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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得天独
厚的冰雪资源禀赋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
的城市文化底蕴，孕育了哈尔滨冷到极
致、美到极致、愈冷愈燃的冰雪文化基
因，催生出一群极富想象力、创造力的
冰雪文化艺术家，他们把对美与浪漫的
追求刻入晶莹剔透的冰雪之中，创造出
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雕塑，形成了独特
的现代冰雪雕塑艺术。

《又见冰雪：赴一场冰雪文化盛宴》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一本冰雪文
化全景图书，集艺术性、知识性与思想
性于一体，从冰雪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冰雪雕塑的分类与制作技巧、国内外冰
雪雕塑艺术赏析与比较、冰雪旅游业态
的百花齐放等方面，为读者构建了一个
立体而多元的冰雪文化体系，展现了冰
雪之美、冰雪之乐、冰雪之趣，打开了
冰雪雕塑的独特魅力世界。

《又见冰雪：赴一场冰雪文化盛宴》
把展现冰雪文化力量作为初心使命。这
本书依托哈尔滨天然冰雪资源，拥有广
阔的取材空间，是对这座冰雪童话之城
冰雪文化力量的一次深刻探索与精彩呈
现，同时，也是对这座极寒北境之城生
命力的致敬。哈尔滨的冰雪文化起源于
20世纪60年代，一盏突发奇想产生的小
冰灯迅速点燃了这座城市人民的创作热
情，加上爱热闹、乐分享的天性，兆麟

公园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应时而生，冰雪
文化在冰灯游园会的平台上快速发展壮
大，发展至今。“冰天下雪世界”成为哈
尔滨的冬季旅游口号；世界上最大的冰雪
主题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诞生，成
为哈尔滨最大的冰雪旅游IP；太阳岛雪博
会成为大型冰雪雕塑文化创意交流平台；
哈尔滨冰雪节成为享誉世界的冰雪盛会；
冬季的冰冻松花江成为最大的天然冰雪
游乐场；哈尔滨以一城之力打开了冰雪
世界想象空间，带动了全国冰雪旅游产
业链的发展，冰雪文化的神奇力量在这

个城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又见冰雪：赴一场冰雪文化盛宴》

把目光聚焦到冰雪文化艺术家身上，发
掘人与冰雪的对话。冰雪文化艺术家是
冰雪文化的原生动力，从最初的简单堆
砌，到如今的精雕细琢和超大体量创
作，冰雪雕塑艺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
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众多冰雪艺术
家为之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和汗水，把对
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贯注到冰刀雪
铲上，不断探索并融入新元素，展现了
冰雪艺术独特的魅力，丰富了冰雪文化
的时代意蕴，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艺术
瑰宝。或细腻精致、或粗犷豪放，纯净
美丽的冰雪，在艺术家手中变成了充满
生命张力的艺术品。从中，我们看到了
冰雪艺术家们通过冰雪这一媒介所传达
出的情感、思想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感，
他们无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早的
一批天然践行者。

《又见冰雪：赴一场冰雪文化盛宴》还
提供了一个基于冰雪的思考和交流的平
台。冰雪文化融合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
和艺术之魅，在传承和创新中，成为连接
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在时代
不断发展中，冰雪文化推动了冰雪产业链
的形成和发展，为“冷资源”如何更好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热动力”，提供了思考素
材，打开了想象空间。

《又见冰雪：赴一场冰雪文化盛宴》

以一城之力打开冰雪世界想象空间
□张云艳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是珍贵的艺术瑰
宝，是我国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应该重视和传承弘扬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形态。发现、采录、收集、
宣传侗族多声鼓吹乐是对少数民族音乐
进行保护、传承、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侗族多声鼓吹乐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
当今贵州民间已面临消失的危险，亟待
对其进行研究、保护和传播。

《贵州侗族多声鼓吹乐曲集》（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 是对侗族多声鼓吹乐
进行收集、整理的首部专集，入选2022
年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
项目。作者徐小明教授长期从事少数民
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对民间鼓吹乐方
面尤为关注，他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
考察10余年，对侗族多声鼓吹乐的音乐
形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索。这
部曲集收集整理的曲谱主要来自从江、
黎平、榕江三县侗族南部方言地区，这
也是侗族多声鼓吹乐最集中、最富特色
的区域，再往北面的剑河、三穗、天柱
等方向去，侗族鼓吹乐的多声性由南向
北逐渐弱化，最终被同度演奏所取代，
和侗族大歌由南向北逐渐弱化的现象如
出一辙。

2017 年 8 月，第二届唢呐学术研讨
会暨全国唢呐展演在陕西米脂举行，徐
小明教授带领一支由 6 人组成的贵州侗

族民间鼓吹乐组合首次走出大山，在全
国性展演活动中亮相。他还为展演活动
举办了一场关于侗族鼓吹乐的专题讲
座。正是这次讲演，让人们得以近距离
认识这一十分罕见、珍贵的西南少数民
族鼓吹乐品种。

《贵州侗族多声鼓吹乐曲集》 中的
“多声”，不是西方音乐理念中的多声，
而是古老的阴阳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民间
留存。鼓吹乐阴阳文化研究可以为我们
探索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文化发展史
提供重要依据。揭开贵州鼓吹乐阴阳文
化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一窥远古至今

中国历史上没有中断的文化承续脉络。
从纵向结构来看，阴阳 （公母） 的

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两支唢呐主
要以高低八度关系重叠演奏，以高低八
度象征公母关系；二是除了高低八度
外，还有其他各种音程重叠的演奏方
式。根据目前的发现，第一种形态在贵
州各民族的鼓吹乐中普遍使用，在多声
性鼓吹乐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使用
面积几乎涵盖整个贵州省；以第二种形态
演奏的民族主要有侗族和布依族，而侗族
无论在鼓吹乐曲目的数量上、音乐形态的
丰富多样性上以及使用的广泛性上都更
显突出。应该是受侗族民间声乐的影响，
侗族大歌的多声性已经明显地影响到器
乐领域。这是侗族在接受其他音乐文化
时将其按自己的审美理念、生活习俗等进
行改造的良好范例。只是当今学界对侗
族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多声性
侗族大歌方面，而侗族器乐的多声性表
现少有人问津，涉足侗族鼓吹乐的研究
者更是凤毛麟角。

《贵州侗族多声鼓吹乐曲集》 的出
版，填补了西南少数民族鼓吹乐研究的
空白，对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形态与
民族文化背景之关系、民歌与器乐之关
系的探索都有所助益，可供民族音乐理
论研究、音乐创作、音乐教学等领域学
者参考使用。

《贵州侗族多声鼓吹乐曲集》

揭开贵州鼓吹乐阴阳文化神秘面纱
□周雅丽

大美中国是由无数个中华大地上的
人文地理景观组成的。文旅融合呼唤着
人们把目光更多聚集在对自然景观与人
文精神的考察上。近期偶遇一套名为

“诗文里的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 的
丛书，读之有味，感触颇多。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文化大国，积淀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大量的文学创作
成为这些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
们如何把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文化
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让古老的诗文在
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活起来，让新时代的
中华大地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在传统
的诗文中找到文化之根，也许选择一些
经典案例细心品味挖掘，管中窥豹，察
叶知秋，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

无意中竟心想事成，案头五册“诗
文里的广西”精选秦汉至现代有关广西
的诗、词、曲、散文等作品，并结合丰
富的史料考据，披沙沥金地挖掘诗文背
后的故事，将广西的自然风景、人文习
俗、地方物产、优秀人物、家国情怀等
通过“山水胜迹”“岁时节庆”“物华天
宝”“名士风流”“家国天下”等主题展
现出来，内容丰富，结构连贯，图文并
茂，语言细腻，很好地展现了广西丰富

独特的人文历史底蕴。
《山水胜迹》选取了历朝历代一些文

人墨客生活或游历广西时陶醉于多姿多
彩的名山秀水和人文景观而创作的名篇
佳句，并将其与当今人们可见可感的自然
美景融汇在一起，赏析解读，既有“悬崖万
仞余，江流绕其趾。仰视不见天，森秀拔
地起”的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也有“插水峭
崖犹有路，垂天怪石本无根”的还珠洞石
刻，让读者在领略广西自然和人文风光的
同时，也更深切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文化

之美与文化传承。读了这本以文铸魂的
《山水胜迹》，一定会激发人们到广西去体
验大美中华的热情。

民间岁时节庆源于生活，反映生
活，也影响着生产生活，是人民群众精
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种类繁多，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八桂的岁时节庆根植
于传统历法和岭南农耕文化，春播、夏
耕、秋实、冬藏的农业生产周期孕育了
春祈、夏劳、秋报、冬腊的节庆主题。

《岁时节庆》从传承发展民间优秀传统文
化出发，循着农历月份的轴线，从浩如
烟海的历代诗文中探寻节日习俗的深厚
意蕴，描绘出一幅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画卷。

《物华天宝》《名士风流》《家国天
下》 三册则选取了另外一些独特的视
角，用生活的放大镜和学术的显微镜去
发现古与今、情与理、家与国的内在联
系。诸如通过发掘广西物产的文化内
涵，让人感受人民群众的勤劳与智慧；
通过名人雅士身临其境的倾诉书怀，让
人们感受到古人对人生的思考与追求；
通过广西各族儿女“诗文言史”“以诗证
史”，让人们更好理解家国情怀、民族团
结的历史与意义。

“诗文里的广西”丛书

在古老诗文中感受中华之美
□王宪昭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以
下简称“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自2003年6月
启动以来，“千万工程”20年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持之以恒、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浙江大地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造就了万千美丽乡
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展现了村美
人和共富的新画卷，创造了全省域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
例。2024 年中央 1 号文件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
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

在全国上下正在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之际，非常有必要向广大干部群众清晰
解答“‘千万工程’是什么、为什么要
发起‘千万工程’、浙江20多年久久为
功具体是怎么做的”3个基本问题。我
很高兴看到浙江3位专家学者在2024年
中央1号文件发布不久写出了这本《读
懂“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农业出版社）。

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问答形式，展现了干部群

众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全书围绕
“千万工程”设计了75个问题。既有理
论认识问题，也有实践探索前沿问题，
起到了解读“千万工程”、传播浙江先
行经验、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

第二，内容结构上5个篇章的体系
科学合理。全书分别为综合篇、乡村建
设篇、乡村发展篇、乡村治理篇、典型
案例篇。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治
理的体系与2024年中央1号文件的主线
是吻合的，也覆盖了乡村产业、生态、
文化、组织、人才五大振兴的内容。

第三，内容精练，而介绍的浙江经
验丰富具体。比如，综合篇回答了“千
万工程”缘起的经济社会背景、发展

历程，产生的重要理论成果、实践成
果和制度成果等基本理论问题，也回
答了为什么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为什么要坚持问题导向等实践方法论
问题。乡村建设篇介绍了浙江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大革命”和美丽乡村建
设的具体做法经验，如“五美联创”

“围墙革命”“十不十宜”。乡村发展篇
以“千万工程”产业发展为重点，介
绍了乡村经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强村公司等经验做法。典型案例篇介
绍了浙江余村、梅林村、李祖村、缪
家村等村庄乡村振兴探索实践及所取
得的经验。

第四，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对学习领会“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有启发性和指导性，适合广大
干部群众学习和阅读。一书读懂“千万
工程”，用这句话描述本书，一点都不
为过。

我长期从事“三农”理论与政策研
究，也是浙江“千万工程”的亲身经历
和见证者，3位编者也是我多年相知的
专家学者，对于浙江“三农”领域专家
学者来说，研究阐释传播“千万工程”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为他们所
作的“千万工程”阐释传播等工作表示
感谢和敬意！

《读懂“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书读懂“千万工程”
□黄祖辉

1927 年，新文化运动先驱、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半农写了一本关于摄
影的小书《半农谈影》。该书一上来就
假借作者好友钱玄同之口提出了一个对
于摄影普遍的偏见，“凡爱摄影者必是
低能儿”，因“摄影太容易了：无论何
人，五分钟之内保可学会”。刘半农是
中国摄影史上著名的摄影团体光社的重
要成员，想必是听了太多这种可笑的论
断，遂著1.4万余字的长文来批判这种
观点。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
是，摄影分“复写”与“非复写”两大
类，“复写”即“写真”，是把事物原原
本本地记录下来；“非复写”即“写
意”，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
露出来。在刘半农看来，摄影并不简
单，反而可称得上艺术，因为照片寄寓
了摄影者的意境，读者能在其中找出一
些“美”来。

刘半农的摄影观念代表了中国摄影
艺术创作启蒙时期的主流思想。随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批具有深厚人
文素养的知识分子在摄影艺术领域积
极探索，将照相从一门养家糊口的手
艺提升为一种带有个人审美趣味的艺
术表达形式，促成了中国摄影艺术发
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中国摄影史上
第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摄影家纷纷登上
舞台，如老焱若、陈万里、吴中行、刘
半农、舒新城、郎静山、张印泉、骆伯
年、庄学本、金石声等，他们的摄影创
作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同时，报纸的摄影副刊、摄影杂
志、摄影画报以及年鉴、展览作品集
等各种摄影出版物也在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大量出现，给摄影者提供了交流
经验和发表作品及文章的园地，亦为
摄影艺术的繁荣推波助澜。这段历
史，以及这些摄影家和他们的作品，
便构成了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摄
影》（浙江摄影出版社） 这本书的第一
个篇章。

将这批构建了早期中国摄影独特美
学体系的摄影家作为中国摄影故事的开
篇，是一种大胆的处理，也透出一种文
化自觉。这部由中国当代著名摄影艺术
家和策展人荣荣主编的《二十世纪以来
的中国摄影》，大致以民国时期摄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摄影、新时期以来的中
国摄影为分野，全景式展现了各时期中

国摄影家对摄影艺术的探索和取得的成
绩。同时，多位在摄影界具有深远影响
力的重要学者、策展人、艺术家、收藏
家撰写了专题文章，或梳理某一时期中
国摄影的发展脉络，或从摄影艺术家和
摄影文献的个案分析出发反映一个时代
的摄影面貌，使该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
价值。

读这本书，我们会感受到摄影与时
代的同频共振。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以刘半农为代表
的早期摄影家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摄影艺术语言，亦为中国现代摄影的
嚆矢。全面抗战爆发后，摄影艺术在
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战争中以崭新
的面貌发展起来，蜕变成一种锐利的
斗争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摄影家积极参与新中国形象宣传与视
觉建构，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摄影的道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摄影家的探索逐渐多元化，纪实
摄影、观念摄影获得长足发展，中国
摄影展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和高度的
文化自信，并在国际上发出越来越多
的中国声音。

一部中国摄影史，也是一部民族文
化不断认同和发展的历史。正如刘半
农在 《北平光社年鉴》 二集序中所写
的，“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
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
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作品之外另成
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算不
枉做”。《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
展现了百年来中国摄影艺术千姿百态
之样貌，亦折射了中国摄影人的文化
自觉和创新。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

摄影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程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