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祝盼 毛浓曦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

们 中 央 红 军 到 陕 北 ……”舞 台 上 ，一 位 穿

着旧军装的“战士”一边唱着陕北民歌，一

边招手。“同学们，快来看呀，好美的山丹

丹花呀！”

在舞台正中央，“两架”红色钢琴呈“八”

字形摆放，演奏者的手指在琴键上翻飞、滑

动，《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钢琴曲也逐渐变

得激昂、欢快起来。背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着

陕北窑洞和革命红军的画面，钢琴声、舞蹈表

演、视频等融合。

这是近日，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联合

西安音乐学院，在陕西省工人疗养院举办的

“琴音传薪火——钢琴音乐中的党史”大型艺

术思政钢琴音乐会一线职工专场上的一幕。

源起百年

“一直以来，钢琴似乎总是‘冷冰冰’地在

舞台上演奏，离大家很远。近年来，我校将钢

琴与‘大思政课’的结合已经卓有成效。”2021

年，在西安音乐学院一次座谈会上，钢琴系主

任李佳的发言引发大家关注。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

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西安音乐

学院被誉为“大西北音乐人才的摇篮”，作为

一所与共和国同龄、“根植红色沃土”的高等

音乐学府，学校也召开座谈会，讨论举办富有

音乐学院特色的庆祝活动。

轮到钢琴系发言时，系主任李佳、党总支

书记唐思敏提出：“能不能正式地排练一场艺

术思政音乐会，走进大型生产基地、高校、医

院巡演，用文艺语言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波

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

如何将思政课跟现实结合起来，不仅在

课堂上讲，同时在社会生活中讲，也是大家共

同的思考。座谈会暂定为举办艺术思政音乐

会，并以钢琴系为主，马克思主义学院、舞蹈

学院、声乐系等院系配合。

然而，在后面的具体策划中，钢琴系感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钢琴又号称

“孤独的艺术”，舞台上常是一个人演奏，如何

很好地与思政相结合，既使广大听众能深切

感悟到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汲取奋进力

量，又能听得懂、愿意听。一道大的“难题”摆

在了钢琴系面前。

唱支山歌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兰花花》《松花

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的祖国》……有

那么多耳熟能详的音乐，可以分成‘延安记

忆’和‘激情中国’两幕，通过钢琴为大家演

奏”，面对难题，师生集思广益，暂定了主要

内容。

然而，首次排练后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能不能在其中融入舞蹈、民歌、朗诵等

内容，各章节再由讲书人用独白的形式去串

场，同时播放相关视频，让音乐会类似情景

剧，这样演出也更生动、鲜活，更具感染力和

亲和力。”李佳提议道。

之后的排练，他们选取了创作于中国共

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钢琴曲，采用多元化的

舞台形式，串联起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奋

斗历程。

首演在延安的鲁艺旧址举行。“当晚，现

场有上千人观看，后来我们听到最多的反馈

是，钢琴也能演得如此震撼、如此感人！”唐

思敏说，“之后无论去哪里演出，演出结束，

演员登台谢幕，观众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集体

站立，迟迟不愿离去，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

响彻全场”。

之后的几年，该音乐会两经改版，由之前

的两幕扩展为“延安记忆”“百年辉煌”“激情

中国”三幕，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程中的 12首经典钢琴作品，演出时长也由原

来的 60多分钟扩展到 90多分钟。

2024 年 10 月初，艺术思政课在西安医

学院专场演出，演出结束，基础医学部教

授王兰热泪盈眶，她激动地冲过去对李佳

等人说：“这堂思政课将美好高雅的艺术

与艰苦悲壮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沉浸

式体验，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如今的

岁月静好，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负重前

行的结果。”

红色钢琴

“那架红色钢琴上有一个国徽，旁边还有

‘70’的艺术字。”在西安医学院的专场演出

上，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梁悠然惊喜地对

同学说。而这个带有国徽的细节，也成了每

场演出观众的关注点之一。

自首场演出后，西安音乐学院的大型艺

术思政音乐会好评如潮，之后又受邀进行了

多场演出。一次偶然的机会，演出被珠江钢

琴集团关注到，于是，该企业将那架带有国徽

和“70”字样的钢琴从广州运到西安，借给西

安音乐学院进行演出。

“这架钢琴是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天安门广场联欢时演奏的钢琴，也是全

国唯一一架印有国徽的钢琴。用于艺术思政

钢琴音乐会的演奏，将会更有意义。”珠江钢

琴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演出的几年，发生了很多故事。在陕西

铜川演奏时，一位老矿工找到李佳等人，激动

地讲述了当年他的矿友创作《唱支山歌给党

听》的过程，之后该歌曲重新演唱，成为思政

音乐会内容之一；2024 年 5 月 25 日，音乐会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演出时，万人礼堂座无

虚席……

如今，该艺术思政课在陕西广受追捧，不

断受邀进行演出。近一年来的 10 余场巡回

演出，线上线下观看超 100万人次，并逐渐形

成了特有的模式。

校内名师与校外专家相结合，以西安

音乐学院钢琴系李佳教授为领衔人，汇聚

其他 10 所兄弟音乐院校的钢琴系专家教

授，并特邀中国钢琴学会会长等专家作为

顾问，共同设计音乐思政课主体内容和教

学模式。

前不久，李佳钢琴演奏民族文化传承与社

会推广创新工作室申报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系统职工（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其

中一项主要创新内容就是“琴音传薪火——钢

琴音乐中的党史”大型艺术思政钢琴音乐会。

“下一步，我们将创新性地推动思政音乐

会进校园、工厂、车间，与一线劳动者的故事相

结合，以广大职工喜闻乐见的‘艺术思政’形

式，把思政课讲深讲实，真正让思政课入脑、入

心。”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徐富权说。

本报讯（记者苏墨 实习生荆昭延）日前，由北京市出版

版权协会主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承办的 2025北京出版发行

产业高质量发展年会在京举行。本届年会聚焦“展现新作为、

贡献新力量”主题，着力引导出版发行单位适应市场需求变

化，激发产业新活力。

现场近 800 家出版商、超 10 万余种图书，展示着民营书

业品牌化、数字化、融合化转型升级的成果。北京市出版版

权协会理事长王野霏介绍，本届年会呈现出新书多、新人多

的特点。过去一年，整个行业聚焦精品出版，同时推出的新

书更接地气，更好地满足了读者需求，反映出行业加速转型

升级的面貌。

纵观全年，年会的引领效应不仅体现在展会现场，更深刻

内化于出版发行单位的日常工作。如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推出的《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该书

将作者的学术研究与读者的实际需求结合，通过图文结合、通

俗化语言风格，使深奥的经济理论更易于理解和传播。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笑东表示，“年

会作为出版行业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次年会，我们会集中

关注热点问题，热门作者作品，新模式、新玩法、新渠道、新平

台等行业最新动态。”

联合天际（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适应市场阅读形式的变化，联合天际今年推出了“轻读文库”

这一全新品牌，面向新一代年轻群体，主打轻量化阅读。“随着

内容载体越发多元，近年来图书产品的趋势正向着更加年轻

化、轻量化和便携化的方向发展，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和生活节奏”,该负责人表示。

在出版深度融合、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出版发

行单位注重加强图书品牌化建设。“面对变局，积极应变、创新

求变。做更有价值、更有效益的精品出版。”济南出版社相关

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济南出版社对标公司出版规划、国家

出版战略、市场需求和预期效益，整合出版资源和编辑力量，

布局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教育出版、青少读物、城市文化等

五大出版板块，在每个版块构建起品牌引领模式。

守卫经典品牌，让它们持续发光发热，各出版发行单位不

断坚守、不断突破。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区域

经理程军介绍，其知名品牌“汗青堂”系列丛书 10年来已出至

157 种，此次有 30 余个新品参展，其中包括《帝国的开端》《帝

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罗马的崛起》等等。

展望 2025年的图书出版趋势，北京时代文轩书业有限公

司发行人员王定安坦言，“我相信，这样的平台能够有效促进

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助力出版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

抓住新机遇，推动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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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一个看似喜大普奔的消息——电影票

降价了。

据报道，《“骗骗”喜欢你》和《火锅艺术

家》两部喜剧电影，均已向院线、影城发布影

片调整结算标准的通知，自 1月 1日起，数字

2D版本结算标准统一调整为19.9元/人次。

“没想到现在 19.9 元就能看一场电影

了，挺意外的。”有观众惊呼。与此同时，话

题“19.9 元的电影票回来了”也顺理成章地

冲上热搜。

猫眼研究院发布的《2024 中国电影市

场数据洞察》显示，电影平均票价连续四年

超过 40 元。2022 年以来，电影平均票价一

直处在超过 42 元的高位。此次，看到 19.9

元的票价，对于观众而言，应该算得上是一

种惊喜。

不过，有些观众也并不领情。有人说，

19.9 元票价的座位观影体验不理想，有人

说，只有两部电影降价远远不够。更有人直

言，怀念 2015 年，那时电影特价票只要 9.9

元，还能买 9.9元的爆米花套餐！

观众苦高票价久矣。“票价高”一直排在

阻止观众进影院因素的高位。而这次两部

电影的调价策略，显然是片方瞄准下沉市场

的一次主动让利行为。因为两部电影都属

喜剧类型，市场的主力调性偏下沉，调低（结

算）价格有利于降低观众观影成本。用低价

换取更多观众进场，从而提升最终总票房，

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市场策略。当然效果

如何，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主动降低票价，也可视为片方的自救行为。

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 425亿元的总票

房体量与 2015 年相当，同比上年下降 23%。

而与观影人次减少形成反差的是，银幕数却

连年增加。2014 年，国内银幕数刚过 2.6 万

张，但到了 2024 年，当电影行业疲态尽显

时，银幕数却迈过 8万张大关。

供需失衡之下，人们的娱乐方式又更加

多元，尤其是流媒体和手机短视频，更对观

影消费形成较大冲击。

有网友就调侃：“9.9 元我都不看，但是

要是 9.9 元买一天的会员，我就看。”置身这

样的娱乐生态，加之从前那种“大 IP+流量”

的爆款模式又不灵了，电影业不景气，就不

是一件多么意外的事。

面对不景气的市场，让电影票价降下

来，是一种策略，或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

片方和影院的利益博弈，也是对观众观影心

理的一种重塑。“票价战”能不能请回更多的

观众，降价能否救得了电影市场，目前来说，

都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无论如何，让观众重新看到 19.9元的电

影票价，释放了业界对于观众的某种诚意。

但更大的诚意，恐怕还得体现于生产更多更

高品质的电影。

低票价不等于低品质，低票价不等于低

体验。在通过降价吸引更多新观众的同时，

从业者还需不断提升自身的市场责任，让电

影产品实现更大的艺术价值，和时代产生更

大的共鸣，这样才能增强观众对电影的黏

性，实现票房与观众的良性互动。

有网友说得非常直白：“我是舍不得那

将近 50 元的电影票钱吗？我是不想花了

钱，又花了时间，却看到一部烂片而已！”持

这种想法的观众恐怕不在少数。因此，降价

是好的，也一定有用，但更有用、更持久的做

法恐怕是，从业者还得在电影制作、电影品

质上下“笨”功夫。好电影多了，观众自然会

回到电影院来。

视 线G

艺 评G

降价会成为电影市场良药吗？

西安音乐学院推出大型艺术思政音乐会，将钢琴演奏与情景讲述、歌舞、朗诵、视频等相融合，效果亮眼

用文艺形式生动展示百年党史

超 10万余种图书亮相

2025北京出版发行产业高质量发展年会举办

西安音乐学院将音乐表演与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相结合，创新探索思政育人新路径，

思政教育生动性和感染力不断增强。这一形式让艺术很好地与思政相结合，既使广大听

众能深切感悟到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汲取奋进力量，又能听得懂、愿意听。

阅 读 提 示

258件清代宫廷和田玉亮相故宫特展

纪录片《田野之上》发布
本报讯（记者蒋菡）日前，纪录片《田野之上》全球发布仪

式在北京举行。该片由秦博执导，聚焦乡村振兴主题，深入探

访中国近百个村庄，通过三年的深入调研和拍摄，真实记录中

国乡村振兴的人物故事，立体展示乡村振兴实践中的新做法、

新经验、新成果，是一部生动展现中国乡村振兴图景的时代影

像志。

该片由解读中国工作室、腾讯视频、上海广播电视台、福

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和学习出版社共同出品，摄制组历时三年，

探访百个乡村，安排 11个摄制组驻村开展蹲点观察式记录。

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副主任董彦表示，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中国乡村纪录片已成为讲好中国乡村发展故

事的重要载体、丰富国际传播内容体系的叙事资源。纪录片

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阐述中国乡村振兴

造福全人类的深远意义，力求在全球减贫事业、生态保护、经

济发展等诸多领域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品戏读城》系列节目新年首播
本报讯 2025 年正值海派京剧艺术大师麒麟童——周信

芳先生 130周年诞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 CCTV-11
寻访周信芳大师故里——浙江省宁波市慈城古镇，将于 1 月

14 日推出 2025 年《品戏读城》系列节目开年之作《品戏读城

缘来明州》，甬城寻“麒”，听一曲梨园管弦，访一处欢喜人间，

忆一段梨园往事。

本期节目邀请媒体人张靓婧与上海京剧院第四代麒派传

人鲁肃，在著名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戏剧艺术馆馆长王锦

文的引领下，以戏曲文化为线索，探寻宁波的城市韵味。在这

场酣畅尽兴的“Citywalk”中，纵览三江之潮涌，细品天一之书

香，聆听历史的回声，那些曾经在这里把栏杆拍遍，将书卷群

览的文人墨客们，似乎还将思想与灵魂留在这里，情深如许，

畅叙着跨越时空的对话。

戏曲艺术，传承着城市的声音与情感。《品戏读城 缘来明

州》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漫步与文化的

韬养。本期节目将深度解读宁波独具华彩的风情，探寻周信

芳与麒派艺术的神韵，呈现一番深情而细腻的画卷。 （赵欢）

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观众在参
观“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
化特展”。

展览以和田玉文化为切入点，遴
选258件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和田
玉精品，立体展现中华文明以玉为
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展品包括
故宫博物院藏已知最早的汉代和田
子料玉辟邪、乾隆皇帝钦定为二十五
宝之首的“大清受命之宝”、镌刻乾隆
皇帝御题诗的采玉图山子、反映清朝
与域外地区交往的痕都斯坦玉器等
重要展品，其中 130件珍贵文物为首
次展出。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赶制非遗鱼灯闹新春
年关将至，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的许家鱼灯工作室，鳌

龙鱼灯制作技艺传承人许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段。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坎门鳌龙鱼灯舞”与当地渔区民俗文化
有着数百年的历史，鱼灯成为当地人保平安、求丰产的吉祥
物。64岁的许振，跟着父亲做了40多年的鳌龙鱼灯，是家族
里的第三代传承人。

本报通讯员 吴达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