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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间文艺如何传承发展？不久

前，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

工程领导小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

的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研讨会在京

举办，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索民间文艺

发展的新思路、新机制、新形式、新举措，

推动新时代民间文艺高质量传承发展，在

新时代、新生活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进一步发掘民间文艺的丰富
内涵和独特价值

民间文艺深入民间，兴于民间，蕴含

着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灿烂瑰

宝和鲜明标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对民间文艺应该有怎样的认识？

“传承发展民间文艺就是守护我们的

精神家园和文化血脉。”中国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李屹认为，必须深刻认识理解

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文化价

值，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进一步增

强推进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责任

感、使命感；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进

一步发掘民间文艺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

值，使之充分焕发艺术魅力和时代光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种类很

多，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谁也绕不过去

的载体就是民间文艺。中国传统文化的

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民俗学等，都能

在民间文艺中找到，它的内涵极其丰

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王宪昭认为，民间文艺都是具体的、

分散的，如何从民间文艺中提取丰富的

元素，把它们整合起来，通过研究和推广

分门别类地建构体系，这可能是今后民

间文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让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袁
让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

随着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生活方

式不断演进和更新，民间文艺既面临新

的挑战，也获得了新的机遇。比如，网络

文化生态中的民间文学创作与传播、人

工智能介入后的传统工艺发展、文化社

群圈层发展中的民俗艺术热点等，都是

民间文艺面对的新发展现象。

“这需要我们以‘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智慧和视野、用‘两个结合’的

方法论去认识和实践，在新的时代、新的

机遇中实现新的传承和发展。”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指出，对

于民间文艺而言，坚持人民性、生活性、

创造性是发展的关键，“博物馆不是民间

文艺保护与研究的终点，火热的生活、鲜

活的创意、最广大的民众群体才是民间

文艺发展的沃土。”

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是历

史延续下来的生活文化逻辑：工艺设计

都是为生活而为，为日用而做。这种内

在逻辑就必然使得工艺不断在历史中创

新发展，不断在尊重和传承前人记忆和

智慧的前提下进行延续。

北京国际设计周副主任、总策划，中

国传统工艺振兴主题展总策展人曾辉提

出这样一个理念———“让现代设计走进

传统工艺，让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

他列举了融合多种非遗的服饰、运用多

种传统工艺的艺术装置，希望通过综合

创新的方式，展现新时代传统工艺的美

学形象。据了解，这种传统工艺跨界不

仅为诸多艺术家创作打开了新的窗户，

也为人们走进传统工艺打开了一扇门。

一种贴近人民的姿态袁 一份
根植生活的情怀

“民间文艺是一个很宽广的概念，说

书也是民间文艺。我不是理论家，但就

我的亲身体验，我觉得所谓的‘民间’是

一种贴近人民的姿态，是一份根植生活

的情怀。”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刘兰芳

直言，“从传承的角度谈民间文艺，我就

两句话———向生活更深处扎根，向艺术

更高处探索。”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持续提高创新

能力。”这是中国民协副主席，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元新的

经验之谈。他 16 岁进入染坊成为蓝印花

布学徒，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

很快成为染布能手。面对国外的订单，因

为不会设计，刚开始，他就去民间收蓝印

花布，学着老纹样做出新纹样。后来，他

考进陶瓷学校，学习了陶瓷美术，于是开

始尝试把陶瓷方面的纹样、青铜方面的

纹样等与蓝印花布结合起来。结果不仅

让蓝印花布焕发新的光彩，还带来了商

机，收获了外商的批量订单。这些年，吴

元新频繁往返于染坊与院校之间，到不

同的院校进修、学习，再把学习成果运用

于新产品的探索，他说：“我们做民间文

艺专业的，学习的面足够广，才能反哺我

们的专业。传承人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

修，持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才能把非

遗保护好、传承好。”

渊刘平安冤

向生活更深处扎根
向艺术更高处探索

“诗歌要下沉到社会活动当中，与时

代同频共振。”日前，中国诗歌学会常务

副会长、秘书长王山在福建省泉州市洛

江区宣布，与位于洛江区未来园的国家

住宅工程中心·方圆豪山研发基地共建

诗歌创作实践基地。这是中国诗歌学会

第一次走进重点企业，以诗歌助推地方

的产业发展，以诗歌提高企业的向心力、

凝聚力。

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林秀美，福建省文联

一级巡视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陈毅

达，与十月杂志社主编助理谷禾，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戴潍娜，中国诗歌网

总编辑金石开，中国诗歌学会品牌战略

部主任胡博等作家、诗人，以及中共洛江

区委书记颜丽明，中共洛江区委常委区、

宣传部部长张荣伟，中共惠安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刘东升等地方党政相关负责

人参加了座谈，共同见证诗歌创作基地

共建的启动。

王山肯定了洛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及

诗宿在诗歌发展上所作出的努力。他表

示：“诗歌代表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情

感，深入基层，就是真正务实地与各行各

业发生紧密合作，促使让诗歌融入地方

产业的交互发展。”

洛江区文化底蕴深厚，著名的洛阳

古桥和风景秀美的洛阳江就坐落于此。

国家住宅工程中心·方圆豪山研发基地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和福建省省级专、精、

特、新集科研和生产一体化企业，我国第

一台移动装配式旅居产品———太空舱便

由此迈入了国内外市场。之所以将太空

舱命名为诗宿，就是寄希望产品“像造汽

车一样造房子”的创新道路上。

诗宿存在于诗歌，也孕育着诗歌。

2019 年，吉狄马加、舒婷、欧阳江河、叶

延滨、陈东捷等 40 余位诗歌名家以诗会

友。吉狄马加亲自题字“诗宿”。舒婷多次

莅临诗宿，对诗宿这一充满诗意、创意的

智造成果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意味

着大地本身就生长着无限诗意。”国家住

宅工程中心·方圆豪山研发基地负责人

任剑锋这样展望共建诗歌创作基地的无

限未来和美好前景。 渊邱晓琴冤

中国诗歌学会与福建泉州洛江区共建“诗歌创作基地”

戴上 VR 装备，在虚拟景区中开启

奇妙的探险之旅；走进博物馆，在数字

交互过程中感受文物的“前世今生”；跟

随舟楫视角，一镜尽览大运河两岸自然

风光和人文风情……随着新技术在文

旅领域加速应用，科技为文旅深度融合

注入新动能，让游客切身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今年年初，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推出首

批 42 家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

依托旅游景区、度假区、博物馆等场所，

多地打造数字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

场景，智慧旅游成为暑期游客喜爱的

“打卡地”和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

真人演员与虚拟人演员在“元启金

陵”南京数字文化客厅出演《梁山伯与

祝英台》经典选段。受访者供图

“文博场馆科技元素满满，沉浸式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年 6 月，孟

女士与朋友走进“元启金陵”南京数字

文化客厅，琳琅满目的数字化藏品和新

奇有趣的互动体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翻阅’被搬到

‘云端’的古画长卷，可以跟着古今名家

的脚步游览南京这座城市，还可以在触

控屏幕上体验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及印

刷技艺‘饾版拱花’。”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智慧旅游新产

品、新业态，让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多

彩。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全国智慧旅

游发展报告 2023》显示，超过八成的受

访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体验旅游科技，

过半游客希望提升旅游服务智能化水

平；智慧旅游发展大会公布首批“5G+ 智

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包括苏州周庄古

镇、湖南张家界景区、河南戏剧幻城等，

涵盖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

走进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戏

剧聚落群，游客移步换景，在沉浸式的

剧情中，认真聆听“黄河、土地、粮食、传

承”的故事，感受黄河文化内涵；在洛阳

龙门石窟景区龙门古街上的《无上龙

门》体验馆，光影流转间，游客沿着历史

长河，完成一场多彩的文化巡游……云

旅游、云演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新技

术正为旅游业带来“蝶变”。

业内人士认为，文旅产业与数字技

术“共舞”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

需求。科技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更

加广阔的空间，借助科技力量加快开发

智慧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动”起

来，推动文旅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上实现融合。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科

技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形成合力。随

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文旅融合新需求将在科技发展中不

断得到释放，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

也将在科技赋能下不断得到提升。

(郭冠华)

科技赋能场景“上新”
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6月 14日，2024网络电影创投“新

光计划”启动会在北京举行。“新光计划”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北京市

广播电视局指导，腾讯视频主办，优酷、

爱奇艺联合主办，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

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特别支

持。此次活动的主题是“荐新光·影未

来”，意在汇聚资源，放大机会，培育精

品，推荐人才，为网络电影营造更好的创

作环境，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力量。

在活动致辞环节，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说，网络电影创

投活动是史上第一次，以后要持续开展

下去，必将对网络电影精品创作和繁荣

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高长力指出，

当前网络电影发展困难与机遇并存，面

临四个有利条件：一是观众潜在的观影

需求，特别是在“一个晚上、一次旅行”

中一次性完整艺术享受的独特需求，尚

未得到充分满足。二是基于 4K 超高

清、全景声等技术的家庭影院将会迅速

普及，群众网络电影观赏行为将逐渐养

成。三是多年来培养储备了大量青年

艺术人才，有理想、有才华、有情怀，成

为网络电影创作的雄厚力量。四是网

络视听平台已经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

并仍在不断探索创新，使优秀作品能够

及时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不断促进网

络电影再生产。

张苏副局长指出北京作为全国网

络影视重地，拥有丰富的网络视听和影

视制作资源。北京市广电局高度重视

网络电影发展，对重点项目给与规划指

导、剧本研讨、成片审核、宣传推介等一

系列全流程跟踪服务为保障。并将以

“新光计划”作为培育网络电影精品的

抓手，加大对优质项目立项、制作、播出

的扶持力度和资助额度。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一环，“新光

计划”细则也正式发布。即日起至 2024

年 7月 15日 24 时，“新光计划”接受网

络电影类项目申报。申报项目主要以网

络视频平台为主发行阵地，不限题材与

类型，鼓励作品扎根现实，倡导不同题材

类型交融，期待见到创新性和艺术表达

性的作品。活动将历时 5个月，经过初

审、复审以及路演等环节，最终将优选出

10 部作品，由三家平台将为其提供前期

开发资金扶持，以及最低 30%，最高

100%的单项目制作资金扶持。渊祖薇薇冤

2024网络电影创投“新光计划”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