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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东游戏产业发展
和企业发展均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广东本土互联网企业三
七互娱创始人、董事长李逸飞表
示，广东文化产业持续高质量发
展，文化和技术的深入结合，对
塑造文化优势具有重要作用，而
游戏产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广东游戏产业在
全国、甚至全球的影响力都在不
断提升，在产业链、人才吸引等方
面显露优势。2021年广东游戏预
计营收逾全国七成，游戏企业总
数量居全国首位，其中，在全国游
戏营收TOP50企业中，广东企业
有10家，广东更是从业者偏爱的
地区，从业人员占全国37.7%……

在李逸飞看来，扎实推进文
化强省建设，优秀的游戏产品可
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
事、广东故事的有效载体。仅

2021年，广东网络游戏出口规模
达到389亿元，同比增长22.6%，
占全国总规模的33.9%。

李逸飞认为，游戏结合了文
字、图片、视频、互动软件，它的
强交互性和趣味性，为用户带来
沉浸式的体验，在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李
逸飞介绍，通过在游戏内容和推
广素材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的方式，如极富中国特色的传
统建筑、民俗文化等，让更多海
外用户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
三七互娱开发自研产品《斗罗大
陆：魂师对决》中，将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洪拳，通过数字化手
段融入游戏。除此，广彩、广绣、
广州榄雕等极具广东特色的非
遗项目，不断通过游戏，以更年
轻、更多样的形式走进年轻人的
世界。（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舞剧《龙·舟》剧照
广州歌舞剧院供图

“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坛
一直传承发扬的重要艺术精神。
近年来，在时代命题和重要时间
节点上，广东美术界的主题意识
越来越引人注目。

其中，广东画院院长林蓝领
衔开展多项大型集体创作，如《南
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
门经济特区》《南粤先声——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花
齐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等，以妙笔丹青绘就盛
世气象，堪称代表。

林蓝表示，扎实推动文化强省
建设，广东画院要深化文化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高水平的文
艺精品创作生产体系，持续推动文
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聚
焦党的二十大召开，广东画院将重
点围绕北京冬奥会、粤港澳大湾区
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横琴和前海两个合作区
等国家及广东重大题材，组织开展
集体大型美术创作、个人专题美术
创作项目献礼工程。

同时，广东画院将依托横琴、
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通过持续
的大型美术创作与交流活动，柔
性聘任港澳重点美术优才，建立

“横琴、前海粤港澳美术走廊”，做

好人文湾区建设的大文章。
林蓝建议，围绕“大作、大师、

大展、大馆”四个重点，加快推进
广东美术事业四“大”工程，助力
文化强省建设。

文化繁荣发展关键靠人才。
林蓝表示，通过聚焦“大师”重点
培养工程，加大岭南名家大师和
优秀中青年美术人才的培养与推
介力度，从选树美术大家、关注中
坚力量、培养后备人才、打造育才
平台等方面，着力建设一支实力
雄厚、结构合理、梯次衔接的老中
青美术人才队伍。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1日召开的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在南粤
文化界引起风潮激荡。大会提出聚力实施“六大工
程”，其中“实施高品质文化供给工程”提到，打造高水
平的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体系。

“十三五”期间，广东创作了200多台大型主旋律
剧（节）目，演出总场次超过4万场；一批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和个人，分别荣获舞蹈荷花奖、文华表演奖、戏
剧梅花奖等重要奖项；游戏、动漫等领域的“爆款”产
品层出不穷……“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新阶段的文
化强省建设，广东怎样写好“打造高水平文艺精品”的
新答卷？2月13日，广东戏曲、文学、美术、游戏、动漫
等艺术领域的青年才俊们纷纷说，“我们已提笔”。

李逸飞：

游戏可成讲好广东故事的载体

黄伟明：

助力文化强省建设，最终要看作品

林蓝：推进广东美术事业四“大”工程

吴正丹：打造世界级杂技艺术作品和演出平台

打
造
文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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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粤剧青年花旦、广州红豆
粤剧团副团长李嘉宜表示，“六个
工程”体现了广东在人文湾区建设
和高质量文化发展方面的持续探
索。“粤剧+电影”“文艺+科技”“文
艺+互联网”等表现形式，大大拓展
了粤剧艺术发展空间，激发了粤剧
的传统活力，满足了当代群众的文
化审美期待。

继《刑场上的婚礼》获得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奖后，粤
剧电影《南越宫词》于日前又获得该
奖项的最佳戏曲片奖。李嘉宜是粤
剧电影《南越宫词》的主演之一，受
益于 2014 年广州市提出的振兴粤
剧的“广州市粤剧电影精品工程”。
目前，广州粤剧院拍摄的《花月影》
《刑场上的婚礼》《南越宫词》等粤剧
电影已完成公映，《睿王与庄妃》《范
蠡献西施》即将与观众见面。

助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近年
来，广州粤剧院积极推进粤剧文化
产业升级。自2020年起，广州粤剧
院以广州塔为演出基地，打造旅游
演艺项目“粤韵广州塔——名家周
末大舞台”。该项目作为广州惠民
文化旅游品牌，活化了粤剧，拉动
了城市经济消费水平，还助力岭南
文化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对于新时代的文艺精品创作，
李嘉宜认为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
的关系，既要保留、承载好优秀传
统岭南文化的根，又要在该基础上
贴合时代，打造符合时代召唤，具
有人文气息的作品。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
强调‘强基固本，守正创新’，落
在我们一线舞蹈演员身上就是从
点滴做起，从日复一日的扎实练
习开始。”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
演员依力凡·吾买尔认为，此次文
化强省大会加深了他对文艺工作
者的使命与担当的理解。

“相较于刚毕业时，现在我想
要的不仅是完成一个舞蹈作品的
基本动作，更希望能够参与创作
并演绎优秀的舞台作品，通过自
身的演绎讲述时代的故事。”依力
凡·吾买尔说。

在谈到新时代的舞蹈艺术，
如何才能打造出更多的精品力
作时，依力凡·吾买尔认为，要扎
根岭南本土文化，做好文化的了
解、收集与传播。“像我自己主演
的舞剧《醒·狮》《龙·舟》，就非
常有岭南文化特色。只有我们
真正了解了这些文化，才能去进
行舞台上的创作。”今年是新疆
小伙依力凡·吾买尔来到广州的
第五年，他在剧目排练中开始接
触醒狮文化、龙舟文化，“了解之
后才发现，原来这些我们要演绎
的东西其实都存在于我们的生

活之中。它不是一个虚构的东
西，它是真实存在的，都有根可
寻。”

“很多观众看完《醒·狮》会跟
朋友讨论狮头的颜色、醒狮的招
式，激发他们对醒狮文化的好奇
和喜爱，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传播
醒狮文化之中来，这正是我们希
望看到的。”依力凡·吾买尔透
露，目前广州歌舞剧院正在进行
《龙·舟》的修改排练。这部当代
舞剧是主创主演们的又一次突破
尝试。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黄宙辉）

大型当代杂技剧《化·蝶》正
在海南演出。该剧主演之一，中
国杂协副主席、广东省杂协副主
席吴正丹表示，扎实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大会的召开，令广东杂技
工作者倍感振奋，引港澳杂技工
作者高度关注。高质量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杂技事业和杂技产业，
推动杂技事业和杂技产业形成良
性循环，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
事、广东故事，打造世界级杂技艺
术作品和演出平台，是广大杂技
工作者助力文化强省建设的责

任。
广东杂技在世界、全国占有

一席之地。广东诞生了一大批杂
技精品力作，融东方传统杂技和
西方经典芭蕾于一体的《芭蕾对
手顶——东方天鹅》，被誉为“杂
技界的革命”；杂技晚会《生命·阳
光》、杂技剧《天鹅湖》《西游记》
等作品开拓了杂技艺术的广度和
深度。这两年，广东杂技也创作
了一批杂技艺术精品，包括汕头
杂技团的杂技剧《心烧·眷念》，广
州杂技艺术剧院的杂技剧《化·

蝶》等。
“未来，我们要努力创作生产

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
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
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吴正丹透
露，目前正在推进“2022版”杂技
剧《天鹅湖》剧目的创排，让该剧
焕发生机，重返舞台，让全世界观
众都能够感受到新时代中国文化
创新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助力
新阶段的文化强省建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化建设
都离不开文学的助力。在广东
文学院院长魏微看来，文学的
蓬勃发展离不开文学场的打
造，这个“场”由编辑、作家、评
论、平台各司其职合力打造。

“广东是有文学场的，也正
迎来文学的好时代。”魏微历数
了广东文学各方的力量：文学
平台有《花城》《作品》《广州文
艺》等有活力的期刊；作者队伍
中年轻的80后、90后作家蓬勃
而起；文学批评方面，省作协主

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办得很有活力；广东还有全国
一流的媒体，几乎每个媒体都
在操办具有全国视野的文学
奖，在业界很有影响力。

魏微认为在庞大的文学场
里，关键还是要有好的作品，尤
其是对时代具有文学穿透力的
精品力作。“改革开放是我们这
一代人的主题，事实上它关涉到
每个中国人。我们要思考怎样
去表现它，从国家层面，从个体
命运，如何把它有机糅合在一

起，写出有穿透力的文字。这个
很难，作家在写，读者在等。”

魏微表示，四十年来，广东
写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作
品 ，但 深 入 人 心 的 作 品 还 不
多。“不过我们要有耐心，相信
好作品一定会到来。”

“广东在文艺的融合发展
方面上有很大空间，有很多事
情可以探索着去做，比如文学
与影视的结合还不够，文学传
播的效果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文艺评论是推动文艺繁荣
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广
东切实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导
作用，使“粤派批评”在中国文
艺评论领域独树一帜，推动广
东文艺创新发展。

青年批评家、作家李德南认
为，文艺评论的作用，不局限于文
学领域，而是在文化、社会等领
域，都可以起到相应的建设作用。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
有着开放的思想和多元的声
音。近年来，广东文学评论界
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不断涌现，

在李德南看来，广东在文学评
论上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出“南
方声音”，需要有公平公正、真
正重视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的
人文环境，需要有利于形成广
东的评论梯队的制度和阵地。

“就批评家本身来说，需要
立足广东，同时有全国的、世界
的 视 野 ，要 始 终 注 重 自 我 提
升。”李德南表示，广东的文学
批评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批
评家的批评实践，应该在很多
方面都能够开风气之先，走在
时代前列。

在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如
何真正发挥效力？李德南认
为，首先批评家对自身和时代
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做出
个人化的选择，要有所为有所
不为，不必面面俱到，而是切实
地发挥自身的优势。

在李德南看来，更为重要的
是，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
经常在主流媒体发出“粤派批
评”声音，推进“广东省文艺评
论基地”创建，擦亮“粤港澳大
湾区文艺创新论坛”这一全国
性品牌。（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魏微：广东正迎来文学的好时代

李德南：要经常发出“粤派批评”声音

“对于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来说，
这就是要给我们搭平台了，要我们行
动起来了。”广州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揭熙（艺名“逗笑”）说：“咱们广东经
济实力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人民生活
富足了，生活好了就需要精神方面的
东西来充实它。”他认为，建设文化
强省的内涵是广东的文化要和经济
一样走在前列，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品
牌的打造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文艺作品的产量挺多，反
映生活也很全面，但是真正经典能留
得下来的作品并不多，曲艺也是这
样。”从艺二十余载的他对如何才能
创作出好的作品深有感触：“我们当
代生活这么丰富，人民生活这么幸
福，能写的太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
真正潜下心来，为创作一个作品真正
地深入基层、扎根基层？”

同时他还强调，曲艺创作要向优秀
的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同时应该大胆创
新，在曲艺表演上有广东自己的特色。

揭熙向记者透露，他今年的主要
创作任务是喜迎“二十大”。“我们要
以广东的故事来宣传我们岭南。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个宏大的主题，
我们会围绕这个主题在今年上半年
推出一两个作品。”他表示，建设文
化强省是向青年文艺工作者提的要
求，给青年文艺工作者留的“作业”，
下面就要看文艺工作者群体如何完
成了。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揭熙：

曲艺创作表演
要有广东特色

李嘉宜：

粤剧作品也要
符合时代召唤

依力凡：扎根岭南文化激发创作源泉

赵海舟：打造广东本土数字文化名片
“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

为我们提供了开创文化强省建设
新局面的战略部署与行动纲领。”
酷狗音乐副总裁赵海舟表示，酷狗
音乐作为广东本土成长起来的数
字音乐领军企业，承载着优质文化
内容输出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酷狗音乐积极开展
系列文化活动，引导形成向上向
善的网络精神凝聚力。”赵海舟谈
到，酷狗不仅为文博院等传统文
化机构赋能，为线下文旅产业引
流，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舞
台。酷狗音乐还不断丰富自身内

容生态，积极扶持新一代创作者
成长，鼓励大众创作。例如，在传
播国风音乐、扶持国风唱将方面，
酷狗音乐国风品牌“国风新语”致
力于打造好听、好看、好玩的国风
音乐盛宴，通过独家制作、联合策
划以及原创征集等方式为国风爱
好者打造了多首爆款歌，助力民
族传统文化实现更好的传承、创
新与传播。

赵海舟表示，未来，酷狗音乐
将继续积极打造广东文化名片，
继续以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文化产
业转型与融合发展，以创新模式
助力广东文化产业迈上新台阶，
并进一步发挥在音乐人才孵化、
一站式音乐娱乐生态和用户规
模上的优势，促进广东省音
乐产业化聚集和良性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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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表演者吴正
丹、魏葆华

受访者供图

当下，喜羊羊大电影《喜羊
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正在热
映。电影融入了广州城市特色
的元素，比如广州地铁站、繁华
街景、骑楼等特色建筑物，通过
动漫的形式让观众从另一个角
度感受广州文化的活力。

《喜羊羊与灰太狼》总导演、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伟明说，作为广东土
生土长的原创动漫“大 IP”，《喜
羊羊与灰太狼》十七年来坚持创
新，得益于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的岭南文化特色，为创作者提供
创新发展土壤，同时广东的浓厚
传统文化，敢为人先的科技力量
和创新精神，为文化作品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喜羊羊与灰太狼》是中国

首部票房破“亿”的国产原创动
画大电影。黄伟明认为，对于创
作者而言，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最终要看作品。“好的故事内容
是品牌保鲜的核心，有领先优势
的创意产品，不断打造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才能
不断延长精品IP的生命周期。”

黄伟明介绍，目前创作团队
更积极布局短视频、直播等新兴
媒体领域，通过年轻人喜爱的方
式让喜羊羊不断“破圈”。目前，
《喜羊羊与灰太狼》已经发行至全
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黄伟明希
望，通过从广东走出去的“喜羊羊
与灰太狼”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
事、广东故事，让全球更多消费者
感受中国原创IP的魅力。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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