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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观众

爱上中华文化
  据人民网，前不久，李子柒“回归”，更新了
一条制作漆器的视频，引发众多网友关注。近年
来，从李子柒的“一枝独秀”，到众多博主的出现
与成长，在短视频平台上，传统文化视频创作者越
来越多。他们并非非遗传承人，却通过对非遗的学
习体验、视频科普等形式，用镜头定格古老技艺，
将那些在时光中渐渐隐匿的记忆，重新带回公众视
野，让观众看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
  借助清新的画面氛围、生动的叙事，这些传统
文化视频创作者让非遗技艺从山野田间走向更广阔
的世界，唤醒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认同，同
时也带领更多人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传统文化需要大家共同守护。数字化传播让
更多人认识、了解、爱上非遗，甚至投身其中，这
就是它的意义。”谈起下一步发展计划，视频博主
彭南科说，他准备邀请更多非遗传承人和爱好者来
他的“南科院子”，把院子打造成“非遗谷”，让
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焕发新的
生机。

今年中国内地电影

总票房已破400亿元
  据中国新闻网，截至北京时间11月27日14时36
分，2024年中国内地电影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
400亿元（人民币，下同）。
  截至目前2024年票房前十名影片为：《热辣滚
烫》《飞驰人生2》《抓娃娃》《第二十条》《熊
出没·逆转时空》《默杀》《志愿军：存亡之战》
《年会不能停！》《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
起》《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认为，今年喜剧类
型片市场表现较为抢眼，截至目前喜剧片总票房已
接近200亿元，该类型在春节档、暑期档等热门档
期均获得观众的明显青睐。
  陈晋表示，正在上映的国产影片《好东西》，
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1分，影片通过映前精准点
映，口碑快速发酵，上映5天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
根据灯塔AI票房预测显示，该片总票房有望突破5
亿元。凭借《好东西》的优异表现，上周此间总票
房突破4.2亿元，较2023年同期上涨32%，为今年贺
岁档迎来良好开端。

微短剧

以影像描绘诗与远方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河南省郑州市政府
发布《关于郑州市加快推进网络微短剧产业高质量
发展扶持政策的意见》，从剧本孵化、精品创作、
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一揽子计划，确立将郑州打造
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微短剧创作之都”的战略
目标。
　　之前，北京、江苏、浙江、广东、陕西、安徽
等地也纷纷布局微短剧产业，逐渐形成规模化、集
群化的产业布局。其中，文旅微短剧成为抢眼的创
作类型。2024年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
开展“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的通知》，要
求各地推动一批实体取景地跟随微短剧的热播“出
圈”，塑造一批古今辉映、联通中外的文化标识和
符号，通过微短剧实现全球传播，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微短剧+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还陆续发布4批“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
作计划推荐剧目，其中许多作品为文旅微短剧的良
性发展提供了创作样本。
　　但目前一些制作机构对于文旅微短剧的行业标
准、创作导向和拍摄手法还不甚明晰，有的沿用以
往的创作模式生搬硬套，导致作品的推介效果不
佳。因此，要针对竖屏和横屏文旅微短剧采取差异
化创作策略，积极拓展旅游目的地的定制业务，让
精品化、 IP 化成为文旅微短剧的创作潮流。

小城办大赛

缘何成为新趋势
  据光明日报，近几个月，多场顶尖赛事落户浙
江区县。比如，2024 年全国热气球公开赛（浙江
武义站）吸引全国多支队伍空中竞技；绍兴上虞见
证了2024 年第9届世界杯木球锦标赛的精彩瞬间；
2024 宁海越野挑战赛上，全球近5000 名越野跑爱好
者在大自然中挑战极限。新兴体育赛事的承办地从
一、二线大城市向县城转移，小城办大赛正从过去
的新鲜事变成新趋势。
　　大赛缘何青睐小城？从主办方角度来看，在小
城办大赛不仅有成本优势，还有“情感加分”。一
方面，小城的“性价比”更高。随着基本公共服务
日益均等化，我国城乡区域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在
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大城和小城虽然在空间上有
“山川异域”之别，但在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享受
“风月同天”之利，大城和小城的信息鸿沟日益缩
小。另一方面，小城的人情味更浓，更富有乡土味
和烟火气，能为不同类型的赛事附加情感和文化
价值。
　　小城又为何渴望大赛？从承办方角度来看，大
赛能给小城带来更多人气和流量。小城之“小”，
表面看来是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之小，从经济学角
度看，则是其本身的市场和消费需求相对有限。作
为一种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赛事经济在赋能引
流、拉动消费等方面有其独特优势，不仅能帮助小
城链接更加开放的市场，还能使其充分挖掘特色资
源，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景 整理）

  多年前，我采访著名小品演员邵峰。他说，
还是想演话剧，小品展不开，没有纵深感。而在
潍坊，就有一群人，被话剧的魅力所吸引，他们
打造出五幕话剧《别无选择》。今年元旦我在潍
坊看了首场，12月1日晚，我在昌邑剧院又看了
一次，受到两次震撼。话剧的穿透力，了得！
  这群迷恋话剧的人，最早是潍坊朗诵协会
的会员。几年下来，全国大奖都拿遍了。他们鼓
动协会会长马永安：咱们排练个话剧好不好？马
永安也是个燃点比较低的主儿，比汽油的燃点
还低。疫情期间，原本写小说的老马闭门不出，
研究能搜罗到的剧本，国内的国外的，开始恶
补。捣鼓出厚厚一大摞，开始排练。摆在挑战者
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熟悉剧本，背台词，揣摩角
色等等。老马急脾气，来了个倒排工期，定在
2024年元旦首演。这群人都有各自的职业，排练
老凑不齐人，上班时间紧，只能晚上或节假日排

练。老马却信心满满，他自掏腰包买点心、雪
糕之类哄大家开心。一部大戏上演，事无巨
细。服装道具都是凑的，家里的旧沙发、饮水
机，都派上了用场；孩子的衣服，也成了最合
身的戏装。好在，训练场地不要钱，可是必要
的开支不能少。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原潍坊医
学院）给予了支持，潍坊卫恩医院的院长温明
春，他是山二医校友，听说老马要做话剧，二
话不说先打了两万块钱。还有，老马他们申报
潍坊市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有了几万块钱
资助。老马说，这都是雪中送炭啊！
  话剧《别无选择》是根据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70多年发展历程中许多动人历史节点和校友真
实事迹改编的。通过一名在校医学生黄南星的
成长经历，透视一家三代医生的医德传承。黄南
星的姥爷和父母都是医生，父亲在援藏时牺牲，
母亲张子苓整日埋头手术室和病房，或者出现
在抗震救灾和抗击疫情第一线，对女儿疏于照
顾。高考报志愿时，黄南星坚决不报医学专业，
而母亲张子苓却偷偷给改了志愿，逼她学医。母
女关系一直僵持了若干年，直到黄南星去湖北

抗疫前线后才理解了母亲，理解了医者的神圣。
  话剧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现场感和即时性。
演员与观众面对面交流，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动
作都能被观众捕捉到，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现
场的互动和反馈，让每一次演出都成为独一无
二的艺术体验。12月1日晚的演出，观众主要是
昌邑市的医务工作者和家属，剧场没暖气，气温
很低。我穿的不多，腿发冷，但我看到观众没人
离席，好多观众都流泪了。剧场里还有好多孩
子，他们不哭不闹，竟然也看到了最后。冷冰冰
的剧场，热腾腾的戏，这就是话剧的魅力。
  在话剧中，马珺郦、周毅是两位主演，我跟
他们都是媒体人，算是同行。在后台，我问他们，
你们有工资吗？有补贴吗？他们笑着摇头说：“我
们什么都不要，就是喜欢。”导演马永安一脸坏
笑：“要也没有。”我还看到了文友张立，她是马
永安的同事，也是山东第二医科大的老师，她没
在舞台上扮演角色，应该是后勤人员，演出结
束，她激动地跟我打招呼，她说：“跟他们一起做
一台戏，看到观众这么喜欢，我很开心。”
  在追梦的路上，这群人肯定经历了数不清

的大坎小坎。有时，他们会被残酷的现实击倒，
感到迷茫和无助；有时，他们会遭遇他人的嘲笑
和质疑，受到打击和伤害。但是，他们从未放弃
过自己的话剧梦想，从未停下过前进的脚步。他
们知道，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更好地站起来，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为了更接近成功。他们知道，
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可以通过不懈
努力实现的目标。于是，他们背起行囊，装上干
粮，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途。
  致敬那些背着干粮追逐梦想的人，他们有
情怀、有大爱，他们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勇
气和毅力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了怎样活着，怎样活出滋味、活出境
界，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
梦想。
  真诚希望《别无选择》能早日走出潍坊，
走进省会大剧院、国家大剧院。一群背着干粮
追逐梦想的人，在用自己的身心塑造一群奋战
在卫生战线上的白衣天使们。他们给寒冬添了
一抹暖色。我们给他们投去一个温暖眼神，就
是在给他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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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为山

  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希腊，像一

位饱经沧桑的睿智长者，岁月霜华

浸染其鬓发，兴衰波澜盈满其眼

眸，从容而沉静。

  首都雅典，卫城山下，阿果拉

广场中心，有两尊青铜塑像巍然屹

立。他们是中国的孔子与希腊的苏

格拉底，在此形神相遇，以心灵相

契的共鸣，跨越时空，对话互鉴。

  这两位伟大的圣哲分立西东，

相向而视，向世人讲述作为东西方

文明发祥地的两个古老国家——— 中

国和希腊之间思想火花的碰撞和伟

大友谊的故事。

一

  三千年前，在爱琴海温柔怀抱里星罗棋
布的岛屿上，诞生了古希腊。
  蓝天、碧海与白墙交织成梦幻的色彩，
橄榄枝轻轻摇曳，海风和潮音讲述着古老的
英雄传说。晨曦中，帕特农神庙石柱间透过
缕缕金光，映衬出诸神身躯的健美伟岸，浅
吟着庄严神圣的乐章。智者们怀着追求真理
的炽诚，热烈地思辨追问，如锐利的剑划破
平淡的精神之幕。酒神祭典上，弥漫着葡萄
酒的芬芳，狂欢的人们面具后的双眸溢满激
情，悲剧喜剧的种子于此生根发芽。露天剧
场里，演员或奔放或克制，观众或沉醉或清
醒，人们通过艺术审视着自我与命运的永恒
纠葛。
  活力四射的古希腊，是神话与现实共存
的异境，也是艺术与哲学并绽的奇花。
  伟大的文明往往灵犀相通。古希腊英才
辈出的黄金纪元，正逢华夏原生思想如涌泉
奔腾的“百家争鸣”之盛期。这，是人类精
神实现重大跃升的轴心时代。东西方虽远隔
千山万水，却近乎同步“触及了全人类共通
的精神本源”。自此，人类被“同一的起源
与归宿”紧紧相连。轴心时代的孔子与苏格
拉底，面对历史巨轮的轰然转向，秉持崇高
的使命担当，一位周行列国，播撒智慧；一
位漫步街巷，探寻真理。他们不仅分别铸就
了东西方文化的巍峨基石，亦为全人类道德
精神之形塑，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卓越功绩，
成为举世尊崇的圣哲。
  孔子与苏格拉底皆生活在社会剧荡之
秋。前者所处之时代，礼崩乐坏，秩序倾
颓，人心惶惶，诸侯纷争不息。孔子以
“仁”为芒，穿透乱世的重重迷雾，若春风
化雨，润泽每一颗迷茫的心灵。后者则遭逢
雅典城邦盛极而衰的转折之际，战火纷飞，
法纪弛废，奢靡之风渐长，无原则、无是
非、无道德的相对主义肆意蔓延。苏格拉底
高扬“德性”，以犀利的言辞剖析人性的复
杂多变，用谨严的理路走出通往真善美的幽

径，鼓舞人们为不断获得完美的生活而净化
心灵。他发出的灵魂叩问，如黄钟大吕，振
聋发聩；他传播的思想观念，似希望的灯
塔，在黑暗中为前行照亮方向。
  言传身教，知行合一，毕生坚守信念，
践行心中理想。孔子与苏格拉底在各异的境
遇中，终于觅得济世安民之良方。“仁”
与“德性”的提出，突破了狭隘的等级藩篱
与相对主义迷障，洞见了人类命运一体性的
应然与必然，规范着后世数千年人类精神文
化的前行方向。

二

  光阴如白驹过隙。今朝之希腊风采依
旧，历史的缱绻记忆与现实的缤纷多彩交融
共存，俨然一幅曼妙画卷。
  在中国与希腊两国文化部门及中国驻希
腊大使馆的鼎力相助之下，承蒙希腊文化和
体育部诚挚邀约，我所创作之雕塑《神
遇——— 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将永久矗立
于这片伟大的土地。而这也是孔子首度“莅
临”西方文明的摇篮，来真切感知雅典古城
的心跳与体温，神遇生于斯长于斯的苏格
拉底。
  希腊文化部与考古委员会特将《神
遇——— 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之雕塑选址，
定位于卫城脚下的阿果拉广场，即雅典古市
集遗址所在。雅典古市集，乃希腊城邦时期
公民的主要社交场所，城邦中各行各业的人
就是在此聚集，互通有无、交流思想。据
说，苏格拉底也经常在此演讲、辩论，向世
人展示深刻的哲思与有趣的灵魂。自阿果拉
广场极目远眺，西北卫城山上赫菲斯托斯神
庙巍峨耸立，另一侧，则有修复如初的古代
长廊、完好无损的风神塔，以及横贯其间的
泛雅典大道。周遭景致肃穆、壮丽而苍茫，
仿佛时间已然凝固，千年前的气息氤氲其
间。将一尊出自当代中国艺术家之手的雕
塑，矗立于这学术思想与商业文明交融、哲
学精神与历史文化碰撞的核心之地，彰显了
希腊政府与人民对雕塑创意的称许、对孔子
的敬重以及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更折射出他
们对中希文明互鉴的期许，以及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认可！
  以往我塑孔子，多侧重于呈现其德配天
地、令人仰止的崇高形象。此次，我更注重
彰显仁智之乐的山水精神，着意于姿态与神
采间流露出的平易、包容与亲和。诚然，历
史文献记载孔子身高“九尺有六寸”，本应
远高于苏格拉底，然在这里却与苏格拉底并
肩而立。造型上，我一以贯之地采用“线体
结合”“线体互生”之古法，以生理、物理
的空间之“体”为根基，佐以灵动流畅的线
条，整个人物虚实相生，起伏变幻，传递出
丰富的节奏韵律与超凡的精神特质。与此同
时，我特意融入“风”之意象。于中国文化
而言，风乃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之一，《周
易》中巽卦即为风卦。文化交流恰似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此尊孔子像衣袂飘拂，神情
和悦。其磬折交手行礼之姿，尽显温良恭谦
之风范，东方古国的礼仪如春风骀荡，润泽
四方。
  多年前，我曾潜心研究苏格拉底。其生
平事迹，主要源于两位弟子色诺芬与柏拉图
的记述。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亦曾塑造过苏
格拉底的戏剧形象。创作前夕，我再度精读
这些资料，并参详西方美术史上描绘苏格拉
底的经典之作，发觉其形象共性为：身材矮
小，头颅硕大，面容粗陋，不修边幅。这些

特征虽符合真实的苏格拉
底，却难以勾勒出我心中
的 苏 格 拉 底 形 象。故
而，我于借鉴前人成果
之上，融入自身独特
感悟。其一，以中国

美 学 “ 丑 中 见
美”之视角审

视苏格拉

底之外貌。庄子云：“德有所长而形有所
忘。”具高尚德性之人，纵形貌欠佳，亦会
散发一种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苏格拉底之
德性魅力，令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人，皆
忘却其形貌之陋，而欣然趋近、敬仰、崇
慕。此方为大美、至美，超脱于形骸之外，
目击而道存。其二，凸显苏格拉底身姿挺拔
健硕。苏格拉底自幼随雕刻匠父亲研习雕刻
技艺，且三度从军出征，战功赫赫，加之其
深邃思想与坚毅性格，令我不禁联想到古希
腊神殿之石柱，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于
神、人的话语世界彰显其深邃哲性。于是，
我未依文献“身材矮小”之记载，而是将神
柱意象与苏格拉底形象融合，塑造出一位孔
武有力、气宇轩昂、侃侃而谈的苏格拉底形
象。此创意既寓其体魄强健，亦象征其以最
为质朴的方式，传达人类最为高深的智慧。
其三，彰显苏格拉底造型的写实神韵。我素
来力倡写意雕塑，其要旨在于写意之诗性与
中国文人艺术形质神韵之完美契合。而塑造
苏格拉底，则当与古希腊审美中单纯静穆的
理想化写实之风相融合，故借神柱与人体的
叠化同构，以匹配其思想中的理性品格与科
学精神。

三

  曾两度访华的希腊文学巨擘卡赞扎基斯
说过：“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
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
  我以为，“两张面具”，可理解为孔子
的忠恕之道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忠恕与
对话，其本质皆为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借心灵与情感的对话，超
越小我，进臻大我。就其最为宽泛与深邃的
内涵而论，忠恕与对话的终极指向，便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年，苏格拉底谨遵
德尔斐神庙神谕“认识你自己”且“自知其
无知”，故而被称为“最有智慧的人”。而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非凡智慧，其实都呈现在
卡赞扎基斯所说“理性的面孔”上。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有
理性的动物”。理性，一直被视作人的本
质。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理性也会形成不
一样的特点。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理性注重
逻辑，往往通过静态分析，追求永恒真理。
而中国理性则崇尚辩证，努力把握变中之
常，常中之变，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总结
规律。中西理性特点虽有差异，但都透过现
象揭示本质，都直面现实反思历史，故而其
冷静、反思的灵魂是相通的。认识对象、认
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以谦卑与敬
畏之心审视省察自己的言行，皆离不开
理性。
  时光是一条奔腾的激流，令历史长河中
沉淀的礁石重现其形。两千年前，随着东西
方开启形神交融、经济文化交流的华章，举
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应运而生。数百年前，古
希腊哲学、科学被译介至华夏，影响了无数
贤达之士。古希腊艺术，更早经印度犍陀罗
风格辗转东传，融入华夏文明的浩浩文脉。
今天，我们对文明互鉴的热望一如既往，然
人类生存的广度、深度与复杂性，已远超往
昔任何时期。当下世界，愈发需要重温往圣
先贤的哲思睿语。而孔子与苏格拉底所倡导
的宽容、理解、对话，以及理性精神，依然
是济世良方与心灵甘露，助力今天的我们构
筑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引
领人类携手踏
上命运与共的
康庄通途！

致敬背着干粮追逐梦想的人
□ 逄春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