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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利用数字媒体讲好大
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我们讲故
事有两个策略，可以分为软件和
硬件两个方面。

软件方面，数字媒体的传播
内容，也是日常生活接触的文
化。青少年一直对这种文化非常
认可，所以我们讲的内容不应仅
仅局限于传统文化、神话故事，现
在优秀的先锋艺术家、形象健康
的明星、年轻创业家都可以成为
故事的对象。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
结果，在大湾区 9 个城市，60 岁
常住人口不到 10%，尤其是深圳
只有5%左右，所以说大湾区有更
多的青少年、年轻人，他们日常透
过数字媒体内容来传播故事，而
且有其青春活力。

硬件方面，利用数据媒体科
技、国家数字平台，比如抖音、哔
哩哔哩，除了在中国很受欢迎，在
全世界也很受欢迎，哔哩哔哩也
在美国上市，它们是更快、更有效
的数据媒体科技，通过它们中国
故事可以更多样性地传播出来。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中国网
络视频用户竟达到 9 亿，占整个
网民93%以上，其中短视频（如抖
音、快手等）的用户规模已达到
8.7亿，占整个网民88%。数字平
台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媒介，更
是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非常好的平台。

最后，数字媒体的硬件与内
容结合，相信中国故事不仅在大
湾区流传，也可以成功输出中国
故事。

真正办好大湾区文艺创新
论坛，要牢牢抓住“创新”这把
金钥匙。借此机会，我谈几点认
识，与各位一起交流。

第一，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
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
一个时代的风气。”社会主义文
艺必须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同
频共振，才能够抵达人的心灵，
从而实现文艺作品与人心的共
鸣共情。

当下社会网络特质明显，节
奏之快、境况之新、信息量之
大、交互性之强、形态之丰富，
与以往形成天壤之别。如果文
艺创作和评论依然局限于旧有
语言、行为和思维，恐怕难以引
起互联网一代年轻观众的关注
和参与。

第二，推动文艺创新应厚植
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文艺创新
必须尊重遵守遵从文艺创作的
特点和规律，如果简单地、生吞
活剥地理解艺术创新，认为创新
就是哗众取宠、一味地标新立
异，不知所云，而没有科学的继
承和正确的守成，缺乏传统积累
和历史文脉的承继，这样文艺创
新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文艺创作、表演、研
究、评论、传播等就会陷入误
区，脱离正确轨道，跑偏方向。

第三，深刻理解文艺守正创
新的内涵要义。守正是创新的

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动力
和路径。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
证法的根本要求。

第四，打造文艺创新高水平
人才高地。迈上新时代建设文
化强国新征程的文艺事业呼唤
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文艺
人才，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
驱动，它深刻揭示了文艺创新
与文艺人才之间的关系。唯有
人才，才是创新的真实根基和
真正力量。

创新是文艺永恒的主题，正
因为中华民族有着“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的理念和追求，中国
文艺才得以薪火相传、继往开
来。文艺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
既包括形式创新、内容创新，又包
括传播创新、制度创新，还包括理
念创新、理论创新。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文艺
创新论坛有着挖掘不尽的话题
和大有可为的舞台。不拘一
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的岭
南文化向来秉承着务实、包容
和进取的文化特质，非常契合
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新论坛的
功能定位。

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新论
坛一定能打造成为论坛品牌谱
系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体现出湾
区的活力，展示出文艺的魅力，
释放出创新的潜力，激发出评论
的引力，引发出发展的实力。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养一方的文艺，不同地域对文
艺的意义是很大的。所以“地
理”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意义，
它是具有人文学意义的。

这么多年来，深圳走出了一
条文艺发展的新路——都市文
艺，与乡土文艺正相对立，可以
说是建立了新的人文地理学，不
再单靠水土养活。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的文艺，乡土文艺占据绝大
多数。深圳文艺则不一样，主要
写城市，对都市生活有着多方面
的反映，有打工文艺、有底层生
活的反映，也有工商业的描述。

深圳都市文艺是一种移民
文艺。深圳人来自四面八方，每
一个到深圳的人，带着自己原有
的文化积累而来，各地文化相互

吸收又相互激发，使得这里成为
文化的熔炉，在熔炉中提炼出新
文化来。

同时这种都市文艺还是各
种文化交汇处的文艺。深圳紧
邻香港，与香港交流密切，受香
港文艺的影响很深。上世纪80
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金庸
小说家喻户晓，香港的歌星也走
向春晚的舞台。当然深圳的文
艺也背靠内地，因此形成了独特
的文化土壤。

深圳都市文艺，有希望并正
在形成一个新的有活力的中心。
文学艺术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线
性发展的，中心与边缘会互动。
一部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文
学艺术史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对于当下的学人和文艺评论家来
说，应该关注这一现象。

我的漫画是从中国明清
时期的文人画变化而来，同时
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加入现
代人的精神、情感以及现代人
关注的事情，它是接近水彩的
表现方式。

呈现方式也会考虑传播
因素，比如我的画永远是竖
的，落款的字很大，一个主题
通常只有 9张，因为当代人大
多都是在手机上看我的漫画。

在我看来，文艺的创新，
它包括了手段创新和内容创
新。

内容上文案不能太过传
统、保守，要用年轻人能够接
受的语言创作有趣的文案，才

能达到传播效果。
形式上，以办展为例，真

正的展览应该是有交互、高科
技、互动的，比如我们会把平
面的漫画变成立体的雕塑、装
置，加入交互、动画的元素、声
光电和现代设置。

在哪儿展览才能吸引大
家去看？你们可能想都没有
想过，我们主要的宣传平台
是小红书。我们一般习惯在
互联网平台的 APP 搞宣传，
在微博、公众号做宣传，或者
现在最流行的抖音、快手，而
这些都不是传统文艺的主平
台。

曾经文艺的主平台是 B

站，如果您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没有在 B 站出现过半个小
时以上的介绍，你就是失败
的艺术家；作为文艺评论家，
如 果 没 出 现 在 豆 瓣 的 评 论
区，你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文
艺评论者；如果你是一个策
展人，没有在小红书做过几
千条推送就不是成功的策展
人。

平台很精准，宣传部门总
是说用户在哪里，我们的工作
平台就在哪里，这种互联网平
台的迁移和用户习惯的改变，
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随时随
地留意它的改变，这点是非常
重要的。

在我看来，新时代粤港澳
大湾区的文艺创新有三个比
较重要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将会涌现
更多的心怀中国、关注当下的
创作。因为我们处在大的时
代，这个大时代有两个重要特
征：一是世界格局的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二是我们正处在疫
情之中。整个世界格局在动
荡、激变，大的时代必定催生
更多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创
作。

第二个趋势是粤港澳大
湾区的文艺创作必定会立足
湾区，放眼全球。我理解粤港

澳大湾区的规划不仅仅是一
个经济规划，它更重要的是一
个文化、人心的规划。大湾区
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它
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载体，更
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第三个趋势是将会推动
一场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会
带来三个观念层面的变化。

一 是 国 家 认 同 的 新 观
念。香港在回归很长一段时
间里强调“两制”，这些年我们
正在纠偏，重新认识“一国两
制”的初心，最根本的是心怀

“一国”。
二 是 国 际 视 野 的 新 观

念。因为香港长期联系的是
欧美社会，在一个新的世界格
局里它联系的不仅仅是欧美
社会，更多的是“一带一路”的
国家，是非洲、南美的新格
局。在这里面必然会催生更
多新视角、新理论、新创作。

三 是 创 新 技 术 的 新 观
念。互联网技术和高科技的
应用会带来不同的视角、不同
的体验和不同的发展。

我相信在这三个趋势的
带动下，在创新驱动带动下，
无论是创作层面还是传播层
面，粤港澳大湾区文艺的未来
都充满着机遇和想象空间。

在各具特色的政策体制下，对
地区文化的梳理与传承是文化创
新的首要事项和重要基础。这类
艺术、技术和学术的研究事项，可
以遵从“城市文化—粤港澳三地文
化—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路
线，在本土、地区、国家，甚至国际
的不同层面上进行透视和平衡。

就澳门而言，主要优势在中
西交融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
民情纯朴，体制比较包容，所以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澳门中西相交
的文化桥梁作用。

如何使大湾区城市在人文创
新上互利互惠、相辅相成？我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文化联系机制和专
项基金。在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
市之间建立可持续进行文化艺术
联系的渠道和机制。

二是梳理、交流、沟通湾区各
地音乐传统文化。大湾区各城市

应发挥各自地理和文化优势，总
结自身文化特色，并在各地之间
互通有无，交汇互鉴。

三是区域各城市之间，互相
延伸艺术活动。澳门持续 30 多
年的音乐节，每年的预售有3000
多万元，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如
果能与湾区城市合作，它不仅能
突破局限，还有利于举办活动的
成本效益和可行性。

四是创办人文湾区艺术通讯
刊物。由政府或社团基金会出
面，以大湾区各相关艺术专家合
作组成编委会，创办大湾区文化
交流刊物，及时报道和介绍人文
湾区在当地和他地的交流建设成
果，同时鼓励和支持各种类型的
人文湾区特色作品创作。

我深信，随着大湾区人文创
新的持续进展，一个同快速发达
经济体相匹配的特色文化体系，
将会呈现于世界文明之林。

这几年粤剧确实存在“破圈”
的现象。一个是我们的首部 4K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全国公
映，打破了中国戏曲电影的票房
纪录；另外一个就是“我是曾小敏
——剧·说”交响演唱会全国巡演
项目，每到一个城市就成为当地
的一个文化热议事件。

成功“破圈”的艺术作品，不
仅对于大范围提升文艺品牌的
认知度和口碑具有不可替代的
意义，对于探索文艺创作发展方
向，形成文化人才聚集效应，乃
至打造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都
影响深远。

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人，在这么多年的探索与
实 践 过 程 中 也 遇 到 很 多 的 困
难，当然也有很多的感慨，有一
点我印象深刻：在崇尚物质生
活至上的时代谈非物质的主题
本身就意味着挑战，遗产意味
着世代的价值，但从年轻人的

视角来看，基于常识的理解，所
谓 遗 产 可 以 继 承 也 可 以 不 继
承。如何合理地表达，让他们
珍惜并且当成财产去接纳，这
是一个使命。

同时，传统文化复兴不只是
对过去辉煌的回望，更是与时俱
进的进化和成长，恰到好处的创
新和不失传统基因的表达是重点
和难点。

因此，我们必须要把粤剧带
到校园去，广东粤剧需要拥抱年
轻人善用新媒体；要适度国际化，
融合新艺术；艺术作品要植根在
孩子和年轻人的成长旅途中，让
他们眼中有惊艳、心中有触动，回
忆中有美好与经典。

希望广东粤剧院能为岭南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个范
本，让岭南人文之美四海传扬，恒
久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袖染山河皆入戏，筏喻薪火共星
辰。粤剧正青春。

日前，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新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线上线下110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热烈讨论——

文艺评论要抓住“创新”这把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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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帝浣[“小林漫画”作者、广东省动漫协会副主席]：

用户在哪里文艺的平台就该在哪里

陈少波[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新时代文艺的三个新趋势

戴定澄[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音乐学博士]：

大湾区如何在人文创新上互利互惠？

曾小敏[广东省剧协副主席，广东粤剧院党委书记、院长]：

新时代传统艺术如何“破圈”传播？

为入选“优秀文艺创新案例”和“重点文艺研究课题”单位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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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11 月 6 日，首届“粤港澳大
湾区文艺创新论坛”在广东中山
开幕。

此次论坛是在积极响应粤港
澳大湾区国家战略，贯彻实施中
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的指导意见》，以文艺夯实人文
湾区建设基础的背景下举办的。

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设北京、中山两个会
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董耀鹏，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
粤春，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
职副主席王晓，广东省文联党组
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吴华钦以及
来自内地和港澳的著名专家、学
者等共计110人参加。

本次论坛由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与广东省文联共同主办，中国文
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广东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中山市文联共同

承办，包括一个总论坛和四个分
论坛。

总论坛以“创新驱动下粤港
澳大湾区的文艺未来——想象
与期待”为主题，四个分论坛主
题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动
新 时 代 文 艺 创 新 的 机 遇 与 挑
战”“创新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
文艺实践与理论建构”“传承与
重塑：区域文化视阈下粤港澳
大 湾 区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新 发
展”“基于新媒体融合矩阵的文
艺新传播探索”。

论坛邀请了高建平、林帝浣、
陈少波、胡恩威、戴定澄、宋达等
内地与港澳知名专家作主旨演
讲，以及林岗、陈桥生、滕威、肖
向荣、范周、谢柏梁、西沐、赵卫
防、何威、冯应谦、朱寿桐、梁江、
曾小敏等众多知名专家学者作分
论坛研讨发言。

此外，论坛期间还发布了 6
个优秀文艺创新案例和 5 个重点
文艺研究课题，同时成立了论坛

执行委员会，并设轮值主席、委
员；组建了论坛专家库，聚合文
艺评论专家和学术力量。

在本次论坛上，“创新”成为
关键词，呈现三方面特色：

一是智库性。立足湾区，辐
射全国，探索以文艺评论助力区
域文化建设的新经验。

二是创新性。粤港澳大湾
区 致 力 成 为 国 际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论 坛 则 突 出 文 艺 创 新 性 ，
关 注 理 论 焦 点 、实 践 热 点 、国
际前沿。

三是地域性。利用粤港澳大
湾区地域优势、多元文化交流融
合的特点，开展文艺评论国际交
流的先行先试，推动中国文艺评
论“走出去”。

论坛努力通过改进大湾区文
化融合方式，打造合作交流平
台、探索协同发展机制，在文艺
评论层面开展理论建构，推出对
粤港澳大湾区多样性文化文艺研
究的创新成果。

高建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建立新的人文地理学

冯应谦[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

用数字媒体讲好大湾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