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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大戏小戏看过瘾

(一)精品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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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会、歌舞、童话剧、杂技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演出时间

8月 27、28日

9月 3、4、5日

9月 21日

9月 17、18日

10月 5、6日

11月 3、4日

9月 28、29日

10月 12、13日

11月 15日

11月 17日

9月 4、5日

9月 20、21日

12月 6、7日

10月 9、10日

10月 11、12日

11月 5、6日

11月 13、14日

10月 16日

10月 17日

10月 18日

10月 19日

9月 10日

10月 13日

11月 26日

12月 22日

11月 6日

11月 13日

10月 1、2、3日

10月 4、5日

10月 6、7日

10月 26、27日

11月 8日

项目名称

京剧《抗倭将军戚继光》

庐剧《东门破》

舞剧《红高粱》

舞剧《徽班》

民族舞剧《金陵十三钗》

沪剧《挑山女人》

黄梅戏《榴花不开盼哥回》

黄梅戏《半个月亮》

泗州戏音乐剧《绿皮火车》

泗州戏《一罐黄金》

吕剧《苦菜花》

扬剧《完节堂 1937》

黄梅戏清唱剧《汉宫秋》

多媒体黄梅戏《天仙配》

多媒体黄梅戏《女驸马》

黄梅戏《五女拜寿》

黄梅戏《靠善升官》

黄梅戏《合罗衫》

豫剧《西淝河畔的女人》

黄梅戏《杨门女将》

黄梅戏《一文钱》

谢里·萨洛夫（乌克兰）钢琴演奏

卡尔·彼得森（瑞典）钢琴演奏

奥西里斯（荷兰）钢琴三重奏

莫斯科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三重奏

民族歌剧声乐专场

世界经典歌剧声乐专场

童话剧《拇指姑娘》

童话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童话剧《丑小鸭》

安徽民歌精粹展演

歌舞剧《风情安徽·黄山颂歌》

演出/展示地点

安徽大剧院

合肥大剧院

合肥大剧院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大剧院

合肥大剧院

合肥大剧院

安徽大剧院

合肥大剧院

合肥大剧院

宿州大剧院

马鞍山大剧院

安徽大剧院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大剧院

安徽大剧院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艺术剧场

安徽省话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话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话剧院小剧场

安徽大剧院

江淮大戏院

演出单位

安徽省徽京剧院

合肥演艺公司

青岛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歌舞剧院

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歌舞剧院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

潜山县黄梅戏剧院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

安徽省泗州戏剧院

安徽省泗州戏剧院

山东省吕剧院

镇江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镇江市艺术剧院

安徽省艺术研究院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

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

芜湖县黄梅戏剧团

利辛县文苑演艺公司

宣城市小百花黄梅戏剧团

望江县长江黄梅戏剧团

安徽乐团

安徽乐团

安徽乐团

安徽乐团

安徽省歌舞剧院

安徽省歌舞剧院

安徽省话剧院

安徽省话剧院

安徽省话剧院

合肥演艺公司

安徽万盛文化演艺公司

票价（元）

30/50/80

30/40/50

30/40/50

10

30/40/50

30/40/50

20/30/40

20/30/40

10

10

30/40/50

30/40/50

10

30/50

30/50

30/50/80

30/50/8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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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20/30

20/30

10

10

30

30

30

10

20/30/40

序号

33

(三)第七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专场

34-57

(四)小戏折子戏专场

58

59

60

61

62

63

(五)群众文艺作品展演

64

65

66

67

68

(六)美好乡村巡演

69

展示——艺韵书香，走进生活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演出时间

10月 28日

9月至 10月

9月 5、6日

9月 26、27日

10月 10、11日

10月 17、18日

10月 13日

11月 8、9、10日

10月 15日

10月 15日

11月 12、13日

10月 22日

9月 25日

9月至 12月

2015年 9月—

2016年 2月

9月—10月

5月—10月

8月—12月

2015年 12月—

2016年 3月

11月10日—15日

11月10日—15日

2014年 11月—

2016年 12月

10月

12月

9月—12月

9月—12月

项目名称

临泉杂技专场

黄梅戏《大清贤相》等 24部

传统京剧折子戏专场

现代京剧折子戏专场

经典徽剧折子戏专场

经典戏曲流派唱腔演唱会

黄梅戏小戏折子戏专场

优秀小戏剧目展演

第五届中国农民歌会主题演出

第五届中国农民歌会——全国农民鼓舞展演

首届华东六省一市小戏展演

群星奖歌舞音乐曲艺展演

第二届安徽省广场舞决赛

惠民巡演

皖江洪流——安徽军民抗战史实展

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镜里乾坤——铜镜背后的故事

明德至善 家国天下——徽州优秀传统文化展

异趣同辉——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习堂

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

重履新安路——第二届全省书画院作品联展

在风景中行走——

中国当代水彩画名家写生作品展

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公益讲座基层巡讲

演出/展示地点

安徽大剧院

安庆市

安徽省徽京剧院梨园剧场

安徽省徽京剧院梨园剧场

安徽省徽京剧院梨园剧场

安徽省徽京剧院梨园剧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滁州市

滁州市农民歌会广场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剧场

蚌埠大剧院

合肥市和平广场

安徽省农民文化乐园试点村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芜湖市博物馆

安徽博物院老馆

安徽博物院

黄山市

黄山市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老馆

安徽博物院老馆

全省图书馆

部分市县图书馆

演出单位

第四届全省民间杂技节获奖单位

安徽省徽京剧院

安徽省徽京剧院

安徽省徽京剧院

安徽省徽京剧院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有关院团

安徽省文化厅

安徽省文化厅

安徽省文化馆

安徽省文化馆

安徽省文化馆

有关院团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

安徽省文化厅

安徽省文化厅

安徽博物院

安徽省书画院

安徽省水彩画家协会、

安徽省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票价（元）

10

10/20

10/20

10/20

10/20

30/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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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第二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季··好戏大家看系列展演展示活动好戏大家看系列展演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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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伴随日军对我国

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我国的文化事业也

遭到了有组织的掠夺和蓄意摧残。日本侵

略者所到之处，大肆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事

业，掠夺焚毁中国的文物图书，犯下了滔天

罪行。

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仅在华北地区就

焚毁各类书刊 65 万余册，因轰炸毁坏的图书

馆及藏书楼不计其数。另外，日军师团一级

还专门配置“文物收集员”，对沦陷区内的珍

贵文物古籍肆意掠夺。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

免遭战火涂炭，一大批有志之士全力以赴，守

望相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谱写了全民抗战

的辉煌篇章。

8 月 15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抗战

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以缅怀有志

之士保护古籍的义举。本报记者撷取了几个

历史片段，以真实的人物和情节还原战争时

期古籍抢救保护事迹。

八路军虎口抢救《赵城金藏》

1933 年，《赵城金藏》在山西广胜寺被范

成高僧发现，这部金代雕版的佛教大藏经成

为中国近代佛教最重要的发现成果之一，聚

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赵城金藏》的发现也引

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抗日战争前，日本东方

文化研究所就曾派人到广胜寺，希望寺院能

够把经卷转让出卖，但遭到拒绝。

1938 年 2 月，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为

了大藏经的安全，将全部经卷转移到飞虹塔

二层大佛像和基座内封存。1942 年春，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得到内线情报，日寇企图

抢夺《赵城金藏》。中共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

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立即将情报向太岳区党委

汇报，区党委继而上报中央。不久，延安传来

电报，要求秘密、迅速地抢救《赵城金藏》。

得到批准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分区

基干营和洪赵县游击队、地委同志在群众配

合下，夜入广胜寺。4000 多卷大藏经全由人

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可是，经卷还未

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

扫荡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

经卷共存亡。”。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经卷被

运到山西沁源县太岳区委驻地，后来又辗转

移到该县一座废弃的煤窑中。由于煤窑矿洞

渗水潮湿，部分经卷受潮发霉，黏结在一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

《赵城金藏》交由北方大学保护。1946年国民

党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经卷遂

全部转移到河南太行山区的涉县，存放在温

村的天主教堂内。

1949 年 1 月，北平解放，根据中央人民政

府指令，《赵城金藏》被运至北平，交由北平图

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

郑振铎竭尽全力保护民族文脉

抗战期间，郑振铎以个人之力，抢救了一

大批古籍文献，为民族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

贡献。如今，这些古籍文献大部分保存在中

国国家图书馆，同时入藏的还有他抢救古籍

的史料。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通

过研究这些史料，还原了抗战时期郑振铎艰

难的藏书经历。

1940 年，郑振铎又与张寿镛、何炳松、张

元济、张凤举等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得

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在“孤岛”上海与

江浙等地大举收购流落市肆的古籍文献，两

年间所得甚丰，极大地阻止了古籍文献的损

失与外流。

在郑振铎抢救的古书中，最重要的莫过

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该书所收元明

杂剧多达 242 种，且其中半数为以往未见传

本，可谓中国戏曲史研究的一大宝库，可是，

该书的购藏经过颇为曲折。

1938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郑振铎得到信

息，苏州书商曾发现 30 余册元剧，他估计就

是该书，于是立即将消息告知任职教育部的

卢前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第

二天，郑振铎获得确切消息，《古今杂剧》已

一分为二，分别藏在两位古董商人手里，当

晚，他兴奋无眠。次日他筹得千元，作为取

书定金，随即又写信告知袁同礼，全书三千

元可够得。袁同礼复信称，北平图书馆愿以

三千元购入。可随即书商反悔，将书价抬高

至万金。郑振铎再次向卢前、袁同礼发电报，

告知书价。袁同礼次日回电，说北平图书馆

无力购入。一天后，卢前却回电告知，教育部

愿出资购下。郑振铎大喜，他立刻找朋友议

价，最终以九千元成交。这部珍贵的元明戏

曲集，从此成为公藏之物，如今它收藏于中国

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为抢救古书，耗尽了所有资产，变

卖 了 夫 人 的 陪 嫁 ，甚 至 不 顾 家 人 的 生 计 。

1958 年飞机失事，郑振铎不幸遇难。家属秉

承他的遗志，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文化部

指定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

经过清点，总计接受中文、日文文献 15275 部

90664册又 2350张，外文书 1427册。

战乱中的善本南迁与运美寄存

1935 年，北方形势日趋严峻，为了使善本

安全能够得到足够保障，国立北平图书馆克

服运费严重短缺等困难，将 197 箱甲库（清以

前）善本、107 箱乙库（清以后）善本、49箱唐人

写经、15箱内阁大库舆图、8箱汉石经楚器及金

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30箱西文东

方学善本以及 64 箱梁启超寄存书籍，经由北

平中国旅行社分批南运，分别寄存于上海商业

储备银行、上海中国科学社和国立中央研究院

工程研究所三处。

1941 年，上海租界内的形势日渐紧张，出

于对南迁善本安全的考虑，国立北平图书馆

副馆长袁同礼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协

商，拟将存沪善本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

保管，待抗战胜利后再物归原主，然而数次

协商未果。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闻讯后，极

尽所能促成此事，并数次与美国国务院和国

会图书馆接洽。考虑到存放上海的善本数

量庞大，全部运美不太现实，袁同礼便同其

他人花费了 20 天的时间挑选出一部分比较

重要的善本，共计 2720 种，3 万余册，装成 100

箱。这些大都是宋、元、明、清历朝内阁大库

的旧藏，可以说是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

善本的精华。

1946 年，袁同礼馆长拟派钱存训赴美，将

这批寄美保存的善本书运回国立北平图书

馆。令世人遗憾的是，国内内战爆发，局势动

荡，致使此事一再延缓，后因种种原因运往台

湾中央图书馆寄存，至今未归。这也成为袁

同礼与钱存训先生一生的牵挂与遗憾。

浙黔两省联手共护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机不时飞临沪杭铁

路沿线骚扰，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

称“阁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浙江

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为防馆藏珍贵古籍和阁

书遭到破坏，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

全馆员工昼夜奋战，三日内将 140 箱阁书、88

箱其他善本装书完毕，运往位于杭州西北角

的富阳。从此，这批珍贵古籍便踏上了近十

年的艰险之路。

随着淞沪会战的吃紧，古籍又依次被转

运至建德和龙泉。就在阁书暂存建德时，浙

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电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建议将阁书运至内地为妥，这也是陈训慈的

建议，但此前一直没有得到采纳。1938 年 3

月，浙江大学受教育部之命，承担起主持《四

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迁往贵州的重任。

途经福建、江西、湖南共 2000 多公里的船运、

人挑、马驮之后，1938 年 4 月 30 日深夜，阁书

安全运抵贵阳，存放在距城中心两公里外的

张家祠堂内。

贵阳远在西南边陲，又在群山之中，人们

原本以为这样的地理优势可保无虞，然而，

1939 年 2 月 4 日日本飞机对贵阳城繁华地段

的轮番轰炸使阁书的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

胁。在贵州省立图书馆一名职员的建议下，

1939 年 4月 8日，阁书被转移到贵阳城北许官

溪镇的地母洞。地母洞位于山顶，被茂密森

林覆盖，洞内面积达百余平方米，是一个天造

地设的书库，阁书藏于此解决了免遭敌人轰

炸破坏的问题。但是贵州多雨，因而对阁书

的除湿防护变得尤为重要。每年春秋两季，

晴天较多时，守护阁书的职员要对阁书进行

开箱晾晒，还特别制定六点防潮措施，对开箱

晾晒的操作程序和要求都非常具体。这样细

致精心的晾晒每次都动辄数月，费时费力，急

需人手时，图书馆的馆长和浙江大学的教授

也要参与其中。“库书在地母洞安然无恙保存

了 5 年 8 个月时间，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守护的

人们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藏书进行了科

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和防护。”贵州省

图书馆副馆长钟海珍感慨道。

1944 年秋，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

豫湘桂战役。敌军长驱直入黔境，有关方面

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到重庆。1945

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 5

月 7日，六辆汽车载运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

重庆青木关。护书人员以身家性命守护阁

书，于 7月 5日安全返回杭州，阁书不缺一纸。

抗战烽火中，他们选择了与典籍共存
本报记者 屈 菡 通讯员 张倩竹

“ 抗 战 史 非 常 难

写 。 除 了 史 料 浩 瀚 之

外，我们对于这段历史

的 认 知 实 际 上 有 很 多

需要探讨。”8 月 12 日，

《抗日战争》作者、著名

军旅作家王 树 增 在 北

京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的 讲

座中，强调对抗日战争

这 段 场 历 史 的 认 知 格

外 重 要 。 十 几 年 搜 集

史料、五六年写作而就

的《抗 日 战 争》掀 起 了

非 虚 构 作 品 的 销 售 热

潮，这也是北京阅读季

纪 念 抗 日 战 争 暨 反 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主 题 阅 读 活 动 重 点 推

荐图书之一。

记者了解到，本届

北京阅读季以“阅读点

亮 中 国 梦 ”为 主 题 ，以

纪 念 抗 日 战 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0

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

了形式多样、层次分明

的 阅 读 活 动 ，其 中 ，抗

战主题活动之多样、鲜

活、丰富在读者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力。

8 月是北京阅读季

抗 战 主 题 活 动 的 重 点

月，北京全城范围内共

开展了近百场读书活动，其中重点活动 20 场。在这

些活动中，除了王树增的讲座，还有军事专家的最新

研究成果，也有亲历者的经历分享，从多个角度和多

重维度还原历史的真相，消除公众对抗日战争历史

的模糊认识。8 月 1 日在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举行的

《何有此生》共读会上，作者中岛幼八将该书中描写

的几位中国养父母抚育他成长的经历做了现场讲

述；8 月 14 日，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何勤华深入机关，

开展了一场《东京审判的伟大贡献与若干遗憾》的

讲座。而像这样邀请作家、知名人士与读者进行面

对面的系列活动有近百场。北京阅读季通过邀请

国 内 外 知 名 作 家 走 进 社 区 、走 进 校 园 举 办 名 家 讲

座，让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历史，珍爱和平，激发民族

精神。

除主题讲座外，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

活动在北京全市范围内陆续展开。北京阅读季依托

16 区县全城联动，既有北京市大型群众诵读活动等大

型纪念性活动，也有以影像还原历史的中国出版集团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摄影作品展和“大兴记忆：

不能忘却的纪念”主题展览，更有以行动来追寻历史

的首都大学生阅读联盟“追寻抗战足迹“和西城区征

文活动、答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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