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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幅图片再现澳门“历史的跨越”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徐超 通讯员李协萍）4月24日，“历史的跨越——

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20周年暨澳门回归13周年图片展览”在湖北省
图书馆拉开帷幕。

据悉，本次展览分为“鸦片战争后的澳门”“民国时期的澳门”“新中
国成立后的澳门”“过渡期的澳门”和“回归后的澳门”五部分，共展出300
余张珍贵图片，图片由数十位不同历史时期的摄影师拍摄，再现了澳门
在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真实反映了澳门的社会变迁。

本次展览由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局、民
政总署、教育暨青年局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
究室、湖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联合举办。展览将持续至5月12日。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杨洪文 通讯员杜彬 龚初）为传承和保护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滇剧，云南省滇剧院与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日前
联手开办“滇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将面向云南全省招生，共同培
养滇剧表演人才。凡毕业考核合格的学生，原则上将定向分配到云南省
滇剧院工作，并逐年解决事业编制。

滇剧传承班将面向云南全省招收11至13岁小学生及小学毕业生50
人，学制六年，毕业将获国家承认学历的中专文凭。为鼓励学生刻苦学
习，在校期间成绩优秀者可获得奖学金。

滇剧是云南省主要地方剧种，约有200多年的历史，其表演既承袭
中国戏曲大统，又有浓郁的云南地方特色。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滇
剧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确定云南省滇剧院为首家保护
单位。

滇剧传承班定向培养50名小学生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山西省原平市日前举办第五届梨花诗歌艺
术节，中国诗歌学会授予原平“中国诗歌之乡”荣誉称号。

原平是驰名全国的梨果产区，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诞生了西
汉女辞赋家班婕妤、佛教净土宗创始人慧远等先贤，在诗歌艺术园地也
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一批原平籍诗人活跃于当代诗坛，其中获赵树理
文学奖诗歌奖的有6人。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地的诗歌协会、团体不断涌
现，活动频繁，诗歌的种子撒遍城乡。退休教师王文奎创办的农民诗社、
散曲社最富特色，5年来发展会员170多人，创作作品1万余首，并在全市
18个乡镇办了13个分社。这种土生土长、自发自觉的草根文化引领着农
村文化建设新风尚，在山西省乃至全国诗歌界引起反响。

山西原平获“中国诗歌之乡”称号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陈关超 通讯员王文全）

近日，由河南省文化厅和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
办，河南艺术中心、郑州市雕塑壁画院承办的首届“艺
术之声”雕塑双年展已完成作品征集。来自国内外雕
塑界的名家纷纷参与，共同致力打造雕塑界盛会。

据悉，该活动从去年年初开始策划，共征集到来
自全国各地260名参与者的530多件作品，不仅有雕
塑家的创作，也有各大院校优秀学生的作品，并吸引
了部分国外友人参与。作品中不乏郑州市雕塑壁画
院名誉院长吴树华以及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长、郑州市雕塑壁画院院长张松正的
力作。经专家评选，将有50件优秀作品参加今年7
月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的为期两年的展出。

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仕俊介绍，这些雕塑很好
地结合了河南艺术中心的特点，体现出现代雕塑丰
富的艺术题材。 作为河南艺术中心打造的“中外音
乐戏剧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双年展旨在提升
河南艺术中心的艺术品位及社会影响力，让观众在
欣赏优秀的音乐、戏剧艺术之余，感受雕塑艺术品的
魅力。

本报讯 （记者焦雯）1962
年，红色经典电影《阿娜尔罕》
曾与《阿诗玛》、《农奴》等影片
一道风靡全国，成为那一时期
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经典
之作。如今，这部经典影片将
再度走上荧屏，为观众展现一
幅新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壮阔
画卷。

4 月 24 日，记者从发布会
上了解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中央电视台共同摄制的20
集电视连续剧《阿娜尔罕》将于
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3
周年之际，在央视一套黄金时
段播出。这将填补新疆本土原
创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
播出的历史空白。

在老电影基础上，由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精心组
织，历时 3 年创作改编而成的

《阿娜尔罕》，通过新疆南疆乡
村一对维吾尔族青年男女的爱
情遭遇和命运轨迹，生动再现
了上世纪新疆和平解放前后，
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浴血奋战，推翻反动势
力压迫，最终从黑暗走向光明
的历史情境，深刻揭示出新疆
和平解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和新疆各民族人
民的共同抉择这一主题。全剧
追求凝重大气的油画质感以及
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
贯穿始终的维吾尔族歌舞将成
一大亮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胡伟出席发布
会并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文
联党组书记黄永军，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副
厅长任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广电局党组书记安思国，以及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
会副主席、新疆舞蹈家协会主
席、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迪丽娜
尔·阿布都拉等出席了活动。

发布会上，有关方面对雅
安地震的受灾同胞表示了深切
的慰问，剧组同时向雅安灾区
捐赠了6万元善款。

本报讯 （记者洪伟成）第3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日前宣
布，合唱艺术周作为“节中节”首次引入“上海之春”，将于5月2日至7日
举办。今后，合唱艺术周将在每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举办。

本届合唱周的主体活动有：大型中外合唱专场音乐会、合唱精品展
演、合唱艺术专题论坛、外国合唱团到社区和大学交流演出等。来自俄罗
斯、美国、德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芬兰、新西兰、韩国以及我国浙江、江
苏、上海的共10多支中外优秀合唱团队将来沪参加演出和相关活动，形
成了一次参与国家多、专业水准高、阵容强大、特色鲜明的合唱盛会。他
们将在上海陆续展示多种合唱样式，涵盖古典、现代、民族和通俗等多种
合唱形式。

令人欣喜的是，几乎每一支外国合唱团都向主办方表达了要学唱并
演唱中国歌曲的愿望，而且不再仅限于耳熟能详的《茉莉花》。从他们选
择的中国曲目来看，外国合唱团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理解也已上了新台
阶。例如美国雄鸡男声合唱团演唱的是中国民歌《小河淌水》，俄罗斯春
天少女合唱团选择的是根据《长恨歌》改编的歌曲《山在虚无缥缈间》，芬
兰合唱团将演唱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斯洛伐克合唱团选择了中
国歌曲《天路》和《再回首》。

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王依群表示，上海是一座喜欢合唱艺术的国
际大都市，合唱活动在上海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利用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举办合唱艺术周，就是为了介绍与展示世界各国高质量的合唱团队，
给热爱合唱艺术的上海市民打开一扇观摩与学习国际合唱艺术发展新成
果的窗口，推动与促进中外合唱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河南雕塑双年展完成作品征集

电视剧版《阿娜尔罕》五月播出

上海之春首度引入合唱艺术周
外国人唱中国歌蔚然成风外国人唱中国歌蔚然成风

4月19日至21日，“春风上巳天”——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2013北大演出季
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次演
出季是采用传统的“一桌二椅”表演形式，
演出昆曲经典大戏全本《白罗衫》、《桃花
扇》以及一台特色折子戏。记者19日晚来
到演出现场，发现售票窗口已排起长龙。

“我喜欢看传统戏，看演员的一招一式，舞
台可能很简单，却给了观众无限的想象空
间。”正在排队购票的清华大学顾女士告
诉记者。

“春风上巳天”系列演出中，石小梅、
赵坚、李鸿良、孔爱萍等演员的精彩表演
展现了传统戏剧古典之美。谈到为何采
用“一桌二椅”的传统舞台表演方式时，江
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常务副院长李鸿良
说，当大家都在提倡舞台大场面、运用声
光电技术的时候，自己的舞台要突显什
么，这一看似很小、很普通的问题，却是演
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利用此次演出
机会，让更多观众感受昆曲传统的舞台呈
现和表演是他们的初衷。

在李鸿良看来，昆曲舞台的与时俱进
是必然，但不能以削弱舞台艺术本体为

代价。他说：“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
艺术形式是积淀下来的，是中国舞台审
美的根本所在。大制作有大制作的需
要，但不能说传统的就是落伍的。江苏
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传统和特色不能轻
易丢失。”

记者了解到，此次江苏省演艺集团昆
剧院的3场演出场场爆满，观众以高涨的
观赏热情回应了李鸿良等昆曲人的演
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吴同学
很享受昆曲之美，她告诉记者：“以往听过
于丹讲昆曲的风雅之美、诙谐之美。这次
演出中我看到了石小梅演小生的风雅，也
看到了李鸿良演丑角的诙谐幽默。”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的李女士是一位昆曲迷。
她说：“看昆曲，最核心价值一定是昆曲艺
术家的魅力。”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戏曲舞台常
用舞台美术提升演出效果。昆曲舞台上
多媒体、声光技术等并不鲜见。多位昆曲
界人士表示，昆曲演出的舞美可以适当运
用，但不能喧宾夺主而失去昆曲抽象、写
意之美。

“有一种现象是舞台艺术让位技术，

见物不见人，挤占表演艺术。华丽的舞
台动辄消费数十万元甚至更多。”知名昆
曲编剧、国家一级编剧张弘感慨道，“舞台
中心应该留给艺术家，舞台不能变成‘展
销会’。”

现在有观众觉得昆曲演出节奏慢、内
容情节拖沓，这与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快
节奏、求新求变的生活观念不无关联。石
小梅认为，应让更多观众领略昆曲的艺术
美。她说：“昆曲是优雅文学与精致艺术
的结合，雅是它最大的特点，看昆曲会让
人摒弃浮躁、沉静下来。若昆曲放下身段
去迎合观众，反而会失去自我。对观众应
该是引导，而不是迎合。”

李鸿良在解释中国戏曲表演精神时
说：“中国戏曲舞台表演小到一个手法、一
个动作、一句唱腔、一句台词都有具体规
范，是中国戏曲表演的灵魂。”他拿《1699·
桃花扇》与全本《桃花扇》做比较，前者时
尚、青春，与全本《桃花扇》并不矛盾；而后
者更艺术、更原汁原味。决定舞台表演艺
术水准的关键是艺术呈现力和表演者的
功底，而不是光鲜亮丽的舞台。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7个专业昆曲院

团在职演员总共能演出的传统昆剧折子
戏约200出，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
很多传统折子戏失传。武汉大学教授、戏
剧研究专家邹元江说：“昆曲当务之急是
抢救。”抢救后的发展就需要创新。对于
昆曲如何创新，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
表示，对昆曲音乐、声腔等剧种的“魂”的
改革创新，必须慎之又慎。

“有人认为昆曲曲高和寡，但不能因
此把它稀释化，牺牲昆曲的传统美去变得
通俗，代价太大。昆曲应该让生活在信息
化时代的人们感觉到从容、恬淡、雅致。”
李鸿良认为，只要悉心培育观众，肯定会
有回报。

昆曲创新应该是继承传统的创新。
“昆曲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回归昆曲
本体。回归、继承不能只是动作、形式等
技术性的继承，还应建立在对昆曲艺术
理解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戏的灵魂应体
现昆曲的表现精神和艺术规律。”张弘
说，“这要求表演艺术家、剧作家等昆曲
从业者的目标，不要停留在让观众眼前一
亮，而是让他们心头一动，被文化的魅力
所打动。”

昆曲舞台：回归本真的恬淡之美
本报记者 刘 茜

4月23日是辽宁省沈阳市实施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3周
年。沈阳市法库县文化馆群众活动中心注重打造文化品牌，相
继成立了铜管乐队、民族乐队、阳光戏社、红旗合唱团和夕阳红
合唱团等12个馆办文艺团队，这些文艺团队经常深入乡村为群
众演出。图为法库县东湖社区鱼梁民悦歌友社的老人们在演
唱《美丽的法库我可爱的家》。 本报驻辽宁记者 袁艳 摄

（上接第一版）
4月21日晚，山东省杂技团演出了为“十艺节”精心

准备的大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梦》。演出现场，全体演
职人员和观众参与了支持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募捐活
动，包括演职员和群众捐款以及演出票房收入共筹得
36544元。山东省杂技团团长姚建国表示，这一笔善款连
同4月26日、27日晚《聊斋遗梦》两场赈灾义演收入，将通
过山东省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此外，4月22日，山东省向太阳书画特展系列活动组
委会、山东省红十字会联合山东省将军书画院、山东大学
书画研究院、济南兰亭书法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万众一
心——齐鲁书画大家支援四川芦山地震灾区专题书法笔
会”。书画家们将创作的近40幅书法作品全部捐献，支援
灾区全力抗震救灾。

河南：爱在绿城，情系灾区

4月23日，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广新局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爱在绿城 情系雅安”赈灾募捐义演活动
举行。郑州歌舞剧院、郑州市豫剧院、郑州市音协合唱
团、郑州消防艺术团等各文艺团体，以及河南省众多文艺
人士积极响应，自行前往活动现场进行义演。演出用温
暖、励志、简朴、深情的节目，表达了对地震灾区的关心，
现场筹集救灾善款1300余万元。

与此同时，参加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剧目全国巡演
的河南省豫剧三团23日来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波峰中学，
为该校4000余名师生以及数百名观众奉上豫剧《朝阳沟》等4
台大戏，并慷慨解囊为地震灾区捐款。演出开始前，河南省
豫剧三团团长汪荃珍、党支部书记贾文龙带领全体演职人员
为灾区捐款，此举感染了现场观众，他们也行动起来积极捐
款，所募集的3.6万元善款将通过涞水县民政局捐给灾区。

另据了解，河南省文化系统目前正积极筹措，采取捐
款以及义演等多种方式，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贡献力量。

浙江：主动请缨义演义卖

4月24日晚，低温、雨水挡不住浙江温州大剧院广场

上演的一场温暖人心的晚会——“大爱无疆 祈福雅安”温
州百名歌手赈灾义演，晚会演出了温州音乐人特地为灾
区创作的歌曲《雅安挺住》、《福佑雅安》、《我们为你祈
祷》。300多名志愿者、200多家企业代表与现场观众一起
哀悼四川芦山地震遇难者，并为灾区踊跃捐款。近两个
小时内，现场共募集80万元现金以及价值74万元的救灾
物资。

据了解，芦山地震发生3小时后，不少音乐人、歌手向
温州市流行音乐协会主动请缨，要求举行一场赈灾义演
晚会。地震发生6小时后，东搏舞台音响器材公司决定无
偿赞助本场晚会所需的舞台灯光音响等硬件设施。义演
申请很快得到了温州市文广新局的批准，并得到了温州
市四川商会的大力支持。

4月25日晚，绍兴城市广场上人头攒动，由绍兴市慈
善总会、市文联等联合举办的“支援雅安地震灾区·爱心
义卖义演及募捐活动”在这里举行。本次爱心活动共募
得善款98033元，其中包括书画作品义卖56890元，爱心
市民现场募捐41143元。记者在现场看到，衣着朴素的市
民王先生捐出了厚厚一叠百元钞票。他告诉记者，平时
以收废品为生的他并不富裕，自己以前也得到过别人的
帮助，现在帮助灾区人民理所当然。

广东：帮助灾区民众渡过难关

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后，广东省文化厅党组迅速
发出倡议，号召文化厅系统广大职工踊跃捐款，帮助灾区
民众渡过难关，早日重建美丽家园，得到了广大文化工作
者的积极响应。4月23日下午，广东省文化厅举行厅系
统为地震灾区捐款仪式。在广东文化厅厅长方健宏带领
下，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共募集善款24.74万元。

此外，东莞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日前在东
莞玉兰大剧院举行了全国首演。目前，为支持地震灾区
人民抗震救灾，该音乐剧的联合出品方商议决定把这次
首演变为义演，首演所有演出收入30万元将全都捐给地
震灾区。

（参与采写：孟娟 张莹莹 杜俏俏 伍秀蓉 金燕翔
谭志红 刁定宏）

各地文艺界情系芦山地震灾区
（上接第一版）社会上一些急功近利的浮躁和不正之风，助长了他
们上下其手的“自信”；本分的文化人、艺术家的善良单纯和随和
宽容，常常被他们“忽悠”和利用。于是，在一些文化艺术领域，出
现了本来学艺不精乃至处于刚入门水平的“大师”，艺术品价值以

“官职”大小论高低，一些“堂会”、笔会成为“人情”会、“上贡”会等
现象，“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为人民群众所诟病，为同行专家所
不齿。这样的现象，是社会潜流泛起的表层泡沫；这样的“文化艺
术”已远离文化的精义、艺术的本真，成为钱权文化、官场艺术的
附庸。

江河湖海的水容量、清洁度不一，其自净承载能力也各有大
小、有一定限度，就是同一条河流，上、中、下游的情况也不相同。
但从整个水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有机整
体，而整体水环境的健康又受到更高层面的自然生态、人类生产
生活状况的影响。同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腐
败现象程度不一、表现不同，具体情况需要各找原因、分别治
理。但如果只是“各管一段”或只是寄希望于“自净”甚至“眼不

见为净”，那和把污水污物直接排入、扔进江河，罔顾下游生态、
民生有何区别？因此，从根本上说，要净化和维护好社会发展环
境包括文化艺术健康发展繁荣的环境，需要正本清源，群策群
力，综合治理。

应该看到，真正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文
化艺术领域的一些不良风气和现象，与社会生活其他一些领域相
比并不算突出。但更应该看到，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氛围对社会
风气具有引领带动作用。文化工作对社会的影响有其特殊性，作
为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来遏制文化领域存在
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作为文化艺术工作者，更应该主动
承担起正本清源、弘扬正气从自身做起的责任。从文化艺术领域
着手，正本，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尊重文化艺术发展的自身规
律，让文化艺术真正洗去浮华、回归本真、服务人民；清源，就是从
源头上抵制不良社会风气和腐败现象，让艺术的归艺术，官场的
归官场，让真正的投身艺术者专心治艺、蔚然成家，让投机取巧的
钻营者无门可入、无利可图。

净化文化环境需要正本清源

（上接第一版）
据浙江省昆剧团团长林为林介绍，《十五贯》在第二届优秀保

留剧目全国巡演中推出了很多公益性演出。为使残疾人能够看
得懂、听得懂，演出在故事情节编排上进行了一些细微调整，在增
加大量手语解说的同时，尽量把场景的转换、人物的穿着打扮和
动作等转化为能让聋哑人更易于理解的“语言”。

“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现场感受昆曲艺术带来的震撼与乐
趣。”聋哑人戴祥荣用手语告诉记者。此前没看过昆曲的他本以
为自己并不感兴趣，看了才知道昆曲如此吸引人。他认为，这次
演出中人物对话加上讲解员的适时解说，让他欣赏这部戏一点都
不费力。“原来昆曲这么好看。”刘春红激动地用手语比划着，以前
只能在电视上看一些戏曲，由于没有手语解说，看得特别费力，而
这次的效果却很不一样。

“最让我感动的不是掌声，而是观众用手语表示的充满着真
挚感情的观后感。”林为林说，艺术团的演出能让聋哑观众看懂并

带给他们震撼，这是大家最欣慰的。在这样的公益演出中，艺术
家们也被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演职人员在传
艺同时得到了教育，更加坚定了他们为艺术事业努力工作的决心。

洛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刘峥伟表示：“对听障人来讲，走
进剧场欣赏戏剧演出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十五贯》运用全新无
障碍表现形式，让300多位聋哑人第一次看懂了。大多数残疾人
除了基本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渴求。衷心感谢
文化部开展的此次优秀保留剧目全国巡演活动，能够让《十五贯》
这样优秀的剧目走近残疾人。”刘峥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
让残疾人走进剧场观赏高雅艺术。

“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怎样开展无障碍的演出，让更多优秀剧
目走到残疾人身边，还需要更多的创意和支持。”林为林表示，会
以实际行动继续为残疾人提供优秀剧目，同时也会通过昆曲的艺
术形式创作一些残疾人励志题材的故事，从而更好地拉近残疾人
与戏曲之间的距离。

昆曲《十五贯》：此时无声胜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