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使

命担当。连日来，按照江苏省文化厅

统一部署，江苏各地非遗传承人积极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纷纷表示

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

弘扬者，不负时代，不负使命。

巧手各逞风韵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汪寅仙已年过古稀，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让她豪情满怀，专门设计

制作了《龙凤呈祥》壶。壶身似一枚龙

蛋，龙头捏塑成壶嘴，壶把如一朵灵动

飞旋的祥云，壶盖的盖钮则是意气飞

扬的凤首。汪寅仙解释该壶的特别之

处：“壶身中间用紫砂五色土塑成彩

带，突出反映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理

念，更寄托着我的由衷祝愿。”

一布一线一世界，一卷一折一乾

坤。南通扎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焦

宝林 40 年来一直有个“扎染之梦”，

“我决心把自己的扎染梦，融入到新

时代的中国梦之中。”为此，焦宝林给

自己提出了几个小目标，以开拓产业

为目标，带动群众致富；以不断创新

为根本，带强非遗发展；以弘扬文化

为己任，带领技艺传承。

今年是古琴梅庵琴派诞辰 100周

年，代表性传承人刘善教深感责任重

大：“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弘扬民

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是我辈之职责

担当。古琴艺术作为君子德行操守、

品格境界的完美体现，也必将迎来新

的明天。”接下来，刘善教还将赴各地

举行讲座、展览等，宣传弘扬古琴艺

术，让古琴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坚持创新发展

今年 5 月，一副当代苏绣《骷髅幻

戏图》在第 57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

展上惊艳亮相。该作品的作者、苏绣

技艺传承人姚惠芬认为，党的十九大

为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作为传承人，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必须

以新的思维和技艺去创作新的作品，

使传统技艺与现代理念有机融合，把

苏绣艺术提升到新的高度。

苏绣的另一重要分支无锡精微

绣善作“尺寸文章”，代表性传承人赵

红育的《丝绸之路》比杂志封面大不

了多少，却 能 容 下 整 整 一 支 庞 大 的

古代商队，寸马豆人，各具神采。赵

红 育 认 为 ，习 总 书 记 谈 到 的 坚 定 文

化自信，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首先

就 是 要 坚 守 好 文 化 阵 地 ，弘 扬 工 匠

精神，努力做好传承工作，其次要将

传 统 文 化 发 扬 光 大 ，让 非 遗 走 进 现

代生活。

常州梳篦代表性传承人邢粮的

《常州印象》系列工艺梳，把梳篦和富

有江南水乡风韵的常州老房子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谈起未来，邢粮充满

期望，“传承创新，塑造品牌，让常州

梳箆再放光彩，是我努力的方向。”

传承以人为本

在 淮 剧 界 ，陈 德 林 、黄 素 萍 、陈

澄、陈明矿一家堪称戏曲传统传承的

典范。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这一家

人更加忙碌，淮剧代表性传承人陈德

林颇有老骥伏枥的豪情：“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淮剧事业

靠的是青年一代，要把培养青年演员

当成头等大事，我决心为培养德艺双

馨高水平人材作岀新贡献。”

南京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方林

出身剪纸世家，他说：“剪纸艺术传承

千载，至今仍然生机勃勃，这是源于

剪纸艺人对新时代、新生活的热切向

往与不断追求。我决心培养更多热

爱剪纸的年轻人，让他们以纸为媒，

更生动活泼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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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巡礼(50)

省文化系统研讨文创产品开发

文化惠民，让百姓共享美好生活
储小焕

本报讯 11 月 14 日至 17 日，

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物局在苏

州举办江苏省文化文物单位文创

产品开发试点工作研讨培训班，并

组织召开文创产品开发试点工作

推进会。江苏省文化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出席

会议并讲话，各设区市文广新局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和培训。南京

市、苏州市、泰州市文广新局（文物

局）作了交流发言。

龚良要求下阶段文创产品开

发工作着重从正确认识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试点工作内涵、认真梳理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文物资源、加快

打造江苏文化创意产品品牌等方

面入手，确保试点期限内文创试点

工作有成效。

培训班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进行授课，并探讨了文创产

品开发试点工作实践与机制创新

等方面内容。 （文 宣）

本报讯 11 月 15 日至 16 日，

江苏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省文物局局长吴晓林带调研组赴

江苏省徐州市调研大运河徐州段

文化带建设工作。

调研期间，吴晓林一行实地考

察了新沂市窑湾古建筑群、土山汉

墓、狮子山楚王陵等大运河徐州段

文化遗产点，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工作座谈会，听取徐州市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工作汇报。

吴晓林指出，徐州作为大运河

江 苏 段 的 最 北 端 ，线 路 长 、遗 产

多 ，在 大 运 河 文 化 带 建 设 中 具 有

明 显 优 势 ，要 认 真 挖 掘 徐 州 段 文

化 遗 产 内 涵 ，梳 理 文 化 带 建 设 项

目，彰显徐州文化特色，尊重文化

遗 产 保 护 规 划 ，切 实 把 徐 州 段 大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传

承好。 （文 宣）

英模人物不好写，有些真人

真事催人泪下，编导采访时也很

激动，编出来却不尽如人意。程

式化是传统戏曲的生命，可现代

戏咋办？一些程式用起来生硬，

不用又无依无傍，徒手格斗要征

服观众，不容易。

《向农》的编导演单剧本就

写了 16 稿。扮演向农夫妇的杜

镇杰、高飞，扮演向母的老旦等，

表演都很朴实，是掐着锣鼓点儿

有板有眼的程式，又是现实人物

的情态。他们从小学的是传统程

式，唱了几十年也多是传统戏，都

有一身良好的程式功夫，能够遴

选运用到现代戏中，有技术又不

炫技，表现人物恰到好处。

再说内容，戏来得很猛，开

场就在医院看病情检查结果，“肝

癌晚期”，向农的生命只有 90 天

了。锣鼓点狠狠地往下一砸，全

场震撼。向农的妻子马上就哭了

起 来 。 向 农 呢 ？ 他 想 不 想 活 ？

想！“花钱要是能买回一条命，花

多少钱都值！”他说的是真话，说

真话的人是可爱的，观众就信服

他了。可是他毕竟是向农，是一

个优秀的村支书，还是有些与众

不同。他说现在命买不回来了，

时间也买不回来，只有 90天了，一

切都紧迫起来，他该干些什么呢？

当村支书 20 余年，他带领乡

亲奔小康，好土好地好村庄，幼儿

园、养老院、新公寓、小企业都建成

了。可是，还有几户尚未脱贫，汛

期上游洪水还会冲垮渠坝，他要抓

紧时间把这些事情做了。编导揣

摩观众心思，这些事情观众大概

是想象得到的，最容易想到的情

节咱就不写啦，推到幕后，前场写

什么？让向农来接母亲。

第二场就到了弟弟家，弟弟

向中一脸鄙夷，拒哥哥于千里之

外 ，你 不 是 忙 吗 ？ 你 还 照 顾 娘

啊 ？ 这 么 多 年 ，娘 早 把 你 看 透

了！向农咋办？向农一点也不

恼，微笑地点头说那是，要不怎

么是娘呢，当娘的哪能看不透儿

子呢。娘您跟我回家吧。我是

挺忙，不能 24 小时在家陪娘，可

我保证每天 3 顿饭都赶回来陪娘

一 块 吃 ，晚 上 一 定 回 家 陪 娘 说

话 ，兄 弟 你 就 让 我 跟 娘 多 待 几

天，行吗？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编导选择了向农最后的日

子 ，没 有 让 他 创 造 奇 迹 产 生 壮

举，而是让他纠错，这是《向农》

的独特。编导选择两起错，都伤

了人。一个是他的发小王顺发，

一个是他的兄弟向中。戏好不

好就看能否动人，要动人就得真

实，真善美首先得真。向农不是

神，他是人。20 多年里一个人怎

么会不出错呢？两起错中编导

把重点放在了弟弟向中身上，端

出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向农是干部，必须带头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偏偏弟弟重男轻

女不生男孩决不罢休，父母要传

宗接代，请先生把了个脉也说这

回是个儿子。这是个不得解的

矛盾。向农要是放一马，在乡亲

们 面 前 他 怎 么 交 代 ？ 这 是 一

劫。过不去了。大闹一场的结

果是把向家两代人都伤透了。

这是个纠正不了的错误。向

农悔不悔？“为此事我常珠泪滚，捶

胸顿足心如焚”，拿了酒来向弟弟赔

罪，告别人世前必须了结，要打要

骂都由你，“这辈子欠你债一份！”

弟弟一点也不领情，“这笔债你今

生今世还不完！”说这些有什么用，

这辈子别想和好了。直到母亲冲

了出来才把向农请罪的戏打住。

编导选择了一个角度进入

向农的内心，让他愧疚，让他自

责，一个好人，做了那么多好事，

却要为永远不能纠正的错误而

痛苦，这何尝不是一种牺牲？

最后县里要接他去治疗，怕

惊动乡亲们，夫妻俩悄悄上路。

过去总是他背妻子到城里看病，

现在背不动了，妻子说，我来背

你吧。乡亲们还是赶来了，让我

们来背吧。你为我们背起了好

山 好 水 好 天 地 ，我 们 也 要 背 起

你，背起我们的好兄弟。

这样的人，谁能说他不是一

个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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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厅调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江苏非遗传承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本报驻江苏记者 王 焰 通讯员 靳扬扬

近年来，无锡市梁溪区坚持把文化

强区建设作为城区发展的重要任务，

把得天独厚的文化存量变为新的发展

资源和优势，通过“五联五创”，努力实

现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有效化、参与主

体多元化，创新运作机制，努力“满足

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设施联建，创特色化运作机制。

梁溪区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阅读阵地建设，与群众生活周边的商

场、景区、社区、茶馆、咖啡馆等社会

平台合作，注入公共阅读服务内容，

凝聚各方力量为群众提供更便捷化、

精准化、主题化的阅读服务。“无锡游

礼”创客厅、大字微图、袋鼠妈妈、匠

人书屋等 10 个在社会平台上建立的

不同主题的特色阅读驿站，与区图书

馆通借通还，服务老中青少各个年龄

段，服务本地市民、外来务工者、外地

游客等不同人群，推动全民阅读向更

广范围覆盖。

活动联合，创品牌化合作路径。

推动各级公共文化阵地开门办文化，

引导社会组织、文化团队带项目、带

资 金 、带 队 伍 投 入 公 共 文 化 建 设 。

“品质梁溪文化畅享季”“古运河国

际 风 情 夜 游 节 ”两 大 文 商 旅 融 合 的

品 牌 活 动 ，充 分 整 合 辖 区 商 业 综 合

体、景区、文博场馆、企业、社会机构

等资源，凝聚各方力量，为市民带来

演出、讲座、沙龙等 10 大主题活动，

将近 500 场活动，惠及市民超过 200

万 人 次 。 梁 溪 区 为 民 办 实 事 项 目

“双百工程”，即每年开展 100 个文化

惠民活动和 100 个文化艺术培训，把

丰 富 的 文 化 活 动 送 进 社 区 ，送 到 群

众身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梁溪区公共文化活动指南》

每月活动预告提前在梁溪发布和微

信 公 众 号 上 发 布 ，充 分 提 高 了 活 动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服务联手，创多样化文化供给。

着力改变过去公共文化供给单一模

式，探索活动主体和内容的多元化。

在演出、讲座、沙龙、展览、非遗传承

等文化服务供给上，围绕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需求，面向全区征集朗读大

赛、让悦读陪伴孩子、少儿书画审美

培养公益课堂等优秀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引导文化企业、社会组织推出

更多群众喜爱、参与度高、惠及百姓

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区域联动，创多元化传播方式。

探索文化遗产利用新模式，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走出去”，开展区域文化

联动。深圳第 13 届文博 会 期 间 ，梁

溪区走进深圳南山区，联合举办“江

南文化节”。10 多位非遗项目传承

人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等 来 到 现 场 展 示

了惠山泥人、精微绣、留青竹刻、微

雕、太湖船点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

目，讲好梁溪故事。

文 商 旅 联 姻 ，创 文 化 传 承 新 业

态 。 坚 持 以“ 服 务 传 承 人 、服 务 社

会 ”为 宗 旨 ，通 过政企合作方式，为

传 统 文 化 的 社 会 化 传 播 探 索 路 径 。

梁溪区与红豆集团合作，由红豆万花

城斥资 500 万元在商业综合体内打

造总面积 550 平方米的非遗传承基

地，引进惠山泥人、留青竹刻、无锡精

微绣等五个无锡最具代表性的非遗

项目，所有入驻项目免租金。作为基

地，这里不仅 是 五 个 项 目 的 展 示 空

间，也将成为梁溪区 39 个各级各类

非 遗 项 目 展 示 交 流 的 阵 地 ，全 年 常

态化举行非遗活动的体验和互动。

本报讯 11 月 8 日，《江苏省文

化厅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对下一步

全省各地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工作做出明确部署，教育引

导厅系统全体党员干部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

明确方向、奋发有为，为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提供思想保证、智力

支持和文化支撑。

根据实施方案，江苏省文化厅系

统将召开学习传达大会，开展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部

署，组织厅党组中心组（扩大）集体学

习，举办与文化厅系统十九大代表

“面对面”活动，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笔谈访谈，邀请江苏

省委党校、省社科院专家教授进行

理论阐释，开展“书记讲党课”、举办

专题培训班等活动，切实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文 宣）

老年人在无锡首家“大字微图”老年人特色阅读驿站阅读

11 月 16 日晚，江苏省盐城市 2017 艺

术展演月拉开帷幕。江苏省文化厅副厅

长方标军，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晓

丹，副市长葛启发等出席开幕式。方标军

为盐城市获得第三届江苏省文华大奖的

淮剧《菜籽花开》、获得文华优秀剧目奖的

杂技剧《小桥·流水·人家》和获得文华优

秀节目奖的方言说唱《筑梦月亮山》、杂技

《问天鸟——高台倒立》颁奖。

开幕式当晚，江苏省杂技团演出的诗

词歌赋杂技剧《小桥·流水·人家》以秀美

江南为背景，以海上生活为载体，讲述了

一段荡气回肠、凄婉唯美的传奇故事。

本届艺术展演月将延续至 12 月 8 日，

集中上演盐城市新创舞台剧目 12 台，引进

优 秀 舞 台 剧 目 1 台 ，同 时 举 办“ 回 眸 小

镇”——淮剧《小镇》艺术档案展、“五个一”

战略工程专场文艺演出等活动。

图为杂技剧《小桥·流水·人家》演出

现场。

顾海涛/文 王拥军/图

江苏省文化厅出台方案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姚惠芬在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