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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是文化回归之年，也是文化事件碰撞之年。

“宋韵今辉”“意造大观”等多个与宋代相关的热门书画大展带我们领略纸上的大

宋芳华；

万里为邻、攀花折柳，杭州亚运会用一首首唐诗宋词诠释中国式诗意浪漫；

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行，中国科幻再一次登顶荣耀时刻；

全国各地书展复苏的同时，阅读在书展直播中悄然焕发生机；

中图网的命运起伏牵动着无数爱书人的心⋯⋯

那么，这些文化记忆背后的那个人，会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

从 2019 年开始，每年岁末年初，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领军人物

都会齐聚“书香迎新”TALK SHOW，分享自己的阅读、生活和感悟。

12月23日15:00，浙江图书馆之江馆文澜剧场，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

导、潮新闻·钱江晚报主办的“文化大美 书香迎新”TALK SHOW即将开讲。

6位特邀嘉宾——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师、美术史学者许力，

85 后科幻作家、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得主张潇、中图网创始人黄

平，百万读书博主小玄夜说书，以及一位神秘嘉宾，将和你面对面讲讲 2023

年发生在Ta身上的文化事件，跟我们一起书香跨年。

你发现了吗，其中两位嘉宾，已经在前几期的人文读本中悄悄揭晓，今

天，我们来听听另外两位的故事。而更多嘉宾的故事，可以打开潮新闻客户

端深度阅读。当然，真实的讲述，是一次不可复制，我们现场见。

12月23日下午3点

“文化大美 书香迎新”跨年特别TALK即将开讲

有请，故事里的人
杭州亚运会结

束还不到两个月，当

我再次联系上开闭幕

式总撰稿冷凇时，他又忙

得不可开交。

近期，他正参与《中国诗词大会》《非

遗里的中国》《美美与共》等大型文化节目

的策划研发，又在几档节目中担任策划人

与撰稿人。此外，他还参与了多地大型文

旅项目和演出项目的文化策划与市场规

划。

筹备杭州亚运会的三年，冷凇飞了杭

州五十多次。

“苏东坡有句诗——此心安处是吾

乡。不仅是我，我们全体主创人员都对杭

州产生了第二故乡的感觉。”

此前的每年，冷凇也都会来杭州若干

次，但随着对杭州文化的深度调研和挖

掘，三年以来，他仿佛重新认识了这座城

市。他坦言，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杭州

这个城市的热爱。

“过去我对杭州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

年少时代的西湖印象。这些年来，以西湖

为核心，杭州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边界。

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感染着每一个

游客、创业者、文化人。杭州是创业和创

新的热土，这点令我感触尤为深刻。”

在他看来，杭州是一个“审美朝圣之

都”，在这里，无数种美学交融碰撞，可以

通过影视艺术手段和诗词文化的双向奔

赴，进行融合式演出呈现。

比如，良渚文明的玉文化给了他和团

队很大的震撼，后来也融入到杭州亚运会

的开幕式里。巨大的蓝色良渚玉鸟承载

着五千年文明掠过大地，这一幕，相信令

不少观众记忆犹新。这也正是导演组和

冷凇在杭州的历史中为当代演出找到的

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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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开幕式中，记者和细心的网

友们一共找到了14首古诗，纷纷惊呼在开

幕式中藏着一个“诗词大会”。

而面对诗意含蓄的东方美学，外国观

众能否接受？

对于这个疑惑，冷凇也很有信心，“我

们做了很多准备，一直秉承着国际传播中

应善用‘接受美学’。我自己从事的研究工

作的一部分就是国际传播，少用报告语言

和说教陈述，多用美学画面和情感共振，”

冷凇谈到，“沙晓岚老师所带领的导演组最

大程度突出了视觉美学，再加以策划撰稿

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留白点缀，达到了相

对理想的效果。”

冷凇将杭州亚运古典诗词的“接受美

学”藏在两句古诗里——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他说，开幕式在字幕上保持着很大的

克制，十多首古诗，真正在现场喊出的，只

有“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短短十个

字。作品的意义不是来自灌输，而是观众

通过美的意义自发地了解和认识。

就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一句，在宋韵芭蕾中，舞蹈演员用足

尖把一朵朵莲叶点开了，这种美和诗意的

传递是自然而然的，而“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又构成了第一篇章的色

彩基础，再加上地屏中的“富春山居图”和

领舞飘逸的“千里江山图”形成的“画上有

画”的视效，最终形成了诗画江南的唯美

图景。

“如果开幕式演出满屏都是字幕，外国

观众是不愿意看的。比如‘攀花寄草’，在

中国文化中代表惜别之意；‘荷桂共生’，代

表和合之美，丹桂飘香又有摘得‘桂冠’的

美好寓意，桂花又是杭州的市花⋯⋯这些

内涵，点到为止，通过美学的传递，观众会

有感触，进而自发地会去了解。”

冷凇凭借自己对诗词和舞台的理

解，让古典诗词在当下持续散发魅力。

笔墨当随时代，古诗也能赋予新的内涵，

焕发新的生机。

在杭州亚运开幕式中，冷凇和团队

重点从西湖、钱塘江、大运河这三张“杭

州名片”中挖掘，首先选取大众耳熟能详

的名诗名句，而选取的时间上，并不拘泥

于唐宋，只要是好诗好词都可以运用进

来。

比如明人王在晋“海阔天空浪若雷，

钱塘潮涌自天来”，给了冷凇很大的启

发。如此诗意，可以转化成画面吗？

“大家或许发现，现场立体网幕中的

‘潮’和地屏中的‘潮’共同形成了一个立

体美学的配合。‘钱塘潮涌自天来’这句

诗启发了创作团队，钱塘潮在气势雄浑

的想象中是可以直冲云霄的。”

这种对古诗词进行的创新表达，也

体现在冷凇正在筹备的第九届《中国诗

词大会》中。他表示，2014年《中国诗词

大会》诞生之初，是以诗词背诵为主，把

诗词文化用朗诵背诵的方式进行传播。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古诗与现代生活

进行嫁接，成为一种必然。

“《中国诗词大会》走到第九届，当然

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节目的不断成长

过程中，总导演颜芳老师和策划团队把

诵诗、背诗，逐渐升级成为评诗、用诗、作

诗。古典诗词怎么在现代生活中‘活’过

来？诗词所代表的相聚与惜别、人间烟

火气与精致仪式感等不同的美学意境都

希望通过当代各个应用场景得以彰显，

一方面融入更多的当代的新闻案例，用

诗词致敬时代楷模，另一方面用诗歌主

题贴近群众生活，比如‘稻花香里说丰

年’，这类主题诗句就可以与乡村振兴相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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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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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