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记者获悉，四川稻城皮

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

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

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评选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

入选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

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展现了

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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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一起守“沪”的日子里，上海市民依

然有文化相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统

筹指导下，申城“艺起前行”线上文化活

动全面展开。3 月 28 日至 4 月 5 日期

间，内容进一步升级，重点推出 348项重

点活动，包括“云演艺”228 项、“云展播”

77 项、“云展览”22 项、“云讲座”21 项，

以优质文艺作品讴歌一线抗疫英雄，集

聚市民共情共鸣，振奋群众抗疫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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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艺起前行”助力市民共抗疫情，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

““我们只要慢我们只要慢下来下来，，病毒就快不了病毒就快不了””

艺艺 评评G

本报记者 裴龙翔

市民足不出户，同样在美好春光中相聚

“云端”享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申城各类文化场馆虽已关闭，但仍旧

为市民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确保“宅”

家同样文艺范十足：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

出“云上剧院”，一口气拿出九部“压箱戏”

和新创佳作；上海昆剧团带来“云上观雅

韵”经典昆剧赏析系列，让“昆虫们”在云端

相聚；上海交响乐团将沉淀了 30 多年的室

内乐品牌搬到线上，推出“周末线上音乐

会”……新冠疫情使得上海市民“控制灵魂

对自由的渴望”，文化资源正在用自身独特

的优势，弥补缺憾。

逛展赏剧：“看到即是幸运”

3月10日15时，上海博物馆应疫情防控要

求临时闭馆，让不少正计划前往的观众心情经

历了过山车——当天上午，汇聚 195 件/组文

物的新展“盛世芳华”才刚刚开幕，只对公众

开放了半天时间。

这样的遗憾很快被弥补，该馆快速组建

团队，于 3 月 18 日 19 时推出特别直播节目。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在上海博物馆馆长杨

志刚的导览下，南宋张即之《楷书待漏院记

卷》、战国商鞅戟、文彭“七十二峰深处”牙章

等珍品及其捐赠人的故事在镜头和讲述中一

一呈现。

直播数据显示，近百万人涌入直播间，远

超实际场地所能容纳的观众数。过去一个多

星期，上海博物馆整合线上资源，带来 22 个

网上展览、70 场学术讲座、2 档原创视频节

目、10 篇创意手工教程及为特殊人群准备的

5 条无障碍导览。往年的不少热门展览，都

被搬到了云端，这里还有线下看不到的专题

展，让许多博物馆迷直呼过瘾。

在云上的另一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

官方微博号已经吸引了大量粉丝每天“蹲

点”。自 3 月 12 日开始，这里每晚 19 点 30 分

直播一部戏剧高清录像，《太太学堂》《商鞅》

等精彩剧目轮番上演。话剧《万尼亚舅舅》播

放时，许多观众幸福感“爆棚”，有观众留言：

“看到即是幸运。”此版《万尼亚舅舅》每一轮

演出几乎都一票难求，被称为最具原著气质

的契诃夫改编作品之一。

听曲观日落：让人心怀希望

“或许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解锁’在线聆

听古典乐，越是面对‘一张白纸’，就越要派出

优秀的乐手，为大家带来高品质的音乐。”上

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没有因为演出搬到了线

上，降低演出水准分毫。疫情卷土重来，乐团

重拾“周末线上音乐会”，用悠扬的音乐为听

众送去心灵的慰藉。

听着宛转悠扬的乐曲，看着夕阳从城市

的一角缓缓落下，这是上海音乐厅给市民提

供的另一种宅家的“打开方式”。观众可以在

慢直播“静帧”欣赏上海音乐厅阳台视角的落

日与鸟鸣，等待华灯初上，欣赏夜景。

“疫情使得剧场和音乐厅暂时关闭，作为

文旅地标的上海音乐厅特地策划了‘慢直

播’，希望通过音乐厅独特的空间视角，让大

家一起感受到现场音乐陪伴下的城市美好生

活。”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说，慢直播将持

续至市民重新踏入音乐会的那一刻。

阳台外的美景与音符，一起交织成治

愈 人 心 的 画 卷 。 慢 直 播 全 网 观 看 数 据 已

经突破 60 万，“窗外的上海城市夜景太美

好”“浪漫的人总是心怀希望”……他们在

直播平台留言点赞，被“上海最美日落”深

深陶醉。

线上学艺：在云上找到了“宝藏”

许多市民在云上找到了“宝藏”，很多以

往只在台上见过的“大咖”现在离观众的距

离更近了。

上海芭蕾舞团在线上开展云课堂基训

课，屏幕两端连接着团长辛丽丽和团员最

专业的示范，也连接着喜爱芭蕾的男女老

少。上海交响乐团更是多位“台柱子”一起

出马，在小程序中开设了“首席大师课”，乐

队副首席、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双簧管等

首席纷纷亲自教学，手把手为听众进行入

门教育。

因为疫情，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关上了大

门。微信小编朱丽娟居家办公，却比往日更

忙碌了。市民美育云客厅是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在线下场馆关闭，越来越多市民宅家之际

迅速推出的一项线上公共文化资源整合项

目。云客厅里文化资源分四大类：云培训、云

演出、云展览和云故事。

朱丽娟介绍，云培训是网上最火的内容，

作为周末美育课堂和市民艺术夜校的线上

版，推出上海地区知名艺术家及资深教师精

品艺术课程，以艺术人文系列课程为主要内

容，立足优秀传统文化，推出适应不同年龄、

不同需求的精品课程。课程分“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书法”“美术”“非遗”“文学”等

门类，每门课都有系列学习视频。

居家也给了更多市民聆听艺术，培养高

雅兴趣爱好的机会。家住浦东的饶小姐因为

工作忙碌，曾经心爱的小提琴已经放在架上

许久，最近一直在听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不

免“技痒”，而且这次重拾琴弓，也有了更专业

的指导，跟着网上的乐团首席一起练习，让她

越练越有感觉，工作之余乐此不疲。

更多的市民则是抓住机会好好过了把自

己兴趣爱好的瘾。刘先生是芭蕾舞迷，平时

难得一见的各类表演资源现在都能在网上找

到，可让他高兴了好一阵，说起这些，他津津

乐道：“上海芭蕾舞团举行线上演出周，真是

一道文化大餐，在家里天天都有期待，日子也

没那么难熬了。”刘先生说自己以往想看而错

过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二、第三乐章，经

典版《天鹅湖》二幕，还有各种现代芭蕾剧目，

都十分经典，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只要慢下来，病毒就快不了。”市民

们在网上纷纷互相鼓劲。

邓崎凡

郑板桥写竹：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下

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为什么想起这首诗？因为读到了故宫钟表修复师王

津和亓昊楠师徒的故事。

1981年生的亓昊楠大学毕业后赶上故宫招生。2005

年 8月，他正式来到故宫上班，成为王津的徒弟。那时钟

表部待遇不好，留不住人。亓昊楠留下了，干到了现在。

故宫里的钟表修复，有 300 多年的历史。清康熙年

间，养心殿造办处下以制造、修复钟表为专职的做钟处成

立，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衰落，至

1924 年逊帝溥仪出宫后结束，但依旧有匠人留在宫中从

事古钟表的保养与修复。故宫的钟表修复技艺，300 多

年间从未中断过，且延续传统修复技术，代代心手相传。

古钟表修复技艺主要靠传统的师徒制传承，王津是

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第三代传承人。1977 年，王津来到故

宫博物院时，接的是故宫第一代钟表修复师徐文磷的儿

子、第二代钟表修复师徐芳洲的班。

亓昊楠来后的很多年里，钟表部一直只有王津和亓

昊楠两人，“情同父子”。期间，亓昊楠也想过离开，但在

师父的挽留下，还是留了下来。

故宫的钟表一共有 1500 多件。王津从 16 岁到现在

修了 300多件，亓昊楠已经修了 100多件。

2016 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放后，故宫钟

表修复火了，王津也出了名。纪录片播完第二年，王津就

收了 3个新徒弟，2018年，亓昊楠也有了两个徒弟。2021

年，王津退休，亓昊楠正式成为第四代钟表修复师。

相比过去，现在的故宫钟表修复工作室人丁兴旺，共

有 7个修复师。2019年，亓昊楠在抖音开了账号“故宫古

钟表修复师”，发布钟表的动态视频。现在，他在抖音上

有粉丝近 23万。很多人还想来当徒弟。

现在的钟表修复，是一派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的景象。

有人把古钟表修复称作“修复时间的魔法”。从乏人

问津到生机勃勃，这门手艺的命运好像也变了个魔法。

这是四代“魔法师”坚守传承的结果，是他们跨越几十年

时光接力变出的一个大魔法。

“择一事，‘钟’一生。”王津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时

说，钟表修复比较枯燥，要想修好一件馆藏古钟，耗时少

则两个月、多则一年，只有真正喜爱这项事业的人，才可

能耐得住寂寞。正是这种热爱，让几代修复师们用时光

对抗了时光。

在教给徒弟手艺的过程中，亓昊楠也逐渐感受到自

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他说，要将这项流传了几百年的手

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当故宫里那些沉默了几百年的钟表再次敲响，那些

停止了几百年的精密构件再次转动，那是热爱的复活，是

传承的诉说，更是未来的映射。这是一门手艺结出的最

好果实，也是一群手艺人热爱的最美盛开，更是对几百年

寂寞和坚守的最好馈赠。曾经落寞的事业现在欣欣向

荣，这足以告慰那些逝去的人们。

是的，是热爱抵挡了时光，坚守迎来了春天，传承引领

了未来。一代代的修复师用自己的一生热爱、坚守和传

承，让一门手艺绵延不绝，不经意间已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不信你看，池塘边新竹也已如此茂密繁盛。

安徽举办女性题材绘画展

择一事，“钟”一生

“绿鬓朱颜——明清时期女性题材绘画展”正在安徽博物
院老馆展出。该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展示了中国古代女
性在闺阁、婚姻、家庭、社会中的不同情态。图为3月30日，参
观者用手机拍摄明清时期女性的首饰用品。

张强 摄/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刘小燕

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时节》、河南卫视

推出《春分奇遇记》。近来，以岁时节日越来

越“受宠”。不仅是综艺瞄准这一领域，图

书、公众号、社区活动也都围绕它做起了文

章。需要“慢品味”的二十四节气，凭借其

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快时代收割众多喜爱，

成为传播传统文化、感受文化自信的“根据

地”。

节气掀起文化浪潮

“把节气过成节”是《中国好时节》系列晚

会的核心主题。网络数据显示，这场需要静

心品味的节气文化晚会得到认可。“中国好时

节宋韵氛围感拉满”“千手观音音乐一响，

DNA 就动了”等主话题阅读量近 2 亿，微博

讨论次数超 2.8 万。网友评论道，“原来吃春

菜、荡秋千、放纸鸢都是庆祝春分的方式，没

想到看晚会还上了堂课。”

不过要论到这波“节气热”的源头，还要

追溯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设计。“立春

传讯”和“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呈现出中国式

浪漫。有网友用短片截图制作了二十四节气

壁纸，被大量收藏转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

系教授萧放表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时

间制度，在中国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实践历

史，已在 2016 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越

是民族的，越是是世界的这句话，在冬奥会

二十四节气元素惊艳世界的结果中得到生

动证明。”

节气文化重回百姓家

“我们会结合当时的节气，把节气知识和

相关的传统文化融入教案，学生们都非常乐

意听。”北京房山区某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师彭

晓宁告诉记者。

彭晓宁提到，自己所学专业就是民俗

学。“目前学校没有专门的课程，但是教材上

会涉及节气文化的内容，所以进行一些专业

拓展是有意义的”，她说，学生们对传说故事、

岁时节日的习俗特别感兴趣，有的学生还积

极分享自己知道的内容。

针对岁时节日的科普工作，“北师大民

俗”微信公众号的创始成员林加和他的团队，

已经坚持了 7年。团队在社区实践中感受到

了大众对节气文化的呼唤。“我们以二十四节

气为主干，补充加入传统节日、民俗文化的元

素，构成开展社区和学校活动的框架。”林加

表示，目前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街道开展的

系列活动显有成效，社区居民反馈这样的活

动设计更具有连续性，达成了良性互动。

“2021 年春节，我们团队与支付宝集五

福活动合作，将各地的春节习俗投放到五福

卡片，触达上亿用户。”林加告诉记者，目前还

有游戏公司、出版单位等主动接洽合作机会，

市场逐步青睐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我们乐于

见到传统文化普及涌现更多同行者，更期待

和不同领域创作者融合创新。”

在传承中创新文化表达方式

谈及对未来发展的规划，林加说：“分层

次、分对象地分享合作是调整方向。既要以

公众号为阵地持续深耕，使内容更专业、更精

致，也要尝试短视频、资讯平台等载体，做好

大众普及。”他认为，岁时节日等中国传统文

化是充满魅力且值得不断挖掘的。

萧放认为，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的结合是

今后的传播方向。在保持传统文化核心内涵

的同时，创新其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迷

恋传统文化，十分有意义。

萧放指出，民俗文化是人民在生产生活

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是人们长期生产生

活中的经验与智慧的凝结，发挥着服务与美

化人民生活的功能。“让普通人接受传统文

化，最关键的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连接点，以传统文化的理念与技术补足与支

持现代生活。”

节气文化“受宠”，快时代值得“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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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今年9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苏墨）记者近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第十

三届中国艺术节将于 9月举办。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

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政府共同主办。将举办开、闭幕

式，文华奖和群星奖评奖，优秀剧目展演，美术、书法篆刻、摄

影作品展览，以及全国演艺文创产品博览会等多项主题活动。

根据总体方案，艺术节将邀请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系统代表团、各界嘉宾和文艺界知名

人士参加各类活动。计划邀请 100部（台）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参演，其中，文华奖参评作品 70部（台），艺术节参演作品 30部

（台）；群星奖参评作品 100 个；全国特邀及公开征集的美术、

书法篆刻、摄影作品 1000件。

此外，艺术节期间，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还将开展形式多

样的特色文旅活动。比如，京津冀三地整合文化资源，联合举

办“中国戏曲文化周”等品牌文化展演、艺术普及展览活动；推

出“艺术之旅”“美术馆之夜”等特色精品旅游线路；推介 100
个“网红打卡地”，拓展文化消费新空间；聚焦演艺发展、文旅

融合等领域开展系列学术交流等多项联动活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主办方将创新办节理念，利用

“互联网+演艺”模式，搭建“云端剧场”平台，提供精品剧目

创、排、演、宣、评一体化线上服务。据悉，艺术节主体活动拟

于 9月 1日至 9月 15日举行，整体活动将持续至 2022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