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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南海区西樵山天湖公园
水上飞狮表演。 南海区委宣传部供图

▲游客在广东佛山禅城区南风古灶旅游休闲街
区与佛山醒狮互动。 黄继明摄（新华社发）

▼第二届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闭幕式现场。
第二届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组委会供图

▲游客在辽宁沈阳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
园拍照打卡。 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园供图

▲青海西
宁街头裸眼3D
大屏上的雪豹
元素。

海龙 摄

◀小朋友
在跟雪豹立牌
合影留念。

海龙 摄

■文化中国行·感知文化里的中国

一座“喜剧之城”，充满笑语欢声。近日，第二届中国（沈
阳）喜剧电影周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编剧钟一鸣参加了多
项活动，尽管奔忙，笑容不减。

“喜剧电影人畅聊如何为观众带来更多笑声，感觉像是
过节！”钟一鸣是沈阳人，对家乡充满自豪，“沈阳已是大家
公认的‘喜剧之城’。”

提起沈阳，人们想到的，既有从这里走出的众多笑星，
也有二人转、小品等曲艺的蓬勃发展。沈阳近年来持续整合
城市的喜剧元素，举办喜剧电影周，将相关主题活动与文旅
资源、商业场景联动，打造城市文化 IP，不断擦亮“喜剧之
城”名片。

作为本次喜剧电影周开幕活动举办地，沈阳中晨电影
小镇文化产业园里满是前来参观的游客。在这里，游客既能

“一步迈入电影中”，也能欣赏评书模仿秀、即兴相声表演，
还能到剧组报名当群众演员……电影周期间，这里日均接
待游客超万人。

“我们要努力打造喜剧电影界的‘横店’。”产业园负责
人费晨光说，“喜剧刻在沈阳人DNA里，人均段子手，幽默
随时抖！”

各类文旅产业、商业场景也在为“喜剧之城”增添新活
力，许多游客来到沈阳，就是为了“直奔快乐”。

天津市民王昊哲一家趁着周末来到沈阳，行程满满当
当：参观电影小镇，在电影海报墙边拍照打卡；走进 1905文
化创意园，现场观看即兴喜剧……“充实又愉快，全家都开
心！”王昊哲说。

喜剧电影周开幕当天，辽宁发布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涵盖支持剧本创作、奖励小成本电影等，最
高扶持额度达 1000万元；沈阳市委宣传部携手多家单位成
立“中国·沈阳喜剧电影产业联盟”，构建从创意孵化、内容
生产到发行传播的全链条生态。

在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园里，一个剧组正在拍摄。剧
组外联制片夏爽说：“可供拍摄的场地越来越多，场景越来
越丰富。”

广东佛山传承发展非遗醒狮
文化，传播当地形象——

龙狮故事，演绎城市精神
《人民日报》记者 李刚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天湖公园，82 根
水上梅花桩阵高低错落，两只身披金红麟甲的醒
狮飞身上桩，在直径 20 厘米的桩顶完成“180 度转
体”“钳腰饮水”等惊险动作；双狮跳上圆形擂台，
扑咬、闪避、腾挪，鼓点愈急，动作愈猛，赢得满场
喝彩。

“樵山之巅，狮王争霸”，这项醒狮文化表演赛
事已持续 20多年。醒狮起源于佛山，不仅是岭南民
俗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佛山人心中重要的文化标
识。2006年，广东醒狮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目前佛山有数千支民间醒狮队，每逢
节庆、庙会都要举办狮会。“生于野草，活成雄狮”，
佛山功夫、非遗醒狮等文化 IP，成为佛山“敢想敢
干、敢为人先”城市精神的鲜活注解。

电影《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中，佛山醒狮文
化鲜活生动。“龙狮源地、飞鸿故里”西樵镇，是国家
体育总局授予的“中国龙狮名镇”。西樵山下，黄飞
鸿狮艺武术馆的舞狮每日上演。讲解员莫淑霞说，
佛山醒狮将武术、舞蹈和音乐等融为一体，是勇敢
和力量的象征。在西樵镇，龙狮运动及龙狮文化已
经深入校园、村居，基本村村有狮队；醒狮操在佛山
的中小学校推广，成为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花式”
课间操。

佛山围绕“雄狮少年”等文化 IP，以“体育+”“影
视+”的形式讲好文化故事。一方面，打造“半山扒龙
船”、“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狮王巡游、千人咏春等
品牌赛事，创新传播方式和体验场景，吸引不同年龄
群体参与关注；另一方面，以文化带动文旅产业，发
展旅游演艺和影视产业，“樵湖夜色晚8点”等文艺晚
会免门票开放，圈粉市民游客。南海区出台龙舟、醒
狮文化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致力于讲好龙狮故事，传
播城市形象。

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才能更好为城市
发展注入年轻、创新的新鲜血液。在佛山，醒狮这一
古老又新潮的文化语言，正在演绎“文化为媒，助力
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辽宁沈阳持续整合城市喜剧元
素，联动文旅资源——

喜剧之城，生产更多欢乐
《人民日报》记者 刘佳华

青海西宁发布雪豹形象标识，激
活高原生态文化——

雪山精灵，化身文旅资源
《人民日报》记者 贾丰丰

上午9点不到，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雪豹馆前已经围
满了游客。性格霸气的“凌不服”、憨态可掬的小公主“凌
夏”、人工繁育的“傲雪”……神秘的雪山精灵化身人气“顶
流”，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打卡，成为西宁的一张亮丽
名片。

西宁野生动物园是全国唯一的雪豹繁育研究基地。青
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介绍，国内公开饲
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其中12只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除了3
只人工繁育雪豹外，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

雪豹是高原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拥有高超的捕食
能力、威猛的外形，被誉为“雪山之王”。西宁周边是雪豹种
群交流、迁徙的重要地带。“持续开展的绿化工程，让昔日荒
山披上层层新绿。”齐新章说，“近年来，西宁市周边区域布
设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雪豹身影，湟源县、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等地甚至记录到雪豹育幼的珍贵画面。”

如何让神秘的雪豹成为文旅融合的宝贵资源？从 2024
年开始，西宁探索雪豹文化与“赏、游、购、学、健、娱”的全
方位融合。依托西宁野生动物园，西宁设计了“研学+旅游”
“生态+旅游”等定制线路与产品；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中心城市建设目标，西宁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元素，
发布雪豹形象标识和城市 IP形象，培育“雪豹之都”城市品
牌。

漫步西宁街头，雪豹元素随处可见：从裸眼 3D 大屏
上的雪豹秀，到街头巷尾、各类店
铺里的雪豹玩偶、冰箱贴、抱枕，
再到雪豹手提袋、明信片等演唱
会伴手礼。西宁还策划雪豹探秘
之旅、打造雪豹生态露营地，让
以雪豹为代表的高原生态文
化“活起来”。“我们已设计雪
豹相关文创产品 26 款，依托
‘大美青海高原足球’‘青海
文化旅游节’‘河湟市集’等
重点文旅活动进行推介，
实现了经济效益、产品知
名度的不断提升。”西宁
市委宣传部干事陈晶宇
介绍。

高原的月光从远山
升起，湟水河畔华灯初
上，“雪豹之都”正张开
热情的怀抱欢迎八方
宾客。

近期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转变城
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加强城市文化
软实力建设”。城市的个性，往往藏在极具辨识度
的文化 IP 里。近年来，凭借地方特色与“独门技
艺”，各地加速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 IP，引发现象
级传播。

城市个性的塑造，是场文化的接力赛，需要细
心与耐心。西宁与雪豹的共生，源自数十年生态保
护的坚守；佛山醒狮文化的鲜活，源自非遗代代相
传的生命力。深植于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散发着
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西安的城墙根下，秦腔混着
羊肉泡馍的热气；重庆的梯坎巷弄里，火锅的香味
随着山城雾气弥漫。这些细节像一帧帧高分辨率影
像，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文化面貌。

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文化软实力的
比拼，不是只比谁更高、更亮、更现代，而是比谁更
有辨识度。高识别度的文化，能沉淀出真实的质感，
能形成长久的吸引力。一座美好的城市，是一部可
触摸的立体史诗。唯有对城市人文进行深度开掘，
将流量化为养分，才能让城市个性化生长、内涵式
发展，刻下不可复制的坐标。 （转自《人民日报》）

提高城市文化面貌的识别度
陈圆圆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古扎丽努
尔·塔依尔江）作家王蒙今年91岁了。“这一两
年肯定还是要写作，”王蒙说，“人变老就会慢
慢不行了，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

7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被
温润海风过滤过的阳光穿过会客厅的大窗，洒
在王蒙的脸上。91岁的他，目光依然锐利。

19岁创作《青春万岁》崭露头角，29岁远赴
新疆，52岁出任文化部部长，81岁摘得茅盾文
学奖，85岁荣膺“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

如今的王蒙，对写作，赤忱不渝；对生命，
拳拳依然。

“去新疆”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初
夏5月，王蒙重返生活了16年的热土，探望当
年老友。

时间回溯至 1963年底，彼时 29岁的王蒙
远赴新疆，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扎根生活。聊
到新疆，王蒙脱口而出一句维吾尔谚语：“男孩
子的头顶上应该遭遇一切。”

新疆成了王蒙孕育文学创作的沃土。
在伊犁，王蒙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曾在扬场地，抄起木锨，看金色的麦粒如虹
似瀑般落下；也曾装卸货物，最多时扛起上百
公斤麻袋，上肩、直腰、踩着跳板，将麻袋稳稳
摔入车厢。

王蒙身上至今带有伊犁人特有的风趣。他笑
道：“每天不放两个炮（吹牛），我怎么做王蒙！”

他说，自己在新疆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
是把这个地方视作出生地。

他这样描述16载新疆岁月：“新疆扩大了
我的视野、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

在王蒙眼中，新疆各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里共享着诸多优秀精神特质：崇尚节约、勤劳、
敬老，深怀对家乡、祖国与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他深感：“能够把新疆各民族同胞的生活
写出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有
了《这边风景》和《在伊犁》等系列描写新疆的
作品。2024年 12月，王蒙荣获新疆首届“天山
文学奖·杰出贡献奖”。

王蒙坦言，“新疆”这两个字已经内化为他
个人的精神底色，深刻烙印在他的作品内核和人生姿态之中。

采访当日，王蒙与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新疆饭：抓饭、羊
排、肉馕……91岁的他依然能尽情享用这些美食。席间的羊肉
和肉馕，是新疆朋友特意送来的。

王蒙用维吾尔语幽默地说：“王蒙在，馕在。”他最怀念的，是
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的妻子赫里倩姆打的馕，他形容那馕是“牛奶
欻地倒进去”做的，十分有营养。在生活拮据、以粗粮为主的年
代，那里的老百姓也坚持用珍贵的“白面馕”和淡茶款待他。

“文学创作是个性”

采访中，王蒙两次提到“热烈”。一次是谈及新疆的岁月，而
另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王蒙的创作突出表现在对时代热烈
气息的捕捉和定格。

王蒙回忆，1949年，在北京，青年人在工作之余，“每天都
像过节一样，唱歌跳舞。”

“这种热烈在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并非每日可寻。所以
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生活的开始写下来。”他说。

正是独属于他的这份体验与观察，催生了王蒙的第一部
小说《青春万岁》。那年，王蒙19岁。

他曾说：“我的少年、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
立，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
曲折和挑战，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

随着一部部饱含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王
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他与共和国
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作品，也影
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时至今日，王蒙创作了百余部（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
传记、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总计达2000多万字，被译成30余
种文字在各国和地区出版。

热烈不减，文心常新。
王蒙曾自陈：“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

间，我如鱼得水。”这份热爱驱动他在创作上不断创新求变。
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作品中可见“意识流”“象

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等的影响。在长篇新作《猴
儿与少年》中，他更是大量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直接植
入1950年代的劳动场景。

如今，网络文学盛行、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AI写作引发
人机关系思辨。在王蒙看来，文学依旧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
学最强调的是个性，个体在创作中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

他自身便是文学个性价值的生动注脚。躬身践行此道，笔
耕不辍，2025年上半年，王蒙出版新书《诗词中国》，发表中篇
小说《夏天的念想》，他的《品读聊斋》也将出版。最令他欣慰的
是，作家出版社再版了《在伊犁》，掀起了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的文学讨论。

“我终身是学生”

王蒙的妻子单三娅笑称他是掐着秒表度日的人，每天阅
读、写作、锻炼，甚至坚持游泳。

“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事，学习对我来
说是一个快乐和满足的过程，比吃饭和喝酒还快乐。”王蒙爽
朗的笑声在屋内回荡。

这份对学习的热忱一以贯之。
9岁读雨果的《悲惨世界》；青年时期饱览大量苏俄小说，

其中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对他影响至深；老年深研古典
文学与哲学，称红楼梦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还撰写了《我
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等作品。

语言的魅力始终深深吸引着他。在新疆生活期间，他掌握
了维吾尔语。此后，又学习英语与德语。一次访德期间，他在6
个星期里坚持每晚参加德语学习班。虽以“未能精通”自谦，但
在采访现场，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演示如何用德语打车，不同
语言之间发音的区别。深厚的语言功底帮助他翻译了多篇英
文与维吾尔文小说，收录于《王蒙文集》中。

“学习有什么用？”王蒙说，“如果不学习，用的时候现学就
来不及了。”

面对年龄的增长，王蒙说，他既不悲观也不恐惧。他在《我
的人生哲学》一书中就谈到“黄昏哲学”：老年是享受的季节，享
受生活也享受思想。

他说，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多欣赏艺术，特
别是音乐；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
解嘲；要多几个“世界”，可以读书，可以打牌 ，可以清雅，可
以不避俗……

他借用一句维吾尔谚语表达心境——
“出生之后，除了死亡，都是寻求快乐的过程。”
王蒙与祖国共同前进着，与人民共同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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