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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尹琨）全球化智库与人
民出版社日前联合在京举办 《大国智库
2.0》 图书发布暨智库名家研讨活动。来自
国内20多位智库领军人物和智库相关领域
研究学者出席活动，并围绕中国智库建设与
创新发展展开探讨。

该书由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秘书
长苗绿编写，涵盖全球进入智库时代、全
球智库议题如何设置、加速成长中的中国
智库等八大主题。书中精选全球近50家代
表性智库，结合国内外智库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新环境，对全球智库的整体发展情况
进行深度分析，对知名智库新的发展经验
作总结提炼，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
供参考。书中还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的新情况、面临的新挑战等进行系统梳
理，并针对新形势提出了推动智库发展的
若干政策建议。

成立 15 年来，全球化智库相继推出
《大 国 智 库》《大 国 背 后 的 “ 第 四 力
量”》《全球智库》 等智库研究专著，为
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从业者提供新的视
角，增进全社会对智库的了解，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总
结方面贡献力量。

《大国智库2.0》

细说全球智库“代表”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8月18日，
由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联手艺咖（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鸾树商城上
线试运营，数字版权、数字场景及数字人
等文化数据资源和文化数字内容将在这里
实现确权、评估、交易和分发。

据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鸾树商城通过自建的版权联
盟链——华文链布局一体化运营优势，

为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版权、数字权益、数
字人、数字场景、知识产权和版权实物产
品及相关衍生品的版权存证、信息展示、
交易结算和监督履约等一站式服务，将原
创者、内容提供商、内容服务平台、终端
硬件服务商等有效链接起来，形成一个透
明可信、多方参与、安全可靠、高效运行
的版权品流通平台。

具体而言，该商城将从品牌营销、数字

化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及数字原生商品的交
易等三大方向赋能实体经济，实现文化数
字化的转型。从品牌营销出发，鸾树商城聚
焦实体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需求，为
其提供数字权益产品的发行，助力实体产
业在品牌传播、推广上打造品牌数字化新
标杆；为探寻数字化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
新思路，鸾树商城将发行具有地方特色的
数字艺术品、数字非遗产品，为地方打造以

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文旅IP，助力文旅产业
实现数实融合。此外，作为提供数字原生文
化商品交易的平台，鸾树商城将从版权保
护到促进数字版权的流转等一系列数字化
服务生态上，用区块链等技术促进数字文
化行业的规范化，确保平台用户权益。

鸾树商城试运营当天，首批上线的5
个主题 15 款“熊猫 IP 版权”数字商品，
上线即“秒光”。

华中文交所推出文化数字版权交易平台鸾树商城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
心、总台青海总站、总台技术局、青海省
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推出的《乘着大巴看中
国｜为大自然办场音乐节》，近日在央视频
客户端全程直播。该节目青海篇以青海湖
音乐节开幕式为契机，旨在充分展示大美
青海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以生态资源优势
推动青海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文旅传播样态

“节目音效非常赞”“怎么还听到了鸟
声虫鸣声？是怎么做到的”“画面太美了
吧”……直播中，现场音乐响起，央视频
等平台评论区出现很多这样的评论。

据介绍，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和总台
技术局在基础信号制作上进行了“8K+菁
彩声”技术升级，不仅从网络化音频、控
制、编码等多维度全面进行三维菁彩声音
频制作，实现了涵盖480人乐团、6人乐
队、2000 人现场观众的高质音频输出，

而且还加载8K技术，以8K航拍视角，全
景式俯瞰一个观众既熟悉又新鲜的美丽青
海、生态青海、文明青海。

新技术的赋能有效提升了该直播的
品质和沉浸感。有用户在直播互动中
说：“我不仅能欣赏到 现 场 演 奏 、乐
队、演唱、主持人等基础声音，还能听
到青海湖环境生态的虫鸣、湖面风声、
雨声的天空声道以及轮渡鸣笛……这音
效简直令我如痴如醉。”

通过小屏看青海，《乘着大巴看中
国｜为大自然办场音乐节》 青海篇达到
音乐、自然、藏区人文的交融，为央视
频的网友带来真正高品质、高沉浸的视
听盛宴。

全景式呈现青海风情

鉴丝路文化，感丝路风情。《乘着大
巴看中国｜为大自然办场音乐节》 按照

“丝路西游”线路，来到素有“中国绿色

发展的高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冲”
之称的青海，展示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和
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情。

在青海湖畔，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指
挥、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现场执棒，
郭艳华、马全、奥登格日乐、殷立璐、裴
磊、王丽达等歌唱家倾情演唱。同时，由
中国交响乐团、江苏省演艺集团交响乐
团、天津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青海省
演艺集团共计480人组成强大演出阵容，
以气势宏大的交响乐、合唱组合演出的形
式，展现青海的美丽与神奇。

直播中，总台主持人尹颂和总台记者
孙雨彤、宋宇豪邀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耿斌、作家龙仁青、诗人吉狄马加
等一起深度“打卡”青海湖周边景区，探
索当地历史文化，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活
动方式，为观众提供历史寻迹、文化探访
的特色体验，让观众漫步在青海优美的生
态环境中去了解历史文化及其价值意义，
从而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增强文化自信。

解码创新“方程式”

《乘着大巴看中国｜为大自然办场音
乐节》以音乐为切口，有机融合青海民乐
创作背后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为文旅
产业高效赋能。

在“融”字上下功夫，着力做好“文
化+”文章，《乘着大巴看中国｜为大自
然办场音乐节》青海篇全面展现“美在青
海、缘在青海、音在青海”，实现价值立
意、内容呈现、创作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突
破。节目同时以一种纪实的全记录方式，
对经典文化进行了通俗化表现，展现了中
华民族地方风俗的传承。

央视频深耕“综艺+音乐+文旅”垂
类赛道，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内容和方式，
营造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
围。央视频持续以融媒态、可视化的文旅
产品，切实发挥好主流媒体主渠道、主阵
地、主力军的作用。

《乘着大巴看中国｜为大自然办场音乐节》在央视频客户端全程直播

小屏看青海，做好“文化+”文章
□本报记者 孙海悦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第一本小说集
《呐喊》出版100周年。这个暑假，位
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
19号的鲁迅博物馆吸引了众多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据介绍，继《呐喊》之
后，鲁迅在北京居住期间 （1924年 5
月 25 日至 1926 年 8 月 26 日） 写下了
《华盖集》《坟》《野草》《彷徨》等不朽
作品，印行了 《中国小说史略》《热
风》等著作，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语
丝》《莽原》等周刊杂志。

图为8月16日，游客在鲁迅博物
馆观看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
表的小说、新诗、杂文、翻译作品。

本报记者 章红雨 摄

《呐喊》出版百年
游客“看望”鲁迅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见习记者商小
舟） 近日，十月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李
清源的长篇小说 《窑变》 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

该书以要年纪事的形式展开，以神垕翟
家五代人对钧窑的痴迷为主线，讲述钧瓷的
历史传承和历史变化，更试图讲述中国近现
代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变迁。《窑变》注
重器物与人的文化互动和生活互动，注重家
族命运和人物命运在器物中的投射，力图通
过钧瓷写出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展现出家
族小说的气象、文化小说的风度与历史小说
的格局。

在这本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钧瓷编年
史”的书中，作者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
人世变迁的隐喻：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
巧。小说以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
瓷复烧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
生哲理。

《窑变》

演绎“钧瓷编年史”

本报讯 （记者洪玉华）《生产的政
治》 新书分享会近日在京举办。该书是
国 际 社 会 学 会 前 会 长 布 洛 维 的 核 心 作
品，国内首次翻译引进，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生产的政治》从对西方劳动过程研究
经典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出发，叙述了布洛维
40 年来深入不同国家的工厂中做工的见闻
与经验。他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生产政
体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讨论不同国家和制度
下的生产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了影响生产体
制的微观因素，以及国家与市场等宏观因
素。最终，布洛维希望寻找到社会主义实现
的理想道路，以及工人阶级在实现这一变革
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生产的政治》中布洛维创造性地提
出“生产政治”与“工厂政体”概念，是当
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劳工社会学的重要理论
基础。而他“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和“把
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主张，也是对马克思
主义研究传统的回归，启发了当代劳工社会
学的研究。

《生产的政治》

启发当代劳工社会学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8月20日，江
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沪举办作家黄蓓佳

“叫一声老师”美绘系列阅读分享会。
“叫一声老师”美绘系列共5册，分别

讲述了5个个性鲜明又各怀教学绝技的老师
的故事，细致地勾画出中国传统师道的精髓
和底蕴，表现了亦亲亦友的师生情谊与春风
化雨的绵绵师恩。

在谈起创作缘起时，黄蓓佳说，她对
老师这个群体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她父母
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家里很多亲戚也都是
老师，她也有幸当过 3 个月的代课老师，
所以对在校教书有很多体验和观察。她写
的很多书里都有老师的形象，但多是作为
配角而出现，她一直想专门写一部关于老
师的作品。因为在每个人的人生中，老师
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苏少社副总编辑陈文瑛看来，“老
师”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黄蓓佳把这
一老题材处理得别致新颖，她所观照的不
仅是教育课题，同时还带领孩子们品味到
普通人物的日常悲喜，以及有情有味的烟
火人间。

“叫一声老师”美绘系列

勾画传统师道精髓

8月22日七夕佳节，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如七而遇 漫歌今夕——2023 七夕
特别节目》如期播出。今年的七夕特别节
目大胆革新，以“七夕国潮音乐节”主线
内容，结合“蹲点式”新闻报道，在江西
新余仙女湖以及湖北郧西，为广大观众朋
友带来一场浪漫热烈的视听盛宴，传递千
年七夕的文化内核。

今年是总台七夕特别节目走出摄影棚
录制的第七年，所以，“今年有个浪漫的
名字叫‘如七而遇’”。节目总导演顾志
刚、杨觐梦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介绍，此次七夕特别节目依托于台上、
台下的双线并行的节目形式。台上是“国
潮文化”赋能的音乐节现场，在彰显个性
真我、释放情绪的场景化舞台上，将中国
式浪漫融入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潮流视听；
台下通过“新闻+”视角，采用蹲点记者
现场采访的全新形式，带领观众走进平凡
而真实的爱情故事，通过随机采访与强互
动，释放普通人的细腻情感，交织出一幅
烟火升腾的幸福图景。

新闻视角
为中式浪漫注入真实情感

今年，“新闻视角”成为七夕特别节
目的最大特征。对此，顾志刚表示：“今
年我们用一个更接地气、跟观众更能融合

的视角去与观众交流，目的就是用一种当
下的、时尚年轻的形态，去传播传统文化
的内核。”

节目一开始，便以总台新闻记者庄
胜春街采切入，带领观众去找寻七夕的
时代意义。七夕意味着什么？浪漫有什
么内涵？你怎么理解爱？带着这些问
题，庄胜春走上街头展开随机采访，得
到了多样又统一的答案：“七夕是浪漫，
就是和最想念的人在一起，把平时没有
说的话讲出来。”“哪怕相隔万里，只要
心意在，就会感到浪漫温暖。”“浪漫是
一茶一饭一烟火，一屋一人度一生。”这
一形式不仅打破了原有传统模式，更是
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挖掘“中国
式浪漫”的当代呈现。

与此同时，真实人物访问也一一展
开。对于这些人物的选择，两位导演都不
约而同地表示：“每年，我们都会挖掘许
许多多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在这些关于
爱的故事里，有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怦
然心动，也有着经历过岁月洗礼后仍旧不
负彼此的坚守，更有山河为证、家国为先
的无私奉献。”

青春基调
古老节俗焕发时尚风采

从去年的“画面唯美化、去场景

化、去舞台化”，到今年的打造“国潮
音乐节场域”，总台七夕特别节目以更
时尚年轻的视听形态，传播传统文化
内核。

在焕新视听效果驱动下，总台七夕
特别节目大胆突破原有的晚会表演形
式，借鉴国潮文化概念，引入传统戏
曲、民乐、非遗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并与流行音乐美妙“联姻”，为观
众提供新奇七夕体验：《戏韵情长》 让
歌手张淇、黄龄与越剧、黄梅戏、京
剧、昆曲名角搭档，唱响植根于中国文
化土壤的歌曲新编；《月亮代表我的
心》 用苏州评弹演绎流行经典 《花好月
圆》，既应景七夕又独具新意……

“以焕新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释放出古老节俗的时
尚风采，焕活七夕佳节传承至今的活
力基因。”两位导演认为，在执导总台
七 夕 特 别 节 目 的 7 年 里 ， 他 们 都 从

“节日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出发，找寻它的内容再造与形象
表达。

同时，七夕特别节目不仅用国潮音乐
造梦，还设置了沉浸式文化体验氛围。在
江西新余仙女湖畔的主会场，节目组现场
搭建国风市集，让特色美食、非遗互动、
国潮手办集中展现，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
的七夕民俗体验。

仪式构建
串联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七夕特别节目录制策划期间正值首个
全国生态日，节目配合全国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推出“古树下的告白”融媒体活
动。选择 17 棵古树，在树下设置“告白小
屋”，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
七夕祈愿的仪式感，收集普通人的真情告
白。在七夕特别节目中，这些来自古树下的
告白穿插节目全程，串联起平凡烟火下，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关于这个充满仪式感的策划，顾志刚
说道：“在中国传统里，习惯有一个倾诉对
象，古树就是一座这样的桥梁，能把自己的
心愿传达出去。”杨觐梦也表示，从两年前
的七夕特别节目开始，她就开始了“古树告
白”的设想，今年恰逢首个全国生态日，活
动水到渠成，“我们年年做七夕特别节目，
感觉还是缺少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
今年我们就在想通过古树祈愿弥补这样
的遗憾。”为此，节目组还设计了一个与线
下活动匹配的H5新媒体产品。

线上线下的融合还体现在今年的播出
形式上，除了传统播出平台，节目组专门
组织放映队伍，走进一座座村镇，在当地
的文化广场上搭建起幕布，让村民们欢聚
一堂，一起观看总台七夕特别节目。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特别节目——

多重浪漫如“七”而遇
□本报记者 杨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