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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青少年时
期，是人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的关键期，让青少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双向奔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
精神，将民族文化自信融入血液。书面的
学习和了解，只是传统文化传承的第一
步，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的日常生
活，学以致用，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绵延
下去，形成中华民族斩不断的坚韧文脉，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永不枯竭的精神
支撑。

作为中国纪录片重镇，上海曾拍过一部
很有文化价值的纪录片《江海遗珍·长江口
二号》，这是聚焦2022年3月正式启动的长
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的一部
作品，该工程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极大的
水下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长江口二
号古船的发现和考古工作，对于深化上海地
域文明历史研究，更好探寻“上海之根”，更
好回答“何以上海”，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但这项工程的价值，是否只能给造船
史、科技史、港口史、海交史、陶瓷史、经济
史、工程学等众多的课题组留下一些外人难
以看懂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不是项目的初
衷，也不是纪录片制作的初衷。科学团队和
纪录片团队共同探讨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如
何让这些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生活发生关联。

摄制组在形式上做了尝试。一方面是
文案的撰写，不仅注重科普，还重视联系当

下。同时，纪录片邀请了上海籍配音演员林
栋甫担任纪录片的故事讲述人，他用一个老
上海市民的口吻将“长江口二号”的故事娓
娓道来。他极具辨识度的声音，与这艘古船
及上海城市的故事，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
接，也唤醒了不少人关于上海的城市记忆。

此外，除了在水上作业“第一现场”的全
程跟拍，纪录片还将故事线延伸到了古船迁
移进入船坞后的保护与考古过程，上海老船
厂工业遗产的往事与长江口二号古船安家
的新故事结合在了一起。未来，一座古船博
物馆将在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一号船坞
建成，并对所有市民开放。这是上海对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也是“让
文物活起来”的一次有益尝试。

针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人群，纪录片团
队还在创制过程中携手上海博物馆、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上海打捞局等七家单位共同主
办了“江海撷珍——长江口二号科学考古进
行时”展览、“水下考古·纪录拍摄”研学半日
营等活动，考古发现成为了城市大美育的参
与者。

让传统文化走进当下的生活，才能让传
统文化得到更好的推广和传承。

在应用中传承的理念，如今已经成为了
文化从业者们的共识。《何以中国》总导演干
超在这部“上海出品”的大热考古纪录片中，
和主创团队做了历史复原性拍摄，即让纪录
片团队和影视化团队同步进行，比如要拍良

渚玉琮就复原良渚玉琮，这样的艺术品在当
下社会同样大受欢迎。干超说，他们的理
念，也同样是让历史和当下产生某种关联，

让年轻人在对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根基有更
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后，更愿意身体力行，把
传统文化带向未来。

未来已来。AI在全球掀起的风暴，让
人感叹科技之迅猛，也让不少人担忧，传承
传统文化，是不是因循守旧，沉迷过去？答
案当然是否定的。创新，也是当下这个时
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奔涌向前的动
力。包括共青团组织和教育界、文化界在
内的上海全市上下，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开
始了诸多与当下科技相结合的尝试，只为
让更多的青少年能感受到文化之精髓。

上海音乐厅刚刚落幕的“数字缪斯
——2024音乐科技融创节”，就是这样一种
尝试。像它对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典型
——评弹的创新表达，就让人印象深刻。

舞台上，观众熟悉的上海评弹团团长
高博文携手高科技的“机械臂歌手”，呈现
了一场别具一格的“漫歌行——AI叙事音
乐会”。音乐会以现代电子音乐为载体，以
评弹表演者为讲述人，百年前上海滩红极
一时的女歌手“艾莉”保留的上海音乐记
忆，在机械臂中醒来，以“AI数字灵魂”的状
态复活，与评弹歌者相遇，由此展开了一场
跨越百年时空的对话。

这是一次实验性演出，评弹艺术家、音
乐人、新媒体设计师、算法专家等不同专业
领域的研究者，数十位国内外优秀的艺术
家们一起投入完成了这次深度共创，最终
通过AI编创音乐+机械臂表演+评弹艺术
家完整呈现。

这样让观众大呼新鲜和过瘾的创新演
出形式，也运用在了其他传统文化上。在
另一场演出中，这个音乐节对千年非遗、被
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泉州南音的现代
化呈现，同样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了一

个新样本。
泉州南音是中国明清时期留存至今的

珍贵音乐文化遗产，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作为世界上最缓慢的音乐之一，其独特的
节奏、曲调和器乐演奏给人以深邃旷远之
感。它融合了音乐、曲艺、杂技、戏剧等各
种艺术元素，蕴含着浓郁的民间文化底蕴，
堪称福建文化宝库中的明珠。但是，进入
21世纪后，随着泉州城市建设的加速，千年
南音逐渐在时代新兴产物涌入的过程中淡
出人们的视野。

在上海音乐厅的这次音乐节中，他们
邀请一支当地南音乐队，在最大程度地保
留“唱词、旋律、演奏法、节奏、速度、调性”
等传统因素的前提下，将现代音乐编曲、录
音、扩声等技术手段巧妙融入，赋予南音全
新的听觉体验，听感变得更有层次与丰满，
又存住了南音的传统韵味和所想表达的情
感，经验值得推广。

无独有偶，上海民族乐团在今年的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呈现了“全国首台AI
创作国乐音乐会”，在AI大模型的深度学习
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整台的《零·壹｜中
国色》国乐与AI音乐会。在现场，观众们既
能听到传统韵味十足的国乐，又能感受到
一些丝毫不突兀的现代流行乐的腔调，再
配合从古诗词中精选出的描绘中国颜色的
诗句以及现代化的声光电，很多人对这样
传统文化的当代美学表达，“鸡皮疙瘩一下
子都起来了”。

对当下的青少年来说，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灿若星河。如何用现代化的方式和

渠道，让它们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并和当下
的创新一道，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家园，也已
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探索的行列。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这个文明，更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且
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究其根
本，就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中华民族
一代代传人都始终以创新为支撑，不断革
故鼎新、推陈出新。吾辈，当继续。

记者观察

这两年，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喜爱，是肉眼可见地成长了起来。甚至，针

对同一个传统文化，还细分出了不同的领域

和圈层。能有如今这样的成绩，不能简单总

结为“流行时尚它是个轮回”，作为青年“娘

家人”的各级团组织，以及作为青年社交“大

本营”的各类文化机构，在“文化自信”的精

神指导下，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作出的

积极探索，功不可没。

此前，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再美，它已

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在信息化爆炸的年

代，快节奏和高效率成为主流，一个“天呐”能

表达赞美的情况下，何必还要吟诵出“飞流直

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呢？可是，真当

有人用现代人必备的手机，远远拍到了雨后

的庐山瀑布时，无数人在留言“李白诚不我

欺”。可见，已经融入我们血脉的中华传统美

学，其实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审美。

让全社会达成“民族文化自信”的共识，

只是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这更是着眼于未来，而上海社会各

界如今一面继续普及，一面更是在发挥文化

创作码头的作用，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运

用、推陈出新等层面努力，用更符合年轻人

语境的方式，传播这些文化背后的精神精

髓。对文化来说，这些工作堪称“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传承之美

应用中传承 增强青少年传统文化自豪感

创新中发展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走向未来

摄制团队在“长江口二号”打捞现场拍摄。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评弹和机械臂音乐会《漫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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