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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在广东拉开序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
年音乐家相聚湾区，联手呈现了一场别具一格的
音乐盛宴，用音乐唱响“春天的故事”。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集聚了一大批
青年文艺工作者，覆盖文学、影视、戏剧、
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文艺领域，接
地气、有活力、思维新、技术新的他们，
以年轻人特有的新意和锐气，创新文
艺表达方式、拓宽文艺传播阵地，推
出一大批文艺精品与爆款，引领湾
区文艺发展新风潮，以自信、开放
的姿态推动岭南文化、中华文化
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在
南粤这片热土上闯出一片艺术
的新天新地，为新时代广东文艺
开辟出新的可能与想象。粤港
澳大湾区也以它深厚多彩、与时
俱进的历史文化基因，勇立潮
头、敢闯敢试的创新创造精神，
融汇中西、开放包容的广阔胸
怀，拥抱每一位在这里敢梦想、
敢追寻的文艺青年，奏响了属于
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文艺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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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观众，
感叹岭南文化、中华文化深厚底
蕴与美感的同时，也惊异于这些
作品中居然随处可见年轻人的
身影。传统文化为何能吸引如
此多的年轻创作者投身其中？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
协主席潘鲁生看来，这是国家软
实力不断增强的表现，文化实力
提升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尤
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刻认同，有新人、新技
术加持的传统文化，其生命力和
吸引力也在不断凸显。

这些年轻的身影也是广东文
艺版图中最活跃的力量，在推动
文艺繁荣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据统计，截至2020年 4月，
广东全省文化艺术类社会组织共
有 319402 个 ，新 文 艺 群 体 约
78768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为了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
推进文艺创作队伍新陈代谢、保
持活力，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广

“师带徒”“一荐一”“一推多”人
才培训模式，通过老一辈艺术家
发挥“传帮带”作用，重点抓好文
艺拔尖人才、中青年文艺人才、
新文艺群体的培训研修，不断加
强人才梯队建设，一支规模大、
结构优、素质好、业务强的“文艺
粤军”正强势崛起。

作为崛起的新兴文化力
量，青年人才在文艺创作中竞
领风骚：

广州青年导演黄梓执导的讲

述叶嘉莹先生故事的文学纪录片
《掬水月在手》荣获第33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广州
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广州青年交
响乐团音乐总监景焕，常常让整
个音乐厅，掌声雷动、喝彩连连；
2022年，广东青年作家蔡东、葛
亮创作的作品荣获第八届鲁迅文
学奖，还有两部作品获提名，创下
了近十年来广东文学界参与鲁迅
文学奖角逐的最好成绩……

“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
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
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提出了
深切的期许与勉励。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历史和
实践证明，青年是推动包括文化
在内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继
承者、实践者和创造者，正由于一
代又一代青年人承前启后、挥洒
青春，中华文化才能始终郁郁苍
苍、生机勃勃、巍然屹立。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最前
沿，既是干事创业的一片热土，
也是文艺创作的一方沃土，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宏伟蓝图的
徐徐展开，未来必将吸引更多来
自全国、来自世界的青年文艺人
才扎根湾区，怀抱梦想与使命的
青年文艺家也将创作出更多体
现时代精神、彰显文化自信的文
艺精品。

湾区文艺，朝气蓬勃正青春！

2月18日晚，星海
音乐厅交响乐演奏大厅
传来阵阵极富张力、婉转
悠扬的旋律。来自粤港澳大
湾区四大中心城市——香港、
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交响乐
团的青年音乐家携手登台，用音乐
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活力湾区
的风采。

这场音乐会由“Peng & Pan”
弦乐二重奏组合演奏的亨德尔《帕
萨卡里亚》开场，看似简单的乐器却
爆发出令人惊叹的能量。这个年轻
的组合成立不到三年，由广州交响
乐团代理首席彭珂与大提琴副首席
潘畅组建。其中潘畅是毕业于耶鲁
大学的大提琴新秀，大提琴界泰斗
Aldo Parisot 评价其为“难得的青
年音乐家”。

除了彭珂、潘畅，此次音乐周，
还汇集了来自香港演艺学院、中央
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
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
的年轻学子，以及广州青年交响乐
团和澳门青年交响乐团的青年乐
手，他们就音乐展开对话、互相交
融，生发新的音乐理念与想象。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音乐周一
开始就聚焦在青年人的身上。”广东
国际青年音乐周组委会办公室主
任、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告诉记
者，青年是永恒的主题，他们为音乐
注入新鲜的血液，音乐周则为青年
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

启航于 2017年的“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主打“青年”这一关键词，
吸引了来自湾区、中国以及国际的
众多青年音乐人才，因其广阔的视
野、新锐的策划、鲜活的想象，在启
动第一年就成为音乐界一颗冉冉升
起的新星，业界更是称其“翻开中国
交响乐崭新的一页”。

广州交响乐，如同广东音乐发

展 的 一
面反光镜，既
映照出广东作为流
行音乐发源地深厚的根基，
也折射出广东音乐在当下的活力
与激情。

近年来，广东年轻的音乐人在
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广东仔常石磊
参与创作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
未来》；广东原创音乐人黄智骞创作
的《率土之滨》十三州府交响组曲漂
洋过海，获 2021 年度“好莱坞音乐
传媒奖”提名；以五条人、九连真人
为代表的广东乐队，让广东音乐再
次回到主流视野；江门台山姑娘、深
圳大学学子伍珂玥夺得2021年《中
国好声音》总冠军……

尤其是五条人乐队，以广东味十
足的音乐、鲜明的个性以及独树一帜
的风格，反复冲上热搜，火遍全网。

穿着人字拖，梳着大背头，说着
不标准普通话的五条人，一开腔就能
抓住听众的耳朵，有趣好玩的背后是
专业音乐技能的加持。早在火起来
之前，他们的前两张专辑《县城记》和
《一些风景》就曾获得华语音乐传媒
大奖等十几个音乐奖项。从2018年
起，他们还到国外巡演，先后去过巴
西和葡萄牙演出。五条人始终不想
做一支小众的方言乐队，他们尝试用
海丰话、粤语、普通话甚至是英文唱
歌，用不同的语言进行音乐表达，走

出海丰、走向世界。
“就交响乐而言，广州、深圳、香

港、澳门等中心城市各有一支职业
化程度很高的本土交响乐团，吸引
着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才前往交流学
习。”陈擎表示，近年来，大湾区整体
发展势头良好，扎实的经济基础、得
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为音乐乃至文
化的发展提供了优渥的条件。这也
是湾区不仅能吸引外地的青年人
才，还能培养出色本土青年音乐人
才的原因。

当然，吸引青年人才的原因除
了天然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还
离不开广东在文化环境营造和青年
人才培养方面下的苦功。多年来，
广东深入推进“文艺作品质量提升
工程”、岭南文化“双创”工程、高品
质文化供给工程等，并全面启动广
东省文艺精品（文艺人才）专项扶持
计划，建强湾区文艺高质量发展“四
梁八柱”，众多旨在扶持青年创作者
的艺术基金项目和计划相继出现，
促进青年人才的活力、潜力、创造力
充分发挥，让广东成为青年才俊点
燃梦想、收获成功的创新热土，从而
不断提升广东文艺的原创力，文艺
精品创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也迎来蓬
勃发展的生动局面。

除了音乐，近些年来，广东文艺
各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德才兼备的青
年文艺工作者，他们不仅在众多文艺
创作生产方面引领潮流，主动“触
网”、对接市场，探索广东美术、舞
蹈、文学等新的文艺表达和传播形
式，还将青春的力量注入传统文化领
域，如粤剧、非遗等，用一批批精品力
作让岭南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
上尽展精华魅力，全新的表达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破圈传播。

“粤剧能出圈，关键还是在创
新。”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炜表
示，创新是文艺发展的源泉，青年则
是文艺创新的动力。正是年轻人的
创新与演绎，让粤剧电影《白蛇传·
情》创造了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新纪
录，还征服了众多“挑剔”的年轻观
众，获得了他们的广泛好评。

在《白蛇传·情》中饰演“许仙”
一角的文汝清，面对4K全景声音技
术，将传统戏曲中的唱腔美学与现
代“国风”唱法融合创新，既唱出了
国风流行曲的清新质感，也演绎出
传统粤剧的浓厚韵味，剧中的不少
唱段还被年轻观众翻唱。

不同于传统粤剧中的“许仙”，
文汝清结合当代青年文化理念与价
值取向，围绕“情”这一核心，塑造了

一个全新的“许仙”：善良，懂得感
恩，敢爱敢恨。剧中除了许仙，还有
白素贞、小青、法海，每一个人物都
有一个心中所爱，文汝清所饰演的
许仙对白素贞的爱已经冲破了诸多
世俗的眼光。

“最后他知道白素贞的真实身
份时，就说出了剧中最经典的一句
台词：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
如人。”在文汝清看来，正是这句台
词让许仙这个人物立住了，也打动
了无数年轻观众的心。

除了《白蛇传·情》，近年来粤剧
大胆创新，不但引领年轻人对传统戏
曲艺术找到一个入门，也让青年从艺
者对粤剧艺术有了新的体悟和感
受。数天前，广东粤剧院二团在东莞
再次上演首部“互联网+粤剧”——
《决战天策府》，现场气氛“燃爆”，吸
引了众多年轻粉丝。该剧改编自武
侠网络游戏《剑网3》，开创戏曲与网
络游戏跨界先河，演出形式新颖。青
年粤剧演员黄春强是该剧的主创及
主演，在他看来，创新带来的肯定，进
一步增强了年轻创作者对粤剧艺术
的自信，令他们在跨界的潮流里敢于
做探索者和尝新者。

“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启迪思
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但要想实

现‘成风化人’的作用，首先作品必
须能够抵达人的心灵。”在王炜看
来，艺术必须不断求新，才能适应新
观众的需求，传统艺术的创新尤为
重要。以曾小敏为代表的青年粤剧
人，将传统剧种与新技术、新潮流、
新审美结合，展现了粤剧的正青春
风貌。

培养青年人才、推动文艺创新
发展历来是广东文艺发展的重要战
略。多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把创新
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打
通体制壁垒，鼓励不同内容、流派、
风格的艺术相互切磋借鉴，形式上
鼓励创新，积极推动文艺与科技融
合，加强文艺与市场、产业的融合。

年轻人的种种探索和创新，开
创了广东文艺创作的新气象，他们
也凭借这些创作的新成果屡屡斩获
大奖：在舞剧《醒·狮》中担任男一号
青年舞蹈演员依力凡·吾买尔荣获
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
奖；广东潮剧院一团的青年演员林
燕云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杂技剧《化·蝶》领衔主演吴正丹获
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

“新时代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
广阔舞台，更需要我们年轻的创作
者紧跟时代步伐，感受历史、艺术的

脉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罗丽
认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和价值建构
下的青年一代，以“破圈”“跨界”为
艺术创新的勇气和魄力，创作推出
一批精品力作，持续发出广东原创
艺术精品“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
事、广东故事”的声音。

新潮、自信、有想法的年轻
一代，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广东故事的新锐力量。不同文
化背景的文艺青年纷纷汇聚湾
区，以年轻的姿态、国际的视野，
让湾区文艺呈现出积极主动拥
抱世界的发展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讲述中
国的方式，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
展示，与过去相比有诸多不同之
处，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
受众，青年也因此日渐成为弘扬
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主
体。带着热血、烟火气、少年感
的《雄狮少年》无疑是其中的佼
佼者。

“只要鼓点还在心中响起，
我们就是雄狮。”2021 年，这句
来自广东出品的动画电影《雄狮
少年》里的台词，点燃了无数人
心中的少年梦，收获了近 2.5 亿
美元的高票房，荣获第十九届亚
洲夏季电影节最佳影评人奖和
观众奖，让广东醒狮文化、中国
非遗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
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吸引了
全球的目光。

据《雄狮少年》出品人、制片
人程海明介绍，这部影片的创作
团队大多是“85后”“90后”，年
轻画师创作的动漫形象栩栩如
生、异常鲜活：“大家怀揣着对动
漫的热忱，共同创作出这部作
品 ，希 望 借 岭 南 醒 狮 文 化 的

‘燃’，点亮观众的内心。”
这支年轻的团队在创作《雄

狮少年》的过程中，许多数据都
在业内创下纪录。尤其是片尾
群狮争霸的一幕，超过130头雄
狮竞技，毛发计算非常复杂。现
场还有 2000 名观众的头发、表
情等细节，以及荔湾湖的一砖一
瓦、一花一草，整个场面的数据
量比国外动画片更庞大。

同样火爆全网、走向海外的
还有融合杂技、舞蹈与国乐的
《锦鲤戏莲》。莲伞入池底，一跃
鱼龙舞。国风氤氲的水面下，曾
扮演“水下洛神”的广州青年舞
者何灏浩摇身化作锦鲤嬉戏莲
叶间，情动于中而形于身姿。这
场唯美大秀被我国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在海外平台转发推介，
海 外 观 众 纷 纷 留 言 点 赞 ：

“How pretty it is！（译文：这
太美了！）”

《雄狮少年》《锦鲤戏莲》
《醒·狮》《白蛇传·情》《千里江
山》……近年来广东推出一大批
由青年人担纲的文艺精品，用洋
溢着青春气息的面孔有血有肉、
形象生动地诠释了何谓中国文
化，用高燃、绝美、走心的作品对
海量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符号进
行了深度“活化”，让海外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不再停留于“狮子”

“灯笼”“水墨画”等符号式的想
象，而是逐渐深入中国文化的肌
理，开始领悟更丰富、更深入、更
有层次的中华文化魅力。

岭南的优秀传统文化，吸引
了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优秀
青年艺人来粤演绎。与此同时，
他们的到来，又带动岭南优秀传
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实现“跨界”

“出圈”，走向海外，让岭南传统
文化焕发时代魅力，更加融入现
代生活。新时代的湾区文艺愈
发自信和自强，向更广的地域、
更多的观众，展示岭南文艺的独
特魅力。

青年人才聚湾区，创新书写出华章

粤文艺，粤青春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黄宙辉 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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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天策府》剧照 广东粤剧院供图

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
际青年音乐周现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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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丹（上）与丈夫
魏葆华演出“肩上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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