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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迹”巡展助力高校舞蹈理论建设

江苏戏曲名作赴省内 20所高校巡演：

““圈粉圈粉””青年学子青年学子 培育戏曲土壤培育戏曲土壤
本报驻江苏记者 王 炜

6 月 14 日晚，刚刚荣获第十六届

文华大奖的苏剧《国鼎魂》在南京农业

大学上演，本场演出也是今年江苏戏

曲名作高校巡演活动的收官演出。为

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让青年学生走进剧场、亲近舞台，近距

离感受戏曲艺术之美，5 月至 6 月，5 部

江苏新创精品剧目在江苏省内 20所高

校进行了 40场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无

不刮起阵阵“粉墨旋风”。

精心组织，传播戏曲之美

本次江苏戏曲名作高校巡演活

动 由 江 苏 省 委 宣 传 部 、省 教 育 厅 主

办，参演剧目荟萃了近两年江苏各院

团的原创精品，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精髓、挖掘江苏本土历史文

化 资 源 的《顾 炎 武》《大 风 歌》，有 紧

扣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书 写 革 命 历

史 的《国 鼎 魂》《送 你 过 江》，有 体 现

改革成就、聚焦中国农民生存话题的

《陈 奂 生 的 吃 饭 问 题》。 其 中 ，苏 剧

《国 鼎 魂》获 得 第 十 六 届“ 文 华 大

奖”，淮剧《送你过江》获得第二十三

届 曹 禺 剧 本 奖 ，昆 剧《顾 炎 武》获 得

“京昆艺术紫金奖·优秀剧目奖”，锡

剧《大风歌》获得 2018 紫金文化艺术

节“优秀剧目奖”，滑稽戏《陈奂生的

吃 饭 问 题》为 2019 年 度 全 国 舞 台 艺

术重点创作剧目。通过名家名作的

精彩呈现，青年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戏曲之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走进高校为学子们献演，参演院

团均毫不吝啬地派出了各自最强阵

容，几乎每部剧的每一场演出，都是

由名角担纲主演的“高配版”，其中有

多 位 获 得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的 艺 术

家。巡演启动前，各大剧团都精益求

精，进行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带着锡

剧《大风歌》走进高校的江苏省演艺

集团锡剧团团长、梅花奖获得者周东

亮说：“很乐意把这台充满创新精神

的锡剧大戏带到校园里。戏曲要顺

应现代观众，所以思路要变，方方面

面的创作都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而改

变。”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戏曲、

懂得戏曲，只有年轻观众喜欢走进戏

院，传统戏曲才能绵延流长。

名家名作，让学子爱上戏曲

4月 26日，常州滑稽剧团的滑稽戏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走进东南大学四

牌楼校区大礼堂，三层礼堂座无虚席，

来自各院系的 1300 余名师生共享盛

宴，场面火爆。而在 5 月 7 日的南京大

学仙林校区恩玲剧场，连剧场的走廊过

道上都站满了观众，全场不时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场上场下气氛热烈。

锡剧《大风歌》以雄浑悲壮的风

格，刷新了传统锡剧缠绵婉转的表现

风格，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一位

来自新疆的同学表示：“从来没有在现

场看过戏曲，这次现场观看的体验非

常好，被舞台上精美的服饰和舞美吸

引了，锡剧的唱腔很动听。”

昆曲在大学校园里有着一批年轻

的爱好者，他们为昆曲所表现的清丽优

雅意境之美所吸引。昆剧《顾炎武》5月

9日来到南京工业大学演出，现场座无

虚席，演出到精彩之处，不时有热烈的

掌声和阵阵喝彩，在场观众都被顾炎武

的精神深深感动。学生王欣雨激动地

告诉记者：“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戏曲

的接触已经非常少了，而《顾炎武》将昆

剧的特色完完全全地展现了出来，这次

巡演让身边很多同学爱上了昆曲。”

演出现场，梅花奖获得者、昆剧

《顾炎武》主演柯军表示，为青年学子

演出，对于传统戏曲而言，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青年人是戏曲艺术的希望

和未来，演员需要传承，观众也需要一

代一代的传承。”柯军真诚地说，“我希

望通过一场场高水平、高质量的演出，

吸引更多的青年学子走进剧场，了解

昆曲、爱上昆曲。”

培土固基，将戏曲“种”在校园

此次戏曲进校园巡演，带来的不仅

是一场演出，还有全方位的戏曲艺术传

播普及。每一场演出开场前，都会有一

场导赏活动，给不少同学留下了深刻印

象。主持人与剧团负责人、演员等纷纷

上台与观众互动，而答对问题的场下同

学，能获得精美的戏剧人偶作为纪念礼

品。这种充满知识性又颇具趣味性的

暖场导赏，让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

来，年轻人的笑声不时迸出。

江苏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戏曲进校园，要丰富活动内容、拓

展工作内涵，让更多的学生认识、了解

戏曲知识。在整个巡演过程中，主办

方还精心组织安排了戏曲名家讲座、

戏曲快闪、戏妆戏服体验、戏曲摄影大

赛、戏曲直播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快闪活动中，

来自南京大学戏曲社的同学们身着精

致的戏服登场，表演了《凤还巢》《沙桥

饯别》《拾玉镯》等经典戏曲唱段，引来

众多人围观。

戏曲进校园，传统艺术与青年学生

的距离拉近了。江苏戏曲名作高校巡

演，不仅意在将戏送进校园，更希望将

戏曲“种”在校园。在“二度梅”获得者、

苏剧《国鼎魂》主演王芳看来，这是一次

让苏剧与年轻观众近距离接触的最好

机会。“我们很珍惜每一场演出，希望更

多的人来了解苏剧，特别像这种校园演

出，面对年轻的观众，更能引发共鸣。”

王芳说，“我们剧团这些年来大力培养

年轻演员，但培养年轻观众同样重要，

观众就是我们艺术的土壤，有了土壤，

我们的艺术才能够更好地生根发芽。”

“情绪森林”“明眸织锦”“贵妃出

浴”……6 月 13 日，随着 2019 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活动在各地

相继展开，陕西省西安市的双创周活

动也正式启动。而作为此次全国双

创周西安站的一大亮点，6 月 15 日，

由腾讯公司联合西安市浐灞生态区

管 委 会 主 办 的 T-DAY2019 展 在 西

安拉开帷幕，并向市民免费开放。虽

然 该 展 览 活 动 将 在 西 安 持 续 8 个

月，但开展当天上午 9 点不到，就已

有大批市民在 T-DAY 展场外排起

了长队。“希望能抢先体验一番‘诗

意长安’之旅。”西安市民李先生说。

据了解，T-DAY 是腾讯面向广

大用户推出的年度科技展览活动，此

前，该活动已陆续在深圳、广州、重庆

等城市举办，观众反响热烈。“每一次

T-DAY 都汇聚了众多文化科技创新

产品和基于前沿技术的创意互动。”

T-DAY 西安站策展人告诉记者，此

次 T-DAY 西安站共设置了八大展

区，“好看好玩”的互动展览项目共

15 个 ，涵 盖 了 人 工 智 能 、计 算 机 视

觉、语音识别、眼动技术应用、手势

识别等方面的前沿科技。“区别于以

往的展览，T-DAY 西安站在策展过

程中，将腾讯的前沿技术和长安古韵

进 行 了 一 次 化 学 反 应 ，旨 在 用‘ 科

技 +文 化 ’打 造 一 座 完 全 沉 浸 式 的

‘诗意长安’。”该策展人说。

观众走进 T-DAY 现场，就仿佛

沿 着 时 光 隧 道 来 到 了 一 个 梦 幻 世

界。观众站在“贵妃出浴”展区的镜

框前，镜框里能映射出多个身影，随

意说出一种花瓣的名称，系统便可以

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将观众幻化成贵

妃，“洗”一个绚烂光彩浴；中国国家

围棋训练专用围棋 AI——“绝艺”在

T-DAY 现场一显身手，化身为唐代

的“棋待诏”，与现场观众一较高下，

不过 10 子，它的胜率便高达 99%；腾

讯翻译君则成为“诗意长安”中丝路

贸易的翻译官，实时翻译帮助观众达

成丝路“交易”；古时织衣用针线，现

在靠眼动技术也能实现，T-DAY 上

展示的运用眼动追踪技术的“明眸织

锦”项目，让现场观众只要动动眼睛，

就能创作出一件专属的唐朝霓裳羽

衣；同样，运用腾讯的3D音频技术，观

众只需要戴上一副普通耳机，就能听

到各种唐代乐器的演奏，这种3D音效

算法，能够把2D声音模拟人在空间内

不同位置听到声音的方位感，产生不

同环境下的声音反射效果。

不难看出，作为落地西安的首个

沉浸式“科技+文化”互动大展，此次

T-DAY 无论是展场搭建还是各种高

科技互动体验的设置，都与盛唐文化

相结合，以期带领观众穿越至“诗意

长安”。

“很有趣，科技感十足，而且视觉

效果特别棒，拍照效果也很梦幻。”西

安大学生小张说，“没想到在大西北

的城市也能看到这么‘嗨’的科技互

动展，很惊喜。”

T-DAY 策展人表示，希望通过

创意互动让更多人零距离感受前沿

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也将西安的古

都文化通过科技，用年轻人喜闻乐见

的方式传递出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参

与到“科技+文化”的创新、创业发展

中来，让西安厚重的传统文化“活起

来”，让古都文化焕发新光彩。

据了解，自国家大力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以来，西安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在众创载体规划建

设、创业创新氛围营造、引导扶持政

策制定等方面持续发力，众创载体实

现倍增，双创氛围日益浓厚，人才“西

引 力 ”明 显 增 强 ，市 场 主 体 不 断 壮

大。据统计，截至目前，西安建成市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255 个，组织开展各类创业活动 4500

余场次。在创业融资方面，西安市设

立了 100 亿元规模的大西安产业引

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组建产业

发展基金群。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

红）为进一步推进以“读经典 学

新知 链接美好生活 ”为 主 题 的

全民阅读工作，深入推广以《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百 部 经 典》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历 代 优 秀 典 籍 ，唤 起 读

者 关 注 图 书 馆 、关 注 经 典 阅 读

的热情，6 月 15 日，由中国图书

馆 学 会 阅 读 推 广 委 员 会 主 办 、

东莞图书馆承办的“读绘经典”

全 国 图像阅读与创作活动正式

启动，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读者可免费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围 绕“ 图 书 馆 ，让

我们读绘经典”的主题，鼓励全

国各图书馆读者进行原创图画

创 作 ，创 作 内 容 与 经 典 阅 读 和

传统文化元素相关的绘画类作

品 ，通 过 平 台 提 交 并 进 行 评

议 。 研 议 结 果 将 确 定 入 展 180

件 原 作 作 品 ，于 今 年 11 月 在 东

莞图书馆展出，其中前 100 名作

品经协议后由东莞图书馆收藏

并支付收藏费用。

本报讯 （记者于帆）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产学研协

同 创 新 模 式 的 深 入 互 动 ，在 新

形 势 下 ，艺 术 类 学 术 期 刊 如 何

保持研究的前沿性，并持续发挥

其在艺术教育以及学术传播方

面的影响力？如何有效推动相

关艺术学科建设 ，并 与 高 校 教

育 形 成 良 性 互 动 ？ 围 绕 上 述

议 题 ，6 月 16 日 ，“ 中 国 特 色 艺

术 与 传 媒 理 论 体 系 构 建 ——

第 三 届 中 国 艺 术 与 传 媒 学 术

期 刊 主 编 论 坛 ”在 北 京 师范大

学举办。

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与中

国 文 艺 评 论 家 协 会 主 办 ，邀 请

到涵盖影视、戏剧、传媒、美术、

书 法 、音 乐 和 舞 蹈 等 艺 术 门 类

的 40 余家艺术与传媒学术期刊

的 主 编 ，梳 理 近 年 来 的 办 刊 经

验 ，探 讨 中 国 艺 术 与 传 媒 学 术

期 刊 所 面 临 的 新 环 境 ，确 立 了

发展的新方向与使命。

与 会 专 家 一 致 认 为 ，面 对

新 形 势 ，中 国 艺 术 与 传 媒 学 术

期 刊 需 要 审 慎 辨 识 、合 理 吸 纳

全球艺术理论研究和学科教育

开展的经验，同时系统梳理、深

刻 总 结 中 国 模 式 ；在 新 的 时 代

节点上，需要坚持文化 自 信 、凝

聚 学 术 共 识 ，探 索 中 国 特 色 的

艺 术 与 传 媒 理 论 体 系 的 建

构 。 对 于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飞 速

发 展 为 学 术 期 刊 发 展 以 及 高

校 学 科 建 设 带 来 的 新 挑 战 ，有

专 家 提 出 ，学 术 期 刊 作 为 传 统

媒 体 ，应 利 用 自 身 在 深 度 知 识

生 产 和 服 务 方 面 的 优 势 ，更 好

地推动研究成果在高校艺术教

育 实 践 中 的 转 化 ，实 现 艺 术 研

究 、艺 术 教 育 和 艺 术 产 业 的 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婷）为庆祝《舞

蹈》杂志创刊 60 周年、中国舞蹈荷花

奖 20 周年，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中

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主办，山东艺

术 学 院 、山 东 省 文 化 馆 承 办 的“ 舞

迹”巡展第一站于 6 月 14 日在山东

省 济 南 市 开 幕 。 山 东 省 多 所 艺 术

院校的百余名学生到场观看。

以舞蹈为内容办展览是近年来

中国舞协开拓工作思路、多渠道推广

舞蹈艺术的一种新形式，为了更好地

普及、推广中国舞蹈 的 发 展 历 史 和

成 就 ，中 国 舞 协 于 2019 年 开 始 了

“ 舞 迹 ”巡 展 的 全 国 之 旅 。 首 站 济

南展览为期 7 天，通过大量珍贵的

图文资料、实物真迹及影像技术多

维度结合的方式，对《舞蹈》杂志 60

年 与 中 国 舞 蹈 荷 花 奖 20 年 的 过 往

进行细致梳理，静动相交的展览模

式吸引了大批观众。

作为国家级核心期刊，高校师

生 一 直 是《舞 蹈》杂 志 的 作 者 群 中

的 主 力 。 巡 展 期 间 还 举 办 了 以 高

校 舞 蹈 理 论 建 设 与 创 作 为 主 题 的

学 术 研 讨 会 。 与 会 专 家 结 合 自 身

教育经历、创作经验，探讨、分析了

国内高校舞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鼓励各高校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

更有针对性地、科学地建设中国当

代舞蹈学科理论，推出更多更好的

舞蹈作品。

本报讯 6 月 15 日，由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新 媒 体 精 心 打

造的文化品牌和公益活动——

第 四 届“ 全 球 华 人 少 年 书 法 大

会”在北京正式启动。

本 届 大 会 由 中 国 侨 联 指

导，中国教育学会学术支持，央

视网、全国教育书画协会、中国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共 同 主 办 。

大 会 以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为 主 题 ，以 中 华 经 典 诗 词 为

内 容 ，在 软 笔 书 法 外 增 设 硬 笔

书 法 ，鼓 励 更 多 青 少 年 拿 起 笔

来 书 写 ，加 入 到 书 法 传 播 小 使

者 的 队 伍 中 ，让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走向世界。

据了解，“全球华人少年书

法 大 会 ”致 力 于 推 动 全 球 华 人

少 年 书 法 教 育 ，已 成 功 举 办 3

届 ，受 到 海 内 外 书 法 爱 好 者 的

关 注 和 欢 迎 ，选 手 覆 盖 20 多 个

国家的 200 多个城市，海内外华

人 共 同 参 与 ，在 青 少 年 心 中 播

下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种 子 ，

让民族文化世代传承。

（罗江浇）

“这是古籍修复使用的手工竹纸，这是用小麦淀粉打制的糨糊，是纯天然的黏合剂……”古籍修复师

向前来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介绍传统古籍修复工艺，从纸张、糨糊等原料到工具等，一一详细讲解。第一次

近距离观摩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留学生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学习愿望。

日前，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安徽传习所联合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安徽

大学龙河校区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的“古籍保护 你我同行——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由古籍修复技艺展示区和互动体验区两部分组成。其中，互动体验区又细分为雕版印刷技

艺体验区、线装书装订体验区、古籍抄写体验区。活动吸引了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的关注，很多学生早早

就来到图书馆等待活动的开始。

图为留学生观摩古籍修复技艺。 本报驻安徽记者 郜 磊/文 安徽省图书馆供图

业界聚焦艺术类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

第四届“全球华人少年书法大会”启动

“读绘经典”全国图像阅读与创作活动开启

观众在“丝路贸译”展项前体验人工智能机器翻译

▶ 锡剧《大风歌》剧照▲ 昆剧《顾炎武》剧照

▲ 苏剧《国鼎魂》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