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 月 25 日晚，作为 2024 多

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作品，由

奥地利维也纳之声交响乐团带来的“贵

演·2025 新年音乐会”在贵阳大剧院奏

响，为全场观众营造出轻松、欢快的节日

氛围。

音乐会上，50 余位来自奥地利、意大

利、俄罗斯的音乐家一一演绎《蝙蝠序曲》

《动感舞曲》《在蓝色的多瑙河上》《胡桃

夹子组曲》等 20 余首经典曲目。曲目多

选自施特劳斯家族、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

师的传世之作，《茉莉花》《春节序曲》等

耳熟能详的中国曲调也穿插其间。俄罗

斯高音歌唱家奥尔加·切尔文斯基告诉记

者：“通过音乐，感觉到和中国观众的情感

联系在一起了。”

据悉，“贵演·新年音乐会”是贵州省

演出公司的自营演出品牌，数年来累积了

一批忠实观演粉丝群体。奥地利维也纳

之声交响乐团是维也纳金色大厅杰出的

演奏团体之一，曾连续八年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演奏。乐团成立于 1989 年，汇集

了世界各国优秀音乐家，许多成员曾斩

获国际大奖，展现出精湛的演奏技术和

丰富的乐思想象。在曲目选择方面，该

乐团独具特色，不仅擅长演奏施特劳斯

家族的经典曲目、贝多芬、莫扎特等德奥

派作曲家的传世之作，对恩勒斯库、拉赫

曼等 20 世纪新音乐作曲家的现代派作

品也有精湛诠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文

杨才江/图）

2024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

“贵演·2025新年音乐会”奏响贵阳大剧院

奥地利维也纳之声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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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厚重之作令人回味
2024 年，作家们不断蓄力，开拓

写作疆域，留下一批令人回味无穷的

作品。

突破——这一年，众名家以昂扬

姿态展示了对文学的探索和追求。

刘醒龙的《听漏》、张楚的《云落》、叶

兆言的《璩家花园》、张炜的《去老万

玉家》、麦家的《人间信》、格非的《登

春台》、杨少衡的《深蓝》、李修文的

《猛虎下山》、马金莲的《亲爱的人

们》、达真的《家园》……文学评论家

白烨给出了评语，“这些作品大都是

文学名家和实力派作家的小说新作，

都是作家基于长期生活积累的苦心

经营之作，在看取生活的角度、阅读

生活的深度、表现生活的力度等方面

都有艺术突破。”

巨变——这一年，《花灯调》《苹

果红了》《东山坳》《草木志》等一批

饱含时代气象的文学精品接续涌现，

多 角 度 展 现 出 新 时 代 的“ 山 乡 巨

变”。据统计，“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入选作品和选题已有 29 部，正

式出版 13 部，其中既有名家新作，也

有青年力作。

开掘——这一年，素人写作开掘

一片新天地。黑桃《我在上海开出

租》、王计兵《低处飞行》、陈年喜《峡

河西流去》、胡安焉《生活在低处》等

陆续与读者见面。素人作家纷纷扩

大写作视野，陈年喜首次给家乡作

传，王计兵堪称文学界派到外卖行业

的“卧底”，用诗句和灵感捕捉这个群

体的喜怒哀乐。

回望——这一年，回望历史、回

望故土成为关键词。王树增新作《天

著春秋》以十场古代大战为轴，纵览

夏商周春秋千年历史。陈继明蓄力

几十载，以松弛方式写就长篇小说

《敦煌》。邱华栋《空城纪》以繁复的

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

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西域两千

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作家鬼子

磨砺 18 年推出《买话》，追问“你和故

乡的关系到底怎样”。

文学破圈效应不断放大
2024 年，文学的跨媒介转化、破

圈发展，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文学

带来的无限可能早已不是停留在纸

面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印证，

不断拓展，不断延伸。

这一年，那些倾注了几代人记忆

的文学杂志在直播间开启“新征程”，

意味着文学在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

局的过程中，与热爱文学的读者相

遇，实现从墨香到心灵的精神链接。

年初，《人民文学》杂志率先走进

“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这次有着

破冰之旅意义的直播活动累计观看

人数 895 万，最高同时在线 70 多万

人，获得上亿次点赞。最终成交金

额 1785 万元，销售码洋 1983 万元。

年终岁尾，《人民文学》再度“故地重

游”，在约两个小时活动中，累计 700

多万观众观看，最高在线人数 27.8

万人，2025 年全年 12 期的《人民文

学》杂 志 共 售 出 2.9 万 套 。《人 民 文

学》主编施战军不由发出感慨：“《人

民文学》不孤单了，跟大家在一起，

我们找到了众多好的读者，也遇到

了众多知音。”

国内顶级文学杂志的直播间之

旅，《收获》同样留下难忘印记。今年

2 月，《收获》主编程永新、作家余华、

苏童做客“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畅

谈文学，畅谈《收获》，销售额超1246.2

万元，给无数读者带来欢乐和感动。

这一年，文学的破圈效应，构成

一个个全国热议的文化现象。外景

读书类纪实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谈

文学、谈阅读。从第一季至今，节目

全网曝光量已超 100 亿，今日头条上

的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4.5亿。由茅

奖获得者金宇澄作品《繁花》改编的同

名电视剧爆火，带动上海冬日打卡文

旅热，也让图书销量加印了 20 万册。

由李娟散文改编的同名剧集《我的阿

勒泰》，成为现象级作品，李娟文字平

实、利落，带着理解万物的能力，文字

的强大力量通过影视转化，不仅带热

了阿勒泰，更走进了无数观众的内心。

图书市场“怀旧风”强劲
2024 年，向经典致敬，向好作品

致敬，图书市场“怀旧之风”强劲，成

为特别突出的文化现象。

这一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

曹禺系列、王朔经典作品集、《城南旧

事》《四世同堂》等经典之作进行了全

新改版。林白三十年写作的《一个人

的战争》《说吧，房间》《北去来辞》，

以“女性三部曲”重装亮相。长江文

艺出版社推出《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

典藏版》，是对二月河先生逝世六周

年最好的纪念。

历经岁月、历经市场、历经读者

检验的图书才拥有典藏版、纪念版

的荣光，而这些浓缩着一代代读者

阅 读 经 验 的 图 书 即 便 在 数 字 时 代

的 今 天 也 依 然 表 现 抢 眼 。 在 今 年

秋 季 的 北 京 地 坛 书 市 上 ，《我 与 地

坛》（2024 典藏版）一经亮相 ，就征

服了无数读者，作家史铁生大致不

会想到，他的心血之作不仅驰骋在

文学世界，更成为人们诗意生活的

美好装点，很多读者手持这本书打

卡地坛书市，通过镜头留下永久纪

念，经典阅读与时尚文化实现完美

对话。

当然，典藏版、纪念版的不断到

来，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出版机构对

于图书市场抱有谨慎的态度。应该

说，出版业在不断寻求突破、不断追

求创新的同时，稳扎稳打的姿态同样

是弥足珍贵的。

路艳霞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芙蓉文学盛

典上，现场揭晓“第二届芙蓉文学双年

榜”名单。该榜单是由芙蓉杂志社特别

策划的大型文学品牌活动，由“芙蓉文学

图书榜”和“芙蓉杂志榜”两大榜单组成，

各评选出十部作品。贵州作家肖勤凭中

篇小说《海边的向日葵》入选“芙蓉杂志

榜”榜单。

《海边的向日葵》讲述了一个命案、网

暴、疾病和爱情交织的故事：一个被网络

暴力和医闹事件逼到绝地的女医生青玉，

差点成了谋杀者，而一个被童年噩梦所困

扰的抑郁症少年商陆，却一直在做偷窥

者。本是两个几乎没有人生交集的人，却

因为多年以前少年的一次自杀而相识相

遇，多年以后，他们又成为了彼此的、必

然的救赎。

此 次 上 榜“ 芙 蓉 杂 志 榜 ”，评 委 写

给《海 边 的 向 日 葵》的 上 榜 辞 为 ：饱 满

呈 现 时 代 一 隅 的 真 实 样 貌 ，人 性 的 幽

暗 与 光 亮 ，在 女 医 生 与 抑 郁 少 年 的 相

互 扶 持 与 照 护 中 熠 熠 生 辉 ；灵 魂 的 救

赎 ，于 起 伏 涌 动 的 情 节 中 静 水 流 深 。

以 曲 折 的 故 事 和 丰 满 的 叙 事 ，洞 见 人

性 幽 微 ，呈 现 普 通 百 姓 的 命 运 与 烟 火

日常。

据介绍，该作首发于《芙蓉》2023 年第

2 期，入选 2023 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

榜、中国小说学会“2023 年度中国好小

说”。2024 年，入围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

展产业板块“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

推介会，并与佳平影业达成影视版权合作

签约；入围首届“中子星·小说月报影视

价值改编潜力榜”终评。

作者肖勤为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省作

协副主席，主要从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

小说《血液科医生》《守卫者长诗》《水土》

《外婆的月亮田》等，长篇纪实文学《迎香

记》，中短篇小说集《丹砂》《尘世间小小

的灯》《霜晨月》。小说作品获国家级文

学奖——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

奖，以及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多个

重要文学奖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第二届芙蓉文学双年榜”发布

贵州作家肖勤《海边的向日葵》入选

公益“贵州演艺大讲堂”首期活动收官

紫禁城 里 一 只 小 猫 ，意 外 穿

越 数 百 年 ，来 到 如 今 的 故 宫 博

物 院 ……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与

故 宫 博 物 院 联 合 推 出 的 歌 舞 剧

《猫神在故宫》在北京演出后好评

不 断 ，近 期 将 赴 长 三 角 数 个 城 市

演出。

无独有偶，选择猫作为主角的

还 有 上 海 博 物 馆 。 今 年 ，上 博 在

“金 字 塔 之 巅 ：古 埃 及 文 明 大 展 ”

期 间 推 出 数 场 博 物 馆 奇“喵 ”夜 ，

允 许 观 众 携 猫 观 展 ，门 票 场 场 遭

遇“秒杀”。

“这样的变化，说明博物馆正

在以更开放的姿态欢迎年轻一代

观众。”不少观众喜欢看到这样的

变化，也吸引着一批新观众走进博

物馆。但也有资深观众希望回归

安静看展的状态，“你若盛开，清风

自来”。

变，还是不变？

传统文化传播年轻化
胡先生还记得自己前年好不

容易预约上故宫博物院门票，带着

当时 6 岁和 9 岁的两个孩子前往故

宫。但孩子年龄尚小，不太能将建

筑与历史联系起来，走一会儿就喊

累。“我自己准备了讲解词，也给他

们提前看过绘本，但文史知识对他

们来说还是有点难。”但后来两个

孩 子 在 电 视 上 看 到 舞 剧《只 此 青

绿》片段，开始比起“下腰”动作，他

顺 势 讲 了《千 里 江 山 图》的 故 事 。

“看到《猫神在故宫》演出消息，或

许这比‘讲解+参观’更能激发他们

的兴趣。”

《猫神在故宫》讲述了小猫穿

越时空，历经波折最终成长为故宫

守 护 者 的 故 事 ，剧 情 虽 然 脑 洞 大

开，却并非无源之水：故宫曾养猫

以防鼠患，馆藏文物中也有不少有

猫形象的文物，如清孔雀绿加蓝釉

猫，鼻尖一抹深蓝乖巧灵动；乾隆

款白玉蕉树卧猫图花插，以玉石立

体雕刻出猫咪侧卧芭蕉旁的场景；

而清代带皮青玉童戏狸猫，再现古

代童子和如今年轻人一样“吸猫”

的过程。

将传 统 文 化 传 播 年 轻 化 ，故

宫做了尝试。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院 长、歌 舞 剧《猫 神 在 故 宫》的 编

剧 冯 俐 在 根 据 绘 本 写 这 部 戏 时 ，

希望用充满想象力和人文情怀的

故事让一代一代的孩子和成人对

一 座 建 筑 充 满 想 象 。“ 通 过 这 个

戏，唤起孩子对故宫的好奇想象，

把 遥 远 的 历 史 变 得 有 温 度 有 情

感 ，从 而 打 开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一

扇大门。”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

娄玮表示，在科技发展迅速、叙事

日 趋 多 元 、观 众 需 求 不 断 更 新 的

大背景下，博物馆还应面向未来，

积极作为。

让历史之光映照未来
全球多家博物馆都在创新展陈

和活动方式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博物

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席运

营官、首席财务官兼财资主管詹姆

森·凯莱赫介绍，在大都会博物馆所

在的纽约，博物馆听取社区的需求，

举办街区派对，吸引儿童到博物馆

参与绘画，举办包括中国春节在内

的不同国家双语节庆活动，“我们成

功地将访客平均年龄从 42 岁降到

37 岁。”据透露，明年上博将与大都

会博物馆合作在美国展出“镕古铸

新：宋元明清铜器特展”。

今年上海博物馆老馆和新馆接

待观众总数将超过 600 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

说，上博观众的年龄也在下降。“博

物馆发生了很多变化，博物馆的观

众也在变化，而我们所处的世界更

是今非昔比。上海博物馆一直在思

考，收藏过去的博物馆，如何服务当

下，让历史之光映照未来。”

围绕今年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

展中猫这一元素，上博在全球综合

类博物馆中首创观众携宠物猫观展

的博物馆奇“喵”夜活动，不少年轻

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展体验。

不仅如此，上博还开发了移动端小

游戏《埃及猫神庙》，推出剧本游《萨

卡拉的秘密——最后的猫神节》等

一系列活动。目前此次展览文创销

售额已达 1.5 亿元，还带动更广阔的

城市消费。而正式宣布开放的上博

东馆，三分之一空间是公共服务区，

新设置的古代文明探索宫、屋顶花园

等，让博物馆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变的是‘新格局’‘新品牌’‘新

体验’，不变的是追求卓越的根基、

服 务 人 民 的 初 心 、彰 显 精 神 的 使

命。”褚晓波说，今天的博物馆不再

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是每个人都

能乐享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变与不变”是在上博东馆举办

的首次“M20+全球顶尖博物馆大

会”的主题，大会旨在为海内外博物

馆同行提供经验、交流合作、启发灵

感，为中国博物馆和全球博物馆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来自法国、日

本、西班牙、英国、美国、阿联酋、新

加坡、乌兹别克斯坦、韩国、葡萄牙

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陕西、河南、

山西、辽宁、南京、广东、重庆、湖南、

湖北、浙江等地区博物馆的代表围

绕“汲古为新——文化遗产保护与

阐释”“和合共生——联结全球化与

本土化”“擘画未来——科技赋能与

公众参与”三个专题分别进行探讨。

简工博

文学破圈发展 深度参与生活

博物馆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时讯

图片新闻

本报讯 日前，由贵州省演出娱乐行

业协会主办的公益“贵州演艺大讲堂”首

期活动在省文化馆圆满收官。

首期活动历经两个月，共举行十次

讲座，特邀四川、重庆、广西及省内文化

演艺行业的十位名家开讲，来自省内各

演 艺 院 团 、演 出 行 业 的 数 十 名 学 员 参

加。课程涵盖文化理论、市场营销、项目

制作、演出策划等多个领域，老师深入浅

出地讲解与案例分享，不仅提升了学员

们的专业素养，也为贵州文化演艺事业

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此次活动为贵州文化演艺人才的培养

搭建了优质平台，进一步促进了行业内部的

深度交流与合作。学员们纷纷表示，大讲堂

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专家们的授课“干

货满满”，对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12 月 22 日，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 17 周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15 场丰富演出、50 场多彩活

动在国家大剧院本部和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三址联动举办，众多市民走进剧院，

共享艺术盛宴。

图为演员在国家大剧院橄榄厅展示舞剧《杨家岭的春天》陕北秧歌片段。

新华/传真

2024 年即将成为过去，回首这一年，文学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力量，深度参与人们的

文化生活，留下一个个瞩目时刻。作家们深耕创作，一批优秀作品纷纷面世。

《我与地坛》（2024 典藏版）亮相北京

地坛书市。

由李娟散文改编的同名剧集《我的阿勒泰》，成为现象级作品。

《我在岛屿读书》全网曝光量已超 100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