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冯骥才最
新散文集 《世间生活———
冯骥才生活散文精选》 近
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 该作品辑录了上世纪
80年代至今作家60余篇生
活散文 ， 其中既有 《珍
珠 鸟 》 《 灵 感 忽 至 》
《 往 事 如 “ 烟 ” 》 等 名
篇 ， 也有 《房子的故事》
《为母亲办一场画展》 等
新作。

冯骥才以 “伤痕文
学” 享誉文坛， 是新时期
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曾出
版各类文学作品200余种，
海外译本40余种， 多篇作
品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上世
纪90年代初， 他投身文化
遗产保护， 被誉为 “民间
文化的守望者”。

此次全新出版的生活
散文集分为 “人生感怀”
“生活雅趣” “人间生灵”
“旅行印象” 四辑。 “人
生感怀” 收录作家对人生
重大际遇、 亲友交往和世
事的感慨之作； “生活雅
趣” 记录作家工作之余的
生活趣味， 如书画音乐、
遛 摊 寻 宝 、 香 烟 美 食 ；
“人间生灵” 不仅写春秋
冬夏、 花鸟鱼虫， 更有世
间之人、 人间之情； “旅
行印象” 收录作家游历国
内外、 守护文化遗产的自
然散文。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8月
15日 ， 历时一年多编撰出版的
《中国建筑历程1978-2018》 一书
在 北 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首发。

据介绍， 加盟 《中国建筑历
程1978-2018》 的作者及业界大
家超百人， 支持的单位40余个，
它 的 编 撰 有 自 由 度 且 开 放 ，
题 材 恢弘、 内容丰富厚重 。 编
委会秉承着 “理性与质疑” “智
慧与思辨” 的信念， 力争为中国

建筑界呈上有思想之魅的佳作。
该书通过43个经典作品， 49位建
筑学人， 47本图书及40年建筑事
件及典型评述反映了行业风貌与
步伐， 用纪事的方式、 用品评的
视 角 丰 富 地 展 现 了 建 筑 设 计
界的面貌与发展期许， 同时也描
述 和 刻 画 了 建 筑 师 们 坚 守 的
韧 性 和敬畏的创作心态乃至付
出的心血。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资深
总建筑师费麟说： “该书是忠实

的当代中国建筑史的史册， 它是
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自建筑
界的一份厚礼， 它也是建筑界、
建筑文化与评论取得辉煌业绩的
成绩单。”

在首发活动现场， 编委会团
队还向国家图书馆 、 首都图书
馆、 中国建筑图书馆代表进行赠
书，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助理
张学栋向会议赠送了用甲骨文题
写的赞扬 《中国建筑历程 1978-
2018》 一书的诗词。

《中国建筑历程1978-2018》首发出版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8月19日上午， 中国报业协会集
报分会、 北京报友联谊会在角楼
图书馆举办 “壮丽70年·奋进新

时代———精品报刊收藏展 ”。 本
次 展 览 展 出 的 精 品 报 刊 是 选
自 全 国各地近20名报刊收藏家
的珍贵藏品， 涵盖了自1946年起
各城市的解放历程、 新中国诞生

至今七十年来辉煌成就等相关内
容的报刊， 共展出80余框200余
份报纸。

据悉， 展品充分展示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来， 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历程、 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突出展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全方位、 开创性历史
成就， 以及发生的深层次、 根本
性历史变革，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 把爱
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力求讴歌伟大
祖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引导广
大党员以及干部群众共抒爱国情
怀、 共话祖国新貌， 增强 “绝对
忠诚、 紧跟党走” 的坚定信念。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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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展出来自雪域高原
的13位画家的50余幅新作。 参展
作品以布面重彩这一艺术形式展
示了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在党和国
家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 西藏
几代美术家植根高天厚土， 讴歌
祖国、 讴歌时代、 讴歌人民的艺
术实践。

布面重彩这一绘画形式体现
了我国现代美术形式与创作手法
上的创新， 参展作品在表现主题
挖掘的深度广度上， 在对传统绘
画的审美特征及材质手法的借鉴
运用 、 对外来艺术的取舍吸纳
上， 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既是
对时代进程中西藏人民生活情状
的真情留痕， 更是画家们全身心
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 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的一
份答卷。

雪域祥云

“哪吒” 横空出世刷新票
房纪录 ， “长安 ” 令人惊艳
拉 动旅游热潮……今年暑期 ，
带 有 鲜 明 传 统 文 化 印 记 的
“热 ” 剧迭出 ， 让人们看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张力和创
新空间。

借力传统文化“圈粉”

在今年暑期的大银幕上 ，
《哪吒之魔童降世 》 成为 “黑
马”， 上映第五天就突破国产动
画电影内地票房纪录； 电视荧
幕和网络平台上， 《长安十二
时辰》 《陈情令》 等一批影视
新作 “异军突起”。

热映与热播背后， 离不开
传统文化的支撑。 业内人士指
出， 这些影视作品都不同程度
融入了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或
社会现实，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了养分。

如 《哪吒之魔童降世 》 以
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故事引发

观众热议和好评； 《长安十二
时辰》 呈现出千年长安的文化
风 貌 ， 展 现 传 统 文 化 之 美 ；
《宸汐缘》 从服、 化、 道等细节
中彰显中国美学精神……

电影编剧王大魔认为 ， 从
中可看到中国影视产业 “从皮
相到骨相的进步”。

“中华传统文化是国产影
视剧创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的资源宝库。” 中国传媒大学副
研究员邓文卿说， 传播弘扬优
秀中华传统文化， 展现中国当
代主流价值观， 成为当下文艺
创作者的自觉追求。

用工匠精神打磨精品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
大制作、 大明星不是 “票房灵
药 ”， 唯有精益求精 、 深耕细
作， 才能赢得观众认可。

近年来， 当代影视剧一方
面注重植根传统文化努力创新，
以工匠精神打磨精品， 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养分 ； 另一方面 ，
借助年轻化表达， 唤起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传承
意识。

比如 ， 《长安十二时辰 》
参考了博物馆珍贵馆藏以及民
间收藏的文物资料等 ， 对特
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 妆容
等进行了逼真还原， 精心复原
了28种供宴会和日常场景所需
的唐朝点心， 巧妙融入了古法
造纸和打铁花两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

业内人士认为， 追求细节
的完美， 通过作品架起沟通古
今的桥梁， 让当下观众感受到
充盈于作品间的文化意蕴， 是
这些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

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哪吒 》 确定将在北美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等地上映 ，
外媒评价其 “逐渐打破欧美日
本对动画电影的垄断”； 《长安

十二时辰》 登陆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 并在亚马逊平
台以付费形式上线， 不少影迷
打出满分10分； 《陈情令 》 风
靡韩国、 泰国， 成为评分第一
的亚洲电视剧……

在国外一些博客和论坛上，
关于 “看中国剧学中文” 的帖
子不少， 热播剧甚至成为国外
影迷学中文的 “教材”。 印尼一
网友把 《长安十二时辰》 中侍
女檀棋的造型图和迪士尼电影
《花木兰 》 中木兰 “对镜贴花
黄” 的图做了对比， 还在网上
分享唐代女子眉形、 唇形、 花
钿等妆容的资料图。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
员赵聪说， 国产影视剧在中国
文化 “走出去” 进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对具有中华文化基
因的题材进行挖掘和创新， 可
以在做大文创产业的同时， 更
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展示中华
文化的魅力。

（新华）

借借力力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精品报刊收藏展书写壮丽70年

冯骥才新书
讲述世间生活

热热暑暑期期档档 剧剧迭迭出出

此次活动所有展品皆由乐高
认证拼砌大师洪子健创作并制
作， 总共使用超500万块乐高颗
粒、 耗时数年完成。 展览以中国
文化为主题， 用乐高积木向观众
展现国潮之美， 以及乐高所能承
载的无限创意与想象。

本次乐高中国文化艺术大展
除了带来 《故宫三大殿》 《敦煌
莫高窟》《兵马俑》《南狮》 等洪子
健最知名的代表作， 还有苏杭水
乡、 百年上海外滩、 雄伟万里长
城、 玉宇苍穹的天坛等众多经典
大型场景作品都将一并展出， 让
观众一次将中国各地名声尽收眼
底， 以更加独特的视角感受中国
文化的魅力与乐高别样的趣味
性。 此外， 洪子健还为这次展览
创作了18件全新作品， 为观众建
起一座无数惊喜的奇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