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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珊珊）8 月 25 日

晚，作为 2013 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

秀剧目展演的闭幕演出，北京人艺话

剧《解药》再度登陆人艺实验剧场。

据悉，2013 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

秀剧目展演由文化部艺术司、北京市

文化局主办，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于 8 月 9 日至 25

日 在 北 京 为 观 众 带 来 25 台 精 彩 演

出，参演作品以小剧场话剧为主，并

首 次 将 小 剧 场 戏 曲 作 品 纳 入 展 演 。

《保尔与冬妮娅》、《纪念碑》、《女人初

老》、《贵妇还乡》、《彼岸》等多部作品

颇受观众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展演期间，主办单位

还召开了全国小剧场戏剧创作演出

研讨会。

2013 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

目展演是继 2011 年成功举办全国小

剧场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后，政府职能

部门再次举办此类艺术活动。展演

旨在展示全国小剧场戏剧创作优秀

成果，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相统一，体现真、善、美艺术追求的

优秀小剧场戏剧作品，从而引导并推

动小剧场戏剧健康发展。

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落幕

在近日举办的“创业十年·美丽崇左——

惠民商务活动”名特优产品展上，十几个

身着壮族服饰的阿公阿婆又唱又跳，欢

快悠扬的壮族民歌、原汁原味的壮族舞

蹈让游客对风光旖旎的大新县心生向

往。而在龙州展区，天琴美女轻弹低唱、

琴声婉转，展现的又是另一番民族风情。

东兴、防城、凭祥、大新、宁明、龙州、

靖西、那坡，这是镶嵌在广西与越南边境

的 8颗明珠，美丽的风景、淳朴的人民和

富饶的文化沿着蜿蜒的边境线闪烁熠熠

星光。今年 3 月，为破解非遗保护工作

难题，广西中越边境非遗保护惠民富民

示范带（以下简称“示范带”）在靖西正式

启动，这8个县（市、区）将联手在广西中越

边境公路上构筑起一条千里文化长廊。

中越边境上的非遗“示范带”

广西边境全长 1020公里，与越南的

广宁、凉山、高平、河江四省接壤，非物质

文化遗产丰富，其中有入选国家级非遗

名录 5项，入选自治区级非遗名录 28项，

入选市县级非遗名录有众多项。与之相

对的是，边境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投

入相对稀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

传承人的逐渐衰老而面临萎缩的状态。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覃

溥介绍，“示范带”将以国家名录为核心，

以自治区名录为重点，以市、县名录为基

础，以传习示范基地为抓手，以村级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为载体展开建设工作。

“通过3年至5年的努力，我们将把‘示

范带’打造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一个

非遗保护、传承和展示的平台。”覃溥对记

者说，构建“示范带”对中越边境的文化安

全、树立国门良好形象、丰富边境群众文

化精神生活以及惠民富民具有重大意义。

传承人有了“用武之地”

靖西县新靖镇亮表村福巷屯是远

近闻名的木偶之乡，福巷木偶戏世代相

传。以往，每年，提线木偶传承人李克

文总要带着他的木偶到附近的乡村走

街串巷表演。如今，一起演戏的伙伴们

慢慢老去，李克文也因年纪原因慢慢减

少外出表演，而他最忧心的是这项非遗

技艺的传承问题。“我希望能有一个固

定的场所展示提线木偶技艺，以此吸引

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我们也能从

中寻找和发掘有潜力的传承人。”

李克文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在

“示范带”的建设中，各村屯的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生态博物馆等场所，将设立

多个传习中心，为李克文这样的传承人

提供开馆授徒的场地。

“建设‘示范带’是为了把资源进行

有效整合，根据这些非遗的特点和地域的

基本情况有区别、有重点、有体系地制定

出适合发展的规划。我们追求的不是个

别单项非遗的成果，而是塑造一个让非遗

能够得到有力保护和传承的环境。”广西

壮族自治区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廖昆铭说。

新模式注入新活力

在美丽的京族三岛，哈节刚刚落下

帷幕。5 天的节日里，装扮一新的哈哥

哈妹们聚集在哈亭里载歌载舞，通宵达

旦，热闹的节日气氛感染了来自国内外

的游客。“旅游开发不仅吸引外界对京

族越来越多的关注，更为丰富多彩的京

族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注 入 鲜 活 的 生 命

力。”防城港市文体新局局长卢岩说。

与东兴京族三岛一样，在“示范带”

的建设中，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非遗项

目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和开发。靖西县为

打造“壮医之都”，自今年起加大了中草

药产业的发展力度，扩大招商引资，采取“政

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种植+产品回收”

发展模式为药农种植药材解决后顾之

忧。那坡县利用被誉为“壮族活化石”的

黑衣壮吞力屯旅游景点，将非遗保护与旅

游经济相结合，每年接待游客达 3.5 万

人。而一年一度的彝族“跳弓节”举办规模

逐年扩大，已经成为当地展示彝族特色

文化、发展地域经济的重要平台。

根据“示范带”规划纲要，“十二五”

期间，广西将在 8 个边境县建立起全面

的非遗传承展示馆；在京族三岛、竹山、

爱店等边境乡镇村屯建设 50 个传承示

范基地；在江平、高林、旧州等地建设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在东兴、那坡、靖西等地

建设京族文化生态、黑衣壮民歌、壮剧艺术

等4个整体性保护示范区；提升靖西端午

药市等8个民族传统习俗节庆活动。

随着“示范带”建设的推进，一个多

层次的立体式非遗保护与传承示范模式

正在浮出水面。

本报讯 （记者洪伟成 实习生徐

雯婷）由文化部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

办的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

会 8月 28日在沪公布了本届艺术节的参

演剧目及各项活动。

据悉，本届艺术节参演剧（节）目共

46 台，其中境外 25 台、境内 21 台，预计

将演出 130 多场。开幕式演出将由蒙特

卡洛芭蕾舞团带来现代芭蕾舞剧《天鹅

湖》，闭幕式演出将由上海歌剧院带来

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来自世界各

地的名家名团的演出，包括瑞士日内瓦

大剧院芭蕾舞团的舞剧《吉赛尔》、匈牙

利布达佩斯吉普赛交响乐团、美国 TMB

剧团话剧《安东尼舅舅》等。

国内优秀原创剧目将占本届艺术

节参演节目总数的 1/3，其中包括国家

大剧院创排的京剧《天下归心》、国家

话剧院的重磅之作《大宅门》、重庆芭

蕾 舞 团 的 原 创 舞 剧《追 寻 香 格 里 拉》

等。上海的原创作品，除了闭幕式上的

音乐剧《国之当歌》外，还有音乐剧《妈

妈再爱我一次》、歌剧《阿蒂拉》、话剧

《推拿》等。

本届艺术节还涌现出众多委约合

作作品，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作曲家、音

乐家谭盾委约合作的《微电影交响诗：女

书》等。

本 届 艺 术 节 还 将 举 办“ 宁 夏 文 化

周”和“阿根廷文化周”，将带来宁夏演

艺集团歌舞剧院的原创大型舞剧《花

儿》、阿根廷著名钢琴家尼尔森·郭纳的

独奏音乐会等。

本届艺术节还将举办10项美术展览。

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目公布

本报讯 （驻海南记者张钺）8 月

27 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海南省文

体厅、省文物局承办的全国文物进出

境责任鉴定员陶瓷鉴定培训班在海

南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余位文博

工作者将参加历时半个月的培训。

培训期间，10 位国内陶瓷器鉴定

专家将就我国陶瓷器发展历史、各朝

代陶瓷器、各窑口陶瓷器生产工艺，

以及青花瓷等陶瓷器的鉴定知识进

行释疑解惑。海南省有关方面还将

组织培训班学员鉴赏海南省一些珍

贵的海捞瓷。

海南省文体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海南省只有 200 余人从事文博研

究鉴定工作，文博人才尤其是陶瓷器

鉴定方面人才紧缺。很多市县由于

缺乏文博人才，连博物馆都无法建

立。因受市场冲击等原因影响，愿意

从事文博鉴定的人较少。目前海南

文博类人才尤其是陶瓷器鉴定专业

类人才紧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为

海南整理和鉴定海捞瓷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

全国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培训班海南开班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

通讯员于志勇）为进一步增加基层公共

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广泛开展，文化部公共文化司、艺术司

组织开展的“大地情深”——国家艺术

院团（馆）志愿服务走进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8月 15日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与该市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为现场近

万名来自国内外的观众及当地市民奉

献了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盛宴”，

让这里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晚会在大型舞蹈《荷花赋》的优美

舞 姿 中 拉 开 序 幕 。 伴 随 着 熟 悉 的 旋

律，男中音歌唱家余庆海演唱了经典

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观众重

温了那段难忘的岁月。被誉为“苗寨

里飞出的百灵鸟”的青年女高音歌唱

家杨琼，带来了民族歌曲《苗家邀你进

苗寨》，婉转动听的歌声令人陶醉。由

青 年 舞 蹈 家 单 思 涵 领 舞 的 大 型 舞 蹈

《水墨天书》，将中国传统书法与现代

舞蹈完美结合。有着“神秘的东方女

郎”之称的女高音歌唱家胡雁，演唱了

极具异域特色的《孤独的牧羊人》和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让观众领略到

了别样的异域风情。国家一级演员淮

梓伦饱含深情的一曲《那就是我》，唱

出了游子们浓浓的思乡之情。在二胡

独奏表演环节，背景大屏幕上出现了

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二胡演奏家周

维演奏了一曲欢快热烈的《赛马》，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此外，大

型舞蹈《碧波孔雀》、器乐组合演奏《高

加索的情人》、男声独唱《掀起你的盖

头来》以及由牡丹江市文艺工作者表

演的歌舞《风调雨顺牡丹江》、朝鲜族

鼓舞《春雷》等节目，将晚会推向一个

又一个高潮。最后，晚会在大型舞蹈

《盛世鸿姿》的辉煌场景中落下帷幕。

据悉，这场演出是政府出资、企业

赞助的一场公益性广场晚会，使牡丹

江的市民们领略到了国家级院团所带

来的高雅艺术的独特魅力。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进牡丹江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通

讯员杨国勇）8月27日，河北省文化厅召

开党组成员蹲点日记交流会，6名到基

层蹲点的厅党组成员作了交流发言。

交流会上，6名党组成员结合到重

要文化产业项目园区、文化系统基层

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文物研究

保护单位、著名文物遗址保护区、新组

建文艺单位蹲点的经历，从不同侧面

汇报了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基层群众

交流的感受和体会，从不同角度分析

了当前河北文化建设的形势和薄弱环

节，从不同高度阐述了推进河北文化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的举措和方法。

据悉，党组成员下基层调研活动

是河北省文化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活

动计划，每名厅党组成员蹲点时间不

得少于 3 天，同时需要亲自撰写包括

调研基本情况、调研主要成果、自身

切实感受、群众所思所盼等内容的蹲

点调研手记。

连日来，四川省优秀旅游演出评选

展演、首届群众广场舞大赛、成都文化

四季风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舞台上，参加演出的是平

日里就活跃在群众中的基层演员或者

“草根达人”；舞台下，鼓掌喝彩的是社

区院落的普通群众或游客。把舞台还

给群众，让群众成为舞台的拥有者和受

益者。

基层群众需要自娱自乐的舞台

从 5月 27日起，在 3个月的时间里，

活跃在四川省泸州市的文艺巡演队走

遍泸县 19 个镇 38 个村演出 38 场，所到

之处，舞台前总是围满了热情的农民群

众。泸县的农民朋友对文艺巡演如此

捧场，是因为他们近两年来已经养成了

把文艺表演当“点心”吃的习惯。

在泸州，不仅村里人喜欢文艺表

演，城里人也好这口儿。“农民演艺大舞

台”“五月的花海”“七月赞歌”……各类演

出在酒城大地舞动。它们都有一个统一

的牌子——“醉美泸州·百姓舞台”。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和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但因基

层文化设施的匮乏和资金、场地等因素

制约，基层群众的文化表演和文化交流

因陋就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平台，基

层群众急需一个自娱自乐的舞台。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泸州，“百

姓舞台”应运而生。在该模式中，政府

一改既是组织者、吆喝者，又是执行者、

参与者的角色扮演方式，从多重角色中

抽离出来，突出了其组织和服务功能。

政府出资搭建百姓大舞台，市区及四县

政府每年拨付 500 万元以上，用于优秀

剧节目采购以及音响、灯光、舞台搭建

和必要的演出补助等。具体执行时，市

级部门及各区县政府根据全年安排轮

流坐庄，负责主题活动的策划、筹备及

举办，文化部门则全程参与。

采访中不少市民感慨，文化活动一

度成为地方政府给自己“贴金”和“宣

传”的一种手段，而把舞台还给群众，让

群众参与其间、享受快乐和喜悦，才是

文化工作的本质所在。

文化“大盘菜”的主料是群众

在炮制“点心”的过程中，“政府只

负责提供糖、面粉、奶油等食材，而‘点

心’的制作者则是老百姓。”泸州市文化

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形象地比喻说。

通过民间展示舞台，泸州市发现和

挖掘了一批优秀的文艺节目、民间文化

人才，如舞蹈《红云》参加维也纳“中国

俏风情”比赛获金奖，《泸州雨坛彩龙》

作为四川省唯一广场舞代表角逐全国

第十六届群星奖等，一批草根明星成长

起来。

在“恐龙之乡”自贡市，则实现了

“全市文化总动员”。通过贯穿全年的

文化活动，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与以

往不同的是，这道文化“大盘菜”的主料

不再是文化工作者，而是普通群众。“以

前只能在广场上跳坝坝舞，现在我们也

能上舞台表演给大家看了。”自贡市富

顺县“夕阳红”文艺演出队 63 岁的仲元

芳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她说，以前是自

娱自乐，现在当了演员，有义务把这份

快乐放大，送给身边的人。在自贡，政

府会提供场地、资金等支持，文化体制

内的人员则从事一些幕后工作，充当文

化“大盘菜”的配菜和调味料。

9月即将在达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

新农村文艺展演也在践行“把舞台还给

群众”的原则。达州市委宣传部方面此

前透露，今年的文艺展演不请明星大

腕，将以“农民演、演农民”的方式，努力

打造一届具有乡土气息、体现地方特色

和视觉冲击力的文艺展演精品，回归乡

土文艺展演本色。

正在进行中的四川省优秀旅游演

出评选展演，充分发挥观众的积极性，

首次在专家意见之外开通投票渠道，将

大众投票计入评选结果考量因素，让群

众选出自己心仪的节目。

节省的钱用于采购节目送戏下乡

“ 我 的 舞 台 我 做 主 ”成 效 是 明 显

的。以泸州为例，从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泸州市区两级共举办大型广场

主题演出 16 场，参演人员 4000 余人次，

观众 10万余人次。同时，带动了四县组

织开展相关主题文化活动，演出 500 余

场，受众逾 90万人次。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7 月，四川全

省财政拨款举办的专题性文艺演出场

次与费用同比均下降 80%，文化下基层

演出场次则同比增加 8%。80%是如何

降下去的？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志

平告诉记者，由于对专题性文艺演出进

行严格审批和控制，历年常规的团拜

会、元宵晚会等专题性文艺演出纷纷取

消，促进了演出场次和经费下降。与此

同时，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把舞台移到

老百姓身边。“专题性文艺演出减少省下

来的经费被用于政府采购送戏下乡，上

半年增加了 150 多场。”据了解，四川省

交响乐团、省歌舞剧院、省曲艺研究院等

机构今年的文化下乡场次均超过去年。

如果嫌数据太枯燥，那就请到成都

市的各个广场、社区看一看，走一走。

炎夏傍晚，各个广场、社区里，市民正

随着音乐节奏跳“坝坝舞”，跳得好的，

还可以到电视上比拼舞技。为了激发

民间活力，促进四川公共文化事业蓬

勃发展，四川省于 7 月底启动了首届群

众广场舞大赛选拔活动，目前比赛正

如火如荼地开展，最终的决赛将于 9 月

底举行。

此外，在四川广电部门，一场“绿色

频率频道”创建活动正全面展开。整

顿 播 出 秩 序 、加 强 监 管 、查 处 违 规 行

为、努力构建健康规范有序的广播电视

传输秩序，成为四川广播电视行业的一

致行动，通过策划推出一大批群众喜闻

乐见的精品节目，让普通群众成为节目

的主角。

把舞台还给群众
本报驻四川记者 王雪娟 梁 娜 通讯员 谭 斌

河北省文化厅举办党组成员蹲点日记交流会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乔国良）安

徽省是文化部确立的非遗数字化保护

采录试点省份之一。2012 年 3 月至今

年8月中旬历时18个月，安徽将全省列

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 60个项目逐

一进行数字化保护采录，为建立全省

非遗数据库完成了奠基性工程。

按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

规定，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

关数据库是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的

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由安徽

省非遗保护中心联合省文化资源共享

工程支中心开展的此次非遗数字化采

录，注重采录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和

学术性，对一些处于濒危状态的非遗

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料进行了抢

救性保存。采录前对项目进行评估、

研究，撰写采录提纲和脚本，并经过

了专家评审。采录过程中，邀请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相关研究者、知

情人讲述项目的历史源流、现状，进

行实物和技艺展示 ，注 重 同 一 非 遗

项 目 不 同 流 派的细致 鉴 别 ，广 泛 征

集 已 有 音 像 资 料 ，并 对 非 遗 项 目 存

在 的 村 落 和 周 边 环 境 进行录像，尽

可能保留非遗项目的完整性。

安徽完成国家非遗项目信息采录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红）为

期 5 天的第五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

保护和贸易博览会 8月 26日闭幕。本届

博览会共吸引海内外参展企业 418 家，5

天内举办了近 20 场专业活动，入场参观

和直接参与的观众超过 60 万人次，现场

签约金额 33.5亿元人民币。

本届漫博会积极帮扶国产动漫企

业和产品走出去，共成功邀请来自 1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61家海外知名企业携 110

个品牌参展。美国迪士尼、英国 BBC、日

本动画协会、韩国卡通协会、香港梦方集

团、澳门桌上游戏文化产业协会等知名

动漫企业和机构前来参展和洽谈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漫博会特别推出

了“‘松湖杯’原创卡通动漫形象设计大

赛”和“优秀学院动画短片展示推介活

动”，分别组织超 4000 份平面设计和 12

部优秀动画短片，通过展示或举行推介

会，提供对接平台，促进有市场开发价

值的动漫作品的后续孵化，推动原创动

漫动画的产业化。

本报讯 （驻 吉 林 记 者 常 雅 维

通讯员王博凡）8月 27日，吉林省抚松

县召开抗洪抢险英雄追悼大会，缅怀

“8·16”抗洪抢险中牺牲的文化干部张

文 海 以 及 森 警 张 池 、韩 培 清 3 位 烈

士。张文海等 3 位抗洪英雄被吉林省

民政厅授予革命烈士，被白山市委追

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8 月 16 日凌晨，抚松县露水河镇

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该镇

岔河流域多处决口。露水河镇文化

广 播 站 干 部 张 文 海 接 到 防 汛 任 务

后 ，最 先 赶 到 镇 政 府 与 同 事 一 起 疏

散群众，共同救出被困群众 6人。8时

20 分左右，张文海得知还有 两 位 老

人 被 洪 水 围 困 后 ，立 即 与 两 名 森 警

赶 赴 现 场 ，跳 上 皮 筏 艇 前 去 救 援 。

由于水流湍急皮筏艇被掀翻，张文海

与两名森警一同落水。经过 3 天的

搜救，19 日中午张文海等 3 位英雄的

遗体被找到。

35 岁的张文海出生在抚松县露

水河镇，1998 年 8 月，作为一名军人，

他曾经被派往黑龙江省去抗洪抢险，

因表现突出被部队授予“优秀士兵”

称号。在 2012 年汛期，他带领应急小

分队跳入湍急的河水中摆放沙袋，控

制了险情，被评为先进个人。

文化干部张文海为抢救受灾百姓牺牲

第五届漫博会现场签约 33亿元

8 月 28 日，新学期伊始，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小学的 92 名一年级新生身穿古

典服饰，在天津文庙集体参加“开笔典礼”，通过“正衣冠”“击鼓鸣志”“朱砂启智”

等仪式，感知传统文化。图为该校一年级新生在天津文庙开笔典礼上将毛笔举过

头顶。 新华社发（韩 羿 摄）

“示范带”—广西非遗保护的新模式
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郭凯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