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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新节目、新创意和新的演出
形式，将推动话剧艺术创新发展，适应人
们的审美变化和观演需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
家话剧院推出了话剧《红色的起点》，重温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当代审美观照史
实，在舞台上呈现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红色的起点》上演，也拉开了国家
话剧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红色演出季”的大幕。从 7 月开始，国
家话剧院推出包括《红色的起点》在内
的7部话剧。让红色题材更好看，要坚
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同时要牢牢
抓住人物，塑造好人物形象。人物形
象不生动，思想传递就会打折扣。这
就需要在表演领域重构和新建人物，
在写意和写实之间、在自然和表现之
间塑造代表中国气质、体现中国精神
的人物形象。

同时，在演出中将艺术与技术有机结
合，也可能带来别样风采。今年，国家话
剧院参与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总导演从国家话
剧院6个部门抽调骨干力量，负责戏剧创

排、戏剧视频的呈现。在此过程中，剧组
感受到科技进步给艺术带来的全新改
变。晚会引入新技术助力文艺表达，用全
球首创的“戏剧表演5G即时电影拍摄”技
术，实现了大型文艺晚会“即时摄影、瞬时
导播、实时投屏”的创新构思，给观众以丰
富的观看感受。

科技给话剧创意、舞台、制作、呈现等
环节都带来了改变。目前，国家话剧院正
积极尝试话剧艺术和新科技结合，探索话
剧线上演播系统、高清戏剧影像作品、话
剧衍生的网络作品等，力争与时代同步。
同时，国家话剧院建设与数字化设备相通
的剧院设施，通过5G直播、VR等技术手
段，方便剧目的创作演出。

未来，国家话剧院希望建设全新的
戏剧生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
品种、新节目、新创意和新的演出形式，
将推动话剧艺术创新发展，适应人们的
审美变化和观演需求。努力实现国有文
艺院团在数字时代的转型升级，助力讲
好中国故事，探索文化新业态，更好地满
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据新华网）

2021年广电全媒体蓝皮书日前正式出版发
行，其中透露：2020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
公示的剧目共670部，比2019年减少25.97%。

收入方面：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
9214.60亿元，同比增长13.66%。全国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广告收入1940.06亿元。有线电视网络
收入756.98亿元。573家持证及70家网络视听备
案机构的用户付费、节目版权等收入达830.80亿
元，短视频、电商直播等其他收入达2113.13亿元，
同比增长87.18%，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向大
视听产业整体转型。

内容制作方面：2020年，全国新闻资讯类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播出时间分别为255.02万小时、
599.10万小时，呈持续增长态势；广播、电视公益广
告节目播出时间分别为54.99万小时、98.47万小
时，同比增长均超过42%，创多年来增幅之最。

海外宣传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疫
情导致的线下交流合作停滞，国家广电总局实施

“视听中国-美丽中国”海外播映活动等，推动抗疫
经验类节目、反映当代中国故事以及聚焦“一带一
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的数百部中国优秀视
听作品在多国电视台、网络视听平台和社交媒体等
渠道播出。

电视剧方面：2020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
案公示的剧目共670部23519集，分别比2019年
减少25.97%、31.63% ，发行数量明显下降。

网络剧方面：全年上线网络剧230部，比2019年
的202部增长14%，网络剧的重点剧比例不断扩大。

综艺节目方面：2020年共有383档主题节目
和328档周播综艺节目在全国卫视频道播出；全网
共上线网络综艺节目229档。

纪录片方面：2020年制作纪录片8.70万小时，
同比增长2.96%；播出时间62.10万小时，同比增长
23.73%。

动画方面：全年制作发行和播出电视动画片时
长同比分别增长23.23%和11.89%，全网共上线网
络动画片部数和时长同比分别增长38%和69%。

网络电影方面：2020年上线网络电影659部，
总时长约51335分钟，同比均略有增长。

有声阅读方面：2020年全国制作广播节目时间
821.04万小时，同比增长2.39%；有数据显示，2020
年有声阅读内容同比增长63.56%。 （据新华网）

2020年广电成绩单：

公示剧目670部
减少25.97%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为进
一步加强对外传播阐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
挥展览教育作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亮相第
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展览由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主
办，运用多种展陈手段，通过一批思
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优秀
图书，全方位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历程、光辉成就和宝贵经验，大力
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
的浓厚氛围。

展览集中展示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二、三卷中文版和

多语种版）《之江新语》《摆脱贫
困》等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及相关
图书中外文版；建党百年主题图
书、重大主题出版图书；第五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2020年
中国好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精
品图书等；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
划书目、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
国际出版工程和中外图书互译计
划资助的精品图书，以及约 700
种精品期刊。

同时，该展通过VR、全景等新
技术，将平面出版物开发形成沉浸
式全景内容。现场通过270度三折
幕裸眼大屏，展示《童心向党》《永恒
的初心》等内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星火燎原的革命故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精品出版物展亮相第28届图博会

由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编
写的《沧桑百年间——中国摆脱贫
困影像记忆》，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为致敬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
大胜利，《国家相册》栏目组从已播微
纪录片中精选具有代表性的9期，并

以新华社大型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
的部分精彩内容为开篇，化视频产品为
图文并茂的书籍，多角度呈现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沧桑历
程。读者不仅可以品读欣赏感人的故
事细节、难得一见的老照片，还可以扫
描书中二维码，同步观看微纪录片。

《国家相册》栏目依托新华社中
国照片档案馆丰富的馆藏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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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从2016年
9月开播以来，每周五与观众见面，
目前播出了四季、两百多期节目，内

容涵盖历史、民生、文化、科技等多
个领域，全网总浏览量超过30亿次。

《沧桑百年间——中国摆脱贫
困影像记忆》出版之际恰逢人民出
版社建社100周年，该书也会在第
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

据新华社电

引领读者重温家国记忆
《沧桑百年间——中国摆脱贫困影像记忆》出版发行

新华社兰州 9月 16日电 一
批反映脱贫攻坚主题的系列记录
成果15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发布，
其中包括记录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张小娟和时代楷模邱军先进事迹
的出版物。

记者从《伟大历程——甘肃扶
贫纪实》记录工程成果发布会上获
悉，这批记录成果主要分为理论研
究成果、典型案例、文艺作品、影视
作品4大类，涉及理论研究著作、新
闻报道作品、典型案例图书、报告文

学、电视纪录片、微电影、歌曲、舞台
剧等形式。

这些成果包括《幸福历程——
甘肃省脱贫攻坚故事·人物篇》《挂
职干部看扶贫》《甘肃扶贫开发史》
等出版刊物、秦腔《村上春秋》等
100多个曲艺作品，以及《马莲花
开》《天水来的姑娘》《陇上行》等影
视作品。

甘肃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
志凌介绍，这些记录成果将在校园、
社区、书店、影院等场所销售、展示。

甘肃推出脱贫攻坚主题记录成果

9月9日，在重庆酉阳龚滩古镇先生
书屋，戚玉龙（后右）给小朋友讲解绘本
图书的内容。

2013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
毕业两年的戚玉龙，辞掉了大城市的工作，
追寻偶像吴冠中的足迹来到重庆酉阳龚滩
古镇，创办了先生书屋。

近年来，在龚滩古镇景区管理部门的
协助下，先生书屋成功举办“阅读一小时”

“人在旅途”“诗歌沙龙”“跨年阅读夜”和幼
儿“开蒙启智”等读书活动，在附近的幼儿
园和村里开设了先生书屋的分馆。

目前，先生书屋存书 8000 余册，每一
本都是戚玉龙精心挑选的。他说自己“想
做一个真正让读书人看得到书的平台”，尽
可能影响更多的人自觉阅读。 新华社发

千年古镇的先生书屋：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从9月11日至10月10日，日
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为参观者提
供了“时空穿梭”的机会——通过

“文化遗产克隆技术”对佛像惟妙惟
肖的复原，人们可以如身临其境一
般，体验一场弥勒文化传播之旅。

在一座色彩艳丽的交脚弥勒佛
像前，东京艺术大学特聘教授宫廻
正明介绍，这是用超级“克隆”技术
做出的、敦煌莫高窟第275窟交脚
弥勒菩萨 70%比例大小的佛像。
原佛像是敦煌早期弥勒佛像的代表
作，也是深受保护、不轻易对外开放
的。在这里，大家不仅能亲眼看到
佛像，还可以随意拍照留影。同时，

“克隆”作品还具有轻便、可拆卸、便
于移动的特点。可以说，“克隆”技
术解决了“文物保护”与“公开展出”
之间的矛盾，可以让更多人感受敦
煌文化的灿烂。

“文化遗产克隆技术”到底是一
种怎样的技术，是如何实现对文化
遗产作品惟妙惟肖的复原的呢？

东京艺术大学特聘教授深井隆
说：“首先，我们根据中国敦煌数字
研究中心提供的第275窟的3D数

据进行建模。然后用特殊的泡沫塑
料进行塑型、拼装。之后涂抹上敦
煌当地的土打底，再将佛像表面及
背屏上的图画用高清打印机打印在
轻薄且延展性、贴合性都非常好的
和纸上并贴上去，最后用与制作敦
煌佛像相同的古代颜料进行上色，
并由专业美术人员完成缝隙拼接及
细节修补，一件‘克隆’作品就基本
完成了。”

谈到策展缘由，东京艺术大学
特聘教授、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井上隆史说：“这次展览是有关弥勒
的‘克隆’作品的一个集大成。你可
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到弥勒从犍陀罗
传到阿富汗，经西域、敦煌到朝鲜半
岛，再到日本的整个传播路径，也可
以体验到今年刚刚完成的策展作品
巴米扬E号窟天井壁画《青弥勒》和
敦煌第275窟交脚佛。敦煌位于整
个传播路径最中间的部分，它蕴含
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希望更多人通
过‘克隆’技术感受到敦煌魅力。”

这场文化盛宴也是中日文化合
作的又一范例。

据新华社东京9月16日电

时空穿梭
借“文化遗产克隆技术”在东京体验弥勒文化传播

国家话剧院推出包括《红色的起点》在内的7部话剧

融合技术艺术 讲好中国故事

《红色的起点》剧照。 资料图片

《红色的起点》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