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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0日晚，国乐闹天宫——
国风动画视听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上
演，年轻的无锡民族乐团用中国的传
统声音演绎经典中国动画。现场，观
众沉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经典动画
形象玩偶穿梭于剧场派发礼物、演绎
剧情，还有音乐互动、有奖问答等环
节，可赏、可学、可玩的国风音乐会新
鲜而有趣。

1922年，中国动画创始人万氏兄
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
寰租下上海闸北路三丰里小弄堂中的
一个7平方米的亭子间，制作出中国
第一部带有广告性质的动画短片《舒
振东华文打字机》。自此，中国动画百
年历程为我们中国人的童年增添了绚
丽的色彩。音乐会现场演绎曲目所
涉及的动画元素，有从传统文化中提
炼的“大闹天宫”“九色鹿”，有“70后”

“80后”的童年回忆“黑猫警长”“葫芦
兄弟”，还有“没头脑和不高兴”“大耳
朵图图”“舒克贝塔”等。

值此中国动画百年之际，无锡民
族乐团首度将中国动画与中国声音相
融合，联手老牌IP打造新国潮音乐品
牌，为大朋友带来童年回忆，为小朋友
推开一扇中国传统文化之窗。

记者了解到，此次音乐会是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由上海音乐学
院民乐系副主任刘灏担任音乐总监，
带领12位年轻作曲家呈现12部经典
动画音乐。上海音乐学院数媒学院副
院长程瑜怀担任视觉工程总监，将经
典动画与再改编音乐完美贴合。

中国的传统声音赋能中国的经典
动画，同时打造怀旧剧场氛围，不论是
音乐会还是进场活动，都为观众带来
一份甜蜜的回忆，连现场派发的糖果
都是童年味道的“大白兔”。

（韩玲）

“国乐闹天宫”
国风音乐会在锡上演

即日起至2023年 1月 12日，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主题工笔重彩画青年创作人才培养》
作品展巡展至无锡，在县前西街79号
的无锡美术馆展出。这是由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艺术学院谭鸿遐教授主持的项
目，30位受训学员来自十一个省（市），师
生们深入运河沿线，共创作了100多
件优秀作品，一展运河时代风貌。

《安澜》《夜到渔家》《南船北马》
《大河之韵》……展厅里，一幅幅工笔
重彩画，聚焦运河沿线的遗产遗迹，
记录运河城市的生产生活。作为世
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大
运河是我国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和
文化廊道，于 2014 年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当下，美术界也在尝试从
地域文化传承和主题创作的角度，通
过艺术形式创新带动大运河文化内
涵的提升。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
重彩画就占有重要地位，经过数千年
的发展，在当代审美文化视域的变革
与发展中，这种传统的表现形式和艺
术语言已呈现出靓丽厚重、鲜活明快
的新面貌。用历史悠久的工笔重彩表
现内涵深厚的运河文化，具有天然的
契合度。

“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主题工笔重彩画青年创作人才培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功获批的，这
不仅是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件大事，
更是工笔重彩画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
的一件大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
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请到周
京新、陈孟昕、高云等41位业内名家组
成授课团队，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
授课指导，30位受训学员选自全国
200多位报名者。培训期间，师生们坚
持运河特色文化传承与绘画艺术发展
并举的创作思路，以运河文化带建设为
主线，以文化展示为舞台，以艺术创作
为目的，以能力提升为目标，创作了一
大批运河题材工笔重彩画精品力作。

谭鸿遐表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而工笔重彩
画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法也要不断地
创新与发展。这批作品为两者的结合
提供了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也希望有
更多人投身到大运河主题工笔重彩画
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不断拓展
公众的审美视野和认识范畴，培育工
笔重彩画在运河沿线乃至全国发展的
深厚土壤。 （张月）

他们用“工笔重彩”
绘就大河之韵

近日，无锡市非遗文创研发中心——
瑧礼非遗好物集合店在梁溪区崇宁路上的
文渊坊开门迎客。以古建筑为载体，以非
遗文创产品研发、展示及销售为核心，通过
文化创新、文旅融合、文艺展演等多维沉浸
式体验，打造独特的非遗文创空间，让江南
文化在保护传承中绽放光彩。

文渊坊地处市中心，这里人流密集、商
业高端，更是文保单位集聚区。作为无锡
市“百宅百院”活化利用工程的首批建设项
目，两年前，无锡市文广旅游局对文渊坊部
分建筑进行了改造提升，推出全新的“文
渊雅集”文化品牌，以展览、创新型文化活
动以及小剧场演出的形式对其进行活化
利用。今年以来，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在完整保留文渊坊江南庭院风貌
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无锡市非遗文创研发

中心——瑧礼非遗好物集合店。这是一处
彰显无锡特色，包含书、茶、咖啡、非遗、文
创的融合空间，为锡城市民再添一处“家门
口的好去处”。

锡绣摆件、宜兴青瓷茶具、“东林状元
壶”、NANIMOMO系列盲盒……一件件
非遗展品和文创产品，交织着江南盛地的
文化底蕴与时尚活力。在无锡市非遗文创
研发中心，不仅能欣赏到近年来开发的

“锡”有文创，还能在此围炉煮茶，品鉴咖
啡。即日起至20日，一场咖啡文创展在此
举行。展览全方位展示了咖啡从种植、加
工到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从鉴赏、
器具等衍生出的咖啡文化，吸引了咖啡爱
好者们寻“香”而来。现场更汇集了无锡本
土咖啡品牌，咖啡“匠人”通过手冲沙龙、拉
花比赛等形式，让人们沉浸在可闻、可赏、

可品的咖啡文化体验场景中。
与此同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

许——2022公共艺术展”也在非遗文创研
发中心举行。展览共展出江苏书画院、金
陵美术馆、无锡美术馆等单位20多位优秀
中青年艺术家的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装
置作品50余幅（件），以全新视角展现中国
传统民居宅院之美，将文化、艺术、生活与
自然相融合，展现“锡式”生活的独特魅
力。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两场
展览在无锡市非遗文创研发中心同时举
行，一个书写当代生活方式，一个绘就雅致
传统风韵，恰似时空的联结与交错，让文化
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传承、焕新，而
这也正是非遗文创研发中心设立的初衷和
努力的方向。

（张月 文/图）

无锡市非遗文创研发中心落户文渊坊

新时代需要具有时代标识的文艺经典。
当下，我们正处在中国大发展、大变革的时
代，中国故事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用
之不尽的源泉。近年来，反映时代、反映人民
的文艺精品层出不穷。由无锡国家数字电影
产业园弘道影业制作、出品的电视剧《人世
间》代表江苏入选了全国第十六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这部电视剧
精品改编自作家梁晓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的同名小说，演绎了长达50年的平民生活史
诗。“《人世间》好评如潮的原因不外乎展现了
时代的变迁，更贴近人民的生活。”无锡国家

数字电影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人世间》
现象”并不偶然，经过多年的培育，“无锡”两
字频频出现在重磅影视作品中——“十四五”
时期国家重点影片《澎湖海战》花落无锡，环
保司法大剧《江河之上》今年9月在无锡杀
青，《独行月球》《大考》的后期制作在无锡完
成，《重生之门》的爆火让不少年轻人来到无
锡一探究竟。热门电影《万里归途》《搜救》，
省重点电影《封神：朝歌风云》《天星术》，票房

过亿影片《西游记之在世妖王》《了不起的老
爸》均是无锡出品。无锡作品更是获奖大户，
《四个春天》《捉妖记2》《邪不压正》《西游记女
儿国》等4部电影获2019年江苏省“五个一
工程”奖，在园区拍摄制作的《中国机长》《流
浪地球》等一批优秀影片获得华鼎奖、金鸡奖
等大奖。

除了影视作品，“无锡原创”也已成为舞
台精品的“代名词”。无锡创排了舞剧《千年

运河》、锡剧《惠山泥人》、民族音乐会《光明
行》等40多部大型舞台剧目，《南国红豆》《英
雄·玛纳斯》《歌唱祖国》等上百部无锡作品获
得省级及以上大奖。“精品舞剧就是需要通过
一场场演出的展现，不停地修改完善。”无锡
市歌舞剧院院长葛丹绮告诉记者，《歌唱祖
国》几乎每演一次，都会进行调整和修改，随
着演出机会、交流机会的增多，为创作优质的
本土作品打下了夯实的基础。我市在繁荣演
出市场、扶持原创作品、促进交流合作中，厚
植城市文化艺术基底，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切实助力。

反映时代 反映人民

近日，江苏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公布，无
锡喜获大丰收：电视剧《人世间》获荣
誉奖；电影《了不起的老爸》，电视剧
《飞天英雄》《黑白禁区》，电视动画片
《太湖少年》，舞剧《歌唱祖国》，锡剧
《惠山泥人》，广播剧《10909——深海
的呼唤》,歌曲《那一抹红》，图书《忘记
我》获优秀作品奖。其中，由无锡市
委宣传部报送的电视剧《人世间》，更
是代表江苏入选了全国第十六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近年来，国家级、省级大奖名单
中频频出现“无锡原创”，锡城市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盈，面对下
一程，无锡又将如何创作出更多解码
时代脉动的文艺精品？

频频出圈
以精品生产引领文艺创作攀高峰

无锡原创

人们对文艺精品的欣赏不受年代限制，
同时，文艺精品在不同文化领域都具有研究
价值。这就要求创作者要始终扎根生活，用
心发现生活的精彩，记录真实的人间，以真情
打动人。此次无锡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徐风创
作、获得省级“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长
篇非虚构作品《忘记我》，正是以“真”取胜的
代表。《忘记我》是徐风历时16年精心写就
的，主要记述了旅居比利时的宜兴籍英雄人
物钱秀玲女士，从纳粹德国手中拯救100余
位比利时反抗组织成员的事迹。为了创作该
书，徐风远赴比利时等地，还原了一位中国女

性的传奇人生，还原了中比两国人民友好相
知、友爱互助的重要史实。“好的作品，真实资
料与想象虚构应该是水乳交融的，素材进入
文本，就不是素材了，而是一个完整生命的细
胞。”徐风透露，《忘记我》一书还会翻译成法
语、英语、俄罗斯语、塞尔维亚语、波斯语和阿
拉伯语等语言，传播好中国故事。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何打动人心，尤
其打动年轻人？说到底就是真心、真情、真

感动。“开车时听了一段，音乐、音效特别棒，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令“90后”公司职员徐
嘉着迷的，是无锡以中国万米载人潜水器

“奋斗者”号的研发为题材创作的系列广播
剧《10909——深海的呼唤》。主创人员介
绍，由于该剧聚焦科研领域，为了使作品更
生动、更贴近生活，主创人员多次深入采访，
详细了解科研人员在工作、生活中的各个细
节，提炼创作思路。业内人士评价，该剧最

大的亮点就是真实，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生
动讲述了“奋斗者”号从无到有、艰难曲折的
研制过程，展现了有血有肉的当代科研工作
者的真情实感。因此，不管何种题材，只要
找到情感的共鸣点，就能使受众得到心灵的
共振。无锡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五
个一工程”精品生产为引领，将组织全市文
艺工作者投身伟大时代，用心用情创作更多
展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精神、具有无锡内
涵的优秀作品，奋力书写新时代无锡文艺繁
荣发展新篇章。

（张月、韩玲）

扎根生活 记录真实

创作文艺精品，是所有文艺创作者追求
的目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
新时代文艺精品创作所追求和需达到的目
标、高度和水平。此次无锡获得省级“五个
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锡剧《惠山泥人》和舞
剧《歌唱祖国》，皆以这三个维度为创作标
准。锡剧和惠山泥人，是江南文化名城无锡
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锡剧《惠山
泥人》将这两张“最无锡”的文化名片叠加，
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精髓。无锡市
锡剧院负责人蔡瑜表示，早在十年前，锡剧

院就考虑如何将享誉全国的传统手工艺品
惠山泥人搬上舞台，主创团队深入无锡民间
采风，深入探寻惠山泥人制作技艺，叩问非
遗传承人身上的工匠精神，从舞美到台词，
都力求精彩，全方位展示惠山泥人艺术的绚
丽多彩，十年一剑，最终成就了一台高质量
的大戏。

近年来，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文联

全面统筹全市各类文艺精品创作规划，分门
别类实施精品工程，助力艺术生产，攀登文
艺高峰。无锡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无锡设立了文化艺术项目扶持奖励资
金，连续实施“优秀剧本孵化计划”，建立起
文艺精品创作题材库，从源头上提升文艺精
品创作能力。“无锡有着优良的剧本创作传
统。”无锡著名作家、编剧吴翼民希望无锡

通过剧本孵化计划的常态化，形成本土剧
本创作人才培育机制，持续充实无锡优秀
剧本池和创作人才库。无锡市文广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剧本创作是打造精品力
作的前提基础，无锡也在通过大运河戏剧
创客大赛等新形式不断发掘创作人才，鼓
励作者去发掘无锡历史人文的时代价值，
在创作中自觉融入无锡元素，努力推出更
多具有思想深度、时代高度、生活热度和人
性温度的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无锡声音。

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