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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小飞侠彼得·潘》将上演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国勇）12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 究 所 和 河 北 省 文 物 研 究 所 在 河

北省石家庄市签署《泥河湾地区史

前 遗 址 考 古 研 究 合 作 协 议》，合 力

推进泥河湾遗址群的科研工作。

根据《协议》约定，三方将合作

开 展 多 项 泥 河 湾 遗 址 群 的 科 研 工

作，包括联 合 进 行 遗 址 群 调 查 、发

掘 、研 究 工 作 ；对 已 有 材 料 进 行 整

理 、观 测 、分 析 、测 试 、研 究 ，联 合

出 版 科 研 成 果 ；共 同 举 办 国 内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和 交 流 活 动 ；联 合 培

养 相 关 领 域 的 高 端 专 业 人 才 和 技

术 人 员 ；合 作 建 设 泥 河 湾 研 究 中

心等。

泥 河 湾 遗 址 群 主 要 分 布 在 河

北 省 阳 原 县 境 内 东 西 长 82 公 里 、

南北宽 27 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

内 ，因 具 有 国 际 地 质 考 古 界 公 认

的 第 四 纪 标 准 地 层 、丰 富 的 哺 乳

动 物 化 石 和 人 类 旧 石 器 遗 迹 而 闻

名 于 世 ，被 誉 为“ 东 方 人 类 的 故

乡 ”。 据 了 解 ，目 前 考 古 研 究 人 员

已 在 泥 河 湾 遗 址 群 发 现 早 期 人 类

文化遗存 156 处，其中逾百万年的

遗址有 40 处。

三方共推泥河湾遗址考古研究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

友）12 月 20 日，由中国美术馆与黑龙

江省文联共同主办，为期 9 天的“路

德维希的艺术课——中国美术馆馆

藏作品巡展·黑龙江”油画展在黑龙

江省美术馆开幕。包括毕加索的两

幅作品《带鸟的步兵》和《花瓶边的

男人和女人》在内的 41 幅作品在哈

尔滨与观众见面。

彼得·路德维希是享誉世界的

德国艺术收藏家，他于 1996 年向中

国美术馆捐赠了 89 件 117 幅艺术作

品，其中包括像毕加索在内的很多具

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此次

展览从中精选出 41件，囊括了波普艺

术、照相写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新

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

义等在内的、对世界艺术转向产生重

要影响的作品，涵盖宗教传说、历史

事件、社会生活等主题。

据黑龙江省美术馆馆长张玉杰

介绍，黑龙江省美术馆经多方努力

将 这 批 艺 术 珍 品 借 调 到 哈 尔 滨 展

出，这在黑龙江省美术馆 52 年的建

设发展历程中尚属首次，而且，如此

大规模地集中展出西方现代主义艺

术作品，这在黑龙江的艺术发展史

上也是第一次。

毕加索油画作品亮相哈尔滨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由中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创 排 的 大 型 儿 童 剧

《小飞侠彼得·潘》将从 12 月 27 日起

在中国儿童剧场连演 16 场，用奇幻

的冒险和永不幻灭的童真陪伴小朋

友们辞旧迎新。

世 界 经 典 童 话《小 飞 侠 彼 得·
潘》发表于 1904 年，是英国小说家、

剧作家詹姆斯·巴里最著名的剧作，

故事主要讲述了永远不会长大的彼

得·潘与永远不想长大的小女孩温

迪在“梦幻岛”上和小伙伴们一起收

获友谊并与海盗船长虎克斗智斗勇

的奇幻故事。

《小飞侠彼得·潘》是中国儿艺

继推出《十二个月》、《白雪公主与七

个小矮人》、《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之

后的又一童话主题的戏剧作品。为

了让“小飞侠”在舞台上与剧情完美

结合地“飞”起来，导演廖向红带领

主 创 团 队 做 了 长 达 半 年 的 精 心 准

备。该剧追求艺术与科技的完美融

合，将巨幅 LED 屏、多媒体设计等多

项技术投入到舞台设计中，充分展

现经典童话的魅力。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

表示，《小飞侠彼 得·潘》是 中 国 儿

艺 今 年 的 压 轴 戏 ，选 择 将 这 部 世

界经典童话著作搬上儿童剧舞台，

体现了中国儿艺坚持中国经典、外

国 经 典 和 现 实 题 材 三 者 并 举 的创

作导向。

2014 年 上 海 非 遗 进

校园系列活动之“粉墨登

场 —— 魅 力 无 穷 的 传 统

戏剧”专场活动，12 月 24

日 走 进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

一时间，校园内“生旦净

丑”纷纷登场，唱念做打

逐一亮相，京剧艺术的独

特魅力吸引了莘莘学子。

非 遗 进 校 园 系 列 活

动由上海市教委、上海市

文 广 局 等 部 门 精 心 策 划

“ 菜 单 ”，承 办 高 校 按 需

“点菜”。

图 为 上 海 京 剧 院 青

年演员李文文（右）向华

东 理 工 大 学 学 生 现 场 传

授京剧表演程式动作。

本报记者 洪伟成/文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我宁愿搭上一辈子，只为了心中的

热爱。”日前，在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陕

西分会场暨陕西首届大学生校园话剧艺

术节开幕式上，西安交通大学二年级学

生、参赛话剧《抉择》中的演员王玮婷用

这样的语句诠释着自己对话剧的爱。

随着高校戏剧竞赛展演在陕西人

民艺术剧院启动，《抉择》等 14 部经过评

审委员会严格筛选的校园话剧从全国

各地高校推荐的 40 多部戏剧作品中脱

颖而出。如今，众多像王玮婷一样的青

年正在西安的专业剧场展现着校园话

剧的多姿与精彩。

从今年 10 月中旬至 2015 年 1 月，作

为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唯一的分会场，

陕西分会场凭借“戏剧与青春”的融合，

正在帮助众多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青春插上话剧的翅膀。

“表演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走出

有限的现实生活，去体会纷繁复杂的人

生百态，我享受在舞台上演绎别样人生

的精彩体验。”校园话剧《抉择》剧组负

责人、西安交通大学机械自动化专业大

四学生关健说，“《抉择》是我大学四年

舞台梦想的圆满收尾，也是学生话剧团

对青春和理想的致敬。”

《抉择》讲述了学生林凡在爱情、责

任与梦想的交织中艰难抉择，最终与所

爱的人通过不同方式支持西藏支教事

业的故事，展现了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

大学学子毕业之际在爱情、责任与梦想

面前的心路历程。“校园话剧对于我们

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不但是我们

演，演我们自己，更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是我们永远鲜活的记忆。”一位大学生

观众表示。

参赛的原创话剧直面大学生在学

习、求职、交友等方面的现实境遇，用艺

术的形态诠释着大学生们的处事能力

和心理状态，同时在直白的描述中引发

大家的共鸣与思考。

话剧《我要和你在一起》讲述了当

今社会大环境下的几对大学生，因为

梦想相知相恋，因为责任痛苦挣扎，在

现实的冲击下，“毕业即分手”一语成

谶……然而，一别四年，磨砺让初入社

会的新人们更加成熟，在经历岁月的沉

淀之后，面对曾经爱的人，却发现彼此

的感情依然停留在最青春的样子。

“我个人认为这部剧能够给大家传

递一定的正能量，责任和信仰能够在人

们迷惘的时候发挥指引作用。”话剧《我

要和你在一起》的导演、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大三学生唐睿表示，为了能让表演

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在排练之外，学生

们在生活中也加强联系、联络感情，以

培养默契。尽管排练的过程非常艰苦，

时间非常紧，道具后台到位也花费了不

少工夫，但正是这种压力促成了大家在

舞台上精益求精。

“学生们的表演虽显稚嫩，但一些

优秀作品不但紧贴现实，还有着对人性

的思考和挖掘，甚至有对音乐肢体剧的

实验探索，这些尝试和对艺术梦想的追

求是应当被鼓励和支持的。”陕西人民

艺术剧院院长李萱表示，本届戏剧奥林

匹克陕西分会场包括三个活动单元：一

是专业戏剧展演单元，二是高校戏剧竞

赛展演单元，三是国际交流演出单元。

其中面向大学生的高校戏剧展演是陕

西分会场的特色单元，也是陕西能够最

终 拿 下 这 唯 一 分 会 场 资 格 的 优 势 所

在。设立这一单元的目的就是想在国

际戏剧交流的平台上展示校园戏剧作

品，加强高校间戏剧文化交流。

“我们为每一部进入复（决）赛的剧

目提供 8000 元的资助，并免费提供参赛

演出的剧场设备，安排专业老师及操作

人员为学生们提供帮助。”陕西人民艺

术剧院党总支书记白云生表示。

在舞台上演绎别样人生
———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陕西分会场侧记—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陕西分会场侧记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通讯员 雷 洁

日前，作为参与第三届琴台音乐节

的优秀剧目之一，在武汉琴台大剧院的

舞台上，在 1600 名观众面前，原创校园

音乐剧《迷藏》中，一群不满 18 岁的孩子

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由武汉市艺术学校师生编排的原创

校园音乐剧《迷藏》通过对青春期学生叛

逆、早恋、父母离异、高考压力等一系列问

题的关注，展示出青春期少年从迷茫到坚

强，勇于面对自己、面对挫折的成长过程。

武汉市艺术学校校长杨菁告诉记

者，《迷藏》经过一年多的酝酿、3 个多月

紧张的排练，台前幕后有 46 位教师甘愿

为 31 名参演学生做人梯，主创团队也具

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此前，《迷藏》作为

武汉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优秀剧

目在中南剧场公演两场，已经有几家演

出商看好青春题材音乐剧的市场空白，

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刚刚被评为湖北省示范中等职业

学校的武汉市艺术学校，1992 年便开设

有音乐剧专业，迄今仍以 6 年制中专的

系统教学和学生的“多能一专”在该领

域享有较高知名度。近年来，该校又开

始尝试音乐剧的舞台实践教学，《迷藏》

正是该校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

合的成果。

“这几年国内的音乐剧进入新的发

展期，但人才匮乏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尽管全国有 40 多所高校开设了音乐剧

专业，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培养出的

学生要么能唱不能跳，要么能跳不能

唱。”武汉市艺术学校老校长沈承宙很

早便在国内推介、翻译西方音乐剧，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音乐剧教学。他认为，

现在音乐剧教育的一大问题是学生接

触这门课程太晚，时间也太短。“从生理

结构来讲，初中毕业后，孩子的骨骼就

硬了，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就把学生形体

练好，另外音乐剧是一门综合艺术，要

学的东西太多，为期 3 年的专业课时间

还是太少，很难有成熟的舞台呈现。”沈

承宙说。

武汉市艺术学校音乐剧人才的培

养模式，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是要求“多

能”，在最初阶段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

声乐、台词、舞蹈、表演，后期再根据孩

子的不同特点加以个性化的培养，最终

形成多能基础上的“一专”。此外，该校

在学生培养上还注重学科融合，上台词

课，形体和舞蹈老师要一起参与教学。

沈承宙直言，艺术教育一定要在实

践中学习，教育部要求高等艺术院校学

生都要有毕业作品，但目前国内一些艺

术院校囿于创作要花时间、精力和金

钱，便对毕业大戏敷衍了事，或者干脆

带领学生去旅游景区演出，将学生当作

廉价劳动力，以美其名曰的“艺术实践”

代替毕业剧目，这都是不可取的。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

彩调、文场、戏剧等文艺形式深受当地

群众喜爱，该县因势利导，念好学、练、

演“三字经”，不仅有效地传承了民族传

统文化，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愈加有

滋有味。

“学”字经：
将免费培训送到家门口

“唱彩调讲究的是要真情流露……”

近日，在融安县雅瑶乡组织的彩调培训

班上，30 多名业余文艺队队员和学生接

受了培训，大家都感到收获颇丰。

“我们不仅培训基层文化站的文艺

队骨干，还为老年人、农民工子女、残疾

人等群体举办各类培训班，将免费艺术

培训打造为惠民品牌。”融安县文化和

体育局局长莫荣翔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今年融安县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27

期，包括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摄影等

多个门类，近千名群众，特别是低收入

群体从中受益。

除了市里和县里组织的各类培训外，

融安县文体局还依托“三区”文化人才支

持项目，分期举办了彩调、文场、戏剧和曲

艺培训班，特邀广西戏剧院彩调剧团的专

业演员，为县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的文艺

工作者以及村屯文艺队的业务骨干现场

授课，帮助他们提高表演水平。

“练”字经：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12 月 20 日，距离今年融安县“季季

赛”只剩几天时间，该县长安镇和平社

区 的 文 场 沙 龙 文 艺 队 正 在 紧 张 排 练

中。近日每天晚饭后，队员们都会聚集

到排练室，按照编导的要求排练节目。

累了一天，大家唱唱跳跳、说说笑笑，一

天的疲劳也全然消失。

2010 年，融安县成为广西“和谐文

化在基层”——“周周演、月月比、季季

赛、年年奖”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的试点

县。自此以后，农村业余文艺队建设不

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了

长足发展，业余文艺队从 2009 年初的 47

支发展到现在的 142 支，演职人员总数

达 3000 多人，每年演出 2000 多场，观众

超过 80万人次。

为使文化惠民政策达到均等化，同

时让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与

弘扬，融安县文化馆邀请了彩调、文场

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定期到县文化馆

及各乡镇文化站进行免费培训。“我们

采取‘晚晚排、周周练、月月比、季季赛’

的形式进行业务‘大练兵’，普及推广传

统特色文化。”融安县文化馆馆长曾武

庆告诉记者。

同时，该县还将文场和彩调以“体

艺 2+1 项目”工程列入当地中小学校音

乐课，定期对学生进行培训，努力做到

民间传统特色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

“演”字经：
群众文化生活有滋有味

12 月 9 日，舞蹈《美融安》拉开了融

安县泗顶镇 2014 年“法治文化节”文艺

演出的序幕，来自县里的 9 支文艺队为

泗顶镇的群众奉上一台精彩的晚会。

“听说有演出看，吃完饭，我和家人就过

来占位置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

村里的演出越来越多，村民的文化生活

比以前丰富多了。

为了使演出“火”起来，融安县文体

局还专门制定了奖励机制，激励文艺队

增加演出场次、提高演出质量。“从 2010

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评选出一批优秀

的业余文艺队队长、演员、编剧等，给予

他们一定的奖励，并为文艺队配置音响

等演出设备。”莫荣翔告诉记者，通过这

样的激励机制，促进了文艺队演出场次

的增加，演出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每 年 ，县 里 举 行 的 龙 舟 赛 、“金 桔

节”以及国庆、新春佳节期间举办的各

种大型文艺汇演活动上，都能看到这

些业余文艺队活跃的身影。一场场充

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文艺演出，一个个

贴近实际、贴近基层的小品、彩调、文

场 等 节 目 ，让 群 众 的 文 化 生 活 变得更

加有滋有味。

本报讯 12 月 25 日，2014·首届

中国民族双年展暨第二届昆明美术

双年展在云南省美术馆开幕。刘大

为、孙景波、王孟奇、史国良等 104 位

知名画家，通过 104 件作品展现了云

南 26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本 届 双 年 展 以“ 中 国 梦·云 南

情——画境中的云南世居民族”为

主题，以表现人物为主。本届双年

展打破地域限制，采取邀请展的方

式，邀请了 104 位具有较高水准、在

全 国 有 影 响 力 的 画 家 共 同 参 与 。

画 家 们 把 画 笔 伸 向 最 基 层 的 各 族

人 民 ，创 作 出 37 件 国 画 、36 件 油

画、31 件版画，其中包括刘大为创

作的《佤族妇女》、孙景波的《系头

巾 的 撒 尼 姑 娘》、康 宁 的《少 女 和

羊》等。这些作品多维度地展现了

云 南 世 居 民 族 丰 富 多 样 的 生 活 情

境、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

云南省文化厅厅长黄峻说，本

届双年展是艺术家们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 生 活 ，把 云 南 本

土 民 族 肖 像 作 为 艺 术 创 作 的 主 要

内涵的创作实践，充 分 体 现了“人

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的创作

思想。

据了解，本届双年展将持续至

2015年 1月 26日。 （余结红）

百名画家共绘云南世居民族风貌

广西融安：念好文化工作“三字经”
本报驻广西记者 莫 曲 通讯员 覃柳群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12 月 25 日，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河南省群众艺术馆、河

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河

南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学 会 成 立 大

会在郑州召开，会上通过了学会章

程，孙泉砀当选为会长。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会旨

在 通 过 发 展 会 员 、召 开 学 术 研 讨

会、举办多省间文化交流等不同形

式的活动，保护和发展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体系。

学会的成立是现阶段河南非遗

保护工作的切实需求，也为河南省

非遗保护工作者以及热衷此项事业

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新的交

流、共进的平台。

武汉市艺术武汉市艺术学学校校：：

音乐剧教育瞄准“多能一专”
本报记者 焦 雯

首届青岛市民“五王”（歌王、舞王、琴王、戏王、秀王）才艺大赛市南赛区

近日在青岛音乐厅举行决赛，22 组选手参与角逐。这些选手都是青岛市市南

区居民，他们中有教师、大中学学生，也有银行职员、公安民警等。图为当地

市民表演舞蹈《绛雪》。 本报驻青岛记者 华 伟 摄

校园话剧《我要和你在一起》演出现场。 秦 毅 摄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