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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9月 14日至 15日，2023北京文化论坛

举办。在正式启幕前，已有很多时刻让人们

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一直丰富而

自然地弥漫于每一个生活角落。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电影院里迎来

大量观众，大家非常喜爱以传统文化为底

色的优质国产片《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等；外地游客们的“城市历史

深度游”热情极高，纷纷打卡北京中轴线上

的文化地标。

时隔 10年，北京地坛书市于 9月初归

来，红墙绿树边摆满了图书展棚，挤满了选

书、听讲座的读者；“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开

启，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看一场

场动人好戏。

文学、影视、戏剧、美术、舞蹈……创作

文艺精品，讲好中国故事，让文化艺术连接

心灵沟通世界，文艺工作者重任在肩。在

2023 北京文化论坛上，“以文化人”，是文

艺工作者们谈论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创作坚守人民立场，与时代同步的佳

作，是当下的需要，亦是历史的期待。文艺

工作者们应当如何肩负文化使命，真正做

到“以文化人”？

好的文学跨越时空，文学
既“载道”也“载福”

文学作品，是记录城市文化的重要

窗口。

亮相 2023 北京文化论坛的 《我爱北

京——现当代散文名篇选》，收录了老舍、

沈从文、汪曾祺、史铁生、徐则臣等现当代

知名作家关于北京的散文佳作 25篇，带领

读者感受北京的四季风光流转，品味风味

美食，在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胡同中穿梭，见

证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

该书主编张莉表示，之所以选编散文，

是因为它自由、日常、随性，强调情感、事件

和人物的真实，是更能和时代生活产生密

切关系的文体。作家们通过记录这些“毛

茸茸而富有质感”的细节，使得不断变动

的北京风貌，得以通过文学的形式保存下

来，让北京形象生动而丰满起来，引发读

者的共情。

文学所蕴含的力量和功能，或许超越

你的想象。文学只有和家国、民族共振，才

能彰显它的价值与意义。

在 2023北京文化论坛期间，著名作家、

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表示，

好的文学是跨越时空的，好的文学不会受

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现在读《红楼梦》《诗

经》，我们依然会被感动，依然会受到很强

烈的震撼，依然会有很高的审美享受”。

莫言表示，作家的创作需要关注当下，

但是又必须不受当下的束缚。

“历史发展像河流一样滚滚向前，没有

绝对的过去，也没有绝对的现在，一切都是

历史发展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即便写一

个看起来是完全和当下没有关系的历史的

作品，我依然要对现实给予关注，而且给予

高度的关注。”莫言提到，通过对现代人情

感方式等内容的了解，来关注作品所描写

的这段生活，它的特殊性和个性就会呈现

出来。

“作家当然会被故事牵引，但是故事并

不是作家的根本目的。”莫言说，无论是小

说家还是剧作家，他们最核心、最终的追

求，是通过艺术手段、通过故事表现人性，

塑造栩栩如生的、具有独特价值和个性的

人物形象。

谈到中国叙事，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梁晓声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古

今中外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来

表现中国故事”。

“最近两年我想得比较多一些，什么是

文学？它的功能是很多的，有批判的社会功

能，还有载道的功能。载道不（仅）是载大

道，不仅是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那些

最英雄、做出最大作为的人，还有载福的功

能，是对于最广大众生的关怀，以文化人。”

梁晓声说。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作家们极其关

心的议题。

梁晓声感慨，他特别在意中国文学如

何被国外的朋友们所了解、认识。“我们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官场

现形记》，把这些作品放在同世纪、同一个

年代国外的文坛上去看，我觉得我们才不

比他们差。”

“文学走向世界，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莫言说，这十几年

来，越来越多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各种

语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越

来越引人注目。

在莫言看来，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翻译，

之所以能够感动、感染其他国家的人民，就

在于这里有共同的价值观——“文学作品

的共同价值观就是人性”。

中国电影形成良好生态，
创作者必须真诚

“118年来，中国电影人用光影记录生

活，用镜头书写世界。”在 2023北京文化论

坛期间，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黄

建新如是说。

黄建新提到一组数据：2022 年，我国

全年电影总票房为 300.67亿元，国产电影

票房占比达 84.85%，共有 7 部影片票房突

破 10 亿元；2023 年，仅 1 至 8 月份，中国电

影票房就突破 428亿，有 9部影片票房突破

10亿元，其中 6部票房超过 20亿元。

“这些影片，有改编于真实事件的现实

题材影片《万里归途》《孤注一掷》《消失的

她》；有反映英雄风貌与时代精神的影片

《长津湖之水门桥》《流浪地球 2》《八角笼

中》《热烈》；有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形象气质

的作品《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

云》和《深海》；还有展现平凡个体温情故事

的影片《人生大事》《奇迹·笨小孩》，以及探

索类型融合的影片《独行月球》《满江红》等，

类型丰富，满足了不同观众群的观影期

待。”黄建新说，中国电影已经形成题材多

样、类型多元的良好生态。

黄建新提到，近年来，中国文化市场的

蓬勃发展为电影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历

史机遇。作为中国电影人，需要以“明德修

身”为先，不懈进取，寻求进步，精益求精，

拍出好影片。在他看来，电影人要强化思想

积累、提升艺术修养、增强知识储备，用电

影精品回馈人民。

著名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吴

京认为，电影成为精品是系统的工程。

“这个系统工程里包括了文化发展的理

念，政策、投资环境的优化，工业生产的

环节，大众消费习惯、审美趣味，包括年

轻人的成长。尤其是今年，观众的口味也

变了，很多都是创作者无法把握的。”

吴京说，创作者应该把自己能够把

握的部分做好：深入社会，体验生活，

创造新的视听语言，培养新的创作人才

团队，培养未来的电影人才等。他也希

望能有更多专家到电影工作生产的第一

线给予指导。

吴京注意到，近年来一批年轻电影人

推出新作品，以社会现实热点为题材的影

片获得成功，传统文化的资源转化成动画

片和神话片引起轰动。“还有一些题材、

类型的影片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看

起来票房有点不给力。但是仔细看网络的

评分或者票房总值，喜欢的观众也很满

意，主流之外形成小众的市场和多元化的

审美”。

在吴京看来，创作者必须真诚。“银幕

是放大的，创作者真诚，就会把真诚传递给

观众”。

黄建新说：“电影切忌孤芳自赏，想要

作品接地气、入人心，就要坚持寻找作品

中的人民性。创作者要深入生活，熟悉和

展现生命在每个阶段里的自然状态，游刃

有余地传递丰富的情感，创造生动的人

物。”当电影的焦点对准千千万万的人

民，时代和历史的画卷会显得更丰富、更

生动。

“以文化人”，以真诚姿态讲好中国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得知要参加“文明互鉴：相互尊重与

合作发展论坛”后，约旦驻华大使胡萨姆·

侯赛尼特地查阅了母语阿拉伯语和汉语

中对于“文明”一词的定义。他发现，不同

的语言对“文明”这一概念有共同的理解。

在阿拉伯语文献中，文明是“一群人

在特定时期内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时所取

得的诸多方面的成果”。而在 9月 15日举办

的 2023 北京文化论坛“文明互鉴：相互尊

重与合作发展论坛”上，这个看似抽象的

概念在 15 个国家 200 余位国内外专家学

者、文艺界知名人士的交流讨论中，有了

更具体、更实在的阐释。

“回顾历史上我们两个文明之间的碰

撞时，我并未发现战争或冲突的踪迹，而

是进行了贸易和互动。其中，最重要的便

是文化和知识界的对话。”让胡萨姆·侯赛

尼自豪的是，2000 多年前，位于约旦南部

的纳巴特王国首都佩特拉是中国旅行者

和贸易商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聚集地，

“对我们约旦人来说，这是我们与中国对

话和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法国汉学家、作家柯思婷·佳玥则花

了 20 年在北京沉浸式感受文明，“文明是

向对方开启大门的一把钥匙”。

当佳玥以“老北京”的身份向年轻的

法国艺术家介绍中国时，她喜欢领着艺术

家们到北京东城区黄城根北街的“艺术

8”，那里是原中法大学的旧址，也是佳玥

眼中“最贴近一个城市魅力和文化的核

心之处”。

在佳玥看来，走向对方之路是艰难

的，“并不是在中国待 3天或者在法国待 3
天就可以走完这条路”，而走这条路的重

要之处，便是促进两国艺术家间的双向

对话，在对话中思考本国文化和文明的

内涵。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智锋对

这样的双向对话深有体会。他说，每当

第一次去一个国家，总是会提前找这个

国家的电影，“当我跟这个国家的人见面

的时候，往往是借助电影来打开互相交

流的大门。”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下简称
《封神》）导演乌尔善坦言，制作《封神》的

过程恰好印证了文明互鉴，包括中国在

内，有 21 个国家的主创、演员和工作人

员参与其中，一同讨论如何将中国的雷

震子、墨麒麟变成栩栩如生的数字角

色，一同理解中国历史和艺术，讲述中

国经典故事。

乌尔善说，他一直想做的事，就是“把

最有魅力的中国故事用当代的电影技术

和现代观念加以重新阐释，把它变成高质

量的中国电影”，而当他看到 9月 14日《封

神》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上映后获外国观

众好评时，高兴溢于言表。

阿曼马斯喀特皇家歌剧院总经理、世

界剧院联盟理事翁贝托·法尼在与多个机

构开展音乐合作期间常常思考，“为什么

不能让五大洲联合起来，制作一部歌剧

呢？”带着这样的问题，他联系了中国、意

大利、埃及、美国等地的合作商，“最让我

感到兴奋的是，中国表现出了强烈的愿

望，所以我们很快就做了联合制作。”

就在 2023北京文化论坛开幕前两天，

这个多国参与的歌剧迎来了首演，翁贝

托·法尼有了新的打算，“做更多的联合制

作，以中国作为出发点，一定能够做出更

多有价值的内容”。

从书本中的“文明”概念，到可知可感

的文明互鉴，电影、音乐等行业打开了交

流的大门，不同国家的观念在碰撞中进一

步融合。

如果仔细翻看国家大剧院的剧目，可

以发现近期上新的歌剧有原创民族歌剧

《山海情》，也有法国作家德利布的代表作

《拉克美》；正在热映的电影中，克里斯托

弗·诺兰导演的新片《奥本海默》与《封神》

同台争艳；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展览关注了

中国德化白瓷，还展出了多幅意大利乌菲

齐美术馆藏大师自画像。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联

合国秘书长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成员

徐步表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

包含和平、包容、开明、开放等多重

内容，既肯定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

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的事物融

汇到一个“和”“合”之中。

而文明互鉴的目标，正是“和”。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

运全介绍，该研究院连续开展的全

球民调显示，2020-2023年，海外受

访者对“文明交流互鉴”这一理念的

认可度从五成上升至七成以上，尤其是对

今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各项内容的认

可度，更是超过 94%。其中，18-35岁受访者

对中国文明观和全球文明倡议的认可度均

高于整体水平。

正如胡萨姆·侯赛尼所说：“对话从这

里开始，从我们承认、认可和尊重其他文

明的贡献开始。”他相信，如果将当下的交

流传递给子孙后代，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将

一直持续下去。

文明间的对话从这里开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从最西端的西千佛洞到最东端的北石

窟寺，有 1500多公里——这是敦煌研究院

守护的范围，其中还包括了 3 处世界文化

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

灵寺石窟，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

州榆林窟。

在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看来，

管理这么大范围的文物保护机构在全世界

大概都屈指可数。

当然，称得上罕见的还有莫高窟丰富

的壁画。赵声良总能脱口而出的数字是，敦

煌莫高窟建于公元 366 年，历经了 1000 多
年的发展，其间的每个时代都在持续建造，

至今保存了 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

画和 2000多身彩塑。

赵声良不太同意把当代“敦煌人”定义

为守护者，在日前举行的 2023北京文化论

坛期间，赵声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在新

中国成立之初，刚刚起步的敦煌研究所就

把敦煌人的使命定义为保护、研究、弘扬，

这其中的逻辑远超于被动地守护。

赵声良说，保护是基础，如果文物保

护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研究是核心，

如果不研究文物的价值所在，无法发扬它

背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是目标，

保护、研究最终是要创造今天的文明、今

天的文化。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等 5 个特性，以莫高窟

为代表的敦煌 6处古迹无不体现着这些特

性。赵声良说，世界文化遗产中，像莫高窟

这样内容如此丰富、延续时间这么长的，绝

无仅有，所以敦煌人“保护、研究、弘扬”的

担子更重。

已经举行了两届的北京文化论坛上，

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互鉴始终备受关注。以

故宫、敦煌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金名片如何

在新时代熠熠生辉都有较高的关注度。

敦煌的保护已经走过近 80年的历程，

按赵声良的说法，如今已经进入了科学保

护的新阶段。他说，过去都是抢救性保护，

主要是应对壁画的剥落等普遍问题，而现

在是预防性保护，就像人治未病一样。

对壁画、彩塑本体病害的治疗，当代敦

煌人有强有力的科学队伍，有完整的“治

疗”体系。赵声良说，敦煌研究院有目前国

内最先进的多场耦合实验室，每一次保护

与修缮都不会贸然行动，用什么材料，进行

怎样的保护，科研人员都要先做试验，证明

是合理的，才会进入实质性的修缮。

敦煌遗产的保护不止于壁画本身，已

经扩大到洞窟的外部环境。沙的侵蚀是壁

画的大敌。说起洞窟周边的沙化治理，美术

史专家赵声良俨然成了生态学专家，从物

理固沙，到植物固沙，再到化学固沙，头头

是道，包括如何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在靠近洞窟的地方还修了‘人’字形

的防沙站，当风刮过来的时候，沙子从两侧

刮走，这样沙子就不会落下来了。”赵声良

说，从治沙开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已经从

洞窟内部扩展到了洞窟外部，包括气候、动

物、植物带来的影响，都在研究范围之内。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已经运用到壁

画的保护。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安了探头，

对影响洞窟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都及时

采样。哪个洞窟的指标超标了，监控设备就

会报警。

赵声良举例说，如果洞窟的湿度亮红

灯了，就要采取措施，比如停止参观。

说到参观，在赵声良看来，似乎是一个

硬币的两面，也是对敦煌传承人最大的挑

战。让公众近距离目睹保存了上千年的精

美壁画，本是文化传承的题中之意，但超载

的游客量又会损害文物。20 多年前，时任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就做了大量研究，

测定莫高窟每天最高容纳 6000人。

“这是我们的红线，不能突破。”赵

声良说，保护第一。这也使得莫高窟的

门票在旅游旺季一票难求。为了让更多

热爱艺术的人能一睹壁画风采，敦煌研

究院近 20 多年来一直在做壁画的数字化

复刻，有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不断推

进。数字展示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敦

煌壁画之美。

“一些小的石窟群，像榆林窟、西千佛

洞的数字化复刻都做完了，莫高窟因为内

容太多，才做了 200多个洞窟，还在继续做，

这个工程非常大，也非常艰苦。”赵声良说。

1979 年首演的大型民族舞剧 《丝路

花雨》就取材于莫高窟的壁画，这部剧的

广泛传播也使得壁画里的人物形象深入人

心。《丝路花雨》 的创作者一度“浸泡”

在石窟里若干年，就为了深刻理解一千年

前的画师的心境。赵声良说，他们作为保

护者，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护好壁画，让更

多文艺工作者能创作出 《丝路花雨》这样

的精品，挖掘敦煌的价值，让更多的人知

晓敦煌的美。

敦煌文化本身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集

大成者，赵声良说，壁画富含了古希腊、

西亚、中亚、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

元素，文明交流互鉴特色明显。近年来，

敦煌研究院也通过数字敦煌向全世界展示

敦煌文化。

“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就可以看数字

敦煌。”赵声良说，七八年前，敦煌爱好

者就可以在网上浏览 30 个洞窟的 360°高
清影像。

最近，敦煌研究院又推出了数字藏经

洞，展示古代的艺术品，赵声良说，希望通

过共享，让全人类都来关注敦煌文化遗产。

年近六旬的赵声良已经在敦煌坚守了

近 40 年，在戈壁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岁

月。他说，今年的敦煌依旧欢迎年轻人。

他也坦言，相比很多文保单位，在敦

煌研究院工作依然比较艰苦，毕竟离市区

还有 25 公里，但那里也会给年轻人最宽

阔的成长舞台，因为有璀璨的丝路明珠做

支撑。

敦 煌 传 承 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3北京文化论坛

开幕当晚，在永定河畔

的首钢园，以“文化之

光 北京之约”为主题的

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艺

晚会举行。

晚会以首钢大跳台

为舞台，昔日的冬奥竞

技场地变身绚丽、壮观

的舞台，展现中国文化

的魅力。

首钢大跳台是昔日

冰雪竞技的赛场，是“双

奥之城”的标志性符号，

也是奥运文化、体育文

化的重要象征。以此做

舞台，不仅给观众带来

视觉冲击力，也自然勾

起大家的冬奥记忆。

当晚的《携手向未

来》节目中，张艺谋导演

讲述了 1990 年北京亚

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的传奇故事。韦唯和

北京亚运会圣火采集者

达娃央宗、北京亚运会

主火炬手许海峰再度唱

响《亚洲雄风》。

奥运回忆贯穿于许

多中国人的生命体验

中。16名出生于 2008年
的“奥运宝宝”，其中还

有 3 名三胞胎姐妹，与

一组 2008 年相识的朋

友、毕业的学生、结婚的新人，以及 56个
民族的孩子，一起唱起北京奥运会主题

歌《我和你》；伴随着马兰花合唱团、北京

冬奥会志愿者和贵州“村超”冠军队员的

登场，现场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旋律《一

起向未来》。

灿烂的中华文明，如一条奔涌向前、

无限宽广的精神河流，穿过漫长岁月，与

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对话”，也一直

与世界保持深度“对话”。节目《同舟》利

用首钢大跳台的舞台格局，营造出文明

之河的壮观景象。来自中国、希腊、埃及、

伊拉克、印度的演奏家们，同乘一叶小

舟，用诞生自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琴、古希

腊时期的里拉琴、古埃及时期的奈伊笛、

古巴比伦时期的乌德琴、古印度时期的

木丹加鼓，奏响了人类文明的和谐之音。

来自不同文明的古老乐器共同演奏出

《高山流水》《茉莉花》等经典旋律。

在情景串联节目《如约》中，主讲人

何冰动情讲述了 20世纪 30年代，梅兰芳

先生与卓别林先生的两次约定。晚会现

场，卓别林先生的儿子尤金·卓别林和梅

兰芳先生的曾孙梅玮代表两位大师实现

了跨越时代的第三次牵手，表达了传承

家族友谊、守护文化之光的美好祝愿。

《问道》展现了“轴心时代”的两位先

贤——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相遇”，他们

回答了关于智慧、美德与幸福的问题，传

递出不同文明所蕴含的相同价值理念。

国风美学，是这场晚会的底色和元

素。歌舞节目《敦煌飞天》取材自人类文

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艺术中的飞天造型，

节目巧妙融合了芭蕾舞和古典舞两种

“飞天”。

1000 架无人机在首钢大跳台的夜

空中组成了敦煌飞天奏乐散花的壮观造

型，形成了天空中的无人机飞天、首钢大

跳台投影出的敦煌壁画飞天、舞台上的

演员飞天共同起舞的惊艳瞬间。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主

演登台演唱《最美中国风》，诗词歌赋的

文雅与朗朗上口的旋律，牵动观众心魂。

诗歌是中国文化浪漫的化身，也是

中国人精神价值的投射。中国的诗歌文

化在唐代翻开了璀璨篇章。《雅集》以电

影《长安三万里》作为开场，讲述了李白、

杜甫、高适、王维、孟浩然的一次聚会。

距今 2100多年前，汉代使臣张骞出

使西域，打通了连接中亚与中国的“古丝

绸之路”，并由此促成了位于丝绸之路门

户位置的小城敦煌的繁荣。多种文明在

敦煌交融，诞生了独一无二的人类文化

遗产——莫高窟。《守护》节目展现了西

汉使臣张骞与敦煌研究院创始人、敦煌

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常书鸿

先生的“相遇”。这场跨越历史长河的相

遇，引发了关于守护文明的对话。

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我们的温度和能

量，亦是晚会温情的注脚。《故乡》节目以

老舍先生的视角，展现了新时代新北京

的坚守与创新，传递出浓浓故乡情。

来自北京人艺的老中青演员代表，

共同唱响了经典歌曲《故乡是北京》。歌

曲进行中，全体演员和观众共同致敬了

在今年北京防汛抗洪中涌现出的最美身

影。致敬环节充分体现了对于文明发展

的思考，“中国是江河孕育的文明，我们

祈求风调雨顺，但从不惧怕风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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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日，北京，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在首钢大跳台举行。演出结束后，小演员向台下挥手互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田嘉硕/摄

9月 14日，北京，2023北京文化论坛盛大开幕。上午主论

坛结束后，一名外国嘉宾在论坛现场自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田嘉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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