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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到北京海淀调研文保工作

“微笑彩俑”省际联展在黑龙江举办

广州演艺产品美国演交会上受青睐
1 月 29 日，美国东部华人华侨举行盛大的新春花车游行，庆祝龙

年春节，吸引了数十万名游客和当地市民观赏。

图为由纽约华人装扮的醒狮在美国纽约唐人街参加华人新年

游行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 雷 摄

北京：文化飘香庆新春
本报驻北京记者 丁 杨 李 雪

舞蹈舞蹈《《凤悲凤悲鸣鸣》：》：

叙 事 别 致 震 撼 人 心
本报记者 翟 群

龙年春节，北京城乡处处文

化飘香。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局获

悉，除夕至正月初五，26个主要庙

会和民俗活动吸引市民566.8万人

次；23家公共图书馆开展102场讲

座、交流和演出活动，6万余名读者

受益；43 家主要剧院演出 298 场，

吸引观众近30万人次。此外，遍布

城乡的文化馆（站）共开展了90余

场文化活动，受众达百万人次。

民俗文化人气足

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京

城几大庙会上的游客较前几日

不减反增。龙潭庙会上 8 支花会

表演队的拿手绝活引来阵阵叫

好声；地坛庙会的仿清祭地表演

和文艺演出吸引大批游客。

同时，北京各区县依托地域

文化优势，推出系列民俗风情活

动。厂甸庙会将民俗花会与琉

璃厂士子文化相融合，推出“金

榜题名状元游”特色花会活动，

进行中幡、天桥摔跤、琴书、撂地

相声等演出，呈现天桥民俗演艺

文化；第十一届北京民俗文化节

暨第十四届东岳庙春节文化庙

会则结合祈福主题推出子时祈

福、请红腰带、挂福牌、绕福树、

打金钟等活动，并恢复了北京东

岳庙规范繁多的斋醮科仪，再现

传统文化魅力。

群众文化唱主角

今年春节，北京的群众文化

活动坚持面向基层、重心下移、

服务群众的原则。北京市文化

局 在 春 节 期 间 开 展 了 以“ 喜 迎

新 春、颂 扬 北 京、传 递 温 暖”为

主 题 的 系 列 群 众 文 化 活动，共

有 212 项公益活动，包括庙会展

演、展览展示、公益讲座、综艺晚

会、游园游艺五大类型，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和欣赏。朝

阳区组织流动放映队深入偏远

农 村 ，放 映 优 秀 故 事 片 和 实 用

的 科 教 片；密云县开展了“送戏

下基层”“送图书下基层”和“送

数字电影下基层”活动，活跃群

众节日文化生活。

图书馆、文化馆作为文化活

动的重要场所，联合各街道、乡

镇文化站和文化活动中心在春

节期间共组织了 11 项市级重点

活动、200 多项基层文化活动，直

接为基层百姓服务。来京创业

和务工人员除了和北京市民一

样享有免费的基本文化服务外，

还能参加专门为他们组织的文

化活动，如通州区举办了慰问进

京务工人员演出活动，并为外来

务 工 者 子 女 开 展 免 费 阅 览 服

务。西城区图书馆举办了“视障

读者庆新春游艺会”，东城崇文

图书馆为孤寡老人送书上门，帮

助中老年读者、残疾人通过文化

信息共享工程实现更好阅读。

文艺舞台惠民生

春节长假期间，首都主要剧

院平均上座率达 69.2%，比去年

同期上升 5 个百分点。近 300 场

演出涵盖戏曲、话剧、芭蕾舞、儿

童剧、杂技、曲艺、音乐会和演唱

会等多种舞台演出样式。

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

分别坐镇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

大戏院，共演出20场大戏，让戏迷

们过足了戏瘾。国家大剧院的原

创话剧和德国汉堡芭蕾舞团的芭

蕾舞剧，保利剧院的莫斯科国立交

响乐团新春音乐会等，都为观众

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

今年春节的各类文化活动，

都非常注重公益性。首都剧院

联盟旗下 30多家成员单位均推出

了50元至100元的低票价区，长安

大戏院更是推出了20元的日场票

价。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怀柔、

密云等郊区县剧场还在春节期间

推出 39 场平均票价为 20 元的公

益演出，让 3 万名观众直接受益。

龙年春节期间，江苏南京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看民

间文艺演出、赏花卉盆景展、猜迎

春灯谜成为市民过年的重要方

式。据了解，春节期间南京市及

各区县组织安排的舞台歌舞戏剧

演出、广场文化活动、文化艺术展览

等文化活动共有50多项，让市民度

过一个欢乐喜庆的文化年。

五彩花灯耀古都

春 节 前 夕 ，第 二 十 六 届 江

苏·秦淮灯会亮灯仪式在南京中

华门瓮城广场举行，来自台湾的

巨型灯组“神龙腾跃”与中华门

瓮城顶端的“龙腾盛世”主灯交

相辉映，一片盛世龙腾景象。南

京市秦淮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告

诉 记 者 ，本 届 灯 会 在 夫 子 庙 陆

上、十里秦淮河水上、明城墙空

中立体布展，灯展、灯景、灯船、

灯市“四灯”同展，再现“秦淮灯

彩甲天下”盛世美景。

据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

协会名誉会长郭蔡文介绍，为了

参加此次秦淮灯会，台湾特意选聘

了最好的灯艺师傅，扎制了高达14

米的“龙腾盛世”等40余个灯组，希

望借“龙”这一全球华人共有的主

题，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月 22 日晚，除夕之夜的南

京玄武湖畔灯火璀 璨 、流 光 溢

彩，玄武湖公园举办的“千只龙

灯来相会，除夕之夜同贺岁”辞

旧 迎 新“ 喊 年 ”大 型 祈 福活动，

吸 引 了 近 百 位 属 龙 的 市 民 参

与。从当晚 8 点半起，玄武湖公

园门前就聚集了大批市民，在面

积达 40 平方米的超大屏幕前观

看春节联欢晚会。

民俗馆内过大年

大年初三，南京市民俗博物

馆内座无虚席，大红灯笼与一串

串彩灯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观众们看着以方言表演、反映身边

事、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精彩节

目，备感亲切。南京白话演员赵爱

民一身红装登场，刚一亮相便赢得

满堂掌声。他表演的《金陵吆喝》

呈现出了数十年前南京街头“卖冰

棍”“修雨伞”“炸炒米”“补铁锅”等

叫卖声，原汁原味，引起了现场观

众的共鸣。

在民俗博物馆展厅内，展示

着各种南京民间工艺品，云锦、

剪纸、木雕、竹刻等各具风采，在

数 只 大 龙 灯 的 映 衬 下 熠 熠 生

辉。很多市民是一家老小一起

过来游玩。走入民间艺人展区，

空竹艺人孙先生上下翻飞把个

空竹抖弄得呼呼作响，赢得了观

众连连喝彩。竹刻艺人赵女士、

绒花艺人赵先生、绳结艺人汤女

士等先后各展拿手技艺，观众连

连拍手叫好。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负责人

表示，为了欢度龙年新春 佳 节，

民俗博物馆与南京市白下区文

化 局 对 馆 内 舞 台 演 出 、民 间 工

艺品展示与民间艺人现场展演

进 行 了 精 心 组 织 ，春 节 假 日 期

间天天有好戏，时时有精彩。

南京：花灯绽放过大年
本报驻江苏记者 王 炜

在具有浓郁东北风情的唢呐

器乐演奏《吹吹打打迎新年》乐曲

声中，59 岁的老汉石印臣一家三

口及乐队成员激情投入的演奏，

引来台下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在日前由吉林省文化厅主办

的吉林省农村文化大院“大地春

歌”文艺展演中，这种原汁原味、

让人眼前一亮的节目比比皆是，

来 自 吉 林 省 19 个

文化大院的艺术团

体共 300 余名参演

人员，精心彩排，为

群众献上了一场具

有浓郁乡土气息的

艺术盛宴。

此 次 参 演 的

16 个节目中，绝大

多 数 由 文 化 大 院

的 农 民 自 编 自

演 。 长 春 市 双 阳

区 奢 岭 街 道 办 事

处 团 结 村 文 化 大

院 表 演 的 二 人 转

《 文 化 大 院 喜 事

多》唱 词 工 整 、幽

默 轻 松 。 这 部 二

人 转 节 目 表 现 的

是 双 阳 区 的 一 位

妇 女 创 建 绿 色 大

棚，拥有资产上千

万 元 ，安 排 200 多

人 就 业 的 故 事 。

演 员 张 启 军 告 诉

记者，戏里的故事

情 节 反 映 的 都 是

他 们 当 地 的 真 人

真事，能把家乡的故事唱出来，他

们感到非常骄傲自豪。

白山市抚松镇中心街村文化

大院表演的舞蹈《印度舞蹈》衣着

鲜艳亮丽、舞姿整齐优美；大安市

费家文化大院演出的音乐快板

《逛逛新农村》把农民朋友对家乡

的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双辽市

赵玉发文化大院演出的京东大鼓

《赵玉发办大院》，用纯朴的语言

讲诉了一个文化大院带头人的苦

乐酸甜。

“唢呐在长春市乐山镇传承

流行很多年，原来在民间只有办

红白喜事时才能找到他们，如今

我们成立乐队，就是要把这种地

地道道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下

去，这也是我们这次力荐《吹吹打

打迎新年》来参演的主要原因。”

长 春 市 朝 阳 区 文

体 局 副 局 长 张 代

军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吉

林省共有文化大院

4048 个，每个大院

都各具特色，丰富

了当地农民的文化

生活。此次文化大

院文艺展演的节目

是 从 各 地 选 送 的

300 多个节目中精

选出来的，竞争激

烈。伊通县邵家村

文化大院的王素萍

是第一次来长春演

出，她是从他们大

院 200 多名成员里

脱 颖 而 出 来 参 加

展演的，她说：“机

会太难得了，我要

珍惜这个荣誉。”

“ 文化大院是

最前沿、最基层的

文化阵地，这个舞

台可以展现农村文

化的丰富多彩，这

么多优秀节目集中

汇演，既是农村文化大院文艺精品

的一次集体展示，也是各地方交流

提高的机遇。”吉林省文化厅社文

处处长李虹说。

“农村现在日子好过了，农民

比的不再是谁的经济条件好，而是

哪个村的文化大院人气更旺、精彩

节目更多。”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

道办事处团结村文化大院的刘娜

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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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

友）由黑龙江省博物馆、陕西汉阳

陵博物馆联合举办，为期一个月

的“微笑彩俑——汉景帝的地下

王国”特展，日前在黑龙江省博物

馆举办。

此次展览的展品包括着衣式

陶俑、动物陶塑以及生产、生活器

具、建筑材料等，全面展示了“文

景之治”中汉景帝刘启帝陵的情

况。展览共展出文物 85 件（套），

多数为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一

级文物 5 件、二级文物 30 件，展

览 规 格 之 高 ，为 黑 龙 江 省 博 物

馆近年特展所罕见。

在 2011 年举办的第九届全国

舞蹈大赛上，四川省成都市文化

艺术学校根据著名作家巴金小说

《家》中丫鬟鸣凤的故事改编创作

的舞蹈作品《凤悲鸣》，以鲜明的

个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荣

获创作一等奖。日前，应国家大

剧院的邀请，成都市文化艺术学

校携《凤悲鸣》进京，参加了国家

大剧院 2012 年新春演出季之“中

国舞蹈明星名作荟萃”的两场演

出。在这台汇聚国家级舞蹈团体

和杨丽萍、王亚彬、刘福洋等明星

舞蹈家的演出中，《凤悲鸣》格外

引人注目，它是整场演出中唯一

一个由一所地方艺术学校创演的

节目。

在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背后，

是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师生们智

慧的结晶和不懈的努力。校长钟

刚毅说：“我们的目标是以成都厚

重的历史文化为素材，提炼创新，

打造本土元素作品，展示成都优

秀的地方历史文化和艺术品质。”

创作团队选择了巴金的作品

《家》来打造他们心目中的艺术精

品。但改编这样一部文学名著，

并且要在短短几分钟内以舞蹈演

员的肢体动作和队形变化表现其

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文化内涵，其

难度可想而知。

“越是本土的作品越具有世

界性，尤其是叙事舞蹈作品，它不

仅仅是为了一个比赛，更要给观

众留下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想象、

更多的色彩和回味。为此，剧组

大胆起用了年轻的编导和作曲，

在作品中融入更新的观念。”钟

刚毅说。

巴金小说《家》中描写的那个

时代已经远去了，为了走进那样

的深宅大院，走进丫鬟鸣凤的生

活 ，创 作 组 买 来 了 巴 金 的 作 品

《家》及有关评述资料，参加这个

舞蹈组的人，人手一册。大家广

泛阅读，从多方面了解那个时代

的背景。他们还到巴金曾经生活

过 的 成 都 老 街，到 了 望 江 公 园，

最后停留在百花潭公园的巴金纪

念 馆，去 感 触、琢 磨 那 个 时 代 的

氛围。

为了提升这个舞蹈的品质，

剧组还邀请了著名学者、诗人流

沙河给演员专门讲述丫鬟的来历

以及巴金《家》中的鸣凤这个人物

形象。演员们从最初的迷茫中，

开始品味出一个丫鬟所应该有的

生 活 细 节，一 颦 一 笑，从 烧 茶 煮

饭、洗衣买菜的日常生活，品味出

其以天真无邪、玲珑秀美的纯洁

生命，在难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中

博取自由，而又难以获得自由的

内心感受。丫鬟鸣凤的形象，在

流沙河生动的讲解中，渐渐鲜活

起来，演员们对表现舞蹈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

在《凤悲鸣》中，有两个典型的

形象：一个是舞蹈的主体形象——

善良美丽的鸣凤，代表了美好、未

来和明天的希望；另一个群体形

象是舞蹈中的一群黑衣人，她们

是封建礼教家庭势力的代表。这

两个对比鲜明的形象符号，构成

了舞蹈的力量碰撞、善与恶的较

量 。 尽 管 美 丽 的 鸣 凤 最 终 被 湖

水、黑夜以及封建势力吞噬，但美

好的希望依然存在。舞蹈提供的

虽然是规定的场景，但是给观众

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著名舞蹈教育家、北京舞蹈

学院原院长吕艺生和中国民间舞

专家潘志涛都认为，这是震撼人

心的叙事性舞蹈的典型范本。《凤

悲鸣》的剧场演出效果让人感动，

与表演者出色的舞台呈现是密不

可分的，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的

同学们以其小小年纪如此圆满地

完成表演任务，令人由衷赞叹。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副主席冯双白称该剧为“舞台时空

转换这一创作趋势的出色代表”。

他说，作品由黑衣的女人和白衣的

鸣凤对比形成，同时构成的则是黑

色的、压抑的世界与白色的、纯洁

的、光明的世界。两种颜色，两种精神

气质，象征着吞噬生命的湖水——

物理空间与向往神圣自由爱情——

心理空间的强烈对比。

本报讯 在日前举办的 2012

年美国表演艺术演出交易会上，

广州演艺产品交易团带去的精选

剧目备受青睐。

此次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交易

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 3477 家演

出经纪组织、演出机构参加。广

州演艺产品交易团已连续 3 年参

加该交易会，此次他们带去了杂

技 剧《西 游 记》、人 偶 剧《八 层

半》、广东音乐精品音乐会《东方

天籁》等 10 多个产品。据不完全

统计，有来自世界各地 400 多个演

艺机构到广州演艺产品交易团展

位前咨询，许多机构表示希望参

加 2012 年的广州演出交易会，知

名 演 艺 机 构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演出

公司、北美巡演咨询公司、波兰舞

蹈团、加拿大辛纳演交会等还就

此与广州演艺产品交易团进行了

洽谈。

交 易 会 期 间，杂 技 剧《西 游

记》与纽约、华盛顿、多伦多、温哥

华等 7 个城市达成巡演意向。来

自德国、法国、波兰等国的演出商

也表示，愿意把广州演艺产品介

绍到他们的国家。

交易会期间，全美表演艺术

经纪人协会总裁兼主席马里奥·
加西亚·达勒姆与广州演艺产品

交易团成员进行了会谈，对广州

市参与国际演艺活动表示欢迎，

并希望与广州演出交易会合作。

（王 楠 曹晓亮）

本报讯 （记者宾阳 通讯员

谢中国）近日，在中国国家画院副

院 长 张 江 舟 的 带 领 下 ，该 院 10

多 名 艺 术 家 来到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巴马县，走村访寨，采

风讲学，并为这里的贫困学生和

家庭带来学习和生活用品，给老

区人民送去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据了解，2011 年，中国国家画

院与广西红十字会联合倡议发起

了“博爱·绿色家园”慈善行动，将

义拍善款用于救助广西旱情严重

的地区。在此次 2012 年“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中，中国国家

画院的艺术家为广西百色市革

命老区捐赠了价值 500 万元的物

资，包括电脑、大米、食用油和棉

袄等。在那桃乡，艺术家给学生

们讲授艺术兴趣的培养和艺术

创作的乐趣等；在甲篆乡，艺术

家给老区的群众送去了年画和

对联。

本报讯 （记 者 党 云 峰）近

日，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

政 协 委 员 、海 淀 区 人 大 代 表 和

政 协 委 员 组 成 联 合 调 研 组 来

到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六 郎 庄 ，调 研

文化遗址、文物、艺术名人故居

定点保护工作。现场办公的海

淀区文化委员会文化行政执法

队 为 相 关 文 化 遗 产 挂 上“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文 物 普 查 登 记 项 目 ”

标牌。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六 郎 庄 仅 一

个村就有 4 处文化遗产，分别为

始建于清代的真武庙、明清时期

的娘娘庙古茶棚、解放战争时期

革命烈士纪念碑和墓地、我国近

现代花鸟画大师田世光故居兼

艺术创作室。

联 合 调 研 组 在 对 海 淀 区 六

郎庄文化遗产定点保护工作进

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

文化保护调研报告。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

得尔图 班丽丽）经国家广电总

局批准，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文

化频道日前开播。这是内蒙古各

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蒙古语电视

观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

内蒙古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

标志，也是内蒙古广播影视事业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据悉，蒙古语文化频道主要

服务对象是内蒙古的蒙古语电

视观众和其他地区的蒙古族电

视 观 众，全 天 播 出 17 小 时 10 分

钟。主要内容为内蒙古现代文

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

术、音乐舞蹈、民俗风情、娱乐服

务等。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蒙

古语文化频道坚持公益性原则，

不播商业广告、不搞创收，节目生

产制作、传输播出、设备及人员经

费均由自治区财政承担。

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赴广西送温暖

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文化频道开播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郭志

清 通讯员范瑜）近 日，太 原 市 实

验晋剧院建院（团）50 周年暨太

原 市 晋 剧 艺 术 研 究 院 成 立 庆

典 演 出 活 动 在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举 行。

太原 市 实 验 晋 剧 院 成 立 于

1961 年 底 ，由 著 名 戏 曲 教 育 家

张 宝 魁 、晋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丁 果

仙 组 建 ，曾 培 养 出 牛 桂 英 等 晋

剧六大元、武凌云等 5 位梅花奖

演员，以及 29 名杏花奖演员，推

出《丁 果 仙》、《范 进 中 举》、《傅

山 进 京》等 优 秀 舞 台 剧 目 。 近

年 来 ，该 院 平 均 每 年 在 城 乡 演

出 500 余场。

新成立的太原市晋剧艺术研

究院，是太原市文化体制改革的

成果之一，该院将对国家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晋 剧 进 行 深 入 挖

掘、整理，为晋剧艺术提供理论和

学术支持，同时将抓演出、推人

才、出精品作为中心工作。

8 天的庆典演出活动出现了

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盛况。研

究院老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杏花

奖演员及优秀青年演员们悉数登

场，先后推出了精品剧目《傅山进

京》、《齐王拉马》、《华容道》等 35

个剧目。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下设

实验一团和实验二团，演员资源

共享，并在收入分配、经营管理

等方面深化改革，面向农村、城

市两个市场，探索剧团做大做强

新途径。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