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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3月15日
上午，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迎来了一
场文学盛宴——“首届天山文学奖”丛
书作家行第二站走进昌吉。我州本土作
家李健携“首届天山文学奖”提名奖作
品《脐血之地》亲临现场，与热情的读者
们展开了一场温暖而又深入的互动交
流，分享了他创作背后的故事。

活动以李健精彩的读书分享拉开
序幕，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从灵
感的萌发，到构思的雕琢，再到文字的
锤炼，每个环节都饱含着他对文学的执
着和对家乡木垒的热爱。他还结合自身
经历，细致入微地分享了书中人物的创
作背景与内心世界。现场观众沉浸其
中，深受触动，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脐血之地》作为“首届天山文学
奖”丛书的重要作品之一，将目光聚焦
于木垒县。这部小说集汇聚了李健的中
篇小说《青杏》《库兰》《半春子》和《九
月》。作品以民国时期的新疆木垒县为

地域背景，生动刻画了青杏、库兰、半春
子、九月这四位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
描绘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悲欢离合、爱
恨情仇以及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与变迁
的身影。同时，小说也深入描绘了农耕
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所形成
的多元文化风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别
具一格的地域文化长卷。

李健在新疆文学界颇具影响力，作
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协理事，他
创作成果丰硕。此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

《无人喝彩》《荞麦》《南有乔木》《泰克拜》
等都备受关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木垒
河》更是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并荣获
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长篇小说奖），
此次获奖的《脐血之地》同样展现了他深
厚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创作风格。

新书签售环节将活动氛围推向了
高潮。李健真诚感谢每一位读者对自己
作品的支持与厚爱，为读者签书，与读
者握手、合照。

李健的忠实读者雒晓黎主动分享
书中的精彩片段。她难掩激动地表示：

“读李老师的《脐血之地》，就像被拽进
了那个时代的木垒。书里每个角色都像
身边真实存在的人，尤其是书中的四位
女性，她们生活在苦难里，却有不服输
的信念，她们‘只是想把日子过得像个
日子’的朴素愿望，令我深受触动。”

作为昌吉州高层次人才工作室领
衔人，李健说：“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历
程，都会与特定的地域产生千丝万缕、
深刻而紧密的联系。借助工作室这一优
质平台，我们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得以深入开展田野调查，这为我们的创
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素材。未
来，我将继续深耕这片我所热爱的土
地，不断挖掘昌吉大地蕴含的深厚文化
底蕴和动人故事，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
的文学作品。”他还透露，去年已创作完
成一部以哈萨克族游牧定居为主题的
小说，预计今年6月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为丰
富广大居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
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近日，昌
吉州艺术剧院在汇嘉时代昌吉购物
中心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暨“文润庭州·周末戏相逢”
首场文艺演出活动。

当日上午，文艺演出在歌伴舞
《中国歌最美》中拉开帷幕，不少市民
循着音乐声推着购物车、拎着购物袋
向舞台靠拢。随后，女声独唱《心花怒
放》、原创舞蹈《踩春雨》、弹布尔独奏

《向天再借五百年》、笛子独奏《扬鞭
催马运粮忙》等形式多样的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
声与喝彩；“兄弟组合”带来了昌吉群
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请到大美昌吉
来》《醉美昌吉》，引发观众大合唱，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一边逛街一边看专业院团的
演出，还挺有意思。”“歌舞节目特
别精彩，希望以后经常有这样的活
动。”观看演出的市民纷纷赞叹道。

昌吉州艺术剧院歌舞团领队李洪
升说：“这是‘文润庭州·周末戏相逢’第
一场演出。3月8日起，我们有歌舞、新疆
曲子等3个演出团队分赴昌吉州各县市

（园区）的景区、企业、学校、军营、社区、
农村等地进行表演，综合展现昌吉州地
方文化特色，集中展示近年来昌吉州文

艺创作的成果。”
据了解，昌吉州今年整合文艺

院团、业余文艺团队、非遗传承人、
民间艺人等文艺力量，计划年内举
办“文润庭州”系列文化惠民演出
2000场次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文
化建设成果。

本报讯 记者许乐、通讯员徐子成
报道：致青春·恰同学少年——第二届
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昌吉巡
展）于3月18日在昌吉州美术馆展出。

据了解，本次展览分为“彩韵·共
舞”和“青春·触动”两个单元，展出作品
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综
合材料、设计、影像以及装置等多种艺
术形式。展览共收到来自全疆13所高校
867 件（组）投稿作品，在昌吉展出的是
从其中精选的125件（组）作品。昌吉学
院有《归途》《脉动的土地》《高原之挚》
等5件（组）学生作品入展。

此前，第二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
品展先后在新疆美术馆、克拉玛依市科技
馆展出，本次昌吉巡展将持续至4月初。

昌吉州美术馆馆长马仲强说：“本次
展览作品有着蓬勃朝气的色彩、活力四
射的线条以及富有想象的构图，欢迎大
家前来免费观展，感受青春与艺术碰撞
出的火花。今年，昌吉州美术馆计划举办
和引进至少10场次的高水平展览，让大
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美好的艺术体验。”

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是由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打造举
办的展览品牌，旨在为大学生艺术创作
提供展示平台，促进高校交流互通，搭
建友谊桥梁，推进新疆艺术教育高质量
发展，激励大学生用优秀的美术作品讲
好新时代新疆故事，凝聚蓬勃向上的青
年力量。

在数字媒介重构文化记忆的当
下，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

《哪吒 2》）为代表的中国动画电影新
势力大放异彩。动画中哪吒形象从
1979 年《哪吒闹海》到当代的演变与
重生，折射出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在媒
介融合时代的创新。时下，动画电影
凭借其综合艺术形态的先天优势，打
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

当沉睡千年的三星堆青铜器在
《哪吒 2》的银幕上苏醒，青铜纹路化
作结界兽闪耀的皮肤，考古密码被点
化为会呼吸的文明使者。辛勤的动画
工作者用动画特效让静默的文物在
光影中重获新生。古器新生的背后，
反映着博物考古与电影银幕之间的
媒介碰撞。这不是简单的文物再现，
而是以高科技数字视听重燃中华文
明的火种。

社交短视频虽然通过算法推送
形成了文化传播的优势，但其碎片化
特性难以承载完整的故事情节。游戏
能与使用者互动，但其任务导向机制
往往会消解文化内涵的完整性。相比
之下，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却以光
影为墨，把李白诗句变成能触摸的山
水——观众跟着高适策马三小时，从
黄鹤楼檐角的铜铃到塞外雪原的旌
旗，盛唐气象在银幕消费的视野中徐
徐舒展。这种深度沉浸带来的文化认
同，超越了绘本的线性阅读和手机直
播的即时互动，形成耐人寻味的持久
性文化记忆。

海外电影观众竟然也喜欢《哪吒
2》！川剧锣鼓撞上好莱坞式的剪辑节
奏，迸发出跨文化共鸣的璀璨火花，
让海外观众无需字幕，就能在栩栩如
生的动画狂潮里读懂东方美学。动画
电影将地方性文化元素转化为全球
青年都能接受的案例，三星堆文物的
数字化重构就是这种文化转化的典
型实践。光影无国界，动画的视听重
组超越了史诗翻译的隔阂，像电影里
的青铜神树在云端舒展，数字特效让
传统文化有了时代感，让全球观众在
视觉冲击中领悟中国符号。

当前动画电影的技术革新正在
重塑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虚拟制
作技术对《哪吒 2》中陈塘关神话建
筑群的数字重建，不仅复原了唐代
建筑形制，更通过动态光影变化再
现了“晨钟暮鼓”的美。这种文化呈
现，超越了绘画的二维表达，也区别
于 VR 技术——在虚实相生中多角度
复现传统神韵。数字技术不是传统文
化的解构者，而是其新型记忆装置。

如何在社交口碑与算法推荐的流
量逻辑中保持文化的完整性？怎样在
跨媒介改编的产业实践中维系文化基
因的纯粹性？短视频时代的动画电影
自有生存之道——在技术赋能与文化
自觉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当短视频推
荐不断切割观众的注意力时，我们可
尝试通过模块化故事单元与沉浸式体
验相结合，既适配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规律，又在长片结构中保留完整的故
事情节。跨媒介改编中，可建立数字文
化基因数据库，通过三维建模保存传
统纹样的矢量数据。通过区块链给每
个文化符号发“电子身份证”，使青花
瓷纹样在二次创作时既保持基因纯
正，又能在算法推荐中获得新生命。这
既让传统文化乘上技术快车，又守住
艺术创作的灵魂火种。

动画电影恰似传统文化在数字
洪流中的破茧重生，这种更迭不是简
单的媒介文化迁移，而是通过数字技
术重构文化DNA的编码方式。《哪吒
2》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动画电影将持
续扮演东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先锋。

来源：光明日报

“首届天山文学奖”丛书作家行第二站走进昌吉
我州本土作家李健携“首届天山文学奖”提名奖作品《脐血之地》亮相

3月15日，我州本土作家李健分享作品《脐血之地》创作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 鹤摄

本报讯 记者巨海成报道：“昌吉
的朋友们真热情，小伙子姑娘们那都是
个顶个的棒！”近日，昌吉州艺术剧院小
剧场内，新疆相声巴扎演员周健一开
口，满场观众的笑声不断。

当晚，整场演出“包袱”一个接一
个，《写对子》《到底怎么唱》等创新小品
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这些相声演
员们的段子太接地气了，他们用‘攒劲’

‘么马达’这些土话，让表演更加幽默风
趣，一下就戳中了我们的笑点。”观众宋
小涛笑着说。

此次演出由昌吉州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新疆润现场文化科创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新疆相声巴扎昌吉专场

演出，立足新疆本土文化特色，融入百姓
生活趣事、社会热点话题，既传承传统技
艺精髓，又注入时代新意。新疆相声巴扎
班主莫兴伟说：“今天来到昌吉演出特别
高兴，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打造疆味相
声，主要就是围绕新疆人、新疆事、新疆
趣、新疆味进行创作。希望我们的表演，能
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乐趣。”

近年来，昌吉州持续推出各类主题
和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为市民提
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还将
继续深挖本地特色文化资源，结合时代
潮流，策划更多精彩纷呈、贴近群众的
文化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文
化体验中不断提升幸福感。 本报讯 实习记者周倩郎报

道：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3月16日，由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主办，昌吉州文化馆、昌吉州文
艺两新发展促进会联合承办的“文
润庭州 周末戏相逢”文化志愿者
展演活动在汇嘉时代昌吉购物中
心精彩上演。活动以音乐为媒，通
过歌曲展演、文惠卡发放等形式，
吸引数百名市民参与。

“为了让优质文化进景区、进
商圈、进街区，我们聚合全州文艺
院团、文化单位和业余文艺团队力
量，开展此次活动。”昌吉州文化馆
负责人赵笑阳介绍，“此次活动的
目的是以文旅融合促进消费，进一
步促进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

志愿者歌手以饱满的热情、精
湛的演唱，演绎了《昌吉的风》《节日
欢歌》《国家》等十余首歌曲，悠扬悦

耳的歌声点燃现场观众热情，广场上掌
声此起彼伏。除了歌曲展演外，此次活动
还设置了“文惠卡发放区”，广大市民可
领取价值610元的文惠卡，该卡可在全
州12家文体旅消费场景享受专属优惠。

本次活动以“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全民共享”模式，不仅用歌声传
递了正能量，更以文惠卡激活文化
消费潜力，为昌吉州文化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文润庭州 周末戏相逢

近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文润庭州·周末戏相逢”文艺演出活动中，昌吉州艺术剧院演员表演原创
舞蹈《踩春雨》。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首场演出受追捧

近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文润庭州·周末戏相逢”文艺演
出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志愿者展演有新意

3月16日，“文润庭州 周末戏相逢”文化志愿者展演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实习记者 周倩郎摄

第二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昌展出

形式多样 富有朝气

新疆相声巴扎昌吉专场

精彩连连 笑声不断

文化时评

东方美学为媒

中国动画电影大放异彩

□王源 姜申

第二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昌吉州美术馆展出。
□本报记者 王昱骅摄

近日，新疆相声巴扎昌吉专场在昌吉州艺术剧院小剧场精彩上演，相声表演《写
对子》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