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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柳浪闻莺》
体现传统文化之美

电影《柳浪闻莺》剧照。

3月 5日起，电影《柳浪闻莺》在全国公映。
该片改编自作家王旭烽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系列小说

《爱情西湖》，以杭州西湖的著名景点“柳浪闻莺”为背景，
讲述了越剧团女演员垂髫、银心和画家工欲善之间的情感
纠葛。影片曾入围 2021年第 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主竞赛单元，同时也是 2019年首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
30强作品。

影片中运用了扇子、越剧、梁祝故事以及水墨画等许
多传统文化元素。导演戴玮说，影片借此追求一种诗意和
浪漫的表达，希望能够感动观众。

歌手李玉刚观影后称赞男主角郑云龙的表演细腻深
情，眼神富有内涵。演员颜丙燕认为，“这部电影表现的情
感不矫情，有味道”。导演李霄峰说，影片让他在银幕上感
受到了久违的电影之美，“这部电影的画面、摄影很棒，带
给人意外惊喜”。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3月13日，一名游客在广西贺州市瑶族文化体验馆参观。
广西贺州市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是大西南连接粤港

澳的重要通道，境内居住着汉、瑶、壮、苗、侗等多个民族，古朴的
民风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受广大游客的青睐。 新华社发

近日，国史普及读物《中国：从天宝惊变到辛亥革命》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是正热播的纪录
片《中国》第二季同名图书，与第一季图书《中国：从春秋到
盛唐》串联起自春秋到近代的文明源流，完整呈现中华历
史发展脉络。

相较第一季图书，《中国：从天宝惊变到辛亥革命》时
间跨度更大，从盛唐气象写到近代风云；关注视角也愈发
多元，从中国延伸到同时期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翻开书
卷，图文并茂的视觉盛宴跃然纸上。

全书分为十集：从唐代天宝年间讲起，到五代乱局与
元明清的大一统，直至近代辛亥革命为止，选取历朝历代
的经典人物，描摹出恢弘大气的历史画卷。“要完成这样一
部纪录片，创作者无论做多少努力，都是应该的，也是不够
的，但这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中国》前言中，纪录
片总制片人、总导演李东坤写道，用影像著史，首先面对的
难题就是大结构，叙事必须先“舍”后“取”,历史是复杂的，
我们要做的是让它简明；历史是深刻的，我们要做的是让
它普及。”联合总导演周艳期待：“让我们怀揣着温情与敬
意，翻开《中国》，相信读完以后，你将认识自己，更理解中
国；了解历史，更热爱中国。”

如何让更多人读懂中国？纪录片团队联合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推出相关书单作为拓展阅读，线上线下联动“用
书香打开中国”。从地铁到书店，《中国》团队以沉浸式阅
读体验全面传递历史交互感。 （据《文汇报》）

纪录片《中国》同名图书出版
解密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

麻编文创传递“她”力量

宁夏月牙湖：

在宁夏银川市月牙湖乡滨河家园四村非遗麻编手工坊，张璟（前中）查看村民
们制作的产品。

2017年底，自治区级麻编非遗传承人张璟来到位于黄河东岸的银川市月牙湖
乡，开设麻编培训班吸收村民学员，并成立了非遗麻编手工坊，学员以妇女居多，最
小的 26岁，最大的 70多岁。

几年来，张璟奔走于银川市区与月牙湖乡之间，为村民们传授技艺并送去原材
料，再将大家编好的粗加工产品带回，进行后期加工，设计制作出手包、收纳筐、钥匙
扣等生活用品，还结合宁夏地域文化制作出文创产品。

张璟为村民学员们制作专属名牌作为标签与产品一同销售，每件产品可追溯到
村民个人，这一举措有助于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乡亲们的手作技艺。

通过学习非遗技艺，月牙湖乡的妇女们在掌握一门手艺的同时，坚定了自力更
生的生活信念，提升了艺术修养，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精神、文化上带来的满
足比经济效益更高、更珍贵。”张璟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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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雪容融”诞生过程

源自大三女生创意
3 月 4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正式上岗了。
从成立设计修改团队，到等待这个被赋予运动生命和奥运精神的红灯笼成为全世界的主角，来自吉林艺

术学院的设计成员们经历了1134天。雪容融浑身上下都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顶部的如意造型，象征着
吉祥幸福，头上和平鸽和天坛构成的连续图案，寓意着和平友谊，也突出了举办地的地域特色，整体装饰图案融
入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面部的雪块既有“瑞雪兆丰年”的寓意，又是拟人化的设计，让吉祥物更加可爱。

雪容融的肚子能发光，这
不仅是灯笼原始属性的体现，
更 寓 意 着 点 亮 梦 想 ，温 暖 世
界，代表着友爱、勇气和坚强，
体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
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
理念。

自己设计的灯笼创意元素，
能从全球征集的近 6000份作品
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24岁
的姜宇帆不敢相信。

2018年 9月 21日，北京冬奥
组委举办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
吉祥物、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
集”吉林艺术学院专场宣讲活
动。之后的 20多天时间里，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吉林艺术学院
征集了101幅学生作品，全部递交
到了北京冬奥组委。

当时的姜宇帆，还是吉林艺
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的一名大三
学生，在收集资料和设计时，她想
到了春节时家家户户会挂起的
红灯笼。在征集结束前的最后 3
天，她以中国结和大红灯笼作为
创意素材，提交了设计图稿。

雪容融就这样被孕育在灯
笼元素里。

从孕育到诞生，灯笼元素发
生了颠覆性的变化。2019 年 1
月 25日，在第一次修改会议上，
北京冬奥组委专家的意见是，

“仅保留原创属性，重新设计形
象”。这意味着吉祥物的设计要
重新开始。

雪容融设计团队成员、吉林
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吴轶博
介绍，当时临近春节，学校紧急
召回了已经放寒假的姜宇帆和
多位老师，组成了设计修改团
队，命名为“125团队”。

18天后，团队主创们带着 3
套方案和 62 张草图赴京提交。
2019年 5月底，红灯笼形象的整
体方案才最终确定。

在历时近一年的创作过程
中，团队设计了 32 套成型的方
案，绘制了 1万多张草图。

模型制作也由设计团队
自行完成。吉林艺术学院设
计学院 100 多平方米的工作室
变成了临时模型加工厂，3 平
方米的阳台被改装成了喷漆
房。建模、抽壳、3D 打印、打
磨、喷漆等工作，都由团队成
员亲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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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把灯笼
赋予生命，并且与冬残奥会相关联。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把思路限
制在了如何把灯笼赋予动物属性。”
设计团队成员、吉林艺术学院动漫
学院副院长矫强介绍，比如给灯笼
顶部安上鹿角、身体两侧加上雨燕
翅膀，或是让卡通娃娃带一个灯笼
帽子，但这些创意在视觉和寓意上都
不够理想。

有一次提交修改方案后，团队
经历了 2 个多月杳无音讯的等待，大家
开始担心努力会否付之东流，没有修改
机会了。

后来，在北京冬奥组委的建议下，团
队放弃了在灯笼上添加动物属性的思
路，而是直接让灯笼具有运动生命。

2019年 8月 21日，北京冬奥组委正
式通知吉林艺术学院，设计方案被采
纳。2019年 9月 17日，雪容融作为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吉祥物正式亮相。

雪容融诞生后，设计团队又开始配
合冬奥组委的安排，做相关内容的雪容
融表情包设计和开发。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专家
评审委员会主席蒋效愚给出的评价是，
雪容融是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和奥林匹
克精神的结合，也是中国文化符号和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展示，还是北京冬奥
组委和中国人民赠送给奥林匹克运动和
世界的珍贵、可爱的礼物。

“雪容融更是我人生中一份珍贵又
可爱的礼物。”姜宇帆说，雪容融照亮了
她的梦想，让她有了未来的职业方向。

在雪容融的修改设计阶段，姜宇帆
参与到了每一个程序和环节中，团队中
的 16 位专业老师给了她很多设计灵感
和专业给养。后来，她努力考上了吉林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的研究生，现在
已经是一名研二的学生。

“以前并不确定毕业后是否以设计
为生。”姜宇帆说，现在她很清楚，未来要
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用更多作品给
大家带去美的体验和享受。

（据《中国青年报》

3月 11日，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美术馆共
同主办“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典藏
精品特展（第二期）”正式拉开帷幕，近
300件美术经典及珍贵美术纪录片闪耀中
国美术馆。

此次展览分为“以美表现新时代”“以
美献给新时代”两个篇章，分别展出十八大
以来新创作的关于生产建设、环境保护、脱
贫攻坚、抗击疫情及教育、科技、体育等内
容的优秀作品，以及齐白石、黄宾虹、徐悲

鸿等近现代大师名家的经典作品。
在一层圆厅中间，展出了当代画家

商亚东创作的《最美太湖水》。这是一幅
长 5米、宽 2米的大型油画，以太湖蓝藻的
治理为切入点，表现了朝气蓬勃的青年科
技人员日常水质监测工作的场景。

正值北京冬残奥会举办之际，展览中
不乏奥运题材作品，如高毅、黄华三创作的
中国画《巅峰舞雪》、李烜峰的雕塑《超越》
等，以冰雪运动的精彩瞬间带来强烈的动
感。庞茂琨的水彩画《天职》等作品则聚焦

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反映出他们
勇敢无畏、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在 6号展厅里，播映着拍摄于上世纪
五十年代的彩色纪录片《画家齐白石》。
纪录片细致展现了九十多岁的齐白石画
虾的过程，他灵动的笔触、一丝不苟的表
情，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打动了在场
的观众。

此次精品特展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调出了很多纪录老一辈艺术大师
创作经历的珍贵典藏影像，让展览更富历

史深度与厚度，堪称影像艺术与美术展览
的一次创新融合。一部部纪录片展现了
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等近现代大师名
家思考美、追寻美、凝固美的吉光片羽，让
观众得以和大师“相遇”，和感受鲜活的生
命力量。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美术馆
实行实名制预约、错峰、限流参观，每日
开放限额 1800 张预约票。展览将持续
至 3月 30日。

（据《北京日报》）

珍贵彩色影像曝光齐白石作画过程

近300件美术经典闪耀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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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由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
编写的《红色气质》主题图书，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
向全国公开发行。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其中有很多众所周知的人物与过
往，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瞬间和细节。《红色气质》从《国家
相册》已播节目中，精选出一组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
侧面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故事，改编成图文并茂
的图书。二百余张珍贵照片带领读者重回一个个历史现
场，与那些在人们眼中既熟悉又陌生的先烈英模“相遇”。
全书旨在通过影像的力量、史实的力量、细节的力量，让读
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有更深的了解，感悟伟
大建党精神。

《国家相册》微纪录片栏目依托新华社中国照片档
案馆馆藏历史照片创办，通过珍贵影像、视觉特效和人
文讲述，引领观众重温家国记忆，以史为鉴，收获启
迪。该栏目自 2016 年 9 月开播以来，每周五与观众见
面，目前已播出四季、两百多期节目，内容涵盖历史、民
生、文化、科技、生态环保等众多领域，全网总浏览量超
过 30 亿次。

《红色气质》主题图书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