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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好人”谢才华展示剪纸艺术

上海举办首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舞展

百看不厌 一票难求
——越剧《钗头凤》、《梁祝》全国巡演受热捧

本报记者 李 雪

江西赣州章贡区江西赣州章贡区：：

小阵地构筑文艺大舞台
本报驻江西记者 柯中华 实习记者 伍文珺 通讯员 袁晓琴

湖北十堰首届群众文艺展演季精彩纷呈

7 月 28 日 、29 日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15 年度资助项目越剧《钗头凤》、《梁

祝》全国巡演在上海落幕，清越哀婉的

唱腔回荡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熟悉

的 故 事 ，全 新 的 编 排 ，名 角 的 倾 情 演

出，让观众如痴如醉。自今年 3 月 5 日

《钗头凤》在绍兴大剧院首演后，即开

启了《钗头凤》、《梁祝》全国巡演的征

程，至今已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

17 个 省（区 、市）的 46 个 城 市 演 出 82

场，历时 130 多天，行程达 2 万多公里，

观 众 近 10 万 人 次 。 全 国 巡 演 时 间 之

长、行程之满、场次之多，在越剧演出

史上并不多见。

2015 年，越剧《钗头凤》、《梁祝》双

双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钗头

凤》由绍兴大剧院制作推广，越剧名家

李敏、张学芬、陈雪萍领衔主演，再现

了陆游与唐琬凄美的爱情悲剧。越剧

明星版《梁祝》则汇集了当今越剧舞台

上 吴 凤 花 、李 敏 、陈 雪 萍 、张 学 芬 、萧

雅、陈飞、徐铭、谢群英、吴素英、郑曼

莉等名角。这部由江苏、浙江、上海等

地十大越剧院团联袂打造的大戏，此

前已走遍多个省会城市，累计演出 200

多场。冲着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和众

多名角的加入，演出不仅吸引了众多

老年戏迷的关注，年轻观众的比例也

占到 1/3。

“一开始听说要连演 80 多场，演员

们都有点担心。好在各地观众都非常

热情，整个团队也越来越有信心，直到

最后一场，所有演员依然保持着最佳状

态。”著名王派花旦、梅花奖得主李敏回

忆，“演出行程紧张时，我们甚至白天赶

路，晚上接着演出。这个过程虽然很

累，但想到可以把越剧之美传播到全国

各 地 ，大 家 又 打 起 精 神 ，全 情 投 入 其

中。”这次巡演，李敏既在《钗头凤》中出

演唐琬，同时也是《梁祝》的主演之一，

几个月来演出不断，可每次上台，她都

像首演般情绪饱满。

这 期 间 ，舞 美 人 员 也 同 样 十 分 辛

苦。演出一结束，他们就开始拆卸道

具 、装 车 ，并 连 夜 赶 往 下 一 个 演 出 地

点。第二天，他们又早早准备装台，每

个可能影响演出效果的细小环节都不

放过。

7 月 7 日 下 午 ，离 演 出 开 始 还 有 3

个多小时，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大

剧场内，一个瘦小的老先生引起了不

少演职人员的注意。他一会儿到后台

带着戏迷观摩演员化装，一会儿又叫

人送来条幅和鲜花，他就是大连越剧

圈里有名的越剧迷武平银。“我们大连

越 剧 迷 几 乎 包 了 剧 场 前 3 排 的 座 位 ，

就 是 为 了 近 距 离 观 看 名 家 名 角 的 演

出。我这一生都追着越剧跑，现在演

出到了家门口，更是倍感幸福！”武平

银激动地说。

其实，自《梁祝》、《钗头凤》两部戏

开展全国巡演以来，每到一地总能引

起不同程度的反响，戏迷们到处问票、

一票难求的场面早已不是新鲜事儿。

这其中，既有戏迷从 其 他 城 市 赶 来 一

饱 眼 福 ，也 有 一 路 随 着 剧 组 北 上 、连

看多场的铁杆粉丝，还不乏年轻人的

身影。武汉音乐学院一名学生表示，

自己早已养成每天听越剧的习惯，就

连 毕 业 论 文 也 是 以 越 剧《梁 祝》为 主

题成文。

“2014 年 我 们 剧 院 就 曾 引 进 越 剧

《梁祝》，没想到这次竟达到了爆满的

程度，第二场演出《梁祝》时，1000 人的

剧院早已坐满，还在两侧加了几十个

座位。”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总经理张

荣荣表示，“知道这次要演出越剧，我

们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宣传，在微信平

台上向戏迷普及越剧知识及其发展现

状，呼吁大家关注民族艺术。”

“裘建平是个很有经营头脑的演出

经纪人，他是演员出身，先后从事过很

多行业，作为剧院负责人，他深谙当下

演出市场的规律。”与裘建平相识十几

年的贵州省演出公司总经理莫洪军对

两部戏的剧目出品方、绍兴大剧院总

经理裘建平赞赏不已，“他首先是个热

爱戏曲的人，自觉担负起了推动越剧

发展的责任；其次，能够整合资源，把

众多戏曲梅花奖获得者集合到一部戏

中，一般人很难做到，而且这两部戏还

是很有群众基础的传统戏。”

面对各方赞誉，裘建平说，越剧是

中国艺术的瑰宝，对越剧的呵护和弘

扬 是 越 剧 人 的 天 职 。 越 剧 刚 走 过 百

年，如何开创新的百年，越剧人一直在

探索。“在文化市场日趋繁荣且竞争激

烈的今天，中国传统戏曲只有赢得广

大 观 众 的 喜 爱 ，其 生 命 之 树 才 能 常

青。”裘建平表示，“我们也是为越剧开

拓新市场打前站，是在探索文化产业

发展新路以及如何树立文化新品牌。

下一步，我们还要对两部剧进行打磨，

将其打造成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精品。”

本报讯 （黄艺芹 记者洪伟

成）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由上海市

文 联 指 导 、上 海 市 舞 蹈 家 协 会 主

办、上海荣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

办的“D 现代舞展”在上海举办。

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韩国、西

班牙、丹麦、法国、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 21 支现代舞团的近 200

名现代舞者，为上海观众带来 20 多

个风格迥异的现代舞作品。

“D 现代舞展”是上海第一个现

代舞大型专业舞展，也是首个与国

际专业艺术节接轨的专业盛会。“D

现代舞展”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共

计有 17 个国家（地区）的近 50 台演

出报名参加。

据介绍，此次“D 现代舞展”除

了剧场内的演出外，特别安排了 6

个 现 代 舞 作 品 在 公 共 空 间 内 演

出。此外，还设置了如大师讲座、

现代舞推介会、名家对话等专业交

流 活 动 ，同 时 引 入 国 外 艺 术 节 的

“快速约会”等环节，旨在架起现代

舞者与著名艺术机构交流的桥梁，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推动现代舞走

出去。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8 月 3

日，由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部、宁

波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和宁波市对

外 文 化 交 流 协 会 主 办 的“ 山 海 风

华”——谢才华民间剪纸艺术展在

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浙江省级非遗剪纸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谢才华 50 年来扎根农村，

深入山村海岛采风，在现实生活体

验中寻找创作灵感，把对祖国的热

爱、家乡的赞美和生命的感悟注入

到剪纸艺术中，形成了具有浓郁山

海风情的剪纸艺术风格。本次展

览展出的近 200 幅剪纸作品，是从

才华剪纸艺术馆 1.5 万余幅作品中

精选出来的，作品既具有昂扬的正

气和崇高的力量，又在继承我国传

统剪纸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古代

陶器纹样等民间艺术元素，充满乡

土气息，贴近百姓生活。

宁 波 市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万 亚 伟 说 ，谢 才 华 不 仅 是 民 间 艺

术 的 优 秀 传 承 者 ，也 是 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弘扬者。一直

以来，谢才华热心公益，不但将退

休 收 入 全 部 贡 献 给 村 里 和 剪 纸

馆 ，还 将 一 生 积 蓄 和 所 有 艺 术 财

产捐献给国家，被浙江省文明办、

宁 波 市 文 明 办 等 单 位 评 为“ 浙 江

好人”“宁波好人”。

本报讯 （徐超 驻湖北记者

王 永 娟）原 汁 原 味 的 郧 阳 四 六 句

《劝 婆 婆》，典 雅 优 美 的 舞 蹈《鸿

雁》，天真活泼的少儿武术表演《武

娃雄风》……7月 26日，2016年湖北

十堰首届群众文艺展演季开幕式

文艺演出在十堰市红松剧场举行。

十堰市群众文艺展演季活动

由十堰市委、市政府主办，是为贯

彻 落 实 湖 北 省 委 办 公 厅 、省 政 府

办 公 厅《关 于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的 实 施 意 见》的 具

体举措。活动计划每两年举办一

届，今年是首届，共设音乐、舞蹈、

广 场 舞 、戏 剧 、曲 艺 、民 俗 等 十 大

门类，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把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民

俗表演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原生

态 民 歌 搬 上 专 业 大 舞 台 ，让 广 大

市民近距离地欣赏到草根文化、乡

土文化、民间文化，是十堰市近年

来最具代表性、群众参与性最强、

覆盖面最广、门类最多的一次群众

文化盛会。

据悉，此次展演季将持续至 9

月底，其间将陆续举办竹溪向坝民

歌专场、茅箭区专场、张湾区专场

等演出。

本报讯 8 月 3 日，由文化部全

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辽宁省文化

厅主办，辽宁省文化资源建设服务

中心、锦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的“文化共享工程·中国文化

网络电视辽宁文化精准扶贫活动”

在辽宁省政府定点扶贫县锦州市

义县的七里河镇举行。

此次活动坚持“扶志”与“扶智”

同步进行的理念，主要内容包括三

部分。一是请当地非洲菊种植示范

户、辽宁省农科院花卉种植专家等

以讲座形式讲述致富故事和种植技

术，并通过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平台

向全国直播讲座现场，辽宁省 14 个

文化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和遍布乡

村的 241 个基层服务点的近万人同

步收看讲座直播；二是开展“点滴善

举成就大爱”捐赠活动，向村民赠送

各地群众捐赠的学习用品等；三是

向当地学校、村活动室赠送上百集

《文史大讲堂》、《美术课堂》以及广

场舞节目等优质的艺术数字资源。

据悉，为发挥文化共享工程遍

布全国城乡的六级服务网络优势，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在

文化部的指导下，2016 年以来积极

探索在文化共享工程新媒体服务

渠道——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平台

上推出“文化精准扶贫计划”，开设

了扶贫讲堂、创业帮扶、惠民服务 3

个板块，根据贫困地区实际需要，

线上线下结合，提供技能培训、就

业指导、艺术教育、课外辅导、电商

创业等服务。下一步，文化共享工

程将在文化部、财政部的支持下，

在“十三五”期间推出贫困地区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项目，为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脱贫攻坚

发挥积极作用。 （张 妮）

文化共享工程“互联网+”助力文化精准扶贫

（上接第一版）

吉剧是在二人转基础上创立

的新剧种，主要流行于吉林省及黑

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区。吉剧

音乐以板腔体为主，兼用曲牌，在

实 践 中 形 成 柳 调 和 嗨 调 两 种 声

腔 。 演 唱 中 保 留 了 二 人 转 的 嵌

句 、垛 句 、嗦 句 等 特 点 ，念 白 也 多

采用二人转中具有东北民间口语

特点的串口、贯口、俏口等“说口”

形 式 。 吉 剧 在 演 出 中 将 唱 、说 、

扮 、舞 四 功 与 手 绢 功 、扇 子 功 、水

袖 功 等 绝 技 密 切 结 合 ，同 时 吸 收

其 他 剧 种 的 程 式 技 法 ，形 成 了 富

于浓厚生活气息和东北民间特色

的 表 演 艺 术 。 吉 剧 形 成 以 来 ，先

后 创 编 了 200 多 个 大 中 小 剧 目 ，

《蓝 河 怨》、《桃 李 梅》、《包 公 赔

情》、《燕青卖线》、《搬窑》等都是

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奥林匹克广场上，舞步欢快、歌声

嘹亮；社区文化活动站、农家书屋里，读

书看报的身影比比皆是；区图书馆内，

诗词朗诵评鉴会、书画展览讲座接连不

断……在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一个个

小阵地构筑起各类文化活动的大舞台，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无缝对接广大市

民，成为百姓的生活新常态。

作为赣州市的主城区，近年来，章

贡区以赣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着力筑牢广覆盖、重参与的文化阵

地，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和载体，不断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各

类文化惠民活动。

年近古稀的钟正芙家住赣江街道

东郊路社区，是该社区艺术团的团长。

白天，钟正芙在社区文化站看报、下棋，

晚上便排演各类节目。钟正芙表示很

喜欢现在居住的这个社区，“四点半俱

乐部”让他和社区的孩子们成了忘年

交，而活动站里学书画、学插花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他的老年生活过得充实

而有意义……

如今，在章贡区，远郊乡镇有文化

大院、农家书屋，农民文化艺术节每年如

期举行，“乐动乡村”系列活动精彩有趣，

文化下乡从不间断；城区有“虔州大舞

台”、文化广场，社区艺术团多如繁星，流

动小舞台遍地开花；学校、企业的校园、

园区文化艺术节年年举办，健步走、读书

会等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章贡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会菁介绍：“章贡

区文化惠民活动已经实现了五进，即进

社 区 、进 校 园 、进 机 关 、进 农 村 、进 企

业。高水平、多层次、全覆盖的惠民文

化阵地已经延伸到各个社区、村组，包

罗了百姓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该区已形成区、街道（镇）、社

区（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网络，建

成区级文化场馆 2个，镇（街道）文化站 9

个，村级文化活动室 51 个，社区文化活

动室 41个。

同时，赣州市章贡区还特别注重文

化惠民的“提质增效”。针对部分特殊

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章贡区组建了文

化志愿者宣传队，以文化大篷车、流动

小舞台等形式，送节目下乡、上门、进社

区。“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演出、月月有

精彩”已成为章贡区文化惠民工作常

态。2015 年全年，章贡区为群众组织了

大大小小 600 余场“零门槛、全免费”的

文艺活动，比 2014年增加约 15%。

在文化阵地建设实现广覆盖的同

时，如何让这些文化阵地“凝聚人心，散

发人气”，成为章贡区推进文化惠民工

作的另一大主题。“我们注重打造群众

舞台，融入社会发展的大主题，在节目

的内容和形式上力求出新出彩，使文化

惠民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刘会菁

表示。

“这个诗歌诵读会很有意义，既增

长见识又陶冶情操。”3 月 16 日晚，在章

贡区图书馆举办的“安静时间”诗歌诵

读会上，该活动的忠实粉丝钟林高兴地

说，“在这里我还能经常和赣州本土作

家阳春、龚文瑞一起交流呢！”

针对不同的人群，章贡区推出了不

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如年轻人热衷的夜

读、动漫文化展，走俏社区的广场舞、鼓

乐队，老人和小孩喜闻乐见的“舞狮赛

舟”“榜样的力量”——少先队系列评选

活动等。此外，章贡区还紧密结合传统

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推动文化惠民不断

深入，举办了“我们的节日”春节民俗展

演、“暖侨敬老”——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等各类活动。

文 化 大 戏 群 众 唱 主 角 ，不 仅 需 要

优秀的民间文艺骨干，更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和当地文化场馆的共建共享。

近年来，章贡区不断通过节目奖补、提

供场所设备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形

式 ，对 各 类 文 化 活 动 予 以 帮 扶 和 保

障。“只要社会文艺团体有培训和排演

的需要，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不仅提供

场所，还给予免费培训和指导。”章贡

区 文 化 馆 负 责 人 称 。 据 悉 ，截 至 7 月

上旬，该区已有近 50 个社区艺术团活

跃在大街小巷。

本报讯 （记者祝静）8 月 2 日

是京剧梅派艺术掌门人梅葆玖的

百日祭奠。当晚，由北京京剧院携

手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等联合主办

的“梅韵流长·玖玖回响”——梅葆

玖先生逝世百日大型京剧交响音

乐会在北京举行，梅葆玖的 30 多位

弟子，以及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余派

老生王珮瑜、著名马派老生朱强等

纷纷登台，用音乐交响会的方式致

敬经典、缅怀大师。

上半场演出中，梅葆玖少年登

台 便 挑 梁 的《玉 堂 春》、《天 女 散

花》、《霸王别姬》，梅兰芳主导革新

创作的《洛神赋》、《麻姑献寿》等由

贾鹏飞、白金、姜亦珊、郑潇、李红

艳、董圆圆等名家、新秀悉数唱响，

再现梅派魅力。

下半场演出则呈现了梅葆玖

生前最希望搬上舞台的大型交响

京剧《大唐贵妃》选段，其后是梅葆

玖 的 大 弟 子 魏 海 敏 演 唱《贵 妃 醉

酒》选段，梅葆玖生前挚友及搭档、

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黄德华以一

句“贵妃娘娘升天啦”一语双关压

轴念白，令人动容。

结尾压轴的胡文阁是梅葆玖

唯一的男弟子，他带领第四代男旦

传人巴特尔带来《大唐贵妃》的主

题曲《梨花颂》，以告慰恩师一生对

男旦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表达

后继有人之愿。

梅葆玖百日祭交响音乐会举办

8 月 2 日晚，2016 青岛音乐节暨

国际音乐大师班开幕音乐会在山东

省青岛市人民会堂举行，由此拉开

2016青岛音乐节的序幕。

青岛音乐节是由青岛市政府主

办、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

办的常设性音乐交流活动，本届音

乐节将持续至 10 月 31 日，内容由

2016 青岛国际音乐大师班、2016 青

岛交响乐团音乐季和社会系列音乐

会等多个板块组成，涉及声乐、交响

乐、小提琴、钢琴、民乐等多种艺术

形式，在满足岛城市民对音乐艺术

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青岛“音乐

之岛”城市文化品牌的影响力、知名

度和美誉度。

本报驻山东记者 华 伟 摄

（上接第一版）曾被大火洗劫所有家当

的杨功存，靠着画画盖起了三层高的侗

家新楼；画风清奇浪漫的吴述更，带领

着一支 50 多人的农民画“娘子军”。近

两年，三江农民画群体每月人均绘画收

入达到三四千元。

“在打造农民画精品的同时，柳州、

三江各级政府还大力扶持发展农民画

产业，为农民画家搭建了对外交流、展

示的平台，让农民画产业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的渠道之一。”焦耀光说。

彰显城市文化底蕴的名片

“ 在 保 留 三 江 侗 族 农 民 画 传 统 艺

术 风 格 的 基 础 上 ，把 原 来 的 锅 墨 、蓝

靛、水彩等颜料，改为桐油、漆、碳粉、

银粉、铜丝和蛋壳等材料，后期再进行

抛光、装裱，使得农民画变得更加容易

保 存 。”6 月 底 ，在 三 江 独 峒 乡 农 民 画

传承基地，漆画艺术家梁铝指导着 10

多位农民画作者对 100 幅农民画进行

漆画改造，以提升农民画的艺术和观

赏价值。

除了对工艺进行升级，三江还在建

立农民画传承基地的基础上，整合多方

资源，以“基地＋农户＋作者”的模式，

义务培训侗画爱好者，举办侗画展，并

开展侗画进校园活动，不断扩大农民画

创作队伍规模，对侗族农民画进行挖掘

和整理，打造品牌，形成生产、加工、装

裱、销售一条龙的文化产业。

“为此，三江实施‘一十百千’人才

工程，以建立一支由老中青少相结合、

队伍不断壮大的人才方阵”。三江侗族

自治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刘德雄介绍，

“一”就是在每一所学校、幼儿园和每一

个乡镇文化站开办农民画素质培养基

地；“十”就是 5 年内培养 10 名市以上农

民画优秀创作者；“百”就是在 5 年内全

县至少要有 100 名相对稳定的农民画创

作骨干；“千”就是要在全县中小学中培

养 1000名以上的农民画青少年爱好者。

“柳州着力把三江侗族农民画打造

成柳州乃至广西的一张文化名片。”焦

耀光说，三江农民画的发展，是柳州文

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俊美的山水画卷、

壮阔的历史画卷、多彩的民族画卷和雄

浑的工业画卷，全方位立体展示了柳州

雄浑大气与轻灵秀丽相结合的城市文

化特点。”

植根于侗族艺术沃土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