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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文化

打好作品底色

《只此青绿》的爆火，既在意

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2019 年，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打算以传世名画为素材创作一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舞蹈作

品。 创作团队考虑过 《清明上河

图》《韩熙载夜宴图》， 但最后选

择了《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画家王

希孟的传世名作。 几年前，该画在

故宫展出，曾引发观展狂潮，从侧

面反映出人民群众文化意识的提

升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求。

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 我们有责

任扛起弘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

大旗。

可是， 如何将舞蹈与绘画结

合起来？ 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讲

好传统文化的故事？ 经过半年多

的策划、 论证， 主创团队决定以

《千里江山图》为背景，将画中主

色调“青绿” 作为视觉线索，艺术

化地提炼跟《千里江山图》有关

的非遗技艺元素， 深入探察画作

形成所需的篆、绢、颜料、笔、墨等

材料和工具的制作工艺， 以此来

展现中国古典艺术之美、 彰显传

统文化的魅力。

为了从《千里江山图》这幅

几乎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画卷中构

建出一部剧的架构， 主创们选择

以“诗剧” 为体裁，从画作的成型

工艺入手， 走进辽阔深远的历史

时空， 为国之工匠及孜孜不倦的

劳动者描摹画像， 经由他们的身

影唤醒沉睡的文物、 唤起中华民

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只此青绿》的每个戏剧关

键点都以剧中角色 “展卷人” 的

视角推进。“展卷人” 既是剧中角

色，又代表当下观众的视角。 跟着

“展卷人” 的脚步，观众不仅走进

了《千里江山图》中的锦绣河山，

还成功与画家王希孟进行了一场

跨越时空的“对话” 。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青

绿” 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有传统

文化深厚的底蕴打底。 主创团队

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 以高

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传统

文化中寻找素材和灵感， 树起一

座艺术丰碑的同时， 也激活了深

藏于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中华文

化基因。

用匠心雕刻艺术之美

《只此青绿》建组之初，我们

就对剧目的创作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希望作品能够成为以人民为

中心之作； 二是希望作品能够成

为彰扬文化自信之作； 三是希望

作品能够成为艺术创新之作；四

是希望作品能够成为勇攀艺术

“高峰” 之作。

艺术设想转化为艺术精品，

需要艺术家把匠心倾注到创作的

每一个环节中。

历史上，关于《千里江山图》

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 如何舞绘

《千里江山图》，主创团队在创作初

期思考良久。 创作前，主创团队多

次赴故宫博物院采风考察，就文物

修复、传统绘画工艺以及文物研究

员的实际工作状态等进行观摩学

习， 并与故宫的专家多次深入交

流。 在一年多的前期准备中，光文

学剧本就六易其稿。 当功课做足

了，剧组才正式开启五个多月的创

排。

主创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心怀

一份虔诚，用心雕琢每个细节，从

而让作品获得了完美的舞台呈现。

在舞蹈动作的编排上，编导将“颗

粒状” 的动作连成舞蹈句子，还针

对绘画的静态特征，以“静” 为出

发点，以内敛、内收为基调，设计

出静待、望月、垂思、独步、险峰、

卧石等造型动作，形成了与其他作

品不同的舞蹈语汇。 在服装设计

上，主创团队翻阅大量宋代画作与

文献后，复刻出具有宋代美学特征

的服饰样式。 在音乐设计上，主创

们将制笔、制墨等传统技艺的音效

叠加其中，为作品创造出淡雅诗化

又极富渲染力的美学氛围。 在舞

台设计上，主创团队一改以往方形

台的概念， 以同心圆的巧妙设计，

呈现了中国传统“卷轴” 的概念，

创造出“天旋达到 3 圈，地转达到

4 圈，上下左右都可以移动” 的舞

美效果，将展卷的审美意趣完美呈

现出来。

《只此青绿》至今已演出 81

场。 尽管场场火爆，可主创团队

依然认真收集每场演出观众的

反馈和意见 ， 继续进行修改打

磨， 他们常说，“《只此青绿》没

有最终的版本 ， 只有最好的版

本 ” 。 诗人张祜云 ：“精华在笔

端，咫尺匠心难。 ” 正是主创团队

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和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才成就了《只此

青绿》精彩绝伦的舞台呈现。

用跨界合作铺

就“出圈” 之路

《只此青绿》由故宫博物院、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人民网共同

出品。 三个出品方，强强联合，跨

界合作， 既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

传承找到新的方式， 也为文博单

位、艺术院团、权威媒体携手进行

艺术创作积累了经验。

创排《只此青绿》，既是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跟传统

文化的一次“对话” 。 要舞绘《千

里江山图》，演员们首先要对《千

里江山图》 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为此，文化和

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王旭东专门为剧组举办中华传统

文化专题讲座；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主任曾君、 文保科技部主任于子

勇、书画部研究馆员王中旭、书画

部副研究馆员郁文韬受邀担任

《只此青绿》 文博顾问。 排练期

间，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还来到排练

厅，与主创们就《千里江山图》所

涉专业知识面对面交流讨论。

此外，主创团队还邀请中国舞

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艺术顾

问，邀请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华东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担

任美学顾问， 邀请著名作曲家程

池担任音乐顾问，邀请国画颜料、

徽墨、宣笔、绫绢等制作技艺的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仇庆年、汪爱军、

张文年、郑小华等担任非遗顾问。

这些专家的参与，为《只此青绿》

剧组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只此青绿》 的成功 “出

圈” ，也离不开运营模式的创新。

我们按照企业化运营模式， 大胆

引进市场资本 ， 联合文旅演艺

（域上和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院线平台（中演院线四海一家和

保利剧院）， 精准定位、 科学规

划，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首轮演

出票务销售率高达 100.4%（部分

场次出现超售现象）。 同时，推进

文创产品开发 IP 授权，推出“只

此青绿” 数字藏品纪念票等联名

产品， 将作品的影响力从舞台引

向社会生活，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

回馈。

俗话说，货好还要勤吆喝。 媒

介化时代，作为文艺作品的出品方，

既要会创作，还要会推广，因为“酒

香也怕巷子深” 。 在推广上，我们创

新传播方式， 既利用人民网等权威

媒体矩阵进行品牌传播， 也利用新

浪微博、 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增加网

络声量和曝光度，还积极参加《国

家宝藏》、B站跨年晚会、 央视虎年

春晚等，借势进行传播。推广和传播

上的几套“组合拳” ，为《只此青

绿》打出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比如，

首演前后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

的头条文章阅读量超过 500 万，人

民网同步跟进发布的内容累计曝光

量超过 3亿。 登上 《国家宝藏》、B

站跨年晚会、央视虎年春晚后，相关

数据再创新高，《只此青绿》由此成

功“出圈” ，“青绿” 也因此成为传

统文化的新标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 ” 舞动的“青绿” ，让千

百年来珍藏于深宫中的艺术瑰宝

呈现于世人面前， 唤醒了观众内

心深处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

热爱。 可以说，《只此青绿》是让

文物“活起来” 的一次生动实践，

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成功

尝试。 景小勇

近日， 团一大纪念馆在广州建成开放。 纪念馆紧扣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主题，地上地下约 1200 平方米的展览

面积，展示了党亲手缔造青年团、指导青年团创建的历程。 200 余幅图

片、70 余件实物、6 组雕塑、10 余个历史视频， 如实地反映了团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会议。 新华 / 传真

团一大纪念馆建成开放

团一大纪念馆外景。

《先驱》刊载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复制件。

内蒙古———

重点保护黄河流域

和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电 近日，内蒙古自

治区将一批黄河流域、长城沿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第七批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重点保护这些反

映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

传统文化。

据了解， 第七批内蒙古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推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 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反映交往交流交融，体现黄河、长

城等中华文化基因， 努力打造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自古以来，内蒙古是多民族

聚集的地方，黄河流域、长城沿

线出现了丰富的多民族艺术融

合的艺术形式。 比如，被第七批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命名的呱嘴艺术，是晋陕

“走西口” 汉文化与当地的蒙古

族说唱艺术融合之后，形成的一

种曲艺表演；内蒙古晋剧则是山

西晋剧融合蒙古族艺术元素后

形成的晋剧艺术；卓资县灯游会

（九曲黄河灯游会）是从中原地

区流传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民

俗文化，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

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吸纳了大量

当地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灯游会。

此外，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还

注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

推进，通辽市开鲁老白干酒酿造

技艺、 赤峰市宁城地毯织造技

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察干伊德

制作工艺等传统工艺、表演艺术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纳入。

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获好评：

再现黄文秀成长之路

新华社电 讲述 “七一勋

章” 获得者黄文秀成长经历的纪

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

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

行以来，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好

书” 、中宣部 2022 年向全国青少

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引发

广泛关注。

该书由儿童文学作家阮梅

历时两年创作完成，聚焦黄文秀

的少年时光，用纪实文学的创作

手法生动再现了这个自强自立

女孩的成长之路。

日前， 由中国作协文艺报

社、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该

作品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结合形

式举行。 专家表示，黄文秀是当

代青年的代表和榜样，她的成长

经历既体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家风传承对青少年的熏陶，也深

刻反映了时代对个人成长成才

的影响。 该书以青少年乐于接受

的形式，将文学性、艺术性与思

想性相结合， 是一部有情感、有

温度、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儿

童文学作品，也是新时代主题出

版方面的重要收获，唱响了一曲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我国首次发现 4 亿多年前

古生物“避难所”

新华社电 经过两年多研

究， 我国科学家在位于滇东北

地区的云南省镇雄县 ， 首次发

现华南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

的三叶虫动物群， 为全面揭示

华南板块西缘的海洋生物面貌

提供重要窗口 ， 这也进一步证

实区域环境恶化时古生物 “避

难所” 的存在。

2020 年以来， 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

查中心的科研人员通力合作，对

镇雄地区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

的三叶虫动物群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

际期刊《远古世界》。

论文第一作者、 北京大学地

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博雅博士后魏

鑫介绍， 在已知地球历史时期，

共发生过 5 次全球性的大规模集

群灭绝事件，发生在 4.43 亿年前

的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其中的

第一次。

“此次在镇雄地区发现的三

叶虫动物群略早于奥陶纪末生物

大灭绝的时间， 共有 9 科 15 属

17 种，含 4 个新种。 ” 魏鑫说。

科研人员通过系统研究，揭

示了镇雄地区奥陶纪末生物大灭

绝前的三叶虫动物群面貌， 并建

立了一个新的三叶虫生态组合，

为该时期华南三叶虫动物群的生

态分异研究奠定了基础。

魏鑫说，根据三叶虫（种）的

时空分布情况， 能够推断出华南

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发生过一

次生物迁移事件： 受构造运动影

响， 华南板块的海洋环境逐渐恶

化， 形成普遍缺氧的半闭塞海

盆， 致使大量三叶虫消亡， 最终

仅有少量三叶虫成功迁移到“避

难所” ， 即相对更浅且充氧的环

境中，如镇雄地区。

时讯

图片新闻

在某市书店童书区， 一本

《孝经》(并非儒家经典古籍《孝

经》) 被摆在 8 到 12 岁儿童推荐

读物书架的明显位置上。 翻开书

本，“郭巨埋儿” 的故事赫然在

列。鲁迅先生早在 1926 年批评过

的故事， 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

2022 年的童书里，堪称“带毒童

书” 。

“郭巨埋儿” 出自元代人编

写的《二十四孝》。 故事称，一名

叫郭巨的人家贫， 无粮奉养母

亲，便要活埋自己的孩子，以防

其 “分母之食” 。 鲁迅先生在

1926 年发表的《二十四孝图》中

直言对这则故事的 “反感” ，并

吐露自己的 “童年阴影” ———我

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

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把孩子当成随意处置的私

产，对鲜活生命毫不尊重,这样的

做法并不是真 “孝” ， 也与现代

精神格格不入。 然而，类似“封建

余孽” 的思维并没有在我们今天

的生活中消失，仍须对宣传此类

糟粕行为保持警惕。

糟粕仍在“上架” ，背后利益

作祟是重要诱因。 近年来， 一些

封建糟粕“借尸还魂” ，公然出现

在童书里、 儿童兴趣班中。 某些

机构把“愚忠愚孝” 包装成“国

学” ， 骗得不少家长心甘情愿掏

钱。 业内人士直言， 童书出版几

乎无门槛，“拿来主义” 最省事，

编编传统故事、 配上拼音， 就成

了少儿“新读物” 。

同时，综观当下童书市场，题

材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不

少少儿畅销书是从国外引进的翻

译本， 而取材于我国文化背景、

契合时代精神又符合儿童阅读兴

趣的童书偏少。 是缺少这样的故

事吗？ 不是！ 悠悠五千年文明史，

涌现出众多中华好少年、 好儿

童， 流传着无数生动感人的修身

故事、 励志传奇。 优选其中适合

孩子兴趣的写入儿童读物， 岂不

是一件好事？

童书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扇

窗口， 也是父母培养孩子的一把

“标尺” 。 在倡导全民阅读的时

代，要坚决把“封建糟粕” 彻底赶

出童书市场， 让真正健康有益的

书香陪伴金色童年。

评弹

要把“郭巨埋儿” 式

的糟粕童书埋了

王井怀 刘惟真

聚焦

《只此青绿》剧照。 资料图片

自 2021 年 8 月在国家大剧

院首演以来，由故宫博物院、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 人民网共同出品

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热度不

断攀升， 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级

舞台艺术作品。

近日， 该剧刚刚结束第二轮

全国巡演海口站、北京站的演出，

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加演不断，

众多“青绿粉” 甚至千里追剧。 不

仅如此，《只此青绿》还从线下火

到线上，从圈内火到圈外，成为名

副其实的“网红。 这一“爆款” 作

品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 它爆火

“出圈” 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

的秘诀？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分享了《只此青绿》的创作故事。

———走近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创作故事

让文物“活起来” 的一次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