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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盈莹、王阳、唐烨（左起）。资料图片

4月6日，瑞蚨祥工作人员在进行网络直播。 新华社发

新编传统
评剧《赵锦棠》

“像音像”录制
现场（4月5日
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烟
柳扶风，春花盛开，和煦春光中的
故宫别有一番韵味。”来自湖北武
汉的刘婧娇说，“虽然此前去过故
宫，但是这次‘云直播’带我领略了
故宫不一样的美。”

今年清明节，包括故宫博物院
在内的多个博物馆、旅游景点开辟

“直播间”，通过互联网，邀请各地
观众足不出户欣赏美好春景，尽享
精神文化盛宴。

1月底，国家文物局研究部署
文物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时，鼓励
各地文博机构因地制宜开展线上
展览展示工作，鼓励利用已有文
博数字资源酌情进行网上展览，
向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捷的在线
服务。

“故宫博物院已经闭馆70多
天了，这是故宫博物院联合网络媒

体首次对闭馆期间的故宫进行直
播，让全国观众通过数字互联网走
进故宫，感受故宫的春意之美、建
筑之美、空灵之美。”故宫博物院院
长王旭东说。

据介绍，故宫博物院清明
小长假期间的 3 场直播，其中
一场累计观看量达到 1817.68
万人。

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既
是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肃穆日
子，也是远足踏青、亲近自然的好
时候。

清明假期，北京市文物局以
“忆满京城 情思华夏”为主题，指
导北京地区博物馆因地制宜地开
展线上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据不
完全统计，共推出清明节线上主题
文化活动22项，开展线上教育与
公益活动46次。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官网上，“缅怀抗战英烈 致敬抗
疫英雄”的清明节专题页面，展
示了抗战英烈名录、英烈故事、
英烈家书、抗疫英雄视频、抗疫
诗歌及抗战馆清明节相关活
动。不少市民通过“云献花”、网
上留言等方式参与“云祭扫”。
截至 6 日 10 时，专题页面浏览
量、献花人数分别达到 4.8 万人
次、4.6万人次。

“从古之蓟城到金之中都，从
元之大都到明清帝京——3000余
年建城史，北京这座古城积淀下
无数历史景观和淳厚的文化神
韵。”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张宝秀
在北京博物馆学会6日推出的首
场“云讲堂”中，讲述了北京城的
前世今生，让观众体味到这座古
都在历史中不断凝结的巨大文化
魅力。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各
大博物馆采取多种形式吸引观众
进行观展：全景导览、语音导览、虚
拟展厅、线上课程、APP游戏等。
清明小长假期间，北京鲁迅博物馆
联手淘宝网举办“清明时节怀鲁
迅”线上直播活动，直播观看量约
17万人次；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推出

“思时之敬，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云
忆先贤直播活动，直播中运用5G+
MR技术，直播累计观看量达到10

万人次；中国美术馆在微信平台推
出“中国美术馆的春天”主题展示，
分享中国美术馆园区内的鸟语花
香以及馆藏中与春天有关的绘画、
雕塑作品。

北京市文物局近期推出“博物
馆与你在一起”直播活动27期，邀
请各博物馆值守期间利用现有条
件，以“一个人、一台手机”安全便
捷的形式开展直播，还开设微信专
题“博物馆看宝 趣逛博物馆”24
期，以图文、声音、视频等直观形
式，带领公众“云欣赏”博物馆里的

馆藏珍品，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
事。

“中国各大博物馆以此次疫情
为契机，加速利用现有资源，运用
新媒体传播技术推出丰富多彩的
线上展览、互动活动，将公共文化
服务触角延伸至千家万户。为博
物馆今后运用新技术达到线上线
下融通、输出更多精品内容奠定坚
实基础。”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胡远珍说。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始建于
1862年、曾被誉为京城“八大样”之
一的“中华老字号”瑞蚨祥6日首次

“试水”网络直播。直播人在讲述绣
花、盘扣等中式服装手工制作技艺
的同时，通过服装试穿、丝巾佩戴等
环节圈粉年轻观众，3小时直播获得
12.7万次点赞。

进入4月以来，内联升、龙顺成、
同仁堂、荣宝斋、瑞蚨祥先后在“京东
直播”亮相，让老字号的历史故事、文
化属性、经典技艺得到更多年轻人的
关注。据了解，其中首个“尝鲜”的老
字号内联升在直播的两小时内，详细
展现了内联升千层底布鞋的制作技
艺之妙，并利用此次直播发布其与综
艺节目《国家宝藏》联名推出的婚鞋，
收获1.66万次点赞，不少网民在直播
界面留言“涨姿势”。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此
次是北京非遗保护中心与京东电商平
台合作，首次为中华老字号开通网络

直播。北京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姜婷婷
说，在消费“菜单”愈发丰富的今天，面
对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如何积极
求变、通过转型擦亮“金字招牌”，成为
老字号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百年老字号在文化传承方面有
其独特的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
在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后继无人等困
难。积极拥抱互联网，抓住数字时代
的新机遇，既是老字号转型升级的一
次创新探索，也是非遗传承保护工作
的必然选择。”姜婷婷介绍，不同于其
他品牌的“直播带货”，老字号的直播
将更多地体现其历史文化属性，使老
字号品牌背后的传统文化更好地融
入现代生活中，为非遗的“活态”传承
探索一条新路径。

据了解，接下来将有更多京城老
字号参与网络直播活动，以“有年头
的品牌，有温度的手艺，有故事的产
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近老字号，了
解其历史源流、技法绝活。

京城老字号“试水”网络直播
探索非遗“活态”传承

“停工不停练”，上周末人艺云
剧场开启《天之骄子》剧本朗读。这
出文人荟萃的三国大戏，集合人艺
青年一代众多流量小生与小花，虽

身在家中，但这群心中有舞台、台词
有定力的“天之骄子”们，还是用这
种方式让阔别舞台2个多月的人艺
重回大众视线。

4月7日14时至15时30分，人
艺唯一女导演唐烨带领云剧场剧中
饰演曹丕的王阳，以及饰演阿鸾的蓝
盈莹做客北京青年报文化视频直播
栏目《后台》，《精英律师》中的实习律
师戴曦（蓝盈莹饰）以及《庆余年》中
的滕梓荆（王阳饰）与听众分享了自
己是如何理解这部三国意识流剧的。

三国戏本就难，《天之骄子》则
更甚，“剧本中有很多生僻字，有时
甚至需要我们查字典”，2013年就
担任《天之骄子》导演的唐烨称，此
番执导剧本朗读，她对演员的要求
一点不含糊。“不能因为不是在剧
场演出，就放松要求，我们所有的
状态，都是为了舞台而准备。”从分
寸到节奏，她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
松，“剧本朗读不是广播剧，怎么找
到话筒前说话的感觉，这和舞台上
是不一样的，我要求演员的语速要
符合的是首都剧场的舞台。”

线上排练，演员们对人物从分
析理解到熟练，经过了反复的打磨，

“这实际上比在排练厅里更难，因为
演员只通过语言的表达去塑造角
色，没有任何行动的帮助。节奏、语
音语调、心理情绪甚至是空间距离
感都是靠台词说出来的。”唐烨介绍
说。《天之骄子》带给大家的挑战还
不仅如此，由于该剧作者郭启宏的
台词具有诗化的特点，这就要求演
员既要保持语言诗化的韵律，又要
说得让人听懂、明白。

彩排当天，《天之骄子》演出版
演员濮存昕和龚丽君在线观看了青
年演员们的表演。

据悉，人艺的青年演员们通过
报名组成了3个剧本朗读的剧组，
分头进行线上排练，《天之骄子》之
后，4月11日、12日，还将有《八美
图》和《上帝的宠儿》两部作品与听
众在直播间见面。 （新华网）

人艺“天之骄子”解读《天之骄子》

英国女作家、社交媒体专家萨
拉·塔斯克在社交平台“照片墙”上
发起“宅家照片挑战”，鼓励民众待
在家中自我隔离。

英国《都市日报》6日报道，塔
斯克请参与挑战的民众拍摄自己或
家人宅在家中的照片，照片必须显
示出拍摄对象待在家中，例如可以
是站在窗边、脚踩在门槛上等。她
希望照片内容能够展现人们待在家
中时不忘寻找、创造生活乐趣，借此
告诉大家，待在家中就是每个人为
抗疫做的贡献。

塔斯克说：“这项照片挑战让人

们不离开家就能够保持创造力和
（与社会的）网上联系。”为让挑战更
有趣，她每周发布不同拍摄要求，比
如上周照片中需在门挡或门槛位置
有彩虹图案，参与挑战者需带标签

“#15分钟奇迹”投稿。
塔斯克说：“我喜欢人们从同一

起点出发，然后以各自独特方式讲
述自己的隔离经历。看到每人经由
互联网分享他们相同又不同的故
事，会让人感觉世界变小了。它告
诉大家，自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孤
单。”

(新华社微特稿)

鼓励民众待在家中自我隔离

英女作家发起“宅家照片挑战”

希腊七岁男童斯泰利奥斯·凯拉
西季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迸发创作
灵感，创作一首钢琴曲，广受好评。

这首曲子名为《隔离圆舞曲》，
曲风类似赋格曲，3月31日首次发
布在视频分享网站“优兔”上，截至
北京时间4月7日14时，点击量超
过6万次。众多网友用不同语言留
言，称赞曲子动听、旋律优美，夸他
有音乐天赋。

视频中，凯拉西季斯在弹奏前
说：“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不久后就
能出门在海里游泳。我在此向你们
献上我的作品。”

凯拉西季斯2012年生于希腊
首都雅典，自幼展露音乐天赋。他

父母均是钢琴家，教他弹奏钢琴。
他3岁首次登台演出，2018年在美
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肖邦的圆
舞曲，去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艾伯特大
厅演奏英国知名音乐人埃尔顿·约翰
的名作。凯拉西季斯最喜欢的钢琴
家是已故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
德，后者擅长弹奏难度极高的巴赫
变奏曲。

英国《卫报》6日报道，这是凯
拉西季斯第三次创作乐曲。前两部
作品献给他的两个姐妹。

希腊政府3月23日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出行禁令，以控制疫
情蔓延。

(新华社微特稿)

希腊七岁男童创作疫情钢琴曲

《隔离圆舞曲》获超高点击量

近9个月热播的国产剧集，至
少有12部里出现了猫狗等萌宠角
色，它们很多不仅不是标签化的配
角，而且还会起到情感治愈和推动
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

《安家》剧组的工作人员透露，
“阿尔法”是从一个专业驯狗师的宠
物店里挑选的最听话狗狗。“‘阿尔
法’平时是一只很有活力的小泰迪，
在片场内外跑来跑去，追着三脚架
上掉下来的‘网球脚’玩，但只要一
开机就迅速进入状态，变成一只安
静的美狗子，还有着忧郁的小眼
神。所以在片场它有一个绰号叫

‘徐一条’，意思就是阿尔法总能一
条过。”

《大唐女法医》中出镜和女主角
冉颜对戏的猫演员“周lulu”，其实
就是饰演冉颜的周洁琼养的猫。周
洁琼介绍说：“拍戏的时候，剧组觉

得院子里可以有猫猫狗狗经过，就
安排了猫的戏份。刚好我也养猫，
又是拍冉颜的家，于是就‘征用’了
一下我的猫。”

这些有猫狗等萌宠出镜的电视
剧中，萌宠的角色并不是一味卖萌
的道具。《重生》中的黑背“击锤”，是
枪击案幸存警察和被杀匪徒妹妹之
间和解、信赖的情感桥梁。《安家》里

“阿尔法”不仅是表现“徐姑姑”细腻
温和佛系个性的需要，也是推进徐
姑姑和房似锦、徐姑姑和张乘乘等
角色情感关系变化的助力。

为什么越来越多电视剧给萌宠
角色留一席之地？有分析指出，宠物
有着治愈属性，对剧中人物的情感、
剧情的进展有推动作用。在中国养
宠物有着庞大的群体，影视作品中有
宠物出镜，会增加这个群体的共鸣。

（新华网)

国产热播剧多了萌宠角色

《大唐女
法医》里，女法
医冉颜（周洁
琼饰）撸猫的
戏份圈了不少
粉。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天津4月7日电 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趋好，文艺院团开
始有序复工。记者7日从天津评剧
院获悉，由该剧院创排、两获中国戏
剧“梅花奖”的曾昭娟领衔主演的新
编传统评剧《赵锦棠》“像音像”录制
工作近日正式启动，这是今年天津
首部录制的“像音像”地方戏剧目。

曾昭娟曾拜评剧“花派”创始人
花淑兰为师，并将花淑兰的代表性
剧目《朱痕记》原汁原味地继承下
来。《赵锦棠》是在《朱痕记》的基础
上新编而成，讲述赵锦棠在丈夫离
家从军后遭遇婶母百般刁难，与婆
婆相依为命的故事。该剧于2013
年首演，获得多个全国性奖项。

记者了解到，《赵锦棠》前后修
改了20多稿，曾昭娟将京昆表演中

具有技术含量的程式化形体动作与
评剧生活化的动作相糅合，融入了
很多高难度的技巧。

“现在正值我的表演黄金期，可
能再过几年，我就无法保证舞台上
技巧的质量和声音的质感了。”曾昭
娟感慨，“像音像”工程将传统艺术
完整保留下来，让舞台艺术得到更
为广泛的传播、更久远的流传，对戏
曲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像音像”是继中国京
剧“音配像”之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又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该工程选取当代优秀演员及其代表
性剧目，采取先在舞台取像，再在录
音室录音，然后演员给自己音配像
的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反复加
工提高，留下最完美的艺术记录。

天津评剧院新编传统评剧

《赵锦棠》启动录制“像音像”
故宫博物院联合网络媒体首次对闭馆期间的故宫进行直播。图为直

播海报。 资料图片

北京艺术博物馆“云踏青”海报。
资料图片

““忆满京城忆满京城 情思华夏情思华夏””
北京各大博物馆开展清明节线上主题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