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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2日，以“新时代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红嫂精神”和“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为主题的红色沂蒙行名家书画展在山东省临沂市举办，40 幅书画精品在

书画展上展出。

书画展开幕式上举行了齐鲁文化艺术名家书画作品捐赠仪式，吴泽浩等 10位

书画名家向沂蒙老区人民捐赠了作品。活动期间，书画家们进行了采风写生，并举

办了新时代弘扬红嫂精神座谈会，各界人士畅谈“沂蒙精神”“红嫂精神”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并就如何弘扬“沂蒙精神”“红嫂精神”进行座谈。 （李荣坤）

“红色沂蒙行”名家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 近日，广东卫视脱口秀节目《少年，听你说》第一季收官，来自全国的优秀

少年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让观众对“00后”有了新的认识，该节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节目以“听见孩子思想，看见少年世界”为初衷，邀请 8至 18岁有个性、有思想的少

年表达自我。“我们选择孩子的标准是能否震撼观众，而非学习成绩的好坏。”节目总策

划、主持人王鹏表示，“节目更多是感受少年的所思所想，展现少年的真实世界。”

这些少年都有鲜明的个性，热衷公益，痴迷国学，读书行路，勇于担当，敢于为自己

所热爱、关心的事情发声。部分观众表示，节目不仅为“00后”树立了优质的同龄偶像，

更能引发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关心。 （卢曦）

“00后”脱口秀节目引热议

井陉拉花：“游动文化”与

“大山文化”的结晶

本报讯 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

为宣传这一主题，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5月 18日，天津自然博物馆邀请到几位

特殊的朋友：搜救犬、检验检疫犬、缉毒犬等与观众互动。

此次活动中，天津自然博物馆结合狗年生肖展，特别介绍犬类的演化及习性，

让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活体工作犬，采访工作犬主人，走进工作犬背后，听这些训练

有素的“特殊警员”在实战中如何屡立战功。 （木鱼）

天津自然博物馆举办生肖展特别活动

□□ 白英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井陉

拉花遍地扭。”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的井陉拉花以其舞姿刚柔并济，舞乐

仓凉凄美、艺术魅力独特成为我国民

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1996

年，井陉县被原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拉花之乡)，2006年拉

花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西出固关，沿着 307国道前往素有

“天下九塞，井陉其一”的太行深处的

小城井陉，在这贯通晋冀的通京大道

上，古驿道遗迹灿若繁星、历历在目，

青石累累，车辙深深，无言地诉说着历

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斑驳。诞生在这古

老土地上的井陉拉花，到底绽放着怎

样的精彩，蕴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

带着无限的向往与强烈的好奇，笔者

踏上了井陉拉花的探秘之旅。

太行古道 扭起拉花

笔者循着秦皇古驿道，来到了核桃

园古村。村里正要举办隆重的传统花

会，正是各村拉花亮相斗美之时。只见

古道上红灯高挂，彩旗飞扬，锣鼓铿锵，

爆竹连天。古村热闹非凡，人们空巷而

出，处处洋溢着欢乐、欢声与欢歌。

“快看，拉花扭起来了，最好看的

是庄旺拉花。”笔者一行人刚到达，就

听见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循

着掌声，花会游行队伍的拉花表演立

刻吸引了笔者的目光，被称为“庄旺拉

花”的队伍正在进行精彩的展示，只见

男角手持货郎架，摇着拨浪鼓，头戴瓜

壳帽，长衫前后下摆用针线撩起，腰间

掖着两个绣工精美的钱袋荷包，特别是

戴在嘴上的笔竿胡，可谓独具匠心，它

通过上唇的撅起，带动笔竿滚动，夸张

地表现出吹胡瞪眼的可爱相。女角手

舞彩扇，身穿偏襟大衫，右肩斜背一包

袱，眉目传情，妖娆多姿。再看他们的

舞蹈，时而一群人整体亮相，时而一对

男女组合造型，女角扭动起来，前俯后

弓，像旧时女子在荆棘丛生的坎坷山路

上艰难行进，拨林上山；男角肩部和手

腕随着音乐此起彼伏，像是大雁展翅高

飞。男女角相对而舞、眼光相对时，眉

眼里的那种浓情，活脱脱地展现出大山

儿女柔中带刚的“扭”劲。

再听那拉花音乐，节奏鲜明、错落

有致。时而高亢悲壮、时而欢快喜悦，

时而粗犷豪放、时而婉转抒情，静下心

来，屏气凝神，如沐甘霖雨露一般，仿

佛谛听千年以远的先民歌唱，可以窥

视一对隔世恋人的心曲幻影。扭动的

拉花，舞姿舒展大方，刚柔并济，乐曲

杨柳舒悠，情韵典雅，粗犷含蓄，豪迈

苍凉。货架起、彩扇落、拧肩、翻腕、扭

臂、吸腿、撇脚……一气呵成的动作

里，流露出几多韵味、几多喜悦、几多

辛酸，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山乡人民艰

难而乐观的生活画面。看着这雕塑感

极其强烈的拉花，体味着每个动作所

贯穿的动与静、刚与柔、拧与抻的交替

变换过程，寓喜于悲，悲喜交集，凸显

着悲凉、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让人

不禁拍掌叫绝、久久回味。

逃荒路上 诞生拉花

拉花即拉荒的谐音，也有一种说法

是因舞蹈中的女主角叫拉花而得名。

这种舞蹈的起因是当年十年九旱的井

陉，再加上连年的战乱，迫使人们背井

离乡逃荒在外，他们在大街上边走边

唱、述说苦情，久而久之形成了舞蹈。

回想在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日子里，他

们还能苦中作乐地扭起来，拉花所传递

出的乐观豁达可见一斑。

“东街到西街，担子放在十字街，我

摇动小锣鼓，请出那姑娘来。一卖桃花

粉，二卖绣花针，三卖绣荷包呀，张生戏

莺莺……”表演间隙，庄旺拉花队的李

丽华坐在一旁，边休息边哼唱，笔者很

感兴趣。李丽华告诉笔者，这首曲子是

庄旺拉花的代表曲目《卖绒线》，讲的是

一位小姐和货郎的爱情故事，从他们初

相识到后来私奔，有说不出的难处，也

有道不尽的幸福。

庄旺拉花的服饰道具和生动表

演，让笔者明白了庄旺拉花的来历，

这一切都在每个动作和表情里表现

出来。唱词配以优美悦耳的音乐和

形象感人的动作，让人似乎看到村姑

与货郎是如何频送秋波，互相调情，

名为买（卖）物，实为吐露心曲，委婉、

真挚、深情、大方，既明朗又含蓄，带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极具清新、自

然、质朴的诗意之美。

说起庄旺拉花的动作特点，李丽

华滔滔不绝，边比划边讲解。拉花处

于“开门见山，走路爬坡”的自然环境

里，爬坡则要迈步高抬腿，身体前倾，

下坡则是双膝处于拘紧状态，身体稍

仰，因而，男性的舞步为“起要跋，膝要

屈，踩要稳”。女性的舞步为“进要弓，

退要丁，脚外撇”。拉花的上肢动作与

步伐是密切结合的，而上肢的肩是关

键，肩的一顶、一耸、一拧、一压，配合

臂和手的翻、拔、抻、收，最能突出拉花

的硬朗风格。它既来自人们的生活，

动作必然是从生活中提炼、夸张、美化

而成，韵律可概括为“猛和脆、拧和伸

的内在力度弹性的对抗”。

这是笔者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原汁

原味的拉花，表演者那舒展夸张、神采

飞扬的动作，让人心生感动的同时又

满心羡慕：感动于她们表演时充满激

情，羡慕她们可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

释放得那么尽兴。

岁月洗礼 传承拉花

井陉拉花有三大流派，东南正拉

花稳健沉静，庄旺拉花活泼灵巧，南固

底拉花（踩跷拉花）功夫颇深，总之，各

村拉花都有独到之处，艺人各有各的

绝招，流派虽大同小异，动作则是因人

而异，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任艺人的

智慧和才华去临场发挥。

休息了片该，锣鼓又响了起来，又

有几支拉花队伍开始表演，和庄旺拉

花表现买绒线服饰道具不同的是，有

的队伍男角儿手持雨伞，女角拿花瓶

表现逃荒的场景；有的队伍加入了供

美女梳洗打扮的化装匣，表现护送美

女入宫的故事。李丽华热心地讲解，

道具中的“伞”寓意“风调雨顺”，“花

瓶”期盼“平安美满”，“包袱”则象征

“丰衣足食”，处处传达出太行山人不

屈的意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说起拉花的历史，李丽华头头是

道：井陉拉花起源于明清，特有的通衢

要塞之地也成为历代民间游动文化的

生存地带。明代两次大规模的移民，

一些外地民间艺术形式也随之而来，

并在井陉开花结果。庄旺拉花《货郎

担》的传人李氏，就是这一时期的移

民，拉花的形成和发展是“游动文化”

和“大山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并逐

渐发展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舞蹈

精品。

李丽华是土生土长的庄旺村人，

今年 41 岁，已表演拉花 20 余年，她回

忆起从小学拉花的往事，感慨良多：村

里的男女老幼都喜欢看拉花、扭拉花，

每年种完麦子或冬闲的时候，老艺人

就聚在一起哼曲子，小孩就跟着扭拉

花。踢腿、弯腰、扭胯……虽然就是几

个简单的动作，但老人们要求非常严

格，只要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拿起

烟袋打屁股……练了一个冬天后，大

家就等着元宵节了，因为那时候有拉

花赛，大伙儿都盼着一比高下。

前几年，李丽华也曾外出打工，但

想起拉花就在外面呆不住，“因为我喜

欢拉花，井陉人不扭拉花怎么行？”看着

这花会上，从老到少人人扭，就说明拉

花在大家的心里，说明拉花的前景一定

好。井陉拉花不愧为一朵舞动在太行

山麓、历经岁月沧桑洗礼、绽放着时代

风采的民间艺术奇葩。

创新视角

□□ 本报记者 李琤

近日，台湾作家张德芬携手民营商

业剧团至乐汇共同合作的戏剧《遇见·小

食空》在京举办发布会，同时也拉开了

2018至乐汇“一带一路，一戏一城”项目

的序幕。在至乐汇创始人兼艺术总监孙

恒海看来：“城市是有故事的，故事就是

最好的戏剧。故事对于我而言，不仅仅

是欲望的绚丽，更是人文的传承，这里有

每一代人的爱和希望。我们要感受每一

座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愈来愈灵动和美

好，这就是我们的城市戏剧计划。”

“看戏能疗伤”

城市是人的聚集地，不同的人、不

同的人生，有许多故事值得珍藏纪念，

以戏剧为载体是将其艺术化表达的最

佳形式。

在制作出品 27部戏剧，全国巡演超

过 50多座城市后，至乐汇发现，以戏剧

为媒传播地方文化与人文特质可以突

破局域限制，戏剧的商业化运作与传播

使得文化载体更具多样性，戏剧与城市

的沟通交流更趋平民化。“我们的作品

均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质与文化内核，

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人文群象引起了

地方的关注，在各地的邀请下，至乐汇

今年还将赴更多城市演出。”孙恒海说。

此次推出的《遇见·小食空》将故事

定位在云南，讲述民宿食堂老板芬姐怀

着一个秘密开了名为一个小食空的食

堂，好心收留了踌躇满志的剧团老板老

孙及成员阿杰和兔子。来往食堂的客人

个个心事复杂而沉重。在芬姐秘制的无

名汤的诱发以及剧团成员的推波助澜之

下，一幕幕人性的纠结、两代的纷争以及

夫妻间不可告人之事都浮出台面。

张德芬表示，《遇见·小食空》是以

平凡人的困惑烦扰为典型，展示这个

原生态与新观念碰撞共融的地区人们

如何沟通化解，将传统和前卫、旧观念

与新思潮达成统一，帮助更多人打开

心扉、坦诚相待。

很多观众在看过首演之后纷纷表

示，“《遇见·小食空》这部剧引导人们

放慢节奏、静心思考，也许我们应该学

会的是打开自己、释放自己。”“该剧没

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琢磨不透的剧

情，只是将平凡生活中的困扰真实地

演绎出来。”“看戏能疗伤。”

戏剧的疗伤功能与城市的“疗伤”

功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春城昆明

的暖、丽江的柔、洱海的澈，都让去过云

南的游客在温情、自在和宽容的环境中

解除压力、疗愈身心。

据介绍，《遇见·小食空》将于 6 月

至 9月启动全国巡演，将在北京、上海、

广州、西安、成都、重庆、南京、深圳等

城市演出。

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

“每一座城市都需要一张戏剧名

片”。至乐汇“一城一戏”计划为每座

城市做一部戏，讲述城市的传奇故事，

将有温度的人文与趣味展现给观众与

游客，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

至乐汇成立 7 年来，一直在尝试

多种舞台剧风格，其创作的荒诞剧、音

乐剧、喜剧都受到剧迷追捧。4 年前，

至乐汇根据张德芬原著《遇见心想事

成的自己》改编的同名戏剧大获成

功。本次合作，张德芬对至乐汇信心

十足，创新话剧突破了戏剧表演形式，

以戏为媒，与剧迷开启一场心灵疏导

之旅。

孙恒海认为，城市精神需要文化

的长期积淀才能形成。一座城市想要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必须通过直观精

准的表达向世人展示独一无二的城市

精神，人们由表及里、由外而内地去感

悟，透过历史的、世俗的、商业的文化

去品味，而能将这些表达融于一体的，

正是戏剧。

“一城一戏” 用戏剧记录城市的人文脉络

井陉拉花表演

□□ 本报记者 马霞

5月 18日，随着北京天桥印象博物

馆的开业，天桥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

博物馆。该博物馆以北京天桥为主

题，全面展示天桥地区的历史沿革、景

观风貌及悠久的历史文脉，是北京天

桥演艺区完善天桥区域文化配套方面

的重要举措，既传播和弘扬了天桥地

域文化，又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

天桥印象博物馆位于北纬路和天

桥南大街交汇的市民广场地下展示空

间，是天桥演艺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也是天桥演艺区形象展示的重要环节

之一。在其启动建设前期，北京市西

城区委、区政府就明确了“民俗博物

馆+ 文创空间”的项目功能定位。整体

规划定位以“彰显与传承天桥地域优

秀文化”为核心，展陈空间划分为“序

厅、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复

兴之桥”五大板块，通过公益文化讲

堂、文创产品设计与研发、天桥艺人技

艺表演、非遗互动体验、书籍阅览及文

化培训等多维运营，实现服务市民的

公益文化传播，提升天桥演艺区文化

配套升级，创新公益博物馆与市场化

文创品牌运营的可持续发展。

天桥印象博物馆以天桥历史文化

发展传承为线索，通过现代的展陈手

段和高科技互动项目，以天桥丰富的

历史文化为背景，全面展示天桥地区

的历史沿革、景观风貌及悠久的历史

文脉，重点展示天桥地区重要人物、历

史故事及文化遗存。

该博物馆以天桥历史为轴，在序

厅区域，极具天桥地区风格特色的汉

白玉石桥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踏入石桥，面向永定门，脚下是古代天

子前往天坛及先农坛祭祀的御路，这

浓重又不失新意的文化氛围，带领观

众一步步走进天桥历史文化。进入

“天子之桥”区域，探源天桥的历史与

变迁，天桥曾是唯有天子仪仗才可穿

行的天子之桥，故尊崇为“天桥”。天

桥将皇家的威仪和风范延伸至南城，

增添了南城的风华，也串联起左近的

新景陈迹。走进“文化之桥”区域，古

老而蕴藉的天桥也是一座文化之桥，

曾经的碧水沟河、氤氲烟柳的景致成

为不少文人雅士的流连佳处，增添了

天桥一带的人文底蕴。步入“百姓之

桥”区域，展现天子御路旁一个大众熟

知和喜爱的百姓乐园正在潜滋暗长，

曲艺百戏在此纷纷上演，江湖艺人在

此代代传承，店铺商贩在此开张迎客，

平民百姓在此消遣寻乐，共同构成了

北京普通民众最鲜活生动的生活场

景，勾勒出北京文化又一个生动的侧

面。最后的展区是“复兴之桥”区域。

改革开放以后，首都各界在开展现代

化、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同时，更加注

重对天桥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

展。天桥演艺区的开发建设有力地推

动了天桥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带动了

天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天桥印象博物馆的文创空间，融

合了历史、非遗、艺术、美学、民俗等多

领域内容，结合本馆的公共阅读空间，

常年举办亲子阅读互动体验、传统文

化培训课程、非遗文化互动体验、西城

友好城市文化交流、厂甸庙会市集、非

遗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等多领域活动内

容，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完善演艺区

文化配套。通过对天桥各类文化的梳

理、研究和传播，天桥印象博物馆传承

弘扬了天桥传统文化，同时积极推动

文创产品研发的创新发展，以市场化

方式培育区域系列文创品牌。

北京天桥印象博物馆：

带你走进天桥的历史

天桥印象博物馆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