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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举办的第九届全国舞

蹈比赛上，陕西演艺集团歌舞剧

院的男子三人舞《泥人魂》荣获创

作三等奖，延安市志丹县歌舞剧

团的群舞《陕北汉子》荣获表演二

等奖，这是陕西省舞蹈界在全国

舞蹈大赛中获奖数量最多、获奖

规格最高的一次。为此，中华社

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共陕西

省 委 宣 传 部、陕 西 省 文 化 厅，于

2011 年 12 月 18 日在陕西西安共

同举办了“陕西省获奖舞蹈作品

研讨会暨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来

自全国及省内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

观看展演、参与研讨。会上，来自

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

会、北京舞蹈学院、陕西演艺集团

等部门和单位的专家学者，就陕

西舞蹈艺术的创作规划、市场营

销宣传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和看法，并就如何打造艺术精品、

如何培养艺术人才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

的深入，陕西省文艺界打破旧有

观 念 和 思 维，解 放 思 想，开 拓 创

新，创作热情不断高涨。陕西浓

郁 的 文 化 氛 围 和 乡 土 风 情 总 令

人 无 限 向 往 ，陕 西 文 艺 界 抓 住

这 个 特 点 大 打 本 土 、民 俗 和 风

情牌，通过本土创新赢来了新的

生 命 力 。 如 由 陕 西 演 艺 集 团 歌

舞 剧 院 院 长 刘 庆 担 任 总 导 演 和

编剧的《金格灿灿彩》，就是从陕

北文化寻求突破创新，靠本院自

己 的 力 量 精 心 打 造 的 一 部 反 映

改 革 开 放 后 新 陕 北 风 貌 的 原 创

歌 舞 音 画 。 该 剧 采 用 独 特 的 视

角和全新的手法，以陕北民歌贯

穿 主 线，以 原 味 信 天 游、拟 人 化

的山丹丹花，以及木偶和皮影手

法演绎陕北民俗，并在舞台表现

上配合以现代声光电技术，让观

众在鲜明、亮丽的不同色调中感

受 用 现 代 元 素 打 造 的 陕 北 农 村

风情画卷。

作为革命老区、革命圣地的

陕北，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

了重大贡献和牺牲，这些都为我

们 的 文 化 艺 术 提 供 了 创 作 的 源

泉，陕北民歌、腰鼓、秧歌、说书、

剪纸、民间绘画等艺术形式不仅

鲜明地反映了地域文化特色，也

反映了陕北人民热爱生活、积极

向 上 的 精 神 风 貌 。 改 革 开 放 以

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

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以前的荒山土岭渐渐变为满眼绿

色，油气田的开发更使百姓的生

活变得富裕起来，“圪梁梁上又传

来了信天游，崖畔畔上又盛开出

山 丹 丹”的 新 陕 北 景 象，激 发 了

大家的创作热情，涌现出许多优

秀的作品。例如陕西演艺集团歌

舞剧院有限公司创作演出的大型

歌舞音画《金格灿灿彩》，志丹县

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信天游歌舞

剧《挂红灯》和《兰花花》，以及大

型情景音画《延安颂》、大型实景

演 出《舞 动 延 安》、陕 北 秧 歌 剧

《米 脂 婆 姨 绥 德 汉》等 。 这 些 优

秀的文艺作品在保留陕北民间原

生态歌舞的基础上，经过了艺术

的加工与升华，不但取得了艺术

上的突破，在舞台呈现上也达到

了 令 人 满 意 的 效 果 。 在 研 讨 会

上，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部主任、

全国舞蹈大赛评委赵铁春就深有

感触地说：“通过观看展演的舞蹈

节目，能感受到浓郁和真挚的民

俗民风，体会到质朴的情感，品尝

出其中纯正的味道。”

另外，近几年陕西的舞蹈编

导们也在大力挖掘关中、陕南的

文化资源，如丁维东编创的陕西

旬阳原生态旅游晚会《兰草花儿

开》、王宏编创的大型原创关中社

火舞诗《华山魂》，提取当地耳熟

能详的民歌、民舞、民曲、民俗等

表现形式，用新锐的艺术构思、创

新的舞美元素，来展示古朴的关

中文化和秀美的秦巴民俗风情，

让观众近距离欣赏到特有的关中

及陕南文化。

在保护、发展原生态的文艺

作品基础上，陕西的编导们还不

断挖掘身边的文化资源，创作出

了一批具有地域特点的原创舞蹈

作品。原生态歌舞更多的是在传

承与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提升，而

原创歌舞则是用现代的审美和舞

蹈语汇来阐释传统或民间民俗的

艺术内容，如丁维东、夏青创作的

男子三人舞《泥人魂》，就是以陕

西凤翔泥塑为原点，以泥塑艺人

为原型而构思编创的，采用拟人

手法赋予泥人以灵魂，用现代的

舞蹈编排手法和语汇，来寓意现

实生活中人们的艰辛、压力和与

命运抗争的顽强。另外，还有王

宏 编 导 的 曾 参 加 北 京 奥 运 会 开

幕 式 的《天 地 社 火》，以 及 群 舞

《打鼓唱天歌》，夏青编导的女子

群舞《胡杨》，马艳丽、樊珺编导

的 双 人 舞《山 楂 树 之 恋》等 一 批

原 创 优 秀 舞 蹈 作 品 。 这 些 作 品

从 不 同 的 视 角 生 动 地 展 示 出 陕

西省文艺创作百花争艳、百家竞

秀的繁荣景象，这也是陕西倡导

和 创 建“ 文 艺 大 繁 荣”优 秀 成 果

的集中展示。

同时，陕西的文艺创作者也

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就艺术创

作来说，一是对人才的培养还不

够重视，目前有些专业领域出现

了 人 才 断 层 。 陕 西 相 关 部 门 决

定，以后将建立健全专业领域人

才培养、培训机制，努力提高艺术

专业人才的待遇，为他们创造一

个宽松的创作环境。二是艺术创

作一定要扎根本土文化，体现民

族地域特色，坚持走精品化、品牌

化、市场化的道路。在文化体制

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陕西的文

艺 院 团 和 艺 术 家 们 不 能 孤 芳 自

赏，只关注自己所想表达的，而将

观众放在一边。陕西不乏优秀的

编导、演员、舞美、音乐人才，之所

以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一些问题，

关键是缺乏有效的运作、营销机

制。目前陕西各文艺院团的市场

意识还不够明确，多数艺术家欠

缺市场经营的经验和思路，没有

把 文 艺 作 品 当 做 文 化 产 品 来 看

待，不懂得计算投入与产出，不去

分析观众心理，团队的商业化运

作也跟不上。所以，今后陕西将

着重培养一批熟悉演艺规则、擅

长市场营销和商业谈判的人才，

建立一流的演艺营销队伍，或者

寻求与国内外相关专业演出市场

机构的合作，做好演出剧目的市

场定位，加强走向市场的策划和

推广工作。积极搭建国内外交流

平台，通过多样化的营销组合和

各种宣传手段，多管齐下，把陕西

优秀的文艺作品展示给世人，开

拓市场，打造品牌，达到艺术口碑

与市场运作双赢的局面。

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仿唐乐

舞》率先开全国旅游演出市场先

河，到如今演艺市场的百花齐放、

争奇斗艳，陕西一直在不断前行

中寻找着突破和发展。这次研讨

会的举办，更是为陕西搭建了一

个舞蹈艺术交流的平台，相信通

过认识问题、总结经验，必将提升

陕 西 的 舞 蹈 艺 术 水 平 和 创 新 能

力，使演出市场呈现繁荣景象，让

陕西优秀的文艺作品走出陕西、

走出国门。

突出特色主动创新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陕西省志丹县地处黄土高

原腹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是

“ 群 众 领 袖、民 族 英 雄”刘 志 丹

的故乡。1936 年 7 月至 1937 年

1 月，党 中 央、毛 主 席 在 这 里 生

活 战 斗 了 7 个 月 ，志 丹 县 因 此

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都”。近

年来，志丹县委、县政府团结和

带 领 全 县 人 民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科学发展观，奋力打造“生态大

县、文化名县、经济强县”，连续

6 年 蝉 联 陕 西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十

强县和西部百强县，荣获了“全

国 文 明 县 城”“ 国 家 卫 生 县 城”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县”等

荣誉称号。

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与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相适

应，我县的文化工作也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 2007 年

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重视文

化工作，把文化事业发展纳入党

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

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 划 ，纳 入 政 府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制，在政策、机构、编制、人员工

资和资金投入上大力支持文化

事业发展，为文化事业提供了长

期、持续、稳定的发展保障。目

前全县上下已形成了各级领导

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全力支持、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化部门精

心组织的良好文化工作格局，有

力地保证了文化事业快速、健康

发展。

健全组织机构是推进文化

工作的关键。自 2007 年以来，我

们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

伐，改建了志丹县剧团，以“老人

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于

2007 年 5 月重新组建成立了志丹

县歌舞剧团；为充分挖掘陕北民

间 艺 术 ，又 组 建 了 民 办 公 助 的

“志丹县残疾人艺术团”“志丹县

民间说唱艺术团”“志丹县街道

办艺术团”，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从无到有，发展势头良好，年演

出达 200 场以上。

通过大力实施舞台艺术精

品 工 程 ，近 年 来 优 秀 作 品 不 断

涌 现 ，特 别 是 大 型 陕 北 信 天 游

歌 舞 剧《挂 红 灯》、《兰 花 花》获

得 巨 大 成 功 ，得 到 了 有 关 领 导

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其中，《挂

红 灯》参 加 了“ 相 约 北 京 ——

2008”迎奥运大型文化活动、第

五 届 陕 西 省 艺 术 节 、陕 西 省 首

届 农 民 艺 术 节 ，获 得 文 化 部 参

演 纪 念 奖 、第 五 届 陕 西 省 艺 术

节 剧 目 奖 、陕 西 省 首 届 农 民 艺

术节优秀表演奖等荣誉。

建设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

经济是城市的实力，文化是城

市的魅力。文化品位的提高，离不

开资金的投入、文化基础设施的

建设，近几年，我县累计投资 2 亿

多元，建成了县宣传文化中心、

体育馆、县歌舞团综合楼，以及

城北、城南文化广场等一批标志

性文化设施，文化馆维修改造工

程、红都保安革命纪念馆、太白

山 生 态 园 工 程 正 在 建 设 之 中 。

其 中，县 体 育 馆 投 资 5000 多 万

元，建 筑 面 积 10576 平 方 米，棋

牌、乒乓球、桌球等大众体育比

赛场馆、重竞技训练室、健身美

体馆，以及塑胶跑道、塑胶篮球

场、足球场等场地应有尽有，并免

费向群众开放，每年都会举办职

工越野赛、国庆篮球赛、农民运动

会等大中型体育比赛。县总工会

职工娱乐中心功能齐全，日接待

量为 100 至 240 人次，设备利用率

在 95%以上。工人俱乐部制度健

全、管理规范，每年都会举办不同

形式的文化活动，并坚持节假日向

未成年人开放。据不完全统计，经

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达到全县总

人口的40%以上。

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得到加强

先 后 新 建 了 金 丁 镇 、杏 河

镇、旦八镇、顺宁镇文化站，启动

了永宁镇等 7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建设，预计于今年底建成并投入

使用。截至目前，全县 200 个行

政村已建成村级文化室 140 个，

占所有行政村的 70%；建成图书

室 136 个（90 个万村书库、46 个农

家书屋），占行政村总数的 68%，

基本实现了县有两馆、乡乡有文

化站、村村有文化室，县、乡、村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文化建设已经在这里生根、

开花、结果。多功能的文化室、

多层次的社会文化网络，使农村

文化阵地真正成为城乡人民求

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

乐园。

县委、县政府认真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对未成年

人 文 化 工 作 做 到 有 部 署 、有 措

施、有效果。文化馆、图书馆开

辟专门的少儿文化场所，两年来

新购图书 10 万余册。在宣传文

化中心建成 1200 平方米的大众

图书、报刊阅览室，年均发放借

书证 2000 余个，并建成了 200 多

平方米的电子阅览室。由县文

化馆牵头成立的少年培训中心，

每年参加学习的达 1000 余人，并

经常举办少年专场书画展和演

出。全县每两年举办一次校园

文艺调演，涌现了许多拿得出、

叫得响的优秀节目。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元 宵 节 秧 歌 汇 演 、消 夏 晚

会 …… 一 道 道 亮 丽 的 文 化 风

景 ，让 志 丹 县 群 众 的 文 化 生 活

变得丰富多彩。

近年来，我们成功举办了陕

西省首届农民戏剧节、“壶口杯”

陕西省第三届小戏小品大赛开

幕式比赛，充分展示了志丹县开

放、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

我们还着力开展文化进机

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

迎 。 近 两 年 来 ，组 织 县 歌 舞 剧

团、残疾人艺术团、民间说唱艺

术团、街道办艺术团分赴各乡镇

演出 120 余场次，送电影下乡近

5000 场，并在全县 80%的乡镇设

立了图书销售点，图书销售逐年

增长，真正解决了农民看书难、

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

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同

时，我们还坚持“请进来、走出去”

的方法，加强文化交流，先后邀请

中国东方歌舞团、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陕西省秦腔剧团等 50 多家

文艺演出团体来我县交流演出，

邀请了王向荣、贺玉堂、赵大地、

王二妮等众多著名陕北民歌手

举办了陕北民歌演唱会和《红都

保 安，魅 力 志 丹》大 型 演 唱 会。

在“请进来”的同时，我们依然坚

持“走出去”，组织县歌舞剧团先

后到北京、南京、西安等地演出

60 余场次，受到观众的好评。

红都文化谱新篇
中共陕西省志丹县县委书记 白小平 志丹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东平

舞台是艺术家创造美、演绎

美，观众欣赏美、感受美的地方，

它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

和净化着人们的灵魂。

细数当下的舞台艺术作品，

高科技、声光电的融入让舞台更

加新奇绚丽，演员的表演也越来

越技术化、专业化，这一切都对作

品创作有很好的推进作用。但依

靠这一模式创作出来的作品，就

如同是同一流水线上生产的产

品，像流星般可能有瞬间的辉煌，

但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这种现象

一度让我很困惑、很迷茫。

记得2008年我参与创作编排

了陕西志丹县的一部陕北原生态

的民族歌舞剧《挂红灯》，这是根据

一个流传民间的真实爱情故事改

编的，也是我作为编导第一次参与

创作的作品。到了志丹，看到的演

员让我很吃惊，这些高矮胖瘦不一

的男孩女孩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

练，心想这些孩子能演简直就是笑

话，当时我就要求从北京调专业演

员。这时候，该剧的总策划王琰大

姐给我讲了很多发生在这片黄土

地上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她说：

“我不要那些雕琢的美、做作的情

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男人如

山、女人如水的敢爱敢恨的真正陕

北人。这些孩子不专业，但是他们

会很努力，你排着试试，给他们一

个机会。”就这样，我开始了排练。

最艰苦的排练环境、最业余的演

员，却给了我最意外的感动，没有

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们一个动作要

练习上千遍，摔得浑身淤血，还不

让我看到，他们永远只有一句话：

“导演，只要你信我，我就能做到！”

排练过程中，我推翻之前所有的艺

术构想，用心去体会他们，用心去

感受这片黄土地。最终，在北京

首演时，这个没有华丽包装，却无

疑有很多瑕疵的剧目震撼了全

场，几乎所有观众都感动落泪，演

出结束后很多观众冲上台去拥抱

这些黄土地养育的孩子。孩子们

哭着抱着我说：“你说我们像土豆，

北京人好像挺喜欢土豆。”瞬间我

泪如雨下。第二天，北京众多媒体

用“来自陕北的野性绝唱”报道了

这部剧。

在第九届全国舞蹈比赛上，

面对众多来自国家专业院团的优

秀演员，这群业余“土豆”用《挂红

灯》里的一段男子群舞又一次感

动全场，获得二等奖，这也是第

一个县级剧团获得这么高的荣

誉。决赛那天我注意到一个细

节，在很多作品的表演过程中，

一些优秀演员的高难度技术动

作引得很多舞蹈同行鼓掌欢呼，

而这个节目结束后呐喊鼓掌的

是真正的观众。引用一个观众的

话：“不觉得这些孩子在表演，感

觉就是他们自己，有血有肉很真

实，很纯粹。”引用一个“土豆”的

话：“导演，我们是用命跳的。”那

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台上台下

的血脉相连。

再观当下很多现象，台上拼大

投资、大场面，拼演员的高难度技

术，台下观众要么看不懂，要么只

是看个热闹。我认为，如果我们追

求的所谓的“专业”脱离了生活，失

去了最原始、质朴的情感，将无法

走近观众，也就没有生命力，若是

这样，不如丢掉这个“专业”。

观众们很喜欢“土豆”
付志涛

《金格灿灿彩》剧照

参加参加““陕西省获奖舞蹈作品研讨会暨优秀舞蹈作品展演陕西省获奖舞蹈作品研讨会暨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活动的专家与演员合影活动的专家与演员合影。。

志丹县歌舞剧团演出的《陕北汉子》剧照
《泥人魂》剧照

本土创新带来新的生命力
——“陕西省获奖舞蹈作品研讨会暨优秀舞蹈作品展演”的启示

孙 剑

陕西省获奖舞蹈节目公益展演展示会上，志丹县歌舞剧团表演

的《陕北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