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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一个

现代舞者，梦中“穿越”到唐宫，却意外寻觅到了

神秘的灵感。

当琵琶、二胡、古筝等中式乐器，与钢琴、长

笛、大提琴等西式乐器同台，会发生激烈的 bat⁃
tle？“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

香又白人人夸。”没想到，中西乐器搭配协调，合

奏出一曲《茉莉花》。

“能够演奏《百鸟朝凤》是每一个唢呐人的梦

想，更是我们年轻一代唢呐人对唢呐的传承和守

护。”青年音乐人唢呐小南携手民间老艺人团上演

一首“交响曲”，用音乐与老一辈唢呐人“对话”。

这些意想不到的“混搭”“跨界”名场面，来

自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西瓜视频共同打

造的音乐视频节目《中国吸引力·震撼国乐》。

原来，国乐竟然这么潮，“解锁”的玩法可以

很酷。我们就像“拆盲盒”一样，一一解锁传统艺

术文化“大开脑洞”的万千可能性。

或许，传统文化在当下不再是玻璃橱窗里静

止、疏离的展品，不是浅淡低调的背景色，而是可

以和当代文化融合后成为不一样的新品、潮品。

古典舞蹈亦可实现当代创作

14 位活泼灵动、娇憨可爱的“唐朝少女”，

宛若从仕女图中走出，她们嬉笑打闹、梳妆打

扮、演奏乐器、翩翩起舞⋯⋯2021 年，河南卫视

春节晚会的《唐宫夜宴》节目走红网络之后，这

群“唐朝少女”起舞的身姿吸引了大量观众。

因为这一台“唐宫春晚”，河南博物院早晨

门前游客络绎不绝，排起了 200 多米的长龙。整

个春节期间，河南博物院的网络搜索热度同比

增长 500%以上。

过去一年，中国古典舞刷屏。《国家宝藏·展

演季》《舞千年》《舞蹈生》等节目，让盘鼓舞《相

和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出圈。

一方面，古典舞蹈的语汇已然发生变化，扩

大了这种艺术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国风类文

化产品的需求量激增。例如某视频网站，过去一

年国风类视频的观众数量已经达到 1.36 亿，其

中超过 80%为 18 到 24 岁。

《中国吸引力·震撼国乐》中，那群唐朝少女不

仅美在唐宫。当她们与“偶入”的现代舞者“邂逅”，

新潮与古典碰撞，古今时空在一刹那交汇，这一场

遇见并无突兀之感。古典舞者与现代舞者翩然共

舞，现代舞者深受感染与触动，古典舞也因此被赋

予时间的美感，以及历史传承的厚重感。

节目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尝试以现代

舞者的发力方式及动作处理去演绎汉唐古典

舞，这不仅是动作层面的一次碰撞，更是当下审

美与传统经典艺术的一次交融。”

中国舞蹈家协会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曾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活整体发生剧

变，舞蹈在市场上面临窘态。作为一门小众艺

术，如果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为古典舞埋单的话，

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很难有好的发展。像《舞千

年》这样的节目，以网络综艺的传播手段，透过

镜头展示原本局限在剧场中的舞台艺术。他指

出，“是圈外的人，开始帮我们破掉这个‘圈’，逼

着我们要往外走”。

有一些观众会认为古典舞是一代代传下来

的古代舞蹈，应当严格复原。对此，学术界的想

法比普通观众更为开放，古典舞本身亦是一种

“当代创作”。

罗斌认为：“古典舞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融

合的尝试，是很多形态的汇集。从艺术机理上，

对经典舞蹈做改编是完全可以的，受众也应按

当代创造的东西去接受它。”

让传统文化成为你的灵感源泉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关注和追随传

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也正在成为青年文艺工作

者的创作灵感源泉。

戏曲唯美而醇厚，继承者、传播者们青春正好。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 2021 届京剧表演

专业“416 宿舍”的 4 个女生和一个 2018 级的师

妹，这 5 个姑娘都是 00 后。她们在短视频平台上

传用京剧戏腔改编的古风歌曲，走红网络，被网

友称作“上戏 416 女团”。

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表演专业学生，凭借黄

梅戏翻唱短视频“走红”：《女驸马》《天仙配》《孟丽

君》⋯⋯这些翻唱作品获得了上百万点赞量。

除了翻唱，传统戏曲还可以通过游戏音乐

打开。

“曲高未必人不识，自有知音和清词。”2022
年初，由上海京剧院演员杨扬演绎的游戏《原

神》戏曲唱段《神女劈观》在网络出圈。传统戏曲

与虚拟世界“跨界混搭”，让观众大呼“惊艳”，平

台播放量超过 1000 万次。自己看还不过瘾，网

友们之后纷纷激情“二创”，打造出粤剧版、黄梅

戏版、唢呐版⋯⋯

而在《中国吸引力·震撼国乐》节目中，青年

歌手陈梓童化身虞姬，将京剧融入流行音乐中，

“现代‘虞姬’的故事线与戏中虞姬的故事线交

织在一起”。

视频中，观众看到，陈梓童所演绎的一位音

乐创作人、流行歌手，在一次舞台表演时忽然被

蜂拥的人群和刺眼的闪光灯干扰了状态，她躲

藏时竟然恍惚见到一个身着戏服的女子。

之后陈梓童独自写歌的时候，苦苦寻求灵

感而不得，但儿时电视上看京剧的记忆，总是在

脑海里浮现，她仿佛总能在镜中看到一个挥之

不去的“虞姬”。

于是，在视频中，陈梓童对镜描眉涂唇，化

身为令她魂牵梦萦的“虞姬”。但是，这是一个结

合了流行文化元素的新版“虞姬”，观众也因此

欣赏到与众不同的《霸王别姬》。

流行音乐与京剧唱腔，现代脸与古典美，都

若合一契，无缝对接。

在陈梓童看来，她也希望自己能进一步探

索新国风音乐，让青年群体更多地关注传统文

化。陈梓童说：“我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将国风元

素与现代音乐相融合，创作出更多带有中国文

化意义的新国风音乐。”

“潜”在文化中大胆表达和实验

著名青年舞蹈家、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

副主任郑璐表示，中国文化自带一种隽永、平和

的气韵，“它不是立马可以分高低，有时候是一种

互相欣赏、淡淡观赏的感觉”。郑璐一直教导她的

学生们，一定要‘潜’在文化里面去表达自己。

国乐大师方锦龙和虚拟偶像洛天依合作的

经典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实现了破次

元合作；自得琴社在真人表演的“古画”里演奏

《长安十二时辰幻想曲》。

今天的我们传承与传播传统文化，一方面

要平心静气，“潜”入深厚、隽永的文化底蕴中；

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大胆的表达和实验，在古典

与新潮之间搭建稳固的桥梁。

近年来，侗族大歌在年轻人中人气极高。侗

族大歌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时期，侗族大歌已

经在侗族部分地区盛行了，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非 遗 文 化 靠 新 媒 体 手 段 焕 发 鲜 活 的 生 命

力。穿着侗族民族服装的“侗家七仙女”，戴着美

丽的银饰，拿着手机在贵州黎平侗寨的田埂上

直播，介绍家乡的土特产，唱侗族大歌。后来，

“侗家七仙女”还登上综艺舞台，演唱过 livehouse
版本，或与艺人跨界合作版的“侗族大歌”。

而前一阵子，青年音乐人郭岳也进行了一

项颇有想象力的实验。你听说过“赛博国风”吗？

郭岳和侗族舞者带来赛博朋克与侗族大歌

的激情碰撞。“赛博朋克 X 侗族大鼓”打造出一

个富有未来科技感的“太空音乐实验室”，并由

实验室中的未来音乐家，进行一场极其酷炫的

融合创作。

侗族大歌悠扬的曲调配上节奏鲜明的赛博

朋克风电子音乐，将柔美与张力呈现在观众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视频中侗族舞者的民族服

饰特别增加了现代设计元素，而编舞则同时融

合了现代舞、傣族舞以及敦煌舞等多个舞种。

在郭岳看来，对于民族音乐的创新可以更

加大胆一些。郭岳说：“民族音乐充满了可能性，

音乐人不必被传统乐器束缚，可以用我们自己

的方式把这些璀璨的臻品进行创新。”

国乐竟然这么潮

传统文化的“盲盒式”玩法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 喆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位于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箭 杆 胡 同 20 号 的《新 青

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与上海市

黄浦区南昌路 100 弄 2 号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组织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备受青年关注。北京和上海拥有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作为两地共同拥有的红色资源，显得

尤为特别。

最近，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京沪两地青年在南北《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以“温暖一平方”直播的

形式实现联动，让“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

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

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的青春呐喊，在南

北《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同时响起。

跨越一千多公里的连线

走进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可以看到一块写着“新青年社编辑部”的

木匾。据展览讲解员张汝娴介绍，这是经

过党史学者考证，根据当年新青年社的通

信印模拓印还原制成的，全国仅此一件。

来 自 上 海 向 明 中 学 的 李 天 心 看 过

《觉醒年代》，细心的她注意到，这块木匾

的摆放位置似乎与电视剧中不太一样。

对此，《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回应道，

写剧本时，旧址还未开放，而《新青年》是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标志，在剧中选择

挂在门口，有一种“先把旗子竖起来，让

大家知道我进北京了”的含义。

1917 年，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

由上海迁到北京。随着北京大学教授的

加入，《新青年》逐渐由一个以安徽读书

人为中心的地方刊物转变为全国性的畅

销刊物。

直播中，京沪两地青年看到了很多

首次展出的珍贵史料，比如，一张展现百

年前陈独秀旧居门前风貌的老照片，一

下子把人拉回到当时那段峥嵘岁月，联

想起在《觉醒年代》中曾多次出现的泥泞

小道；1919 年 8 月至 1922 年 7 月发表于

《新青年》的 200 余篇研究马列主义的重

要文章，现场同学在电子翻书屏前轻轻

一挥，便能阅读⋯⋯

1920 年 ，为 了 躲 避 北 洋 政 府 的 抓

捕，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返沪，

编辑部也随之迁到上海。讲解中，上海的

展览讲解员刘倩提到了“毛泽东来拜访

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场景，这引起

了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高二年级学生佟

思瑀的好奇，她问道：“当时上海的编辑

部作为进步人士的聚集地，为什么没有

被当反动政府取缔呢？”

原来，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处于法租界的管理范围，北洋政府鞭长

莫及。不过，虽然没有被取缔，并不代表

编辑部没有被当时的租界当局或者国外

的情报部门关注。上海市大同中学历史

教师、黄浦区青少年党史学习品牌项目

《顾老师讲红色故事》主讲人顾博凯特别

举例，在电影《1921》里，日本情报部门对

编辑部进行盯梢的细节，以及因密探到

访打断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都是有

史料支撑的，也不是偶然事件。

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对革命先辈宣

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事情娓娓

道来、云淡风轻，但其实，他们当时时刻

处于危险风暴之中。”

另外，通过镜头，北京市第一六六中

学的方松海还注意到了《新青年》杂志封

面的变化。顾博凯指着印有紧握双手的

封面解释：“这是 1920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

新一期《新青年》杂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成立后发行的第一期《新青年》，当

时，随着杂志宣传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

杂志的封面也发生了直观的变化。”

让红色文化成为党史教育
的主打色

北京市东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

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有“北大红楼

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

13 处 ，各 级 各 类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54
家，许多建党初期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

这个区。

上海市黄浦区则是党的诞生地、初

心 始 发 地 和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起 源 地 所 在

区，有革命遗址遗迹及纪念场馆、设施 142
处，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6 家，这

里留下过许多难以磨灭的红色印迹。

两地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正是呈现

党的历史最直观、最立体的地点。通过学习

互动，两地青年不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

新一代青年应该如何向前辈学习？我们当

下应该做些什么？”

对此，龙平平用年轻人经常用来形容

《觉醒年代》的“yyds”（永远的神）来回答。

他觉得，电视剧背后讲述的伟大建党精神

才是真正的“yyds”，不过，要想做到永远，

就得靠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伟大建党精

神接过来、传承下去。

100 年前的 90 后、00 后通过对民族出

路的不断探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他们用奋斗、牺牲缔造了新中国；现在

的青年更应该坚定自己心中的信仰，肩负

起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把建党精神不断

发扬光大。

上海格致中学的学生盛晓涵说，通过

参观，他对党的创建历程有了更加直观的感

受和了解，也让他对那些追求救国道路的先

进分子和革命先贤怀有更多敬意和感恩。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

未来”，北京市东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借

此活动，希望广大青少年一代能够做勇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忘“来时路”、

走 好“ 脚 下 路 ”、坚 定“ 未

来路”，唯有踔厉奋发、笃

行 不 怠 ，方 能 不 负 历 史 、

不 负 时 代 、不 负 人 民 ，意

气 风 发 向 着 第 二 个 百 年

奋斗目标迈进。

跨越一千多公里，南北《新青年》新年对话

两地青少年共同诵读《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发刊词《敬告青年》。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丹玮 田沐冉

“网红刷锅水”“夏日肥宅快乐水”“秋天
里 的 第 一 杯 奶 茶 ”“ 冬 季 保 温 杯 里 泡 枸
杞”⋯⋯当这些令人会心一笑的网络热梗，频
繁活跃在你我生活里时，年轻人对各类饮品
纠结矛盾的情绪便扑面而来。有人自嘲，往往
要减肥养生的壮志豪言犹在耳畔，但奶茶一
出现，就全线溃败，忍不住“暴风吸入”后，再
惊叹一句“心满意足”，仿佛爱恨只在瞬息间。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中国舆
情调查实验室、北京中青华云新媒体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发布的《青年“新健康”饮品
观调研报告》，也勾勒出了这样一幅有趣的图
景——尽管包装饮用水、果蔬汁、蛋白饮料是
受访青年公认的前三名健康饮品，但实际上，
碳酸饮料才是他们真正的心头挚爱。

一天不喝饮料就难受？这个听上去有些
不可思议的问题，在某知名网络平台的相关
搜索结果有上亿条，“饮料续命”已成了诸多
年轻人餐饮习惯的个性标签。最近，气泡水、新
式茶饮等成为行业热词，不少饮品更是登上微
博热搜，成为社交平台聚焦的话题。报告显示，
虽然饮品难以割舍，但控蔗糖控脂肪观念深入
人心。选择无蔗糖与三分糖饮品的受访年轻人
超半数，且年纪越大，越能自觉告别“无糖不
欢”的生活。

“其实糖并不是洪水猛兽，它与身体的生
长发育密切相关，关键在于我们摄入的方式
与剂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吕晨艳认为，“代替蔗糖的方法有
很多，可以参考国标使用食品甜味剂，如木糖
醇、赤藓糖醇、山梨糖醇等，也可以使用天然
的甜味剂如罗汉果甜苷、甜菊糖苷等，但也需有节制地摄取。”

互联网上，继“辣条自由”后，年轻人们开始期待“饮品自由”。但
当肥胖、失眠、脱发等烦恼通通袭来时，对于挑选饮品这件事，他们表
现得“求生欲”满满。调研结果表明，近八成的受访青年在乎饮品对身
体健康的影响，超半数的问卷受访者在购买饮品时有看配料表的习
惯。其中，男性比女性对饮品配料更敏感。此外，受访者收入越高，对
饮品配料成分的重视程度越高。

如何快速掌握看懂饮品成分的要诀？吕晨艳副教授支招年轻人：
首先锁定营养成分表，看看每100ml饮品对应的能量、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钠的量；其次看配料表，配料表的先后顺序是按照含量
从高到底排序的，排在前几位的就是主要的原料构成；最后，别忘了
关注配料表里的致敏成分。

“苯丙酮尿症（一种常见的氨基酸代谢病）患者不宜采用阿斯巴
甜，以免加重病情。”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何书励坦言，
如果有肠易激综合征，对饮品的选择，还建议遵循医生或专业营养师
的叮嘱。

值得一提的是，时下，喝一瓶碳酸饮料再饮一杯中式凉茶，已成
为不少 00 后“朋克养生”新风向的真实映照：一面彰显个性，一面注
重健康，在瓶瓶罐罐中实现心理补白。但吕晨艳提醒，熬夜过度、暴饮
暴食等不良行为，不一定能通过枸杞泡水等饮品来弥补，要保持健康
还需从按时作息、吃动平衡做起。

瓶瓶罐罐里也有大学问﹃
暴风吸入

﹄
一杯奶茶之后

县 域 共 青 团
改 革 的 主 要 目 标
是增强政治功能、
形成社会功能，利
用改革试点契机，
本 区 委 在 前 期 结
合“七普”数据，开
展 了“ 三 个 在 哪
里 ”深 入 调 研 ，成
立 了“ 丰 立 方 ”团
建联盟，包含青年
助企团建联盟、产

业团建联盟和团办青年社团联盟三
个子联盟，在探索团建联盟新模式的
同时，进一步为更广大青年群体服
务，同时吸引和呼吁更多青年人才投
身家乡建设，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一
起向未来！

基 层 税 务 部
门 共 青 团 工 作 的
着 力 点 在 于 加 强
思想引领，凝聚共
识，激发青年干部
的 主 动 性 和 创 造
力，要以青年理论
学习小组、青马小
组 为 抓 手 实 现 思
想引导的常态化，
在 思 想 和 行 动 上

做到“党旗所指，团旗所向”。落脚点
在于服务好广大纳税人缴费人，要以

“税务青年助企团”“青年突击队”为
载体，引导青年干部投身基层一线，
加强税费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确保
改革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助力企
业纾难解困。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

省潮州市税务局团

委书记 张捷

共 青 团 江 苏 省 盐 城

市 大 丰 区 委 书 记

张静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