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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渐行渐远，总有人能拨开历史
的迷雾，告诉世人真相，你看，那名揭露南
京大屠杀的英雄张纯如正从记忆深处向
观众走来。

舞剧《记忆深处》开始，张纯如从展柜里
缓缓拿起手枪，将枪口对着观众，犹疑中又
将枪口对着自己脑袋，随之全场灯暗。没有
意料之中的自杀枪响，该剧用一种意外的方
式打开大幕。舞台灯光启亮，台上已转至南
京大屠杀的各种资料图片。张纯如带着懵
懂的眼神打量四周，于不经意间，她被裹挟
进历史的洪流，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拉贝、
魏特琳、李秀英、东史郎走进张纯如的视
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
以及李秀英的口述记录，一排排、一叠叠，他
们带着历史的沉重感将张纯如包裹起来。

灰白的城墙、清冷的月光、撕裂的空间、
倾斜的废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门外透出
一丝光亮。小门像历史的黑洞、无底洞，吸
引着张纯如。她勇敢地闯进那扇历史之门，
追寻着历史真相。

历史倒带，回到1937年12月的南京，群
舞演员通过俯地呼天、悲号挣扎的“灵魂之

舞”来展示此时水深火热的生活。张纯如来
了，她穿破时空而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一切，她小心翼翼想要触碰深受苦
难的人们，但历史譬如烟尘，轻轻一碰就消
散了。

张纯如继续往前走，拉贝、魏特琳、李秀
英、东史郎的手搭在张纯如的背上，开启张纯
如负重而行的艰辛之路。在追溯南京大屠杀
真相的过程中，无力感向张纯如屡屡袭来。

日本兵是一群群泯灭人性的骷髅，是一
具具行尸走肉的骷髅，他们把南京变成了一
座了无人气的骷髅城。养母疼爱温暖着的
东史郎被戴着骷髅面具的日本军国主义狂
热分子强行洗脑，也变身为充斥着兽性的骷
髅。张纯如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她十分无
奈，充满无力感。无论对谁而言，战争带来
的创伤都是无法估量的，战后东史郎的忏悔
能抚平李秀英们的伤口吗？

妇女们的手此起彼伏伸向魏特琳寻求
庇护，魏特琳好想将她们全部握住、抱住，却
无能为力。狂暴的日本兵将手无缚鸡之力
的中国妇女团团困住，魏特琳护了这个又失
了那个。张纯如忍不住了，她冲上前去，想

从日本兵手中将受害的妇女解救出来，但一
切均是徒劳，无力感贯穿张纯如全身。

张纯如在舞台上倒退着奔跑，她想推
开、撞开、掀开历史的围墙，她想重返历史现
场，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给予他们作战的
力量。此时，救护者、受害者、施暴者的照片
出现在舞台上，画面同期声诉说着他们的经
历和感受，这些事情压得张纯如喘不过气
来，挫败感频仍。

张纯如伸手抚摸李秀英的脸，想抚平她
脸上的伤痕。她穿梭在历史的跑道上，于他
人之痛苦，她感同身受。她愤而著书，要向
世人揭穿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她内心的绝
望、煎熬、悲鸣、痛苦、愤怒、嘶吼等，各种情
绪喷涌而出。舞剧的高潮是 4分钟张纯如
的独舞。张纯如擦干眼泪，用打字机敲出一
个个字符。张纯如手指不停弹动，她用各种
扭曲变形夸张弯折，以或舒服或不舒服的姿
势在用力敲击键盘，她想快一点、更快一点
地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告诉大家。

该舞剧中几个主要角色被赋予极富个
性特征的舞蹈动作：张纯如奔走、触碰，象征
着她的努力与爱怜；拉贝佝偻、前倾，反衬着

他的无畏与担当；东史郎抽搐、狼行，暗指他
那早已被日本军国主义腐蚀的魂灵；魏特琳
祷告、抚触，一如她的悲天悯人；李秀英甩
发、护肚，发泄着她的愤怒与疼惜。

大象无形，大道至简，全剧没有繁琐的
装饰。张纯如从头到尾都是一袭白衣白裙，
一如她的名字一样纯洁，喻示着她圣洁、高
傲的品行。主演唐诗逸在处理张纯如的哭
泣时，在不同心境下用不同的手势、不同的
舞姿来表现，或掩面抽泣，或大哭难抑，或拧
眉微喘，或以手挡泪，有层次、有区分。

舞台上空是一个压抑的斜坠式舞台，象
征着历史的割裂。有时在光影的氛围中像
一本历史书，简洁而肃穆。乐池也被充分利
用起来，右区作为“灵魂之舞”段落里的万人
坑；左区升起乐池是张纯如的书房，是她穿
越历史时空的小舞台。设计者还巧用可移
动的桌子来进行空间分割：既是魏特琳在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中国妇女的孤岛，又是
张纯如与日本右翼分子对抗的谈判桌。

导演佟睿睿用艺术的多棱镜、透视镜、
放大镜透过张纯如的视角给观众展示了自
己对南京大屠杀的哲思，彰显她对战争与和
平、死亡与生命、真相与谎言的严肃态度。
舞剧《记忆深处》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再次警
醒我们，直面历史才能铭记历史，和平来之
不易，且行且珍惜。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

舞剧《记忆深处》：寻找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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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志伟）
12月6日，中国曲协召开“曲香
两岸 汲古融今”——传统曲
艺的当代转化和创新发展暨第
十一届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研
讨会。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行，设中国曲协主
会场和台湾分会场，中国曲协
主席姜昆，中国曲协副主席张
旭东，中国曲协分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曲华江，中国文联曲艺
艺术中心主任项云和海峡两岸
的专家、嘉宾分别在线上线下
参会。袁国虎、陈晓岚、刘增锴、
郭孟雍、叶怡均等专家嘉宾与

会，以曲艺在新时代如何实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切
入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
家一致认为，包括曲艺在内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共同的文化记忆，海峡两岸的
曲艺人应在坚持曲同脉、艺同
根的基础上，在坚持文化共性
的同时发扬曲艺个性，在扎根
生活沃土的基础上升华艺术魅
力，在坚守艺术本真的基础上
延展舞台边界，特别是要让海
峡两岸的青年一代对曲艺中的
中华文化生发出“予所收蓄，永
存吾土”的归属感。

中国曲协召开第十一届海峡两岸
曲艺欢乐汇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2021 年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
目“音乐与人工智能协同创
新发展理论研究”开题论证
会在京举行。该项目拟从音
乐学、脑科学、人工智能、计
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入手展
开跨学科研究，以“音乐创作
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发展”

“音乐呈现与人工智能协同
创新发展”“音乐接受与人工
智能协同创新发展”“音乐人
工智能哲学-美学”为4个子
课题，对音乐与人工智能协
同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全
面研究。其成果将具有重要
的战略价值、学术价值、应用
价值和社会价值。 （小 童）

“音乐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发展
理论研究”项目开题论证

本报讯 近日，中国曲
协、中国文联人事部、中国文
学艺术基金会举办第13期全
国曲艺创作高级研修班。全
国23个省区市的70名学员参
加培训，带来134部作品，涉
及相声、评书、二人转、评弹等
28个曲种。其中，学员中新
曲艺群体代表23人，占比达
32%。

本期高研班充分依托中
国文联网络培训云平台、曲艺
杂志融媒、微信、腾讯会议等
线上平台组织学习。中国曲
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杨

发航为学员们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深入
浅出的导读和提纲挈领的领
学。同时，设置3门政治培训
视频课，分别由相关专家胡鞍
钢、陈宇飞、黄延敏主讲。此
外，专家王海平、李朝全、柴京
云、尹琪等围绕文学、戏剧、喜
剧、快板、影视等艺术形式进
行创作表演业务授课，专业从
事各类曲艺节目创作、表演、
编导的专家马云路、崔立君、
胡磊蕾、刘岚等就学员们提交
的作品进行在线交流和过稿
辅导。 （文 浩）

第13期全国曲艺创作高级研修班举办

本报讯（记者 邓立峰）
12月4日，在雄壮豪迈的《新
时代进行曲》歌声中，由北京市
文联主办的“艺映百年 情系
傲雪”——2021年北京市文联
系统优秀节目展演在京拉开帷
幕。演出分为“青春百年”“耕
耘梦想”“拥抱明天”三个篇章，
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
奋斗历程为时间线，展现了由
北京市区（局）、产（行）业文联

推荐的《再唱山歌》等精彩作
品，作品形式涵盖歌曲、舞蹈、
戏曲、杂技、相声、朗诵等各艺
术类别。主办方表示，此次演
出旨在提高北京市区（局）、产
（行）业文联原创作品的创作水
平，为团体会员单位优秀新人
新作搭建更为广阔的推介交流
平台，发现培育首都文艺人才，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文艺家队
伍。

本报讯（记者 邓立峰）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从《秋
实》《立秋》《新三岔口》谈动画
电影的民族化新探索”专题研
讨会日前在京召开。刘建中、
周星、徐铭、徐迎庆等与会专
家，对由北京电影学院副校
长、北京影协副主席孙立军导
演，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
的三部有代表性的民族动画
电影——《秋实》《立秋》《新三
岔口》，在制作技术、动画表

演、视听语言、审美表达等方
面的探索创新，进行深入分析
与探讨。大家认为，这三部具
有民族风格的动画短片将中
国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到动画
中，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在未
来，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都
要努力创作出具有民族元素
和民族风格的作品。本次研
讨会由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北
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影协
承办。

本报讯 12月5日，由广
州市文联主办的“文艺之美
党史之光”——广州文艺志愿
者回望文艺百年音乐诗会在
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举行。本
次音乐诗会涵盖多种类型的
文艺形式，既有充分体现本土
艺术特色的民乐演奏，又有结
合现代风格的歌舞和诗朗
诵。歌唱家乔建军、唐彪演唱

了《再见了，大别山》《老百姓
最美》等歌曲，青年歌唱家权
琳丽联合广州市文联“一家
亲”艺术团带来歌舞表演《梦
里的珠江缓缓地流》，杨蔓、杨
婷、杨苗、杨倩表演曲艺说唱
《有口皆碑》……整场音乐诗
会与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这一
红色纪念场所的历史氛围相
得益彰。 （文 研）

本报讯 12月6日，北京
市朝阳区文艺志愿者齐聚位
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奥林
匹克塔下，完成《一起向未
来》广场舞展演，并现场录制
教学视频。据悉，自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
题曲《一起向未来》发布后，
北京市朝阳区文联迅速组织
开展《一起向未来》广场舞培

训和集体展演活动，特别邀
请到广场舞创编人、舞蹈家
饶子龙和赵璞玉进行现场辅
导和排练指导。此后，朝阳
区文联还将在各街乡中广泛
开展《一起向未来》广场舞的
推广普及活动，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在北京市朝阳区扎
根、开花、结果。

（孙雅宁）

出版集团总裁事业有成却苦于子女教
育；熟龄小城女教师一朝“北漂”却失去职场
竞争力；寒门博士在情感责任与晋升捷径之
间纠结……在电视剧《不惑之旅》的开篇，

“教育焦虑”“年龄焦虑”“职场焦虑”等诸多
现实问题纷沓而至，一幅困与惑交织的生活
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

当今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令焦虑不安
成为很多人的明显感受，如何稳定心态、
实现“不惑”也成了一个全民性话题，而正
在浙江卫视和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同
步热播的都市情感大剧《不惑之旅》便在
直面焦虑的同时，为观众提供了一面寻找
答案的“放大镜”。该剧以极具普适性的
熟龄视角，折射都市生活痛点，通过挖掘

“个体”困境与成长路径，勾勒出鲜活生动
的当代奋斗者群像，从而供观众内视自
我，直面当下生活，寻找幸福密码。

纾生活之“困”，立精神之“盾”

《不惑之旅》由陈建斌监制，韩杰执导，
蔡晓莉任制片人、杨卫华任出品人，陈建斌、
梅婷、涂松岩等主演，讲述了出版集团总裁
马列文与小城教师简单在事业与情感的“至
暗时刻”相遇，彼此鼓励，携手面对来自事
业、情感、家庭各种挑战的故事。

对于现实主义作品来说，在矛盾的铺陈
中将触角深入生活，触碰社会舆论热点和大
众情绪痛点，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可以
看出，《不惑之旅》这样处理其实是为了更深
一重的诉求——将社会话题融于艺术表达
中，对于现实焦虑加以正面引导，提供光明
视角，为作品注入现实温度。

剧中，马列文在公司董事会的重压之下，
力排众议签下新书独家版权，并且坚决不放

弃实体书店，他以纸为墙，在书籍中寻求抵抗
现实压力的精神之“盾”，而这样的选择带着
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女教师简单放弃小城
的稳定工作，奔赴相恋8年的男友，一同“北
漂”，在遭到男友背叛后，简单不吝于表现出
对自己所付出青春、情感等沉没成本的纠结，
她有过犹豫甚至一度妥协，但她最终没有委
曲求全，而是鼓起勇气、洒脱放手。这种长线
条的反应不仅极为真实，也展现出了当代女
性的自我觉醒过程与韧性力量。

捕捉鲜明细节，观照角色成长

在人设上，由陈建斌饰演的马列文，性格
中带着霸气外露、说一不二的A面，但他身上
同样呈现着属于“文艺中年”的B面，他的“霸
道”是为了守住心中对文学的挚爱和对实体书
店的坚持，更多时候，他像是一个醉心于书海

的理想主义者。来自小城的女教师简单，有一
种为人师者的包容与温柔，润物无声，她从不
因出身平凡而自卑，也未囿于小城闭塞的眼
界，在“北上”大都市后不贪慕物质满足，而是
一如既往注重精神上的认同感与满足感，不屈
从、不将就。而冯春生虽然辜负了与简单的8
年感情，但是在道德与欲望之间的反复纠结辗
转，也显示出其作为普通人的真实之处，从而
使得他身上的标签并不单薄、工具化。

凭借富于生活感、真实感的鲜明人设细节，
《不惑之旅》将角色塑造出一种可触碰的切近感，
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戏剧张力，也与观众建立起
充沛的情感共鸣。还以马列文为例，对他来说，
选择更赚钱的商业模式或许不难，但“小”人物有

“大”执着，在网络化、碎片化、喧嚣化的时代洪流
下，他坚守热爱传统阅读方式，并试图以一己之
力守护实体书店，这种“逆行”姿态亦可见其“霸
道”总裁气场之下的纯粹、执拗、可爱。

非遗音乐文化有着“中国民俗文化活化
石”之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是我国悠久璀璨文化艺术史的见
证和丰富民族文化艺术价值观的表现，也是
当代音乐文化艺术发展的精神根基和发展
基础。当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之路要想走得
好、走得远，必须对非遗音乐文化进行重点
关注保护和继承传播。当下，新媒体发展突
飞猛进，具有海量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等显
著特征，主要包括网络、数字、移动通讯和自
媒体等形态，已经成为社会信息共享和文化
传播的主要渠道和阵地。实现非遗音乐文
化的活态传播和发展，势必要借助新媒体的
力量，全面科学合理地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传
播优势促进其良性传播与发展。

以新媒体为平台，
全面普及非遗音乐文化

单就我国非遗音乐文化在当代的传播
发展现状而言，要想促进这一文化遗产继续
发展与弘扬，首先必须解决非遗音乐文化在
社会群众中知名度低、影响力小、鲜少被关
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当
下主流和外来音乐文化的冲击，以及非遗音
乐文化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因此在不断赋予
非遗音乐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还要尽可能
地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新媒体诞生至今，历
经多个发展变革阶段，已经发展衍生出丰富
繁多的不同平台，这些平台包含海量信息和
用户，具有广阔无限的信息传播空间和强大
的舆论影响力。要借助新媒体实现非遗音
乐文化活态传播，当务之急就是在各大新媒
体平台上全面普及非遗音乐文化，依靠新媒
体平台超强的社会影响力扩大非遗音乐文
化的知名度，从而为非遗音乐文化的当代发
展与传播奠定群众基础，着力构建良好的文
化氛围。

非遗音乐文化的宣传首先要注重新闻宣
传，将国内当下举办的非遗音乐演奏活动和
针对保护挖掘非遗音乐文化的政策项目通过
各种新闻网站、视频网站发布出去，让更多人
感受到非遗音乐的魅力。在数字新媒体领
域，主要表现为广播、数字电视和交互式网络

电视三种形式。非遗音乐文化也要积极渗透
到这些领域，比如撰写相关新闻稿进行广播
宣传；制作非遗音乐文化相关影视作品和电
视综艺节目在IPTV和数字电视终端播放。
移动通信比如信息彩信、手机报纸、手机图书
等形态，要积极推进落实非遗音乐文化相关
书籍资源和基本常识进驻新媒体移动通信终
端，同时在QQ音乐和网易云等主流手机音
乐软件中积极推广上线非遗音乐作品，使其
进一步为大众所知悉。自媒体则包括微博、
微信等社交平台中的公众号，以及抖音、快手
中的自媒体账号。这些新媒体平台是当下非
遗音乐传播推广需要着重关注的领域，最有
效的宣传方式就是通过自媒体账号推广非遗
音乐，依靠抖音等平台的用户创作相关推广
视频和进行非遗音乐演奏直播等方式扩大非
遗音乐的社会影响力。除此之外，当下还衍
生出一种户外新媒体，主要是指依附于公交、
地铁等出行工具和公共场所中的广告，非遗
音乐也可进军这一领域，将有关内容进行广
告投放，在全社会范围内全面深入推广宣传
非遗音乐文化。

以新媒体为课堂，
深度阐释非遗音乐文化

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基
础和前提要求。在借助新媒体促进非遗音

乐文化宣传推广的基础上，也要利用新媒体
促进非遗音乐文化的传承延续，为其走向新
时代、走向全世界奠定基础。当下，我国非
遗音乐文化的传播还缺乏稳固扎实的群众
基础，这是因为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传播主要
靠“口口相传”，具有地域局限性和小众性，
但新媒体却能够突破这种时空限制，以新媒
体为课堂进行非遗音乐文化内涵价值的讲
授能够有效提高大众对非遗音乐的理解和
创作能力，为其实现当代传播奠定扎实基
础。

以新媒体为课堂深度阐释非遗音乐文
化，能够为我国非遗音乐文化的传播继承培
养优秀人才，保证非遗音乐文化在高质量继
承基础上获得更长足的发展传播。基于非
遗音乐文化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为了全
面促进非遗音乐共同发展传播，推动各个地
方经济文化繁荣，各地应当根据其本土非遗
传统民族音乐种类打造专门的学习宣传网
站，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本地民族音乐文化
为大众所知悉和关注，需要定期上线专门视
频课程，讲授当地非遗音乐相关乐器、演奏
技巧和演唱技巧等专业知识，指导有志者进
行相关音乐创作。互联网能够突破地域和
时间限制，将非遗相关知识传递到各个角
落，普及给大众。同时，国内各大高校和艺
术院校也要借助这些分布在互联网中的专
业视频普及非遗音乐相关知识，进行辅助教
学。除此之外，对非遗音乐文化具有独特爱
好者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寻找专业人士进行

一对一网络教学。由此可见，非遗音乐文化
能够借助新媒体超强的交互性和实时性实
现灵活的人性化的活态传播。

以新媒体为载体，
优化非遗音乐传播体制

新媒体环境下非遗音乐文化的活态传
播，除了要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文化推广和教育宣传，提高非遗音乐
社会知名度并培养更多非遗音乐传承人之
外，最根本的还是要将新媒体纳入非遗音
乐文化传播体制规划中，为非遗音乐文化
在当代的持久发展和进一步传播奠定坚实
的制度基础。一方面是非遗音乐文化的保
护问题，要充分利用电子数据库，将其作为
非遗音乐文化的储存和传播载体，防止非
遗音乐文化珍贵的理论知识、独特演唱演
奏技巧，以及珍贵视频音频在时间长河中
遗失和损毁，让非遗音乐文化具备相对稳
定的传播载体和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在传
播方式上，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进行
网络推广，线下积极发行电子出版物，将其
推广至国内外市场，以此扩展非遗音乐文
化传播的广度，让非遗音乐文化在虚拟和
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

虽然新媒体能够为非遗音乐文化的宣
传推广、继承和保存提供最全面的保障和助
力，最终在赋予当代非遗音乐文化时代内涵
的基础上实现非遗音乐文化持久的活态传
播，但是，在非遗音乐文化利用新媒体实现
广泛传播的同时必须注意解决和避免两个
问题：第一，努力实现非遗音乐文化在互联
网世界的通俗化。只有大众喜闻乐见的、通
俗易懂的文化，才能获得认可和传播延续。
第二，坚持非遗音乐文化在互联网世界的本
土化。呈现在互联网和大众视野中的非遗
音乐文化必须是精华和精品，且必须坚持弘
扬非遗音乐的民族性和本土性特色。

（作者系山西旅游职业学院讲师，本文
系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教育创新研究中心
“论音乐教学如何体现审美教育”项目，编
号：JYKW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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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非遗音乐文化的活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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