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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华漕镇持续保持“止新”高压态势，全力
遏制违法建筑新增违建产生。一是做实做
细基层网格巡查的前端发现、自发自处机
制，压实小区物业等前端管理职责，加强城
乡动态监测和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在违建防
控中的作用。二是强化与镇城运中心互联

互通，加强主动发现案件处置的全程跟踪，
紧盯投诉案件处置时效，严格办结审核。三
是加强违法建筑治理的社会面宣传，充分利
用拆违宣传月等活动平台，鼓励社区志愿者
队伍参与拆违宣传，积极引导社区居民自觉
形成防违控违的责任意识。 文/园兴

强化新增防控，坚决遏制新增

□青年报评论员 郦亮

这几天有关“黄牛”在博物馆网上预

约系统抢票的报道引起公愤。在“博物

馆热”之下，一些著名博物馆的参观名额

已成稀缺资源。其背后，就有“黄牛”大

行其道、兴风作浪的因素。这固然显示

了“黄牛”的贪婪，但也反映出一些博物

馆的不作为。

报道中点名的这家博物馆，在全国

乃至世界上都很有名，因而成为“黄牛”

的重点关照对象。“黄牛”的疯狂到了哪

种程度？据说一个账号一个月曾经预约

了7000次。其实这种情况在一些网红博

物馆相当普遍。“黄牛”有“外挂”等智能

抢票手段，便开始“承接生意”，代观众和

游客进行抢票，并由此收取“服务费”。

有的“服务费”比一张博物馆门票的价格

还要贵。

全国博物馆普遍推行网上参观预约

制度，本意是为了便民，结果却一不留意

被人利用，甚至形成了所谓“博物馆抢票

产业”，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这不仅违背

了初心，扰乱了市场，还造成了新的不公

平和不公正。

但是这种情况，在上海各大博物

馆、美术馆却极为少见。上海博物馆 7

月份揭幕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

大展”跨越了整个暑期旺季，是何等热

门抢手的展览，却未出现过“黄牛”抢

票的情况。这是因为上博对此早有防

备和预案。在 8 月 30 日最新发布的

“温馨提示”上，上博再次显示了他们

致力于营造安全有序的购票环境，坚

决抵制机构或个人恶意抢票、高价倒

卖等行为的决心。“同时，上博会加强

票务监督与管理，若发现有机构或个

人恶意抢票、高价倒卖等行为，将联合

公安和文化执法机构坚决予以严厉打

击。”

其实，一些著名博物馆的网上预约

系统被“黄牛”轻易利用，是一件令人

气愤但又着实无语的事情。气愤的

是，这些“黄牛”真心贪得无厌，要完全

垄断网约资源，连一口汤都不给普通

观众留下。无语的是，这件事本来解

决起来很简单，博物馆只要对网上预

约次数稍作限定，对票务流向稍作分

析，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现在

对某一些博物馆来说，明明看到自己

的网上预约系统有漏洞，明明知道有

人在钻空子，但就是任其发展而不干

预。如此不作为，甚至让人怀疑其有

纵容之嫌。

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现

代化，是民众所盼。博物馆作为每座城

市的文化高地，无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

部分，一个小小的网络预约系统应当体

现“以人民为中心”。问题不是不好解

决，却视而不见，任其发展，进而引发民

愤，这就是立场有问题了。博物馆究竟

是谁的博物馆？是“黄牛”和二道贩子的

博物馆，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博物馆？看

来，只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一切才能

迎刃而解。

惊艳亮相载誉而归
该项目从2022年立项起，历时一年余

创制排练。2023年11月，作为第二十二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之一，上海
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传》迎
来全球首演。2024年至今，更是展开全国
巡演，完成全国20城30余场次演出。

在今年的“2024山东春节联欢晚会”
上，该剧精选舞段亮相，行云流水潇洒恣
意间尽显国风气韵和人文情怀，让观众直
呼惊艳，线上平台该节目曾一度霸榜，收
看观众超千万人次，甚至得到了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中国网官方账号、中国驻乌兹
别克斯坦大使馆海外账号的高度赞誉，向
全球展开推介。

不到一年时间，创作团队走进书法圣
地、走到专业人士和书法爱好者身边，以
书圣王羲之的故乡、有着悠久深厚书法文
化与文人积淀的山东临沂为巡演起点。
而在农历三月三上巳节，王羲之《兰亭集
序》挥就之日重回会稽山，以舞挥墨亮相
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第四十届
兰亭书法节开幕仪式，男子群舞展现“永
字八法”之魅，魏晋文人之风；还分别于
2024年两次登台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俘
获年轻观众的审美意趣。

舞者感悟传承责任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舞者，上海歌剧院

舞剧团首席演员宋雨出演《永和九年》，并
在剧中扮演王羲之。“这次能够通过这部
舞剧体会‘书圣’王羲之，对我来说是很大
的挑战，这个角色我找不出太多的艺术表
达形式，更多的是关于书法，我只能去学
习书法认识历史典故进而转化成舞蹈语

汇。”宋雨感慨道，“我们这部剧是将书法
与舞蹈相结合，来展示《兰亭集序》从创作
到传播，再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
个历程。对我个人来说，我被这324个字
深深吸引，并被这字里行间的奥妙所折
服，进而有所思考。”

每一次演出，都让宋雨越来越沉醉其
中。“作为舞蹈演员，我珍惜舞台，珍惜我
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像党的二十大报
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增强文化自
信，作为新时代青年肩负着传承的责任。”
宋雨说道。

深入生活汲取灵感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首席演员谭一梅

在剧中以身为墨，以袖代笔。她说，舞蹈
是种载体，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可以
通过舞蹈来表达它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和
精神内涵。

谭一梅在剧中不仅承担了群舞的段
落，还饰演了“鹅”这一角色。在“鹅”的揣
摩上，一方面，她真的是深入生活看了许
许多多的鹅，看着它们浮游、睡觉、喝水，
去捕捉动物的特性，从生活中发现并且用
更艺术的方式去呈现，赋予“鹅”这一角色
更多灵性和自然感。另一方面，她从《兰
亭集序》里的“之”字展开探索，通过临摹
书写，感受到了书法的节奏、线条和结构，
这些感受都可以转化为舞蹈中的造型感、
动作的力度和节奏的变化。“在汲取了优
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后，能够带来创造力、
美感和源源不断的能量。作为‘后之览
者’，我希望可以让更多观众通过这部舞
剧看到我们优秀中华文化与传统精神持
久永恒的生命力。”

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传》

以身为墨，写意中国文人风骨
1670年前，王羲之酒酣意畅挥就《兰

亭集序》，时隔千载依然让人心醉神迷。
《兰亭集序》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千古
传颂的佳话。

作为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委约项目之一，由上海歌剧院创制
的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传》，灵感正是来自这件超
越时空、跨越国界仍魅力四射的中华文化瑰宝。该剧在全景展现

“天下第一行书”从诞生到传世的非凡历程中，向世界展示出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整部剧的创作背后，也
是一群年轻的舞蹈演员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之旅。

青年报记者 冷梅

博物馆“黄牛”为患
显而易见为何视而不见？

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传》。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