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焦

书名：活着，像光和盐一样：我的生活能量书

作者：廖智

【内容简介】：

本书是曾激励过无数人的“无腿舞者”廖

智自畅销书《廖智：感谢生命的美意》出版 10

年后的心灵沉淀之作，是以“我心”做画板，以

对生活的无限热望做笔，一笔笔写就的“生活

能量书”。

作者在本书中围绕自身经历， 从自我、接

纳、关系、幸福、应激、前行几个方面出发，向

读者倾情讲述自己对生活的全新体悟，比如建

立积极的自我认知、与伤痛和解的能力、经营

好婚姻关系的秘诀、 保持热情的内在驱动力、

女性在事业上的追求、 对全职妈妈的理解等，

教大家如何温柔且有力量地过好这一生。

与第一本书重在传递伤后不言弃的精神

不同， 新书呈现的是作者完全与伤痛和解后

“如何活出自我、 热烈拥抱美好生活” 的鲜活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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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上，有无比丰富的文化矿藏等待文艺创作者深入开掘。 电视剧《装台》中的秦腔、《都挺好》

中的苏州评弹，展现了中国戏曲、曲艺、音乐文化的丰富多元；《情满四合院》中的北京胡同、《梦华录》中

北宋东京的矾楼，反映了中国建筑的独特审美……文艺作品对特色文化元素的集中展示，让更多人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多彩的文化风貌与风土人情。

文化时讯

中国网络文学

海外用户超 1.5 亿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海外

市场规模超过 30 亿元，累计向海外输出

网文作品 1.6 万余部， 海外用户超 1.5

亿人，遍及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中国网络

文学在亚洲地区传播发展报告》， 亚洲

是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最广泛的地

区。 2022 年，中国网络文学在亚洲地区

拥有 1 亿多海外用户和 16 亿元的海外

市场规模， 主要以实体书出版、 翻译在

线、IP 转化、建立本土生态、投资市场五

种方式进行传播。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出海”的中国

网络文学作品仍然存在题材类型单一、

文学“内功”欠缺、翻译能力不足、海外

维权困难、 传播机制不健全和市场覆盖

不均等问题，亟待改进与强化。

（余俊杰 冯源）

用瓷器

弘扬中国文化

“浮生百态十七世纪的中国瓷器－

青花人物篇” 展览将围绕青花人物故事

图题材，依托古瓷名品、文学艺术、大量

珍贵的版画资料和绘画等详实历史资

料， 生动诠释明末清初时期制瓷工艺的

发展历程。

瓷器是历史文化的参与者， 更是见

证者。 十七世纪的中国，戏剧、出版业等

的迅速发展， 为制瓷提供了更多的设计

思路与绘画粉本， 景德镇瓷器上的人物

题材迎来了突破性的发展。 在这个经济

繁荣、 技艺成熟的时代， 瓷器就如同一

块拼图， 拼接出了更加真实的历史文化

景象。

瓷器也是中国文学的载体。 古人用

文字记录生活， 表达情感， 而这些文字

被瓷器匠人描绘于生坯之上， 青花淡

描，施以釉色，流传至今。

中国瓷器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载体，

承载着文明的光泽、 人文的余痕， 永久

地让人想象。 每一件瓷器皆为古与今的

对话，闪烁着穿越时空的璀璨光芒。

(杨虞波罗 李楠桦)

竹乡非遗展演

亮相居庸关长城

6 月 2 日晚，北京居庸关长城，灯火

璀璨， 非遗文化汇聚。 来自浙江省湖州

市安吉县的非遗传承人和民间文艺工作

者，在这里开展了一场以“竹”为主题的

“竹乡灯火 照亮长城———中国优秀民间

工艺作品特别展暨‘民俗里的湖州’·安

吉‘非遗’文化长城展示活动”。

安吉有“中国第一竹乡” 之称，是

“安吉白茶”原产地域，更是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县 。 伴随响木舞的鼓点

声，竹灯通道、长城门楼 、城墙通道 、烽

火台的灯光依次亮起， 展示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

活动设有多个展区，这里有竹灯，有

安吉优质农品，还有竹编包、竹碗等日用

和文创产品。“绿水青山 旅居安吉”和“黄

浦江源度假区”推介区展示着安吉的旅游

资源；茶文化空间里，“安吉白茶手工炒茶

制作技艺”非遗大师入围者们展示着安吉

白茶手工炒茶、泡茶的技艺；中国优秀民

间工艺作品和安吉“非遗”展示区里，来

自民间的“非遗” 手工艺人表演着各自

的“独门绝技”；同时安吉特色民俗文化

艺术表演竹叶龙在各个推介展示区里穿

梭演出。 （蒲璇 李丹萍）

特色融入电视剧

彰显中国故事丰富的文化内涵

展现大美中国的山川气韵

各地风土人情的多重意蕴与独特

魅力赋予电视剧以文化价值和审美意

蕴， 它们不仅是对社会和文化的生动

反映 ， 也是对历史和人文精神的传

承。 今年年初播出的电视剧《去有风

的地方》 在云南大理取景拍摄， 讲述

一群都市年轻人来云南“有风小院”

歇脚的故事。 剧中对云南风土人情的

呈现令人眼前一亮， 比如特色小吃、

小众景点和服饰 、建筑 、刺绣 、扎染 、

木雕等非遗项目。 云南的自然景观、

民俗文化都有着独特的人文情致和艺

术魅力， 它们既为这部慢节奏的电视

剧带来意境之美， 又在无形中显示出

淳朴的民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让观

众在田园山水和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品

味生活的滋味、 感受生命的意义。 此

前热播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

家》， 讲述安徽农村姑娘何幸福成长

蜕变的故事。 故事的发生地万家庄，

取景于安徽黄山盐铺村。 粉墙黛瓦马

头墙， 小桥流水老街巷， 整个村庄山

环水绕，田、园、塘、宅错落有致，典型

的皖南田园风光和浓厚的风土民情成

为该剧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 网络剧

《最食人间烟火色》 讲述了一段都市

白领与乡村工匠的感人爱情故事，男

主角景琛成长的地方璟园是一座古民

居博物馆 ， 非遗元素自然地融入剧

情， 观众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与深厚质感。 各地风土人

情为电视剧讲述中国故事铺就了意蕴

深厚、 意味深长的文化底色， 也让人

们感受着生动多彩的山川气韵， 领略

大美中国的绚丽画卷。

反映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迁

电视剧作品的空间叙事， 不是仅

仅依靠简单的方言、 景观、 服饰等表

层特征就能做到， 想要真正体现出各

地文化特色， 必须立足历史方位和

时代语境， 深入展示社会风貌与人

文精神。 电视剧《山海情》在脱贫攻

坚大背景下， 以宁夏西海固的贫困

村庄为典型，讲述上世纪 90 年代东

部支援西部的故事。 作品表现了西

海固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 尤其是

在福建省帮扶之下， 当地干部群众

克服种种困难， 用勤劳和智慧将这

片荒漠戈壁建设成塞上江南的艰辛

历程， 真实感人。 电视剧《大江大

河》 讲述小雷家村集体企业的逐步

发展壮大， 从微观视角诠释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经验。

故事所展现出的不仅是一部个人奋

斗史、企业发展史，也折射出身处改

革开放大潮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变

迁。同样是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

电视剧《人世间》以东北一户周姓人

家为视角， 通过周家人辗转半个世

纪的命运起伏，勾勒出历史的轨迹，

串联起三线建设、恢复高考、国企改

革等时代关键词， 折射出时代巨变

中工人群体的生活镜像。 通过贯穿

历史的故事线， 观众见证着时代变

迁带来的当地经济、 文化以及人物

的生活、情感等多方面变化，进而对

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和感知。 通过讲述许许多多这样的

生动故事， 电视剧创作镌刻着当代

中国人的奋斗足迹。 这些作品牢牢

扎根中国大地， 展现了优秀电视剧

创作的百姓视角和对家国情怀的艺

术表达。

彰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文化塑造

着人们的性格爱好、 生活习俗和价

值观念， 共同熔铸中国人丰富的精

神世界。在不少电视剧作品中，地域

文化要素对塑造典型人物起到关键

作用。 由路遥经典小说《人生》改编

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展现了一群

陕北农村青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

中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历程。 剧中

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曾因失去大学录

取名额和工作机会而几度浮沉，却始终

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最终实现了自己

的文学理想；刘巧珍虽然没有接受过高

等教育，却始终自强自立，在经历了诸

多人生坎坷后，在大城市打拼出属于自

己的事业，站稳了脚跟。《人生之路》所

刻画的青年人，质朴、坚韧、勇敢、乐观，

不甘平庸、 拼搏进取， 让人过目难忘。

电视剧 《风吹半夏》 主人公许半夏是

江浙女企业家的代表。 在创业之路上，

她凭借独到眼光和过人胆识把握机会、

寻找商机， 闯出一片天地。 在许半夏

身上， 既能看到敢想敢闯不怕苦的创

业精神 ， 也能看到当代中国女性的创

新意识 。 电视剧 《我们的日子》 背景

设定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东北， 聚焦机

械厂家属院里 3 个普通家庭两代人的

生活故事， 展示了这片黑土地上人与人

之间的亲密温暖 ， 让观众与之共鸣共

情。“东北一家人”的故事既是普通东北

家庭的生活 缩 影 ， 也 是 中 国 人 朴 素

家 国 情 怀 的 映 射 。 在 电 视 剧 作 品

中， 我们能看到对不同地域群体的形

象塑造， 他们的性格特征、 价值观念，

既有地域文化特征 ， 也反映了当代中

国人的共同价值追求。 这些人物的生活

细节汇集成长河，彰显了一个民族的精

神面貌。

作为一种文艺形式， 电视剧记录、

反映现实生活 ， 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

能。 丰富的地域元素融入电视剧，不仅

充实了电视剧的视觉呈现，也为电视剧

的现实质感增加了厚度，提升了观众的

文化素养与认知水平。 同时，地域文化

借助电视剧这一大众媒介，也得到更有

力的传播。 通过自觉开掘文化内涵和精

神力量，不断尝试新的叙事方式和艺术

手段，电视剧创作将进一步彰显中华文

化的丰富性和独特魅力，让中国形象在

世界艺术舞台绽放光彩。

（黄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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