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7年 7月27日 星期四
综合新闻

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4608

本版责编 李 雪

由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投资新建的四川省南充博物馆基本陈列

布展概念设计方案拟采用比选方式实施。凡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同

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及以

上资质证书和中国博物馆协会颁发的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单位甲

级及以上资质证书，且有良好信誉的相关单位均可报名参与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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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南充博物馆基本陈列布展

概念设计方案比选公告

6月 22日，家住广州的李明利第 3

次来到黑龙江省黑河市，从历史老师

岗位退休的他每到一地最喜欢逛的

就是当地的博物馆，一件件文物仿佛

把人们带进当时的历史，展开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画卷。这次再到黑河，李

明利发现黑河的博物馆建设又有了

新气象：新成立了几家博物馆，展陈

内容也更加丰富可看。

西方发达国家每 10 万到 20 万人

拥有一座博物馆，我国近 30 万人拥有

一座博物馆，在只有 175 万人口的黑

河市却拥有 24 座博物馆。对此，黑河

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吴玉燕介绍，

黑河市是口岸城市，拥有少数民族文

化、驿站文化、知青文化、红色文化等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 ，通 过 博 物 馆 群 建

设，将各种文化资源展现出来，可以

让中外观众更好地了解黑河的风土

人情和发展历程。

黑河市首家博物馆瑷珲历史陈

列馆建于 1975 年，当时展厅面积只有

200 多平方米，经过 4 次迁移和改进，

该馆现在拥有 7000 多平方米的展厅，

以海兰泡惨案为背景的五大板块，说

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此外，

黑河知青博物馆由官方、企业、个人捐

资创建，瑷珲卫国英雄园、瑷珲记忆馆

和孙吴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个人投资兴

建，其余的博物馆都是官方所建。

黑河市文管办文博科科长查云玲

介绍，黑河的博物馆特点是小而精，主

题色彩强烈。如孙吴侵华日军罪证陈

列馆是对日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控

证说明，嫩江县的墨尔根古道驿站博

物馆的 1000多件文物反映了当地的民

风民俗，旅俄华侨博物馆则展示了旅

俄华侨爱国、爱乡的精神。

黑河市鼓励博物馆聚集发展。黑

河市瑷珲镇就拥有瑷珲历史陈列馆、

黑河知青博物馆、瑷珲海关历史陈列

馆等 5座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博物馆小

镇建设初具规模，推动了当地旅游观

光业的发展。黑河市所辖北安市利用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先后打造了 4座

红色主题馆。

黑河知青博物馆 2013 年打造了

“与共和国同命运专题展”，并在全国

巡展。在北京展览时，一位 80 多岁的

老 人 每 天 都 来 看 展 ，工 作 人 员 很 好

奇，老人指着一幅救火的画像说，这

个救火的小姑娘是我女儿，她就是在

那 次 扑 灭 山 火 时 走 的 ，感 谢 北 大 荒

还记得她。随后老人将家中珍藏的

几十件文物全部捐给了博物馆。

黑河市支持博物馆举办巡展或

联展，尤其是走出黑土地面向全国办

展。“边远地区博物馆在服务本地观

众的同时，只有让展览走出去，方可

打破地域限制，传播影响力。”黑龙江

省文化厅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

张国田说。

这几年，黑河市不少博物馆纷纷

走 进 省 城 哈 尔 滨 或 到 省 外 办 展 ，取

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还有一些博

物馆走进学校、军营、社区，将不同

主 题 的 精 品 展 览 送 到 百 姓 家 门 口 。

黑河市逊克县的一位村民看了逊克

县鄂伦春民族博物馆的展览兴奋地

说 ，没 想 到 自 己 的 家 乡 还 有 这 么 丰

厚的历史。

为了办好展览，黑河市举办了 30

多期讲解员培训班，培养了大批优秀

讲解员。通过境外征集、巡展联展征

集、上门征集等方法征集到了大批文

物。各博物馆还与吉林大学、黑龙江

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

培养博物馆专业人员，使展览的专业

性更强、更具看点。

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保护、研究展

示的机构，还承担着开发文创产品的

责任。黑河市的博物馆在衍生品的

开发上着力，将产品延伸到影视、动

漫、工艺品、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并通

过代理销售、景区销售、线上销售、定

向定制等渠道推广产品。

吴玉燕表示，下一步，黑河市将

在博物馆的建设数量、质量、影响力

上下功夫，通过合作办馆、独立办馆、

企业办馆、个人办馆及对现有博物馆

的改造升级等方式，把黑河市打造成

有知名度的博物馆城。

175175万人拥有万人拥有 2424座博座博物馆物馆

黑龙江省黑河市：为了明天收藏今天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山西省话剧院送戏下乡进老区

再回吕梁 情深意长
本报驻山西记者 杨 渊 通讯员 邹文姣

7 月 12 日到 7 月 23 日，山西省话

剧院派出歌舞小品综合晚会和话剧

《甲午祭》剧组，兵分两路深入吕梁贫

困地区送戏下乡。其中 15 场综合晚

会送到了吕梁市石楼县小蒜镇和龙

交乡的 14 个乡村，话剧《甲午祭》则在

石楼县和兴县各演出 5场。

石楼县和兴县从上世纪 30 年代

开始就是红军兴起和活动的地方，到

处流传着动人的革命故事。兴县还

是著名的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是八

路军 120 师主战场之一。但这里山高

沟深、干旱少雨，生活条件艰苦，文化

生活匮乏，扶贫脱贫任务艰巨。综合

晚会演职员从太原出发时，每人都带

着洗脸盆。“村里不具备供剧组集中

住 宿 的 地 方 ，大 家 分 别 住 在 老 乡 家

里 ，有 5 位 男 同 志 要 睡 在 一 个 土 炕

上。5 个人一天的用水量只有一桶，

分到每人就是一脸盆，用于洗漱。”山

西省话剧院院长张凯说。

比起住宿的不便，让人难熬的是

高温天气。7 月的吕梁正值酷暑，温

度经常在 35 摄氏度以上，室外演出

时，部分金属工具和设备盒子一经暴

晒，特别烫手，短短 10米距离得 3个人

倒手才能送到指定位置。剧场内也

很闷热，这对《甲午祭》的演员们是一

项大考验。他们穿着的清朝服饰里

衣、外袍层层叠叠，头饰繁复厚重，武

戏场面动作激烈，演员们常常汗流浃

背。剧中慈禧的扮演者高菊梅已经

70 岁高龄，她戏份重、服饰也最重，穿

着的锦衣华服有袍、有褂、有袄、有

裙，加之珠翠头饰等，一场戏下来，衣

服都要湿透三层。

伴随高温的，还有突然而至的暴

雨。7月 16日下午，大雨突降，综合晚

会剧组正在去往石楼县小蒜镇下山

村 的 路 上 ，大 巴 车 上 的 雨 刷 一 刻 不

停，山顶的雨水集结而下，狭窄的乡

间小路更加泥泞。车上的演职人员

焦 虑 不 安 ，担 心 能 不 能 准 时 到 达 村

里，为乡亲们演出。有时，演出正在

进行，雨便来了，雨点打在剧组的设

备上，看得人着急。为了保护剧院财

产，男同志冒雨搬设备，女同志赶忙

收线，又是一阵忙活。

如此艰苦条件，为何还要坚持演

出？张凯说：“亲眼目睹了基层群众对

文化生活的渴望，老乡们为了看上省里

送来的演出早早就等候在现场，还有很

多群众开着三轮车专程从 50公里以外

赶来。我们这次回到老区，就是要汲取

前辈的革命力量，发扬吕梁精神，把优

秀的文艺作品送到基层。”

演出环境虽然苦了些，可节目是

真好看，现场是真热闹。综合晚会上

有晋剧选段、歌舞、小品等演出，内容

贴近农村生活，深受百姓喜爱。常常

是 村 民 们 看 得 高 兴 ，演 员 们 演 得 起

劲，晚会的节目不断增加，开始是加

歌 曲 和 舞 蹈 ，后 来 演 员 干 脆 下 台 与

村 民 互 动 ，鼓 励喜爱文艺的群众上

台演出。时间最长的一次，演了两个

半小时，变成了演员与村民的集体大

联欢。观众一个劲地夸赞：“好着哩、

好着哩！”

山西省话剧院是从吕梁老区走

出 去 的 。 1942 年 ，抗 日 战 争 的 烽 火

中 ，在 晋 绥 边 区 先 后 诞 生 了 大 众 剧

社、湫水剧社、人民剧社。1945 年底，

这 3 个剧社合并组成晋绥边区吕梁军

区吕梁剧社。新中国成立后，剧社于

1953 年改编为山西省话剧团，1984 年

改编为山西省话剧院。由吕梁剧社

起至今，已跨越了 72 年的岁月。吕梁

革命老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老区人

民的精神生活怎么样？山西省话剧

院把这次演出作为锻炼演职队伍、对

演员进行革命历史教育、提升演职人

员综合素养的契机。

话剧《甲午祭》是山西省话剧院

的 新 创 历 史 剧 目 ，是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16 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

目。7 月 18 日晚 8 点，《甲午祭》在石

楼县晋西影院上演第三场，由于前两

场的演出效果好，山西省话剧院免费

送戏下乡的消息很快在石楼县城传

开。当晚，观众爆满，没有座位的人

直接坐在了过道上。7 月 21 日，在兴

县，剧组遇到了连续观看话剧《甲午

祭》次数最多的一位观众——66 岁的

雷丙迎大爷，在兴县的 5 场演出，雷大

爷看了 4 场，每场都带不同的朋友来，

他说：“我是一个农民，没念过多少

书，看了你们的话剧增长了不少历史

知识，演得真好！”

工作之外，剧组还开展了一次特

殊的党课。7 月 23 日上午，《甲午祭》

剧组的 10 名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分别探望了原八路军 120 师的

3 位老革命——88 岁高龄的刘乃前、

贺景寿和 94 岁高龄的张怀林。老战

士向大家讲述了各自亲历过的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演员也向老战士询

问 战 争 时 期 文 艺 宣 传 队 的 工 作 情

景。当天晚上 7 点，离开演还有一个

小时，天下着小雨，贺景寿在家人的

陪伴下如约来到剧场，两个多小时的

演出，老人看得特别认真，演出结束

后热情为演员鼓掌叫好。

“ 此 次 巡 演 让 我 们 来 到 了 最 基

层，体会了什么是风尘仆仆、烈日暴

晒，懂得了什么是团结协作、集体温

暖。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付出得到

了乡亲们的反馈，精心编排的节目得

到了基层群众的认可，感悟到了一名

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高

菊梅说。

7 月 25 日，一场以古人园

居 生 活 为 内 容 的“ 仲 夏 夜 之

梦”夜宿体验活动在北京中国

园林博物馆举行。

夜幕刚刚降临，园博馆宫

灯初上，灯火通明。30 位通过

微信报名的夜宿小营员置身

夜间园林博物馆观察植物、学

习自然科普课程和非遗插花、

唐代煎茶等传统文化课程。

图 为 小 营 员 在 老 师 的 带

领下了解园林文化。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上接第一版）在导演手法和表演

上，马忠厚将儿子拒之门外的一场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人物

左右位置的转换表现门内门外的

空间变化，以表演区从舞台后区到

前区的转换来表现当下与过往，既

继承了传统戏曲独有的虚拟性、程

式性和时空自由转换的特点以及

空灵自如的美学特征，又有创新和

突破，非常难得。

《戈壁花开》两场演出深受观

众欢迎。有观众表示，该剧讴歌了

基层干部吃苦耐劳、勇于担当、敢

于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品质，

是一曲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共

建美好家园的赞歌。微信公众号

“新影戏曲台”在演出前发表了导

赏文章《不玩“高大全”的劳动模范

啥样？看一出〈戈壁花开〉去》，微

信公众号“国家艺术院团”在演出

后发表了《新疆曲子现代戏〈戈壁

花开〉：戈壁上的深情守望》，介绍

了剧种、剧团及剧目特色等。

新疆曲子戏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俗称“新

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

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传入新

疆后，融合新疆各 民 族 音 乐 艺 术

逐步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

戏 曲 剧 种 。 其 演 唱 为 联 曲 体 ，曲

调优美动听；表演载歌载舞、生动

活 泼 ；语 言 风 趣 幽 默 、通 俗 易 懂 。

昌吉回族自治州艺术剧院是在整

合原昌吉回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剧

团 、新 疆 曲 子 剧 团 的 基 础 上 ，于

2011 年 组 建 成 立 的 。 2014 年 ，该

剧院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地方戏

创 作 演 出 重 点 院 团 。 2016 年 ，该

剧 院 参 加 了 由 中 宣 部 、文 化 部 共

同 举 办 的 全 国 基 层 院 团 戏 曲 会

演，演出了新疆曲子戏《哈哈泉子

的户儿家》。

打开两代人的心结

（上接第一版）

坐落在五华县河东镇高榕村的

“忠厚传家”围龙屋是周姓老祖屋，

已有 500多年。由于村民先后迁出，

加上年久失修，祖屋已破旧不堪。去

年，高榕村作为五华县农村文化俱乐

部创建点之一，对“忠厚传家”围龙屋

进行了修葺。如今，老祖屋内设置

了电子阅览室、棋牌室、图书室等，

成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民

周木荣说：“高榕村文化俱乐部开放

以来，每天都有许多老人到这里读

书看报、跳舞唱歌、下棋打牌，村里

的文艺宣传队也时常来排练节目，

这里成了大家最喜欢的地方。”

实现农村文化俱乐部全覆盖

经过 4 年的建设，梅州市已建

成 229 个农村文化俱乐部。林干良

说，到 2017 年底，梅州市要建成 300

个农村文化俱乐部，到 2020 年达到

1000 个以上，最终实现从政府引导

到社会自建转变，实现全市农村基

本覆盖。

温文青说：“农村文化俱乐部舞

台虽小，却是实打实的民生工程。”

2014 年、2015 年，“建设三多三促模

式农村文化俱乐部”先后获得广东

省第一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项目创建资格。温文青介

绍，下一步，梅州将以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契机，全

面推进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着力

建设政府引导的统筹协调机制，成

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建设一体化平

台和市、县、镇、村四级联动的工作

机制，把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工作

列入科学发展观的考核内容之一；

群众自治的多元投入机制，发动在

外乡贤捐资捐赠，成立农村文化俱

乐部联盟，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平

台，引导社会文化慈善机构、慈善基

金对接，扩大农村文化俱乐部的收

入来源；城乡对接的社会联动机制，

发动机关事业单位、文艺团体、艺术

院校、社会机构、文化企业以及文化

志愿者队伍，开展与农村文化俱乐

部的“结对子”文化帮扶行动。

与 此 同 时 ，梅 州 市 还 将 坚 持

试点带动，建立标准体系，将出台

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试点工作指

南，细化考核验收办法，扎实推进

试点建设。对验收合格的试点单

位，给予以奖代补补助。

客家老祖屋变身文化俱乐部

7月 29日、30日，成都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木偶团（成都少

儿 艺 术 剧 团）携 Q 版 木 偶 童 话 剧

《绿野仙踪》亮相第七届中国儿童戏

剧节。

《绿野仙踪》是美国作家弗兰

克·鲍姆创作的经典童话作品，成

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木

偶团（成都少儿艺术剧团）首次采

用 木 偶 形 式 展 现 这 部 经 典 作 品 。

“该剧赞扬善良、勇敢的品质，赞扬

互助互爱的主题，正是我们需要宣

扬 的 ，这 也 是 我 们 创 排 该 剧 的 初

衷。”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木偶团团长雷涛介绍。

《绿野仙踪》中应用了杖头木

偶、软体木偶、桌偶等不同样式 的

木 偶 ，同 时 通 过 木 偶 的 造 型 把 角

色 的 内 心 外 化 。 此 次 演 出 ，为 了

让小朋友了解更多关于木偶戏的

知识，感受木偶戏的魅力，剧团特

地开展了“灵动的木偶”主题工作

坊 。 在 工 作 坊 上 ，小 朋 友 们 不 仅

了 解 了 木 偶 戏 的 创 作 和 呈 现 ，还

欣 赏 到 了“ 摘 花 带 花 ”“ 转 手 帕 ”

“喷火变脸”、经典“川剧”片段《人

间好》的精彩表演，看着木偶做出

如此高难度、灵动的表演，小朋友

们无不拍手称赞。在演员的指导

下 ，一 些 小 朋 友 还 得 到 了 上 台 体

验木偶操作的机会。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木偶团（成都少儿艺术剧团）曾参

加过多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渔夫和

金鱼》《马可·波罗和大熊猫》等剧目

也受到了北京小朋友的喜爱。

成都非遗木偶剧《绿野仙踪》

让小朋友与非遗零距离
本报记者 王立元

石楼县小蒜镇村民向剧院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