别、多角

度”的高清影像，实时分发到 6 个城市的指定

剧场，6城联动，同步收看，率先开创国有文艺

院团数字演艺新业态。

三、加强对人才的发掘和引导工作，培育

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人才队伍

人才是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

重要的资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决定》 强调

“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充分表明优秀文化人才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

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方面的基础

性、战略性作用。

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

才。推进新时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助力中

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大批适应时代需求的

高素质的优秀文艺人才，培养德艺双馨、

“艺术+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以创新、质

量、实效和贡献为导向，改革文艺人才评价

和引进机制；积极构建人才培养、发现平

台，不拘一格、大胆选拔和使用人才；从政

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创新意识

和艺风艺德等各方面，加强对新时代文艺人

才的思想引导；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鼓励

优秀文艺人才面向社会，直达基层，服务人

民，畅通文艺人才的实践渠道，真正实现优

秀文艺成果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由人民共

享。

中国国家话剧院深入创新人才选拔和培

养举措，2022 年、2023 年在北京和山东济

宁，连续举办两季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

为青年艺术人才提供平台、资金和创作支

持，培养 20 多位青年导演，孵化出 20 多部

风格鲜明、有创新意识的原创话剧作品。剧

院不拘一格，引进“青创计划”中脱颖而出

的优秀人才，选用科技赋能型人才，纳入剧

院创作、生产队伍；并组织优秀人才力量，

帮扶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深圳市话剧院的建

设，畅通优秀文艺人才直达基层通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领域改革措

施的系统部署，给中国文艺界指明了前进方

向，让我们增强了干大事、创大业的精神动

力。必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改革落实，推动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形成文

化与科技有效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下大力

气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创造更多的精品力作，优化文化供给，推动

中国文艺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家话剧院

院长）

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田沁鑫

推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今年 5 月，第五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

季开幕演出《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5 周年》

特别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中国广播

艺术团的艺术家们以交响乐、合唱、朗诵等

艺术形式完整演绎《黄河大合唱》的八个乐

章，以其磅礴气势和深刻内涵，唱出中华儿

女的英雄气魄，讴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

斗争精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黄河

大合唱》首演 85 周年。在这极具历史意义的

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广播艺术团策划并上演

这样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杰

作，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未来的展

望，更是对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

精神内核的弘扬与彰显。”刘学俊说。

从策划筹备到落地演出，刘学俊参与了

全过程。特别是首场演出的规模和演员数量

都极为庞大，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职人员多达

300 余人。“我们是带着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坚定信念、统筹协调，把如此多的优秀艺

术家在同一时间节点全部聚集到人民大会

堂，呈现出一场具有极高艺术水准、弘扬诠

释民族精神的音乐会。”刘学俊说。

连续五年，刘学俊带领中国广播艺术团

成功打造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文化

品牌。据他介绍，正在开展的第五届中国广

播艺术团艺术季将持续至 9 月，交响乐、民族

管弦乐、相声新作品专场、综艺晚会、线上音

乐会等精彩纷呈，以艺术作品谱写新时代篇

章。9 月 28 日，艺术团还将围绕庆祝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举办一台大型演出，作为艺术季

的闭幕演出。

刘学俊坦言，“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创作

优秀作品是根本。艺术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全国

政协委员、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将聚焦主责

主业，在凝心聚力、守正创新中，继续积极推

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培育崇德尚艺的人才队伍

“一代相声宗师侯宝林，1976 年到黑龙

江生产建设兵团，冒着零下 40 度的严寒，在

大卡车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迎着凛冽的寒

风，连续数天为解放军官兵义务演出。”

“在基层农村一间闷热的小阁楼里，马季

老师挥汗如雨地创作着相声，后背上满是蚊

子叮咬，他竟浑然不觉，依然忘我地创作。”

……

不久前，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中，刘学俊为青年艺术家们分享和

讲述了艺术团老一辈艺术家严于律己、永葆

政治本色的故事。他深有感触地说道，“用老

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

教育年轻一代艺术家，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

优良传统。”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

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70 多年来，艺

术团取得的成绩，和几代老艺术家对自身严

格要求密不可分。敬业、律己、对艺术的初心、

对党的忠诚和热爱，成为老一辈艺术家留给

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学俊希望通过这

种精神去感召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推动他

们自觉坚守艺术理想，有好的专业素养，还要

有高尚的人格修为，讲品位、重艺德，努力以

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

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近年来，刘学俊见证和参与了艺术团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文艺创作。比如在建党

百年之际，挖掘红色基因，打造大型民族交

响史诗《崛起》，用磅礴的民族交响乐、动情

的演唱吟诵，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在业界获得好评；坚持人民至上，打

造《人民就是江山——唱响新时代大型交响

音乐会》，用艺术形式传播党的好声音，等

等。在这些优秀作品中，不乏年轻文艺工作

者执着奋进、勇于担当，“当主角”“挑大梁”

的身影。

“近年来，我们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

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努力探索出

艺术团特有的‘党建+经典文艺品牌’相融合

的新路径，传承了优良传统，锻炼了年轻文

艺工作者，推动了艺术团文化事业高质量发

展，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刘学俊说道。

探索艺术院团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的传播模式

“线上演播是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院

团与线上演播的融合是网络直播文艺发展

的需要，也为演艺商业模式探索提供契机。”

随着“国艺正当潮”的热播，刘学俊发现，中

国广播艺术团的高水准新媒体内容，不仅能

够提升网络直播品质、引领观众艺术审美标

准和欣赏水平，还能开辟演出新场地、增加

收入新渠道。话题累计播放量 1.37 亿、活动

直播累计曝光量 1.4 亿次，总计 1976 万人浏

览、176 万点赞、4 万条评论……一系列可喜

的数据，更加坚定了刘学俊带领中国广播艺

术团积极拥抱新媒体、强化互联网思维、充

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持续打造优秀原创品牌

的决心与信心。

刘学俊说，接下来他将继续探索艺术院

团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与方式，从公益

直播、特色演出直播、官号直播等方面积极

谋划、联合策划，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直

播内容，探索与开拓线上演出的新境界。

“我们要以创新科技为文化赋能，积极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新型文化业态。”刘

学俊建议相关部门进行行业研究，鼓励国

家院团和平台共同探索，完善线上演播领

域的收入分配机制，形成良性合力，助力

各个艺术品类在线上演播领域都能发挥独

特优势，更好推动传统艺术的守正创新和

健康发展。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对优化文

化 服 务 和 文 化 产 品 供 给 机 制 作 出 重 大 部

署，我将继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业务工

作，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积极

与时代同频，为进一步推动艺术院团高质

量发展、为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而

做出自己的努力。”刘学俊表示。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听刘学俊委员讲述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丽

第五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开幕演出 《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5 周年》 特别音乐会

■ 二十四节气交响套曲 《万物生长》 讲述节气文化，民族交响歌剧

《莫高窟》 唱响丝绸之路上的家国情怀，《中国广播说唱团新作专场晚会》

《在富强的北京看付强》 相声专场幽默展现时代风尚，访谈类节目 《马贾

线上见》 妙语连珠聊趣事……

7 月 15 日至 29 日，每晚 7 点，都能看到中国广播艺术团精彩的“云上

演出”。该团与抖音直播联合推出的“国艺正当潮”活动，通过艺术与互

联网的深度融合，挖掘和培养文艺新力量，让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走进公

众视野。

这是中国广播艺术团探索创新艺术传播方式的一次实践，也是该团探

索推进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举精神志气、

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艺术院团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创作更多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成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