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
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要适应国际传播格局的新特点、
新变化、新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发出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阐发中国价值，展示丰富多
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知识体系等都
是文化内生力的重要驱动要素，也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挖
掘时代内涵、创新表达形式，是传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近年
来，歌剧《沂蒙山》、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话剧《谷文昌》等文艺作品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新时代文
化建设有机融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相统一。

近年来，一批青年视频博主走红社
交网络。无论是深耕田园生活，还是传
播国风舞乐，他们视频作品的共性都是
通过年轻化表达，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国家艺术院团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转变对外交流传
播思路，依托经典剧目和各类创意节目，
开展形式各异的“云端出海”交流活动。
国家京剧院联合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
《京剧练习生》节目，记录外国友人学习
京剧的心得趣事，广受观众好评。中央
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等院团，开展创意工作坊直播、合
制线上音乐会等活动，带动社交平台粉
丝数量和视频播放量持续上涨的同时，
也多角度呈现出更加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

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国际传播效
能。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
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刻影响国际
传播方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正在重塑国际传播格局。以《千
里江山图》为蓝本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
青绿》在国内舞台“出圈”后，趁势借助短
视频在海外掀起了一轮中国风热潮。这
也启示我们，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应坚持
价值导向和技术赋能，将顶层机制设计、
受众需求、数字技术应用等关乎传播效
能的维度纳入考量，进一步提升文化产
品的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

面对世界舞台，我们应该坚持中华文
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表达
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对外话
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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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四十三）

悠远的鼓声
张 嵩

鼓，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它不仅是古代祭祀、乐舞场所的主
角，也是战场助威、驱除猛兽的神器，
还具有报时、报警的功能。击打它所发
出的声音激越雄壮而传声很远，能产生
某种共鸣，令人敬畏而振奋。在古代，
鼓是神圣的，每一座城市的建筑中基本
都建有鼓楼，与钟楼相对，晨钟暮鼓，
遥相呼应，为一方土地和黎庶立威，也
为整个城市传报时间，使人们起居有
序，劳作有时，这也是古代城市管理的
一种手段。时至今日，北京、南京、西
安等大城市的鼓楼作为文化遗产闻名
中外，已成为一座城市历史悠久的象
征。据《宣统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州
城，北周始筑之，明景泰时重修，成化
时增设堞楼，弘治时挑成壕堑。万历三
年，总督石公茂华以土筑不能垂远，乃
甃以砖。”历史上的固原城坚固高大，
矗立北方，威震西北。出于当时战略的
考虑，明朝廷不断加固修葺固原城，明
中期还设立了三边总制（后称总督），
是延绥、甘肃、宁夏三个边防重镇指挥
部——“三边总制”府的所在地。在明
代设立的九边重镇中，固原镇是特殊的
军事管理体制，有很高的军事地位，是
傲视一方的雄镇。正如《嘉靖固原州
志·固原镇鼓楼记》所言：“固原者，陕
西西北大镇城也。”宏阔高耸的“大镇

城”内，钟鼓楼必不可少。《嘉靖固原州
志》载：“鼓楼，在州城大街中。”从所附
的城图上看，鼓楼在州城南北大街的中
轴线上，东南临的是州署，处于中心位
置。明正德八年（1513年），鼓楼因“岁
久倾圮”大修过一次，重新修葺后，钟
鼓其上，分设左右，楼观“极雄壮”。嘉
靖三年（1524年）时任固原陕西三边总
制的杨一清又一次主持“重建”鼓楼，
规模比上一次更大。从《宣统固原州
志》的城图上看，位置仍在原处，距上
次修葺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期间是否
遭遇过地震或火灾需要“重建”就不得
而知了。但根据资料推测，杨一清就任
三边总督后，认为固原政治、军事地位
重要，以前的鼓楼显小，修建一座更大
的鼓楼才能匹配固原的地位，故重修了
此楼，为此杨一清专门赋诗，题为《固
原重建钟鼓楼》：

一
西阁风高鼓角雄，南来形胜倚崆峒。
青围睥睨诸山绕，绿引潺湲一水通。
《击壤》有歌农事足，折冲多暇虏尘空。
登楼不尽筹边意，渺渺龙沙一望中。

二
设险直成虎豹关，层楼百尺枕高寒。
重城列戍通三镇，万堞缘云俯六盘。
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着汉衣冠。
分符授钺知多少，谁有勋名后代看。

三
千里关河入望微，四山烟雨翠成围。
蒹葭浅水孤鸿尽，苜蓿秋风万马肥。
圣主不教勤远略，书生敢谓知戎机。
狂胡已撤穹庐遁，体国初心幸不违。

鼓楼是当时固原州城重要的文化
景观，是人们登临游览、抒发情怀的一
处名胜。由此登高，可观四野，远山近
水，田畴村落，尽在眼中。杨一清在诗
中不仅描写了固原鼓楼及其周边地貌
之形胜，也借此抒发了为国戍边，抗击
外族入侵的豪情壮志，同时他在诗里用

“击壤歌”的比喻展现了一派祥和安业
的田园景象，并以此为由对统治者的政
绩进行赞美歌颂。以上三首诗载于《万
历固原州志·艺文志》，早前的《嘉靖固
原州志·艺文志》只载有前两首，且诗名
为《题固原鼓楼》，后人可能作了补正。

杨一清是云南安宁人，明代中期名
臣，成化八年进士，一生曾三次出任三
边总制，驻节固原，这在历史上是少有
的。他在任期间，整治弊政、修筑边墙、
设立卫所、加强防务，为巩固国防，保障
一方安宁作出了贡献，值得肯定。杨一清
不仅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治边才能，而
且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著有《石淙诗
稿》，其中多有描述固原及其周边地区
风土人情、战略防务等方面的作品，为
后人研究明代边塞等情况提供了重要

参考。
比杨一清稍晚的山西太原人王琼

于嘉靖年间提督陕西三边军务，也写
下了一首《偕寇中丞登固原鼓楼次韵》
的诗：

陇北新州地势雄，城南百里峙崆峒。
秦关农父供输困，河朔单于堠火通。
春尽荒山围四野，天高寒日堕晴空。
徘徊不尽登临意，世态相忘一醉中。

这首诗是步杨一清《固原重建钟
鼓 楼》第 一 首 的 诗 韵 写 的 ，所 以 称

“偕”，“寇中丞”是官职，有尊称之意，
代指的是前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前
后两任陕西三边总制的诗作，相互关
联，皆因固原鼓楼而起兴，抒发家国情
怀，意义不同一般，应是明代固原史上
的一段佳话。

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不可抵挡
的坚定步伐在前行，变的只是一种陈旧
的面貌，而不变的是它越来越厚重的文
化积淀，在不断地滋润、丰富后来的人
们。固原已然走出了旧的历史格局，在
岁月的风尘中虽然放弃了许多光灿一
时的建筑及物象，但这些建筑及物象仍
然留在各种史籍中闪耀着它昔日的荣
光，照射着后人，譬如固原鼓楼，它高耸
的阁楼上依然有洪亮的声音回响在历
史的天空，且发出着诗一样的韵律，铿
锵而有力，悠远而激荡。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其价值都源于彼此之间的差
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文化遗产的
独特性、多样性、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
性，是传统村落场所感形成的基础，是
人们乡愁的来源，同时也是文化遗产开
发利用的重要基础。

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
系统思维，就要保留不同文化遗产的差
异性，避免保护方式和保护路径同质
化，保持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遗憾的是，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
护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现象。比
如，不同地方修复古民居，请的是同一
个设计师，使用的是同一个方案，结果

导致修复后的传统民居“千屋一面”。
因此，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

保护中，应着重挖掘不同文化遗产
的区域差异性，并在差异性基础上
提炼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体
系。比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生产性保护或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来对传统村落进行活态保护时，应
树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
立足本地文化遗产资源，深挖地域
特色，凸显乡土价值，依托传统村落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发展当地特色
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
特色民俗，培育富有乡土特色的产
业，避免产业模式同质化。

在开发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时，
既要处理好不同遗产之间的关系，也要
处理好遗产与人和环境的关系。理想
的文化遗产生态应该是这样的：系统内
的不同遗产相互关联，形成由多个精品
遗产项目组成的文化群或文化链。

在开发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时，
要先确立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带头示范
作用的主题文化遗产品牌，然后以此为
核心进行周边子文化品牌的衍生与拓
展，逐渐带动传统村落所在地区不同文
化遗产集群的共同开发。

具体而言，传统村落可以结合自身
文化基因，研发并售卖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创产品，还可以对外打造村落自身的
文化品牌、塑造自己的文化符号。比

如，辽宁省锡伯族村落，手工剪纸文化
发达。当地通过跨界合作对这一具有
巨大价值的文化遗产重新包装，成功打
造出自己的剪纸品牌，既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也拓宽了剪纸技艺的传承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有形的物质
文化遗产，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均不能简单地抛入市场进行开发，
而要先制定整体性保护规划，然后分步
实施，逐步推进。

同时，保护传统村落中的文化遗
产，离不开村民的参与。要厚植村落居
民的乡土情怀，引导他们主动参与文化
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让他们逐渐成为传
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参与者、受
益者。 （据《光明日报》）

近日，“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中
部地区示范巡演活动在湖北武汉启动。

本次示范巡演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
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与湖北省、重庆市、河南
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文化和旅游部门共同
承办，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协办，
是对近年来中部地区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的集中呈
现，也是推动六省（市）群众文艺交流展示的重要
平台，突出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看，让广大群众共
享群众文化发展优秀成果。

启动仪式后，来自六省（市）的群众文艺工作
者精彩演绎了近年来创作的 10部优秀群众文艺作
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广大群
众文艺工作者讴歌盛世、为民抒怀的真挚情怀。
来自六省（市）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有关代表，以及
湖北省劳动模范、医院护士、高校学生、社区居民、
农民工等社会各界代表观看了现场演出。

演出在湖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创的广场舞《舞
起来》中热烈开场，随后，由湖南省文化馆选送的
作品表演唱《太阳晒在山坡坡》，重庆市群众艺术
馆选送的作品表演唱《咱村有了新气象》，江西省
文化馆、吉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选送的
曲艺作品《一面铜锣一个盆》，河南省文化馆选送
的舞蹈《黎明倩影》等节目依次登场。“群星耀中
华，中华耀群星”，演出在全国群星奖湖北获奖的
音乐作品《群星耀中华》的动情旋律中结束。

本次演出结束后，各地还将组织省内巡演、省
际交流，并参加全国集中展演，进一步丰富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 （据《中国文化报》）

运用数字技术 让中国声音更响亮

歌剧《沂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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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尚未完全开发的宝贵资源。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系统思维，对于传统村落里的文化遗
产，既要保护好，也要利用好，同时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要给予同样的
重视。

传统村落里既有物质文化遗
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
以古戏台、老房子等有形方式存
在，容易被人看见；后者是无形
的，传承人没了，它们也就消失
了，容易被人忽视。另外，物质文
化遗产便于开发利用，比如老房
子可以开发成民宿。非物质文化
遗产，尤其是民风民俗，在开发利
用方面，存在较大难度。所以，在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无
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常被忽
视。

传统村落中的非遗是体现村
落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村落中
的非遗其实是保护村民的生活方
式。同时，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
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

存、互相融合，具有相同的文化与
审美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

因此，在保护传统村落文化
遗产时，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给予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样的关注和保护力度，同时将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结合起来。比如，对于
古戏台，仅仅进行修葺是不够的，
还要将传统戏曲、民间舞蹈等搬
上古戏台，让古戏台发挥出它本
来的功能。

村落中保留下来的历史记
忆、乡规民约、家风家训等，虽然
不在非遗的范畴，但都是村落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在传统
村落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中给予
应有的重视。

兼顾不同遗产

彰显差异和特色

保护的同时合理利用

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中部地区示范巡演启动

近日，在位于敦煌市的莫高里工匠村，学员为
莫高窟复制窟进行彩绘。

近年来，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莫高里工匠村将
文化研学与旅游市场结合，不断丰富研学活动形
式，利用莫高窟典型的仿制洞窟开展教学，传授天
然矿石颜料绘制彩塑壁画等技艺，打造集敦煌艺
术研修、教学、体验于一体的多功能实训基地，吸
引爱好者共同传承、研究敦煌艺术。 新华社发

5 月 15 日，青岛市即墨区第四实验小学柳腔剧
社团的学生在排练中。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积极推动传统戏
曲进校园，通过设立兴趣班、开设“第二课堂”等形
式，邀请专业老师教授学生戏曲知识，让学生感受
非遗的魅力。 新华社发

传承戏曲文化 感受非遗魅力

新华社武汉5月 15日电 为深入实施戏曲振
兴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由中
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第三届
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于 5月 15日在湖北武汉
开幕。

会演期间，将有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等 16个省区市的 17台剧目和
1台民族地区稀有剧种折子戏专场参加演出。参
演剧目题材多样，有黄梅戏《罗帕记》、川剧《玉簪
记》等优秀传统戏，越剧《苏秦》、汉剧《夫人城》、藏
戏《文成公主》等新编历史剧，还有沪剧《陈毅在上
海》、粤剧《抉择》等红色题材和现实题材剧目。

会演期间，还将组织专家、学者、艺术家、参演
院团代表和观众，开展剧目观摩、座谈研讨等活
动。同时，演出剧目还将在“文艺中国”视频平台
等多个网络平台直播，让广大观众足不出户就能
欣赏到高品质的戏曲演出。

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
会演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