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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为期 4 天的“技

炫西南”西南五省区市杂技魔术展演在

昆明举行，来自云南、重庆、四川、贵州、

广西五个省（区、市）的 10 余家专业杂

技院团精彩献技，贵州省杂技团携《律

迹——弹球》亮相并获展演优秀节目。

在《律迹——弹球》演出现场，演员

们运用灵活的双手和精准的控制力赋

予了弹球以生命，弹球在时而“叛逆”、

时而“顺服”的跳动与滚动间，勾勒出

充满视觉张力的运行轨迹。

据介绍，贵州省杂技团以展演为支

点，开展杂技进校园公益演出，探索市

场商演模式，寻求西南五省区市杂技艺

术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6月20日，“同向中华——

贵州民族古籍工作 40 年”成就展在贵

州省民族博物馆开幕，直观呈现过去

40 年间我省在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

理、研究、出版、数字化及活化利用等

方面取得的成果。

此次展览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主办，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

公室、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

物馆）共同承办。展出将延展至 9 月

20 日。

展览以“收藏保护 展卷琳琅”“古

籍修复 再现光彩”“整理研究 文脉新

生”“平台共享 数智未来”“和合同心

典映中华”五大单元为主题，通过近百

件珍贵古籍、出版成果、照片、数字化

影音资料和相关实物，以视、听、触多

样化的展陈方式讲述民族古籍里的贵

州故事，为观众勾画了一幅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成发展的生动画卷。

此外，展览还精选省外14部珍贵古

籍同步展出，并设置了投影放映区、阅

读区、触摸屏翻阅区、古籍纸张展示区、

民族祝福语印章打卡区、观展答题区等

互动空间，拉近观众与古籍的距离。

据了解，贵州少数民族古籍载体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从线装典籍、碑铭、

石刻到说唱资料，从彝文、水文、布依

文等古代民族文字到现行少数民族文

字，从歌谣、谚语到故事，涵盖政治、经

济、法律、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医学

等领域，内容纷繁复杂，信息量大，具

有独特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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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杂技团携作品亮相

“贵州民族古籍工作40年”成就展
在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展出

6 月 15 日，在第 27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开幕论坛上，“行业难”成为

参会者讨论中的高频词。中国电影

市场供需矛盾问题持续近一年：今

年除春节档火爆外，平日票房低迷，

清明档、五一档票房腰斩，直至端午

档才出现回升迹象，接下来的暑期

档对行业而言至关重要。

行业之所以艰难，最显性的原

因当然是观众流失。据统计，2024

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减少 2 亿，国庆

档观影人次减少 1100 万。有报告显

示，去年全年观影人次减少 3.6 亿。

观众流失状况在 2025 年春节档得到

短 暂 缓 解 ，这 一 档 期 观 影 人 次 为

1.87 亿，创造了同档期纪录。但今

年清明档观影人次不足 1000 万，五

一档观影人次不足 1900 万，跌到去

年同期的一半。电影行业面临严峻

考验。

观众在今年春节档回流，主要功

劳要记在《哪吒 2》身上。这部电影

的一枝独秀，使行业看到希望，也感

受到压力。从业者期待暑期档潜在

的巨大消费群体，能像春节档那样

再次蜂拥而至。这一盼望能否变成

现实，取决于暑期档能否出现接近

《哪吒 2》品质的现象级作品。

位列全球票房第五名的《哪吒

2》，是本届上影节论坛避不开的话

题。大麦娱乐总裁李捷表示，自从

《哪吒 2》上映之后，大多数观众对

好电影的评价标准上升了 15%。这

一 说 法 一 定 程 度 上 解 释 了 观 众 流

失之谜——《哪吒 2》大幅抬高了观

众的期待值，然而电影供给侧的结

构性改革却迟迟未能有实质性的启

动 。 换 句 话 说 ，在“ 后《哪 吒 2》时

代”，行业与观众（市场）同时遭遇了

一场兴奋之后的迷茫期。

其实，行业与观众（市场）对何

为好电影并非没有共识。理想情况

下，“口碑票房双丰收”就是这一共

识的核心标准。分开来看，行业所

遵 循 的“ 金 杯 银 杯 不 如 观 众 的 口

碑”，市场所要求的“上座率是硬道

理”，早已分别从两端为电影的创作

与生产勾勒出清晰的发展道路。这

些年，《大圣归来》《我不是药神》《流

浪地球》等作品，被公认为是国产好

电影的代表。

与此同时，受到电影营销先行、

类型扎堆、热情透支等因素影响，现

实中这一共识也不断遭受考验，行

业内认为是好作品但观众却不买单

的现象频频发生。直到《哪吒 2》的

出现，它以更精准的方式再次凸显

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标准，使得

优劣作品的界限格外清晰起来。《哪

吒 2》尤其坚定了主流观众的认知，

如果黄金档期的新片无法达到观众

新建立的欣赏标准，他们就不愿意

掏钱买票。

因此，电影从业者与其关心观

众什么时候回流，不如把重点先放

在解决分歧方面——行业与消费者

对“ 什 么 是 好 电 影 ”，究 竟 谁 说 了

算 ？ 电 影 的 评 价 标 准 以 及 对 电 影

的评价话语权，不应再集中于行业

与营销方，而要更多倾听观众的声

音；创作者不应再以强势姿态示人，

平台也要摒弃用过度商业化的营销

手法试图主导观众的做法。行业要

真正尊重观众，真正从观众对电影

的需求出发来进行作品的规划、创

作、制作和发行。虽然这可能需要

克服行业固有的惯性，但是，一个行

业唯有真正掌握市场规律、深谙消

费者的愿望，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

存土壤——电影行业要明白这个道

理，还要在产业框架以及执行细节

中落实。

电影行业 目 前 表 现 出 无 所 着

落的状态，原因不在于行业与市场

没有共识，而是这份共识没有找到

责任主体，不能得到有效凝聚与执

行 。 观 众 希 望 看 到 电 影 行 业 有 信

心 、有能力地持续输出佳作，当电

影 行 业 充 分 给 出 这 样 的 姿 态 与 信

号，并且后续真的有足够多的满足

观众高期待值的作品出现时，流失

的观众自然会回流影院。

在修文县六屯镇的青山绿水间，

藏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大木村，一

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布依族古村落。

大木之名，源于两种悠远回声。

一说因寨中五株古银杏擎天而立，最

大者需十二人合抱方能围拢，虬枝如

龙，冠盖若云，村人遂以“大木”称颂其

伟岸生命；另一说则溯至土司时代，老

土司逝后，二子分治，“大头目寨”与

“小头目寨”在岁月流转中音变为“大

木寨”与“小木寨”。煤炭冲处那座被

称为“目老坟”的巍然坟茔，传说即是

大头目的安息之所。时光之河奔流至

2013 年，地缘相连的三个村庄在此合

流，成为现在的大木村。

《大木村志》编撰人之一李银波介

绍，村寨血脉的源头可触摸到明朝的

烽烟，万历年间“平播”之役，江西卢陵

协镇李仁宇挥师入黔。战事平息后屯

驻花溪区石板镇，后与当地班氏联姻，

生二子。次子班近山（后还宗姓李）率

众北上拓荒，在大木寨开枝散叶。李

氏祖坟碑文如沉默的证人，班大秦墓

静立山间，班李交融的家族史在碑刻

与口传中延续。

大木村还有着一段令人难忘的红

色记忆。90 年前，红军路过大木村，为

这片土地注入了红色基因。1935 年 4

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采取回师遵

义、横跨乌江、佯攻贵阳作东进之势的

策略，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这支纪

律如钢的队伍，在途经大木村的三天

三夜秋毫无犯，更挽袖为村民劈柴担

水。4 月 3 日，朱德总司令在村中静慈

寺留宿，向乌江北岸发出“我今天在扎

佐以东”的明码电文，成为“佯攻贵阳”

大棋局中的精妙一招。

红军离去，土墙上的标语却如星

火存留：“红军是干人的军队！”（“干

人”为布依语，译为“穷人”）——这质

朴的宣言历经风雨，至今依然清晰可

见，是红军与村民鱼水情深的见证。

如今，标语旁建起了红军文化广场，成

为后人追寻红色基因的精神坐标。

在大木村，布依族村民主要聚居

于大木寨、小木田坝等寨，布依木构瓦

房曾点缀山间，独特的“燕窝”式结构

精巧，火塘上悬挂的“火盆箱”收纳着

人间烟火。村民尚蓝青之色，女子头

巾轻挽，男子包帕或戴帽。当地的传

统节日除了除夕春节、清明端午之外，

还有正月初九“上九”祭祖、六月初六盛

大“六月六”、七月十三“月半”追远等。

大木的现代转型，始于 2015 年美

丽乡村建设。传统农业的单一画卷

被多元产业泼墨重彩：猕猴桃园绿浪

翻涌，林下菌菇悄然萌发，韭黄基地

铺展“金色希望”。2016 年，“桃源八

寨”乡村旅游宏图展开，“金叶大木休

闲度假区”正式确定，与六屯镇其他

五村共绘“幸福都堡”“水墨陆丰”等

诗意板块。

依托“红色大木”的底蕴与毗邻桃

源河 AAAA 级景区的优势，古寨焕发

文旅新颜。红军标语广场成为革命教

育生动课堂；布依木楼蝶变为特色民

宿，十余家乡村客栈隐于林泉。2018

年，修文县首届乡村旅游发展大会民

宿观摩在此启幕，大木村更荣膺“贵州

省乡村旅游创客孵化基地”，吸引年轻

梦想落地山乡。昔日寂静村落，如今

成为避暑寻幽、体验红色研学与民族

风情的诗意栖居地。

大木村先后获得了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贵州省

“最美红军村落”等称号。

红军标语在广场石壁上依然鲜

红，布依歌调仍在月夜婉转。从土司

旧治到红色堡垒，从闭塞山乡到“桃源

八寨”明珠——大木村，这座深藏于黔

中腹地的古村落，用它独有的方式向

四面八方的游客讲述着过去与现在的

故事。

时讯

图片新闻

6 月 19 日至 10 月 12 日，“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展览在上海

浦东美术馆与公众见面。展览汇聚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逾百件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的法国艺术杰作。图为展览现场。

新华/传真

6 月 13 日至 7 月 27 日，“造梦现场”电影艺术展——中国电影 120 周年特展在上海

影城举行。展览设置 8 大主题展区，涵盖影史、武侠、动画、科幻、摄影艺术、VR 等领

域，通过电影资料和摄影作品等，呈现中国电影走过的 120 年“造梦”历程。第二十七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本次展览的特别支持单位。图为观众在展览上观展。

新华/传真

6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剪纸名家邀请展暨内蒙古剪纸艺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

职业学院美术馆举行。该展集中展示了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18 位剪纸名家的 60 余幅

剪纸作品。同时，剪纸艺术家们现场介绍、创作剪纸作品，吸引剪纸爱好者和学生观

看，助力弘扬传统文化。图为和林格尔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段建珺（前中）向观

众展示剪纸作品。

新华/传真

评弹评弹

解决“行业难”需学会尊重观众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聆听黔中古寨的今与昔
——走进修文县大木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文 梁超/图

红军长征时在大木村留下

的标语。

大木村红军文化广场。

大木村的布依族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