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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宏大气的现代史诗
白剧《数西调》获赞

艺 戏

本版责编 程 佳

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

聚焦儿童剧未来发展
本报记者 王立元

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白剧团创排的白剧《数西调》于 8 月 8 日、

9日晚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参加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该剧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白族妇女周秀珠收养了仇

人的儿子阿亮，并将其抚养成人。在此过程中，周秀珠和阿亮面临了

爱与恨的抉择，经过痛苦、复杂的心理斗争，最后放下心中仇恨，共同

谱写了一曲母子情深、人间大爱的“数西调”。该剧入选原文化部

2017年度“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重点原创剧目专

家支持项目”。

演出结束后，谢柏梁、王亚勋、姜彤林、张静、景俊美等戏曲界

专家点评了《数西调》。专家们指出，这个戏的情怀高，文本上具

有史诗般的力量，也具有与世界对话的潜质；艺术品质高，技、艺、

道三重维度丰富多彩又交织与共，入耳入心；格调高，二度创作简

洁、完整、和谐。不过专家们也指出，“数西调”的名字有些出离故

事内容，如果能够取一个更为贴合剧情的名字，这个戏可能会叫

得更响。

白剧以吹吹腔为基础，吸收白族曲艺“大本曲”曲调融合形

成，是主要流传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及丽江市部分白族聚居地区

的剧种，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 60

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白剧团创作了白剧《红色三弦》《苍山红

梅》《望夫云》《情暖苍山》等近百台大小剧目，培养了一大批白剧

艺术家和优秀人才。1995 年，剧团

被原文化部、原人事部授予“全国

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数西调》的演出受到了首都观

众的好评。有观众表示：“之前看的

云南小戏，轻快、灵动、载歌载舞，这

台戏则带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

由江苏省张家港市锡剧艺术中心、无

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文体服务中心、射阳

县淮剧团、江阴市锡剧团、江苏梆子剧院

有限公司创排的江苏省小戏组台，于 8 月

11日、12日晚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参加

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锡剧《丫丫考零分》关注留守儿童问

题；锡剧《今又中秋》反映现代生活中普

遍存在的婆媳矛盾；淮剧《良心》讲述了

面对病猪是卖还是埋的故事；锡剧《扁头

不在家》讲述了一位小名叫“扁头”的村主

任上任后的故事；徐州梆子戏《叫你一声大

姐》讲述了一个有关诚信的市井故事。

演 出 结 束 后 ，谢 柏 梁 、姜 彤 林 、张

静、景俊美等戏曲界专家点评了小戏组

台。专家们指出，这 5 个小戏都来自生

活，同时又是对生活的适度提炼。主创人

员着眼于平常百姓平常事的创作视角虽

然向下，但是提供给观众的精神价值是昂

扬向上的。整台演出题材多样，每个小戏

的切入点独特，

令观众看到了

生活的不同侧

面。不过专 家

们 也 指 出 ，个

别小戏的故事

层 次 不 够 鲜

明，缺乏充分铺垫，有的戏人物心理转

变稍显突兀。

张家港市锡剧艺术中心（原张家港

市锡剧团）创办于 1964 年，多年来创作

积累了《厂长和他的妻子》《半把剪刀》

《一盅缘》等优秀作品，造就了钱瑛、蒋盘

芳、宣扬等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无锡

市惠山区堰桥街道文体服务中心管理的

特色文艺团队有 50 多支，小锡剧创作和

演出是中心文化工作的一大特色，近 3

年来，已创作小锡剧作品 12 个。射阳县

淮剧团建团 60 多年来，创作演出了现代

淮剧《奇婚记》《将军泪》《良心》等 200 多

个剧（节）目，1991 年，剧团被原文化部、

原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江阴市锡剧团成立于 1956 年，是

无锡市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多年来，剧

团创作推出了《寂寞红豆魂》《双推磨后

传》等剧目，对普及、传承和发展锡剧艺

术作出重要贡献。江苏省梆子剧院有

限公司原名江苏省梆子剧团，是一个拥

有 60 多年历史的专业艺术团体，现有中

国戏剧梅花奖演员 2人。

江苏省小戏组台的演出得到了首都

观众的好评。有观众表示：“这几个小戏

都立足于凡人小事，事小主题不小，平凡

又不乏深刻，接地气又富有教育意义。”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儿童剧演

出场次年均近 2万场，演出剧目 700多

部。”“说到未来的戏剧发展，我们希

望发挥观众的主观能动性，让观众自

己选择观察角度，选择与艺术互动的

方式，我们从观众身上去学习。”8 月

19日至 21日，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

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交流大会（以下

简称“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五大洲的近 200 名儿童青少年戏剧领

域的艺术家、教育工作者、院团代表

探讨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的发展与

未来，大家还就戏剧表演、文化政策、

技术创新、合作与创作等主题进行讨

论，碰撞儿童青少年戏剧未来发展新

思路，促进世界范围儿童青少年戏剧

艺术作品整体水平的提升。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中国儿童剧创作题材涵盖古今

中外，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据统计，近

年来中国儿童剧演出场次年均近 2 万

场，演出剧目 700 多部。在中国的城

市、乡村，甚至许多边远地区，都有儿

童剧公益演出的身影，同时还深入校

园积极开展戏剧教育普及，助力校园

戏剧发展。”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

中国中心主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尹晓东在交流大会主旨发言中说。

据了解，中国儿童戏剧节已举办

8 届，成为增进中外儿童戏剧交流的

重要平台，共有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200 余家院团参与，300 余台

剧目演出 1600 余场，观众达 130 余万

人次。

把出访演出和交流作为中国了

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方式。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组织了《西游记》

等 10 多台剧目赴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

区，演出了 100 多场。参加了丹麦、西

班牙、德国、芬兰、日本、韩国、俄罗

斯、墨西哥、南非等国举办的艺术节，

并组织十几批艺术家出国访问学习，

开展艺术交流活动。

把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作为深

化 交 流 的 工 作 机 制 。 通 过“人 员 互

访、交流演出、联合创作”的“三步走”

战略，不断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国际

交流持续进行。

把联合创作剧目作为促进文化

互鉴的崭新舞台。近年来，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与澳大利亚联合创作了大

型民俗儿童剧《十二生肖》；与罗马尼

亚联合创作了人偶剧《西游记》；与芬

兰 联 合 制 作 了 儿 童 剧《国 王 在 姆 咪

谷》；与美国联合排演儿童剧《公主与

豌豆》《成语魔方》等；与新加坡共同

排演了儿童剧《马兰花》。另外，天津

市儿童艺术剧团与英国联合打造了

大型视觉戏剧《龙》，上海儿童艺术剧

场与澳大利亚、英国联合制作了多媒体

儿童剧《那一幕》，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

剧院与荷兰联合制作了大型儿童音乐

剧《雪人的愿望》，武汉市人民艺术剧

院与英国、澳大利亚联合制作了大型

童话音乐剧《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等。

各国儿童戏剧发展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关心支持儿童戏

剧 事 业 ，在 政 策 和 资 金 方 面 予 以 扶

持，这是儿童戏剧在中国得以持续发

展的关键。”尹晓东说。

那么，各国的儿童戏剧发展情况

如何呢？

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日本

中心主席、编剧、导演藤田朝也介绍，

日本的儿童剧在 100 年前诞生，不同

于中国的儿童剧主要在剧院上演，日

本儿童剧 70%是在学校公演。与中国

儿童剧相同的是，日本儿童剧也重视

剧目的内容与教育意义。

丹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中心

CEO、丹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节主

席亨利·科勒表示，在丹麦没有固定

的剧场供儿童剧演出，剧团主要在各

个学校巡演。丹麦大概有 150 个儿童

剧团，在儿童剧创作方面，题材选择

比较宽泛。亨利·科勒建议，未来，儿

童剧可更多地与文学、数字新技术等

相结合，吸收其他各类艺术样式所长

来丰富自己。

共创儿童青少年戏剧的未来

除了交流大会，为期一周的 2018

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

大会还包括来自 11 个国家 16 个演出

团的 18台剧目 53场演出，以及戏剧工

作坊、图片展、图书展等。国际儿童

青少年戏剧协会主席伊维特·哈迪表

示，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艺术大会，

也是一届精彩至极的艺术大会，世界

儿童青少年戏剧人相聚北京，不仅感

受到了厚重的中国文化，也领略了世

界儿童青少年戏剧的丰富多彩。

本届艺术大会通过并发布了《北

京宣言》：第一，巩固和深化现有国际

交流与合作机制；第二，实现交流渠

道和资源共享；第三，让各国儿童戏

剧教育经验实现交流互鉴；第四，支

持和帮助青少年戏剧工作者实现愿

景。与此同时，儿童戏剧工作者要本

着“尊重、普及、包容、创新、探索、自

由、倡导”的原则，开创世界儿童青少

年戏剧事业的美好未来。

尹晓东表示，国际儿童青少年戏

剧协会艺术大会宛若一座桥，让大家

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它既是一

座友谊之桥，将世界儿童戏剧人连接

起来，拉近了彼此距离；它还是一座

合作之桥，为各国儿童戏剧交流互鉴

搭建平台，深化合作；它更是一座未

来之桥，国际儿童戏剧同行共同构想

未来，携手并进。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图

书馆举办 2018 年暑假“小小图书

管理员”实践活动总结表彰联谊

会。“小小图书管理员”实践活动是

长安区图书馆针对 9 岁至 12 岁的

少年儿童在寒暑假举办的一项大

型公益社会实践活动，自 2016年首

期推出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6 期，共

培养“小小图书管理员”150多名。

图为“小小图书管理员”在长

安区图书馆整理图书。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文/图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郜磊）

近日，安徽省文化厅公布了 2018 年

全省戏曲创作孵化计划暨农村现

实题材创作工程入选项目，总计 49

部戏剧入选，其中包括 10 部新创大

戏、20 部新创小戏、9 部打磨大戏、

10 部打磨小戏。据悉，每部新创大

戏、小戏将分别获得 40 万元、10 万

元资助。新创剧目将在今年内完

成创排演出。每部打磨大戏、小戏

将分别获得 30万元、5万元资助。

今年，安徽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

文艺院团踊跃申报全省戏曲创作孵

化计划，全省共推荐大小剧目 117部

（个），安徽省文化厅组织专家，经过反

复比较和讨论，最终评出了 49 部入

选戏剧。此次入选戏剧作品中当代

当地题材作品成为主流，突出表现

扶贫脱困、繁荣经济、新风良俗等现

实内容，同时，青年创作者的作品增

多。接下来，安徽省文化厅将与安

徽省各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

单位签署创作协议书，明确三方责

任，确保入选项目开花结果。

49部农村现实题材戏剧入选
安徽省2018年戏曲创作孵化计划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市

郊的一间宽阔厂房里，电机声和敲

打声此起彼伏，几十个人在忙碌着。

适逢西非地区雨季，室外大雨

如注，但马修·戴维斯丝毫不受影

响，专注地操控电动打磨机打磨一

块圆桌桌面，完成后他将把桌面交

给其他人进入下一道工序。

这里是中国援利竹藤编培训

中心，记者日前探访了这个在当地

名声响亮的中国援助项目。

今年 32 岁的戴维斯是这里的

一名学员。两年前他慕名前来，在

中国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从零开

始学习用当地的特产竹子和软藤

制作桌椅板凳等家具。

据竹藤编培训中心负责人聂勇

斗介绍，利比里亚有着丰富的竹藤资

源，2007 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因地制

宜，把我国传统竹藤编技艺输送到利

比里亚，向当地大量失业青年和战争

孤儿提供培训，帮助这个经历长期内

战创伤的西非国家解决高失业率问题。

戴维斯是一名战争孤儿，他在内

战中失去了父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叔

叔。9年前高中毕业后家里无力供养

他上大学，而无一技之长的他又无法

找到稳定工作，只能艰难度日。

他告诉记者，当年放弃继续求

学时，他同时也放弃了“大部分人生

目标”。两年前他偶然从广播里听到

这个培训项目，立刻决定前来一试。

他说：“我想找些事情做，以后

既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家人。”

来到培训中心后不久，戴维斯

发现自己爱上了这项技艺。每次在

中国师傅的传授下，自己和同学合

作把一条条细长的竹片和藤片变成

竹编和藤编产品，他都充满成就感。

说到未来，他雄心勃勃：“我计

划以后开一个竹藤编家具厂。但

现在我还需要继续提高技术，这样

别人才会来买我的产品。”

聂勇斗说，培训中心从 2007 年

1 月 成 立 以 来 已 经 实 施 了 五 期 培

训，现在是第六期，有 55 名学员。

迄今各个项目总共培训了 800 多人

次，其中 10%的人结业后开办了自

己的作坊。如今培训项目也从刚

开始时的竹藤编拓展到蔬菜种植、

沼气、水电维修、家畜饲养和柑橘

栽培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培训。

单身妈妈阿米娅·约翰逊是五

个孩子的母亲，她已经在这里学习

了一年多时间。她说：“我决定来学

这门技术是为了有一技之长，将来

有条件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已到耳顺之年的张文见是培训

中心的资深竹编技师，有 30 多年竹

编经验的他在 2009年被重庆开州区

评定为凉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5年前他到利比里亚从事援外工

作。他告诉记者，国内的竹藤编技

艺在利比里亚得到传承，感觉很好。

除细心培训当期学员外，对于

已经毕业的学员，培训中心也做到

“扶上马、送一程”，有始有终。聂

勇斗说，“我们一有空就会去学员

自己开办的竹藤编织厂和蔬菜种

植园，了解实际困难，进行技术指

导，努力扩大项目影响”。

培训中心的工作也获得利政府

高度重视。聂勇斗说，利各级领导多

次到项目组视察，此外前来观摩过的

还有联合国、西非经济共同体和世界

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驻利代表以

及多国驻利使节。2017年项目组获

利政府颁发的“先进森林英雄”称号。

目前培训中心的中方人员有 9

人 ，其 中 包 括 8 位 技 师 和 一 位 翻

译。聂勇斗说：“我们的项目虽然

不大，但是很接地气，在利比里亚

有很强的生命力，给当地人提供了

一种自谋出路的技能。”

（新华社蒙罗维亚 8月 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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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肖依群

通讯员杨国勤）8 月 28 日，由国家文

物局主办的 2018 年度全国文物行

政执法人员培训班（渝川滇执法协

作片区）在云南昆明开班。

重庆、四川、云南三省市的 150

余名执法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班。

在为期 4 天的培训中，三省市文物

执法人员将学习文物保护法律法

规、国务院有关文物工作的要求、

文 物 行 政 处 罚 操 作 实 务 、文 物 行

政 执 法 经 验 交 流 、文 物 执 法 片 区

协作机制研讨等内容。

开班仪式上，重庆、四川、云南

三省市签署了《文物行政执法合作

协议书》，标志着三省市文物执法协

作机制正式建立。根据协议书，三

省市将在规范执法、联合执法、交叉

执法、培训交流、信息共享、示范创

新等方面深化合作，由此建立渝川

滇文物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分

析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形势，研究确

定文物行政执法合作计划，总结区

域执法经验，完善文物行政执法合

作机制。

据了解，渝川滇文物资源丰富，

文物类型相对集中，但存在执法力量

不平衡的问题。同时，因地理环境复

杂及交通条件较差等原因，三地文

物执法巡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多。

渝川滇推进文物行政执法区域合作

（上接第一版）

举办朗读活动近500天

在悬挂着“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横幅的小舞台前，坐满了

捧着书的读者。每晚 7 点，这里都要举办“朗读者”活动。读小学五年级的

陈俊茜熟练地帮自己和同学报了名。“我准备朗读的是诗歌《我想》。我可

喜欢这个节目了，还拉了很多同学一起来。”陈俊茜兴高采烈地说。陈俊茜

的妈妈说，女儿来这里朗读已经坚持一年多了。

“红色书店开办以来，每天晚上 7 点准时举办朗诵活动，已经雷打不动地

坚持了近 500天。”书店少儿组工作人员井军梅说，“我是 1995年到新华书店工

作的，那时书店破旧，来看书的人多但买书的人少。现在书店环境好、书籍种

类丰富，还有各种益智产品，每天来的人络绎不绝。”

晚上 8 点多，延安中国红色书店灯火通明，读者依然沉浸在书的海洋，享

受着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