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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俗称“中国草”，以其为原材料织造而成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夏布”被誉为“轻如蝉翼，薄如宣纸，平
如水镜，细如罗绢”。近年来，荣昌夏布织造技艺不断传承和发展，越来越多用荣昌夏布制作的服装、床上用品、工艺品
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青睐。日前，重庆市荣昌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特色产业“荣昌夏布”的复工复
产。在重庆荣昌夏布小镇，企业陆续复工，销售门店里也迎来选购“荣昌夏布”产品的消费者。图为3月23日，重庆荣昌
夏布小镇加合夏布的生产车间内，荣昌本地的织女在使用织布机织造荣昌夏布。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据新华社 3 月 24 日晚，第 22 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云端”与全
球10个国家的10家演艺机构代表进
行视频签约，共有 11 个国际艺术项
目将加入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日程。

据悉，首批签约的国际项目包
括：蒂勒曼指挥的德国德累斯顿国家
管弦乐团音乐会、新日本爱乐交响乐
团音乐会、美国芭蕾舞剧院《罗密欧
与朱丽叶》、蒙特卡洛芭蕾舞团《驯悍
记》等。

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还
将举办立陶宛文化周，展示波罗的海
地区音乐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表
示，同时与来自摩纳哥、德国、日

本、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瑞
士、塞尔维亚及立陶宛等国的演艺
机 构 完 成 线 上“ 云 签 约 ”并 不 容
易。这些签约项目涉及三大洲，横
跨十多个时区，并且各国都受到疫
情影响。

此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向全
球诸多知名艺术机构发出合作备忘
录，获得了“全面响应”。不少国际演
艺机构负责人表示，达成“云”签约，
既是为了推进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排除疫情影响如期举行，也是以实际
行动向世界传递用艺术力量战胜疫
情的坚定信心。

创建于1999年的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演出季，每
年秋季在上海举办。 ■孙丽萍

据新华社 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具
有重要意义的法国蓬皮杜中心典藏
展，3月20日起在上海徐汇滨江的西
岸美术馆重新对公众开放。

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1月
24日“上海西岸”公众号发出公告，正
在展出蓬皮杜中心典藏展的西岸美术
馆关闭，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等待后，
西岸美术馆于3月20日重新开放，公
众需通过登录“西岸文化艺术季”网络
平台进行预约，在指定日前往参观。

2018年初，法国蓬皮杜中心与上
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宣布达
成协议，联合启动一项自 2019 年起
跨度 5 年的展览陈列合作项目。其
中包括计划在位于上海徐汇滨江的
西岸美术馆举办蓬皮杜中心展览等。

2019 年 11 月，西岸美术馆向公
众推出首个常设展，命名为“时间的
形态——蓬皮杜中心典藏展（一）”，
展出的时间跨度较长，持续至 2021
年5月。常设展分为11个部分，汇集

了来自蓬皮杜中心的百余件重要作
品，向公众介绍其在艺术收藏方面的
定位和历史。展品中包括毕加索、罗
伯特·德劳内等人的作品。

据悉，西岸美术馆在恢复期推
出的是预约限流参观，通过互联网
预约的每个指定日参观名额约为
500个，以保持参观现场舒适度和安
全性，同时每一位进入美术馆的观
众，需要出示个人的“健康码”并登
记个人信息。 ■许晓青 杨恺

据新华社 在一个村民的家庭博
物馆中有两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上千件作品。这个家庭博物馆就
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
告村村民韦家贵家的木楼上。

馆长韦家贵是水族牛角雕传承
人。2008年以来，他将搜集多年的水
族马尾绣精品、水族水书古籍卷本、
水族银饰、水族服饰和水族老物件等
各种珍贵水族文化藏品三万余件，建
起水族家庭博物馆，全天免费开放，
成为展示和宣传水族文化的窗口。

在板告村，水族文化氛围浓郁，
素有“水族马尾绣的发源地”之称。
妇女手上的传统针线活，如今成了板
告村的家庭主要收入之一。

韦家贵的妻子潘小艾是贵州省
级马尾绣传承人，在她的带领下，板
告村成立了马尾绣传习所，注册了水
族旅游文化公司，专做马尾绣产品的
生产、加工和销售。几乎全村的妇女
都加入进来。

“以非遗传承和保护、发展乡村

旅游为手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振
兴乡村，正是三都立足板告这样的村
寨打造‘水族文化乡村振兴旅游扶贫
示范区’的意义。”三都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潘瑶说。

与板告村隔着一条国道的雪花
湖移民新区不是传统村寨，但也没丢
掉文化传统。在中和镇马尾绣协会
会长韦应丽的带领下，移民新区的妇
女纷纷加入协会，绣娘发展到800余
人，产业越做越大。

在三都水族文化研究院院长韦
祝平看来，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怎
么发挥自身优势，在水族“唯一性”
上做文章，是三都人一直在思考和
探索的。

依托非遗文化，三都的“指尖经
济”有声有色。截至目前，有水族马
尾绣协会2个、传习所5个，绣娘2万
余人，从事马尾绣生产开发小型企业
80多家，打造“马尾绣背带”“马尾绣
荷包”“马尾绣服饰”等品牌 10 余
个。通过就业、产品销售等累计带动

1000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依托非遗文化，三都的“前店经

济”初步规模。正在申报《世界记忆
遗产名录》的古老象形文字水书，以
书画的形式登上大雅之堂。打造民
族文化商贸一条街，建立水族产品展
示营销馆，水书书画、水族服饰、水族
饰品等受到游客青睐。去年还通过
电商平台推广销售 5 万余单，带动
600余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此外，不少传统村寨开展水族
马尾绣体验、水书体验、水族牛角雕
等民族技艺体验活动，发展体验研
学旅游……

今年 3 月，有 26.8 万水族、总人
口 40 万人的三都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53%。

“通过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实现
对水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承和发
展，为脱贫攻坚提供精神支撑、创
造产业价值、营造发展氛围，相信水
族文化还将大显身手。”韦祝平说。

■齐健

据新华社 云游览、云赏艺、云阅
读……为满足群众疫情期间的文化
需求，山西各类文化单位积极打造丰
富多彩的线上文化产品并逐渐在“云
端”开花结果，将成为长期惠民的新
的公共文化供给。

“云游览”成趋势
新技术给旅游业带来机遇和挑

战，也促进“互联网+中华文明”项目
的落地生根。

31岁的陈红瑾带着导游们在抖
音上对平遥古城进行了一周的直播，
为古城旅游恢复做准备。这是她第
一次参与直播，作为平遥县文旅局网
络信息中心的主任，她认为旅游应该
从线下走到线上，让大家放心来古
城，并且知道来玩什么。

疫情期间，山西博物院在抖音、
快手、腾讯直播、新浪微博平台推出
直播活动，主题涉及青铜文化、民族
融合、壁画艺术，观看量超过65万人
次。“这是新时代的需求，也是一个非
常时尚且受大家欢迎的方式。”山西
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除了直播，越来越多的文物旅游
数字化产品应运而生。“长亭外，古道
边，芳草碧连天……”在手机上动动
手指就能“走进”山西国民师范旧址
革命活动纪念馆，耳畔响起熟悉的旋
律，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课桌。纪念
馆副馆长杨芸说，疫情期间他们对两
年前制作的VR全景进行了完善，未
来会利用好它，将这个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宣传好。

因为新技术，不向公众开放的太
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在疫情期间
也露出神秘面容。打开“太原北齐壁
画博物馆”官网，可以看到墓葬2D视
频展示、3D视频展示、AR互动展示、
VR 全景体验。观众既能一睹北齐
大型墓葬壁画的“芳容”，也能全方位
感受北朝风情。

太原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刘玉伟
说，今年将重点打造“科技+文物”平
台，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云赏艺”获支持
为丰富疫情期间人们的文化生

活，山西省文旅厅在官网开设了“在
线剧院专题”，包括晋剧《关公》、京剧

《长乐未央》、蒲剧《泪洒相思地》、舞
剧《吕梁英雄传》等十部优秀剧目。
山西省文旅厅艺术处处长李伦说，会
长期保留这个专题，并不断增加新的

作品。
“在线传播很好，戏曲需要与时

代同步。”上党梆子现代戏《太行娘
亲》的主演陈素琴说，通过网络可以
让不同年龄、地域的观众有便捷途径
接触到《太行娘亲》。“戏曲是现场艺
术，真正喜爱的人看多少遍也看不
够，不会影响线下演出。”她说。

在“云”端，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
大量战“疫”作品，涉及戏曲、歌曲、曲
艺、朗诵、美术、书法、剪纸、雕塑等。
他们用优秀作品鼓舞人，为祖国和白
衣天使鼓劲加油。

一幅《窗花情深系武汉》的农民
画上，四个“剪纸娃娃”分散在四个角
落，宣传防疫要戴口罩、勤洗手、常消
毒、多通风，中间三个“娃娃”在贴窗
花，表达“战疫必胜”“春归家园”的美
好期盼。它的作者是53岁的农民张
先花，这样又萌又接地气的农民画她
在疫情期间创作了5幅。

“网上展示受众面广，能让更多
人看到。”张先花说，农民画直观可
爱，她想通过画作提高人们的防疫意
识，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云阅读”受重视
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们纷纷开启

“宅家云阅读”模式。山西省图书馆
整合馆内线上资源，打造“零接触”

“零付费”的阅读新体验。在利用好
原有数字资源的基础上，山西省图书
馆在微信公众号中增加了“读联体”
服务平台，资源量有3000种，读者可
以免费阅读电子书、有声书、期刊等
数字资源。此外，还在微信公众号中
推出“掌阅”电子书平台，供读者免费
阅读10万余册畅销书和新书。

山西省图书馆还把原有的线上
服务提前进行。王冬冬负责少儿馆
微信公众号上的“金闪闪故事屋”栏
目，往年都是从 4 月开讲，但今年提
前到 2 月中旬。周一到周五的每天
晚上，她要在网上给小朋友们讲一个
10 分钟的故事。根据孩子们的点
播，今年她已讲了25期。

“感觉更被需要，很开心！”王冬
冬说，疫情防控紧张的时候小朋友们
只能“宅”在家里，她正好发挥作用陪
孩子们一起阅读。

山西省图书馆馆长王建军说，
这次疫情中，便捷的电子书成为纸
质书的重要补充。过去图书馆以线
下服务为主，但将来要双轮驱动，以
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更好地
传播知识。 ■王学涛

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云签约”全球10国艺术项目

云游览、云赏艺、云阅读：

公共文化在“云端”开花结果

蓬皮杜中心典藏展恢复开放

中国唯一水族自治县：

文化扶贫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