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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由钱江晚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姑苏晚报联手发起的“寻宋江南”特别

策划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昨天，长三角地区多位代表委

员点赞这个缘自去年疫情期间的暖心互动和文脉赓续活动，并就进一步推进

长三角文旅融合提出了很多建议。

由四大晚报联手发起的“寻宋江南”特别策划，在全国两会上也备受关注

代表委员点赞“寻宋江南”：
长三角文化同源，抚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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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滨梅

戏曲突围
要加大利用网络手段

因疫情影响，戏曲院团演出虽然经

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停摆，但随着国家疫

情防控和疫后复苏工作的不断推进，传

统戏曲线下市场取得了平稳好转。王滨

梅关注到，在数字化改革大背景下，互联

网流量带动了很多行业的“逆势”发展，

也为戏曲的推广创造了机遇。

“传统戏曲应在原有线下市场的基

础上，调整谋划发展思路，寻找一条更为

突出且有效的传播途径，那就是加大对

‘短视频’和‘演出直播’等网络手段的利

用。”2021 年，以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为

例，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传播获得的全

年阅读量已近百万，开展的 5 次大型直

播、展播等网络观演活动的点击量也达

两百万，同时借助浙江电信等平台实现

了收费点播。“从这些数据和收益，我们

看到了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开放性和包

容性，以及流量的变现能力。”

但她同时也发觉，网络推广的过程

有很多潜在问题。首先是平台问题，公

域流量平台的监管不专业，著作权益也

缺乏保护；其次，准入门槛低，碎片效应

导致传统文化的作品良莠不齐。

关于线上，她建议政府要提出要求，

让抖音、快手等各类数媒平台加大对优

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推流，对专业的传统

文化艺术团体进行认证，平台全年需对

这些通过认证的团体推出的内容加大推

流，完成一定指标，吸引更多年轻人热爱

传统文化。此外，要维护好精品艺术的

原创知识产权。

关于线下，她建议政府加大对公交

和地铁等公共领域户外广告的引导和

监管力度，在全年广告投放中，充分对

接文化主管部门和专业文艺院团，对优

秀作品和艺术家进行充分宣传，实现流

量转化，助推传统文化高质量传播和传

承。

挖掘“富矿”
江南文化应联动发展

好几位代表、委员都提到，“寻宋江南”

也是一个寻找、发现江南之美的活动，应该

持续有力地联动推广下去。

“长三角很多地方都可谓‘自然入画，

画入自然’。人们的生活和自然、文化融为

一体，长三角的人文之旅还可以延伸到更

广的领域。”王丽萍说。

在曹可凡眼中，江南的每个地方文化

“矿藏”都非常丰富，他自己也主持了节目

《斯文江南》，挖掘江南文化的宝藏。

他期待“寻宋江南”也能继续把“江南”

的命题做足，“弱水三千也不必只取一瓢

饮。”他说，提起杭州，大家立即会想到苏

轼，而比东坡先生更早的白居易与杭州也

有着不解之缘；又如，李清照在杭州居住多

年留下无数优美词句，但为何却未写过西

湖⋯⋯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一个选题一

个选题挖。历史有很多谜团，如果能通过

江南的某一座建筑、某一个器物、某一段

文字，引大家发思古之幽情，哪怕最终没

有获得答案，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

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评

弹艺术家盛小云认为，长三角媒体联动发

起“寻宋江南”，有力地推广了江南文化，将

诗意江南表现得淋漓尽致。“长三角的江南

文化本身就是相通的，例如我们苏州评弹

就不只是在苏州，更是在长三角地区都拥

有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上海就是苏州之外

评弹艺术最大的市场。”

以苏州评弹作为长三角的江南曲艺文

化，盛小云在提案中建议，由江苏发起的三

年一届的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自创办之日

起一直在苏州举办，下一步可以联动长三

角其他省市，在各地设置分会场，进而联动

整个长三角的评弹观众，进一步增加江南

文化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因此需要长三角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积

极联动，努力浇灌，让江南文化之花开得更

加艳丽。

A
“寻宋江南”
牵出同源审美，抚慰人心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

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滨梅，提交了关于在线上

和线下助推传统文化高质量传播和传承的议

案。在她看来，“寻宋江南”里能看到长三角同

源的江南文化，这当中的温文与修养，能起到抚

慰人心的作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们自古就把苏

杭联系在一起。”王滨梅说，“从越剧流传区域

看，流传最广的也是江浙沪地区，这种温文尔雅

的江南人文特色，侧面印证了江浙沪自古以来

人文相近的说法，长三角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

基因。”以越剧为例，在疫情暴发之初，江浙沪的

各家院团和艺术家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在官媒

和自媒体发布原创越歌，通过短视频 MV 和音

频唱段，来抚慰人心、鼓舞士气、传播防疫知识，

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在全国政协委员、编剧王丽萍看来，“寻宋

江南”带人们领略了长三角地区的古迹、文物、

历史、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对缓解平

复疫情期间人们焦躁的心态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南迁，是造就南方文化

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宋朝这次就是第三次，离我

们最近。所以‘寻宋’对于江南文化来说是很有

意义的。”全国人大代表、东方卫视中心主持人

曹可凡评价道，“文化的载体，有典籍、器物，还

有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质结构，经历自

然灾害和战乱难以留存，能在江南找到保存完

好的宋朝建筑，并从中找到历史印迹，是非常难

得的。”

而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线上文化交流，更

显示出其意义和价值。网络技术的发展，让线

上的呈现更加立体、更如临其境。“寻宋江南”也

是这样一场通过媒体和网络实现的跨地域文化

交流。曹可凡说：“在我们现在无法四处走动的

特殊情况下，通过这种形式帮助人们完成一次

审美的过程，它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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