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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做“环保天灯”为传统文化谋求新出路
新华社记者 袁 全 贾 钊

专家在京研讨陕西原创豫剧《秦豫情》

“文化有约·美丽乡村”

广州群文精品巡演启动

第十届康巴艺术节9月在云南迪庆举办

北京石景山区以示范区创建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近日，为了让学生了解社

会，拓宽视野，丰富课余生活，

河北廊坊市图书馆在暑假期

间 举 办 了 第 九 届“ 小 图 书 馆

员”社会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要求“小图书馆

员”年龄为 9周岁至 18周岁，为

保证活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50名“小图书馆员”都参加了连

续一周的工作实习，内容包括

排架、上书、借书等各个流程并

了解阅览室的规章制度等。

该馆工作人员表示，此次

实践活动的开展是为了给孩

子们提供一个社会实践的平

台，让他们在体验了图书管理

工作后，能更加热爱图书、热

爱阅读。此次实习活动的结

束时间为 8月 19日。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 摄影报道

本报讯 7月12日，北京市石景

山区召开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动员部署会，将在 2018 年

至 2020 年间举全区之力，创建第四

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会 议 对 石 景山区创建首都公

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工作进行了总

结，并具体部署了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任务；区政府与

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签订了责任书。石景山区委副

书记、代区长陈之常表示，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

是落实首都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一

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的有力

举措，是推动石景山区高端绿色转

型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区上下

一盘棋，迎难而上，落实责任，形成

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强大合力，探索

公共文化服务的石景山模式。

自 2017 年 以 来 ，石 景 山 区 不

断 加 快 推 进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系建设。据悉，创建期间，石景

山 区 将 投 入 7 亿 元 资 金 ，通 过 推

出 一 系 列 文 化 惠 民 举 措 ，切 实 提

高 百 姓 的 文 化 获 得 感 和 幸福感，

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水平。 （罗江浇）

本报讯 （驻 云 南 记 者 肖 依

群 通讯员杨国勤） 记者从近日举

办的第十届康巴艺术节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第十届康巴艺术节将于

9 月 12 日至 15 日在云南迪庆藏族

自治州举办。

1994 年，为了促进康巴地区区

域 性 文 化 体 育 、旅 游 商 贸 交 流 活

动，西藏昌都、四川甘孜、青海玉树

和云南迪庆四州（市）共同发起举

办了首届“康巴艺术节”，并确定

“康巴艺术节”为四州（市）共同的

节日，轮流举办。今年将由云南迪

庆轮值举办第十届康巴艺术节。

据悉，第十届康巴艺术节的主

要活动有迎宾晚会《相约香巴拉》、

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地平线》、康

巴藏区四州（市）专场文艺展演、招

商引资与特色产品展销会、首届康

巴藏区“格萨尔”射箭文化节等。

本报讯 （驻 广 东 记 者 谭 志

红）7 月 20 日上午，“羊城之夏”2018

广州市民文化节之“文化有约·美

丽乡村”——广州市群众文艺精品

巡演和文化公益讲座活动在广州

市花都区启动。

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新

闻 出 版 局 主 办 ，花 都 区 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局 、广 州 市 文 化 馆 承

办。此次活动以群众文艺精品巡

演和开展 文 化 公 益 讲 座 等 形 式 ，

振 兴 美 丽 乡 村 文 化 建 设 ，满 足 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据 悉 ，从 7 月 到 11 月 ，“ 文 化

有约·美丽乡村”——广州市群众

文 艺 精 品 巡 演 ，将 组 织 近 年 来 广

州市获得全国、省、市级群众文艺

大奖的优秀作品，以及面向广大市

民朋友 们 的 专 题 公 益 讲 座 ，在 全

市 20 多个美丽乡村开展巡演和讲

座，以文艺精品点亮百姓生活。

启 动 仪 式 后 ，“ 文 化 有 约·美

丽 乡 村 ”首 场 文 化 公 益 讲 座 在 花

都 区 邝 家 庄 村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站

开 讲 ，广 州 市 文 化 馆 群 文 创 作 专

家 以“ 广 场 舞 的 编 排 与 表 现 特

点”为主题，阐述了广场舞编排的

技巧。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山

东省戏剧创作室联合韩国戏剧导演

家协会创作的话剧《我的桃花源》，

将于 8月 3日在济南首演。

《我的桃花源》以导演孟秋为

主 线 ，讲 述 了 一 群 舞 台 艺 术 创 作

者 寻 求 初 心 的 故 事 。 孟 秋 ，是 在

韩国留学 7 年的中国人，正全力以

赴准备将自编自导的话剧《寻找桃

花源》立上舞台。然而，投资人撤

资，主要演员更换，现实的种种困

难摆在面前。此时，合伙人黄总带

来一位五柳先生，五柳先生将投资

话剧的全部制作费用，代价却是将

剧本更换为五柳先生的《我的桃花

源》。在现实与艺术中间，孟秋无

奈地做出妥协。打开剧本，孟秋却

发现里面一个字也没有。为了弄

清真相，孟秋前去寻找五柳先生，

来到唯美奇幻的桃花源……

《我的桃花源》采用中韩演员

同 台 演 出 的 方 式 ，用 中 文 和 韩 语

两 种 语 言 演 绎 不 同 的 人 物 ，讲 述

共 同 的 精 神 追 求 。 舞 台 上 ，既 有

唯 美 的 桃 花 源 情 景 的 再 现 ，也 有

孟 秋 等 人 对 于 心 中 桃 花 源 的 追

求。剧中融入了中韩两国丰富的

古 典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如 中 国 古 典

诗 词 、传 统 戏 曲 、韩 国 安 东 假 面 、

韩 国 传 统 舞 蹈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

多方位展现了中韩两国的传统文

化之美。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

日前，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滚动

资助项目——由陕西省文化厅出

品的原创现代豫剧《秦豫情》在北

京召开专家研讨会。国家艺术基

金的评委和业界专家齐聚一堂，就

该剧的进一步打磨提升畅所欲言。

该剧讲述的是 1942 年河南发

生大旱灾，300 万人西出潼关大迁

徙至陕西最终落地生根的故事。

“这部戏作为近些年来地方戏

曲创作发展时期的一个标志性成

果，特别具有创造力，可以说是走在

全国地方戏舞台上的排头兵。”研讨

会上，多位专家高度评价了《秦豫

情》，认为其所展现的“精、气、神”在

剧中表现得荡气回肠、淋漓尽致，而

这种“精、气、神”正是中华民族不畏

艰苦、相互包容、乐观进取、坚持梦

想的奋斗精神。舞台上，这种精神

从剧中人物身上自然而然地生发出

来，易于引发观众的共鸣。与会专

家从音乐、灯光、舞美、表演、人物塑

造、故事情节等各方面各抒己见，提

出了许多有深度、有见地、有分量的

意见和建议。西安演艺集团副总经

理、西安市豫剧团团长赵鹏表示，各

位专家为《秦豫情》的精加工提供了

很好的思路与改进方法，西安市豫

剧团将深入领会这些宝贵的建议，

持续打磨提升好该剧。据悉，《秦

豫情》以全国排名第一的成绩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滚动资助

项目”名单，也成为陕西省唯一获得

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扶持的

剧目。

施放天灯有上千年历史，但近年

来却被视为“飞行垃圾”和安全隐患，

因而遭到抵制。有关天灯存废的争

论不休，而台湾创业者邵瑷婷希望找

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为这美好的

传统文化找到生路。

传 统 天 灯 往 往 在 升 空 300 米 到

500 米后，火焰熄灭，继而坠落。她和

团队设计的“环保天灯”，可以让天灯

在升空后燃烧殆尽，不留残骸。

“天灯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化意象

之一。”邵瑷婷说，“如果什么都不做，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天灯可能

真的会被禁止，这很可惜。”

“垃圾”？

天灯又名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

期诸葛亮发明，最初用于通信，在清

道光年间由福建移民带入台湾，后用

于祈福许愿，报平安。

台湾新北市的平溪自 1990 年后

开始力推天灯观光，鼓励游客在天灯

上写下心愿。如今，平溪天灯已成为

台湾的标志之一。

每 逢 元 宵 节 ，赏 灯 人 潮 络 绎 不

绝。夜空下，成千上万颗天灯冉冉升

空，如星如雨。然而第二天，游客往

往会看到触目惊心的一幕：花花绿绿

的天灯残骸散落在屋顶、树梢、溪边，

既不美观，又制造污染。

“不要让你写心愿的美梦，成为

当地居民的噩梦。”这是平溪居民写

下的诉求。

社 交 媒 体 上 ，有 网 友 称 天 灯 是

“纵火器”，是“飞行垃圾”。环保团体

更是要求严控天灯数量，并呼吁禁止

施放。

“难道传统文化与环保之间就只

有冲突吗？”26 岁的邵瑷婷说，“其实

该被解决的不是天灯，而是它产生的

垃圾。”

拯救

从 2016 年起，邵瑷婷参与创办的

致力于记录、保护和创新台湾传统文

化的“文化银行”就开始了拯救天灯

的计划。

今年 2 月，她和团队发起“环保天

灯”的网上众筹。他们用制造鸡蛋包

装盒的材料和工艺来制作支架，使天

灯的所有部件都采用纸质材料，可以

在空中完全燃烧，不留残骸。3 个多

月的时间，他们成功筹到新台币 160

余万元。

邵瑷婷预计，环保天灯的价格为

350 元新台币到 450 元新台币，约是普

通天灯的 2 到 3 倍。她并不担心价格

高而没有市场，相信人们会为了环保

多付一点。

71 岁的林国和是平溪少数还在

坚持手工制作天灯的工匠之一。他

时常临街而作，一有游客驻足，他便

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天灯的典故。

林国和支持“环保天灯”，也多次

出谋划策，参与设计，但他认为天灯

不仅要“环保”，也要“管饱”。

据林国和介绍，平溪早年依赖煤

矿，煤矿关停后，无心插柳培育起天

灯这个地方名片，到如今天灯已是当

地的经济支柱。

“如果不靠天灯，我们这偏僻的

地方有谁会来？”平溪一位居民说。

有网友感叹：“天灯本身并没有

错，错的是人。当天灯多到让你看到

遍地都是时，那代表平溪的游客乘载

量已经超负荷了。”

邵 瑷 婷 则 认 为 ，如 果 再 过 三 五

年，天灯真的因为不环保而被禁止，

那么当地的经济定会受到重创，而环

保天灯恰是拯救当地经济的契机。

出路

事实上，随着人们环保意识日渐

增强，很多传统文化都面临着类似境

遇。

比如，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

就在大陆多个城市遭到严格限制甚

至禁止。在台湾，燃放鞭炮是各大宫

庙为神明举办绕境踩街祈福的传统

项目。然而，今年在台北大龙峒保安

宫的“保生文化祭”期间，主办方主动

提出绕境踩街不放鞭炮，让“保生大

帝”环保出巡。

此外，端午时节北方民间旧有折

柳枝、挂葫芦的习俗，因破坏植物已

被 抵 制 和 遗 忘 。 在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

一些与驯养动物有关的传统习俗虽

被列入非遗，但也屡遭“虐待动物”的

指责。

另 一 面 ，很 多 像 邵 瑷 婷 一 样 的

人，正努力通过创新保留传统文化。

新北市三峡区的甘乐文创公司

回收燃放鞭炮的炮纸，打成纸浆，做

成红包袋、平安符等文创产品。

甘乐文创的活动经理陈柏安说，

虽然产品不便宜，销售一般，但重视

环 保 和 资 源 再 利 用 的 理 念 是 正 确

的，应当坚持。不能因环境问题而扼

杀传统信仰或习俗，两者不能对立，

而 是 要 找 到 其 中 的 平 衡 。“ 环 保 天

灯”“鞭炮纸红包”就是顺应了这种

趋势。

邵瑷婷说，要突破传统文化遇到

的瓶颈，需要人们花时间去思考该如

何利用科技、设计和商业模式。她接

下来还打算建立基金，将售卖天灯的

部分收入用来植树，以平衡和吸收燃

烧天灯所造成的碳排放。

“保护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

该做的事。创新保护方式从来都不

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

了一点。”邵瑷婷说，希望“环保天灯”

能启发更多的人为传统文化找到一

条新的出路。

（新华社北京 7月 20日电）

中韩合作话剧《我的桃花源》8月首演

现代豫剧《秦豫情》剧照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永发

乡加兴村投资 10 万元，与佳木斯演艺

集团联合创排的以抗联为题材的 7 幕

大型话剧《血色冰凌花》，讲述的是加

兴村百姓做服装支援东北抗日联军

第六军的故事。日前，该剧在汤原县

文化礼堂进行第 16 场演出后，现场观

众纷纷表示，这部剧演得真实、感人，

充满正能量。

汤原县是抗联六军的诞生地，也

是佳木斯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和第一

个中心县委的诞生地，全县有 47 处抗

联遗址，鹤立十二烈士赴国难、夜袭

汤原之战、伏击日本测量队等抗联故

事更是家喻户晓。近年来，汤原县依

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全力打造红

色主题文化。

该县文广新局副局长杜洪兵说，

近年来，汤原县将打造红色主题文化

纳入到文化建设中来，通过举办形式

多样的红色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精神。

在汤原县博物馆，该馆特别设置

了抗日烽火板块，通过大量的文字、

图片、实物、影像等资料介绍了抗联

六军从诞生到壮大的全过程以及抗

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在汤原的抗日

事迹。汤原县博物馆还走进学校、社

区、广场、乡镇村屯举办流动展览，使

抗联精神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据

汤原县博物馆馆长钱霞介绍，县内的

三所博物馆每年接待 10 多万观众，很

多观众看后都被抗联精神所感染，纷

纷表示抗联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财富，必须继承和发扬。作为汤原县

博物馆分馆的抗联密营纪念馆，是黑

龙江省首家密营纪念馆，800 多平方

米的展厅对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的 抗 联 密 营 情 况 进 行 了 全 面 介 绍 。

密营，是抗联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

过程中，为保存和发展抗日武装，在

深山野林里建立起来的秘密宿营地。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朱先生对

东北抗联史颇有研究，看了博物馆的

展陈后他表示，这里详尽地记录了抗

联在汤原县浴血奋战、不畏牺牲、同

仇敌忾的过程，这些史料非常珍贵，

是对抗联精神的最有力的传承。

汤原县图书馆坚守将传承抗联

精神从孩子抓起的理念，近年来已先

后举办了《听爷爷讲抗联故事》讲座、

《我心目中的抗联英雄》征文等上百

个 红 色 主 题 活 动 ，吸 纳 全 县 孩 子 参

加，使红色精神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

传承。在汤原县汤原镇北靠山村村

史馆，展出了北靠山村群众为抗联六

军抬车送粮的故事。

为了扩大抗联精神的传播力，汤

原县自 2012 年起开始举办红色文化

艺术节，至今已举办了 6 届，规模一届

比一届大。

据汤原县文化馆书记张忠旭介

绍，第一届虽然只有 30 场演出，却激

发 了 群 众 参 与 红 色 文 化 建 设 的 热

情。汤原县因势利导，第二届便丰富

了 活 动 的 内 容 ，举 办 了 红 色 专 场 演

出、美术书法摄影展、红色文化论坛

等系列活动。而去年的第六届艺术

节其活动场地已扩展至村屯和社区，

形成了城乡互动的良好局面。

为期两个月的汤原县红色文化

艺术节每年 7 月举办，共举办了包括

红色大舞台、歌舞专场等各种红色文

化活动 500多场次，参与展览展演人员

近5万人次，50多万群众观看了展览展

演。随着艺术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佳木斯市、桦南县、依兰县等周边市县

的演艺团体也纷纷参与演出。汤原县

还采取“走出去”“走下去”的办法，近

两年来组织在艺术节期间打造的精品

节目到佳木斯市、桦南县及该县的乡

镇村屯和社区进行展演。

汤原县还将红色主题文化植入

全县正在打造的“一乡一品”“一村一

特”的活动中，经过强力推进，竹帘镇

的红色戏曲、汤原镇的红色舞蹈等品

牌文化节目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重走抗联路是汤原县传承红色

文化的重要举措，每年年初汤原县通

过各种媒体推介抗联精神参观路线，

然后发动全县的所有党支部将重走

抗联路作为党员的学习内容进行部

署，活动开展 3 年来全县的所有党支

部都积极参与其中。重走抗联路每

年还吸引着大量的外地游客，25 公里

的山路得走大半天，虽然很累，但通

过讲解员的精彩介绍后，很多游客都

认为，了解了抗联史，理解了抗联精

神的伟大，没白来，值！

汤原县文化馆馆长王锡铁说，为

了传播红色精神，最近 6 年间，当地创

作了相关的歌舞、快板、话剧等艺术

作品就达上百部，红色题材的美术书

法摄影、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

作品获得了上百个奖项，张志刚的电

影剧本《下江烽火》、刘玉才的评剧

《地下交通站》、闫瑞权的 4 部小戏以

及 县 文 化 馆 创 排 的 情 景 剧《松 花 江

上》《做鞋送抗联》等作品在社会上都

有一定影响力。

汤原县文广新局局长陈立志说，

下一步还将加大红色文化品牌打造

力度，在推动红色文化走出去方面做

文章，通过巡演、研讨、论坛等方式，

让汤原县的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

产生影响。

弘扬抗联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打造红色主题文化纪实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