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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寻梦游”
短视频征集大赛启动

日前，“运河寻梦游”2021 淮北抖音短视频征集大赛
正式上线， 面向广大游客征集抖音短视频作品。 大赛以
“寻梦运河游”为主题，广邀短视频达人围绕淮北各景区
丰富的运河文化元素拍摄作品，深度探索运河故地淮北、
宿州千年运河传承下来的运河文化、 风土人情、 美景美
食，寻访千年运河故址。 9 月 5 日至 10 月 7 日期间，参赛
者拍摄短视频并添加抖音话题“# 运河寻梦游”上传至抖
音平台即可报名参加。 10 月 10 日至 15 日，大赛将以创意
内容、拍摄手法及画面效果为评选标准，评选获奖作品，
并以视频热度为评选标准评选创意奖。 据介绍，举办此次
短视频征集大赛， 旨在进一步提高淮北市运河文化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文讯）

近日， 三星堆遗址再度出
土大量珍贵文物。 真实的考古
现场， 被网友们笑称为三星堆
最后的“盲盒”揭盖。 大众对于
“考古盲盒”如此青睐，是文创
开发的成功， 更是文物保护的
自觉———

关注··非遗保护传承譹訛

留住江淮文脉的根与魂

“考古盲盒”
背后的文化魅力

·文苑微谈·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
工作指明方向———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走过历史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道动人的风景，传承着原生态的文
化基因，保留着具有当地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精髓。 近年来，我省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提升非遗保护水
平，为延绵不绝的江淮文脉留住根与魂。

白云生处：“考古盲盒”是啥？通过模拟真实的
考古发掘环境， 让年轻人沉浸式体验中国古老厚重
的历史文化。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考古
盲盒、河南博物院的“失传的宝物”考古盲盒、陕西历
史博物馆的青铜小分队系列盲盒……玩家打开盲
盒，取出包裹有“宝物”的土块，小心翼翼地“挖掘”，
“出土”的瞬间成就感油然而生。 让普通人亲身体验
“唤醒”文物的过程，很多人感慨，仿佛那些沉睡多年
的历史文化就“活”在身边。

唐豆：文创有新意，文物活起来。 考古盲盒逐
渐成为诸多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新宠”。报告显示，围
绕历史、 文化 IP 进行文创开发正呈现出井喷态势。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销售额在过去两年内翻了三倍，
过去一年中， 在线上逛博物馆的人首次超过了去博
物馆参观的人。 文博机构开发考古盲盒， 成为 “网
红”，赢得广大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真正让文物动起
来、活起来了。

芳草不曾歇：盲盒设计及研发的初衷，是想探
索文创新模式， 借用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盲盒形
式，通过还原考古过程增强公众的参与感，从而达到
文化传播的目的。 可见，要赢得消费者，博物馆既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挖掘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又要着眼当下，能“接地气”，兼具时代气息和历
史厚重感，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风起流云： 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对此，地方政府、博物馆等相关方面要能够讲
好文物故事，唯有不断创新。 文物一次次出圈的背
后，既是传统文化的原生魅力，也是文博圈一次次
对准了年轻人的口味。年轻消费者追求个性和差异
化，注重趣味性和美感。 而众多盲盒的设计既满足
时尚追求，又凸显文化内涵，和当下年轻人的消费
喜好不谋而合。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界首举办
中秋优秀曲艺作品展演

近日，由界首市委宣传部等主办的 2021 年“我们的节
日·中秋”优秀曲艺作品展演活动，在界首市颍南福通广场
如期上演。 演出现场，大鼓书《十大劝》《小八义》、渔鼓《韩
香子拜寿》、豫剧《包青天》《抬花轿》《老太君要彩礼》、曲剧
《当官难》《小仓娃》《风雪配》等经典曲目依次上演，为现场
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曲艺文化盛宴。 最后，渔鼓说
唱《王家坝上歌声欢》唱出了百姓生活幸福安康、安居乐
业、敬党爱党的喜庆之情，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展演活动
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营造了浓厚的中秋佳节文
化氛围。 （王博远）

电影《智取猛虎山》
在怀宁开机

近日，电影《智取猛虎山》在怀宁县开机拍摄。据了解，
《智取猛虎山》根据经典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电视连续剧《东
北剿匪记》改编，是一部网络大电影。 四平战役后，国民党
反动派不甘失败，唆使各方势力暴动，威胁解放区安全。该
剧讲述了在县委书记吴慎之等人和飞虎队战友们的帮助
下，野战部队狙击英雄杨建峰与猛虎山女匪首丹娘斗智斗
勇，最终将匪帮导向光明前途，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
日军残余力量的故事。 该剧由赵锐勇导演，刘晓庆、王新
军、于荣光、甘婷婷领衔主演。 （钱续坤 李晶晶）

谱系

健全名录体系，筑牢法治屏障

合肥市“包公故事”入选民间文学类，亳州
市“西凉掌（亳州晰扬掌）”、临泉县“临泉杂技”
入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徽菜烹饪技艺”
入选传统技艺类，祁门县“中医诊疗法（祁门蛇
伤疗法）”入选传统医药类……今年 6 月，国务
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
展项目名录，安徽 11 个项目入选，由此全省国
家级非遗名录项目达到 99 项。

“名录制度”是保护非遗不可替代的重要
措施之一。 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相关负责人
说：“我省深入整理挖掘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历
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将符合条件的非遗
资源纳入省、市、县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
予以保护，目前已认定公布了五批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和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并积
极推荐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 ”

安徽，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大省。 近年来，我
省不断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一批珍贵、 濒危和具有重要价值的非遗项目得
到有效保护。截至目前，除了 99 项国家级非遗，
全省还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项 ， 省级
479 项，市、县级 5600 余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19 名，省级 792名，市、县级 7100 余人。 此外，
我省还先后建立 3 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87 个省级非遗传习基地（所）。

法律法规为保护非遗筑牢法治屏障。 从出
台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安徽省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徽州文化
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办法》，到编制《安徽省“十
四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安
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全省非遗保护法律和规
定不断健全。

弘扬

展示非遗风采，传播江淮魅力

界首彩陶， 我国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
奇葩， 界首彩陶烧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遗名录。走进界首市博物馆，一股浓郁的乡土文
化气息便迎面扑来， 一件件不同历史时期的彩
陶映入眼帘，大小不一、器型各异、图案迥然，让
人仿佛进入彩陶艺术的殿堂。 界首市博物馆馆
长赵冰介绍：“为了让青少年深入了解家乡的文
化底蕴，我们专门开辟‘界首彩陶陈列馆’，常态
化开展彩陶体验活动， 带领孩子们学习彩陶知
识、接触制陶技艺，逐渐发展为具有参与性、互
动性和体验性的社教文化品牌活动。 ”

非遗进景区，持续提升秀美山川的 “文化
范儿”；非遗进校园，让孩子近距离触摸文化瑰
宝；非遗进社区，带着久违的民俗走进百姓生
活……我省大力推动非遗展示展演推广行动，
邀请非遗专家、学者传承人进景区、进校园、进
社区、进军营、进公共文化场馆，讲授知识、传授
技艺，让人民群众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和参与
非遗，增强文化认同感。

“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中国非遗传统技艺
大展、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并组织非遗
项目参加中国成都国际非遗产节、 中国传统工
艺邀请展、中国（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
展、全国非遗曲艺周等活动，将江淮特色非遗推
广出去、传播开来，受到广泛关注。”省文化和旅
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尤其
是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庆、春节等节
日， 全省持续开展 “非遗购物节”“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等品牌活动，展示非遗魅力，烘托
节日氛围，收获城乡群众普遍点赞。

将传统艺术与玻璃工艺相结合的天长 “天
官画”，吸收学院派雕塑方法的界首彩陶，融入
时代精神的阜阳剪纸……近年来， 我省非遗在
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 不断推出具有现代设计
感的文创产品，张扬浓郁的安徽风格，擦亮醒目
的安徽印记。从深圳文博会到长三角文博会，越
来越多的安徽非遗产品正在闪耀 “世界之窗”，
徽风皖韵的文化魅力得以传向五湖四海。 阜阳
开源剪纸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淑勤以阜阳剪
纸为例说：“作为扎根民间的传统艺术， 剪纸也
要在不断创新中传承发展， 多创作反映现实生
活、弘扬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

传承

合理开发利用，丰富乡村图景

传承古法制造的宣纸 、 雕琢细致精美的
歙砚、芬芳四溢的莲蓬香包、软糯香甜的黑糖
枣……今年 6 月 12 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非遗购物节”在云端
摆开市集， 精选近 40 款江淮特色非遗产品 ，
涉及生活中吃 、穿 、用多个品类 ，让观众足不
出户就能畅享大美安徽非遗之旅 ， 聆听匠心
传承的非遗故事。

非遗深植于时代环境的土壤， 一旦脱离了
百姓生活，可持续性生产便失去了活力，有序传
承就有“断线”的危险。近年来，我省推进传统工
艺振兴行动， 发掘和运用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文
化元素和工艺理念， 丰富传统工艺的题材和产
品品种，开发出一批手工精湛、面向大众、具有
非遗元素的传统工艺品及衍生品。 特别是 2018
年，我省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故宫文创馆徽
派传统工艺馆，目前已推出故宫屋脊兽书签尺、
文房四宝礼盒、远山香盒等“安徽品牌”文创产
品 200 余种。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过程中， 充分挖掘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仅让优
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更带动了农民
增加收入、丰富了乡村文化图景。“近年来，我省
探索‘非遗+扶贫’模式，依托黄岗柳编、王河舒
席两项适于带动就业、从业人员较多、有市场潜
力的非遗项目，建设阜南县天亿黄岗柳编、万家
和柳编、 潜山市王河舒席等 3 个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并纳入脱贫攻坚项目库，涉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 100 余家、贫困人口 400 多名。 ”省文化和
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相关负责人说。

位于潜山市的欣兴鑫舒席专业合作社，以
“前店后厂”“公司+农户”的形式开展生产经营，
持续打响省级非遗王河舒席品牌。 合作社总经
理唐满结说：“我们合作社在梅城、油坝、王河等
乡镇办有 40 多个车间，员工 700 多人，多为本
地农民。 合作社年产舒席 3 万余床 ， 年产值
2000 多万元，占领全国七成左右市场。 虽然企
业利润并不高， 但是在安排农民工就业方面成
效明显，帮助农户人均年增收 1万多元。 ”

配角“出圈”，群像精彩

■ 明晓

只在意主角光环？ 一枝独秀不是春。 一部
优秀的作品，需要出色的群像，才能占据你心
中的 C 位。

最近话题度较高的电视剧莫过于《扫黑风
暴》。 很多观众认为， 剧中主角配角均演技在
线，令人印象深刻。其实，与过去一段时间几乎
只有主角“打妖斗怪”的电视荧屏相比，今年口
碑上乘的电视剧作品，大多是“群星闪耀”的作
品，从年初的《山海情》《觉醒年代》，到近期热
播的《扫黑风暴》《乔家的儿女》《理想之城》，在
这些成功打造出人物群像的作品中，主角人物
不再具有过分突出的光环，众多配角同样个个
精彩。 生动鲜活的时代叙事、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 都可以在群像剧中形成独特的影像风

格，成为观众念念不忘的爆款。
比如《扫黑风暴》播出期间，有不少网友都

提到，这部剧中的“董耀”、“孙兴”、“胡笑伟”等
配角表现出彩，不输“李成阳”“何勇”“高明远”
等主角。以这部具有警示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
而言，形象饱满立体的配角，让主角的抉择取
舍合乎逻辑，命运走向合情合理，也让观众真
切体验到善与恶的较量、 正义对不公的驱逐。
在另一部热播剧《理想之城》中，身为配角的演
员李传缨将一个性格多面的建筑公司老板刻

画得惟妙惟肖， 主角配角之间精彩的对手戏，
也让观众追剧时不吝赞扬：“角色优秀，演技传
神”。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相比刻板呈现脸
谱化人物，立体地去塑造人物的丰富性，更能
发人深省，从而提升作品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好的群像剧？打破审美的固化、认知

的套路，每个人物的设定、成长和最终的结果都
可以成为一条独立的主线， 讲述一个完整的故
事。立体饱满的众生相、具有丰富意味的人物关
系以及角色背后深刻的现实意义， 能让剧中的
众多人物都有机会大放异彩， 更能让观众的观
剧体验更加真实、更加丰富。一部优秀作品所需
要的戏剧张力、所铺垫的戏剧冲突，不是靠主角
个人就能完成，演好配角，对演员来说也是一门
技术活。在观众的一般印象里，反面人物或灰色
人物、戏份不多的绿叶演员，都属于这个范畴。
以前人们认为，配角们要烘托主角的人物设定，
且不能“抢戏”，要甘当一片绿叶。 但殊不知，演
“活”一片绿叶，并非无需演技，没有光环的加
持，反而更考验演员的功力。

我们为什么爱看群像剧？因为大千世界，除
了“霸道总裁”“大女主”，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

人群，是拥有喜怒哀乐的“小人物”，生活有沟
坎，工作无神助，为未来而辛勤付出、努力奋斗。
我们在群像中总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找到自己
的知音，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如果恰巧这位
给你带来情感共鸣的角色是一个配角， 那么这
个配角其实就是属于你的主角。 而一些只有主
角光环的作品，从来不是为了讲述真实的生活，
那些只在意颜值与滤镜、“不背台词只数数”的
演员，颜值再高，也演不进观众心里，作品的悬
浮感与人物的假面感只会招致观众的厌烦。

在近年来的流量风潮中，一些明星不愿意
成为别人的陪衬。 看“剧”还是看“脸”？ 本不该
有的疑问，实际上反映了娱乐圈不良风气导致
大众对文艺作品基本界定的混淆。而对于一个
真正的演员来说，角色不分大小，也没有绝对
的“主”和“配”。用脚体验生活，用心揣摩角色，
甩掉偶像包袱，才能贴近生活、贴近观众。那些
被人记住的“绿叶”演员，是凭借专业水准，而
不是戏份多少，赢得了观众心中的 C 位。 配角
不输主角，群像更加精彩，也给予我们以启示：
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无论台前还是幕后，文艺
工作者都要常怀敬畏之心， 坚守艺术理想，努
力创作优秀作品。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所需要的戏剧张力，不是仅靠主角个人就能呈现———

题图：9 月 10 日， 黄山市龙山实验小学邀请毛
笔制作技艺(徽笔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走进校
园传授技艺，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引导学生探
求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通讯员 樊成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