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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艺术团风景迷人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青海为文艺轻骑兵基层团队配发流动舞台车

7 月 23 日至 24 日，由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浙江省文化馆、湖州

市吴兴区人民政府承办的浙江省第

六届乡镇（街道）社会艺术团队文艺

会演分舞蹈、音乐、戏曲三大专场，在

湖州大剧院一决高下。《钟灵毓秀》

《丝丝针线情》《红色记忆》《争娘》等

节目精彩纷呈、各有特色，让观众掌

声不绝。

浙江省文化馆社会文化指导中

心主任周卫平介绍，本届文艺会演经

前期选拔，共有 31 支队伍 600 多人登

上决赛舞台。会演连续举办多年，作

品的原创性和接地气是深受观众追

捧的原因。

舞台上古乐飞扬，“金羽祥鸟”翩

然降临。义乌市江东街道艺术团表

演的《金羽祥鸟》用跃动的舞姿描绘

出百鸟争鸣、生机勃勃的繁盛景象，

表达了义乌人民追逐梦想、顽强进取

的精神。该节目指导老师吴春霞说，

该舞蹈的灵感来自“金鹁鸪，银鹁鸪，

飞来飞去飞义乌”这首古老的歌谣。

宁波慈溪市古塘街道追梦艺术

团的表演唱《文化礼堂之歌》，以欢快

舒畅的节奏、热烈奔放的旋律、载歌

载舞的形式，向人们展示出文化礼堂

的时代魅力。作曲吴祖良表示，这首

歌曲创作于 2017年底，并作为 2018年

慈溪市和宁波市村晚的主题歌参加

演出，如今在农村已广为传唱。

乡镇（街道）艺术团队建设是助

推浙江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构

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途径，也是

开展全民艺术普及、营造全社会文化

艺术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乡村文艺团队建设的实施意

见》，积极推进乡村文艺“三团三社”

（合唱团、民乐团、艺术团和文学社、

摄影社、书画社）建设，争取 2020 年实

现艺术团队乡村全覆盖。

今年 3月 8日，嘉兴平湖市独山港

镇“三团三社”成立，即潮音合唱团、

港湾民乐团、海韵舞蹈团，潮汐书画

社、独山摄影社、浅海文学社。这些

民间文艺团体皆以独山港镇海洋文

化为切入点命名。此次参赛的独山

港镇海韵舞蹈团的舞蹈《海舀情》，反

映了独山港儿女在风浪里披荆斩棘、

奋斗不止的渔业生活，表达了独山港

儿 女 收 获 大 海 馈 赠 后 的 幸 福 与 满

足。该舞蹈指导老师宋喜妹透露，为

了能在省级舞台上一展风采，这段时

间演员们齐心协力扎根在排练厅，以

求展现出最美舞姿。

“去年 7月，我县首批 63个乡村艺

术团正式授牌。到 2020 年，县里 80%

以上的行政村都要有乡村艺术团。”

温州市文成县文化馆舞蹈干部刘婕

说 ，旨 在 通 过 乡 村 艺 术 团 组 建 的 形

式 ，使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实 现 由 向 基 层

“送”文化转变为在基层“种”文化，切

实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刘婕带领去年成立的大峃镇心

韵舞蹈艺术团的姑娘们参赛的舞蹈

《溪头晨光》，是一曲清晨在文成县城

泗溪河边洗衣、玩耍的欢歌。

据了解，2017 年以来，浙江省文

化馆致力于书法、美术、合唱指挥等

社会艺术团队的人才和专家库建设，

平均每年培育优秀社会艺术团队骨

干成员 200 余名，培育省级优秀艺术

团队 20 余支，全省各级文化干部累计

培训各类基层艺术团队 6800 余支，既

保障了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激

发了广大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

性，也为“文化浙江”建设起到了积极

的推进作用。

人民群众对优秀新颖的文艺作

品需求和欣赏水平在快速提升，只有

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社会艺术团队经

久不衰的活力。杭州市西湖区古荡

街道艺术团的原创舞蹈《荡上菱情》

取材于古荡的人文历史。该舞蹈编

导曹晶晶告诉记者，《荡上菱情》呈现

了勤劳的采菱人怀着丰收的喜悦划

着小舟在荡上采菱的画面，艺术地再

现了古荡原住民的劳作场景，唤醒了

现代人几近遗失的乡愁。“我们查阅

历史资料、收集诗词歌赋、采访老原

住 民 ，在 西 湖 区 文 化 馆 的 大 力 支 持

下，对舞蹈动作、音乐、服装道具进行

专门了设计，最终将这段遗失的农耕

记忆重新搬上舞台。”曹晶晶说。

东阳市佐村镇珊门村文艺队带

来了舞蹈《穗丰谷香》。村里的妇女

和壮汉用挑担、箩筐等道具勾勒出一

个个日常劳作场景。珊门村是一个

有 700 多名村民的小山村，2014 年，珊

门村文艺队成立。“有了文艺队，村民

们也无心打牌了，这几年村里年年办

村晚，还常去别的村开展文化走亲，

日子过得很惬意。”队员金加贞说。

此次会演的舞台总监何大钧告

诉 记 者 ，舞 蹈 专 场 所 有 节 目 都 是 原

创，戏剧与音乐专场也有一半作品是

新创作的。可以说，浙江省乡镇（街

道）艺术团队文艺会演为全省基层群

众艺术团队搭建了交流平台，对提高

群众艺术团队的创作和表演水平起

到了推动作用。

本报讯 （记者马霞）7 月 29

日 至 30 日 ，由 四 川 省 纪 委 监 委 、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

导 ，遂 宁 市 纪 委 监 委 、市 委 宣 传

部 、市 文 化 广 播 电 视 和 旅 游 局 ，

蓬溪县委、县政府组织创作的大

型 廉 政 川 剧《苍 生 在 上》在 北 京

中国评剧院大剧场上演，参加由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全

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苍 生 在 上》以 遂 宁 市 清 代

著名廉吏张鹏翮治河为背景，充

分 展 示 了 张 鹏 翮 敢 作 为 、愿 担

当 、守 廉 洁 的 高 尚 品 格 。 整 出

戏 高 潮 迭 起 ，不 少 观 众 表 示 ，

《苍 生 在 上》是 一 部 激 励 广 大 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坚守公道正派

价值观的优秀剧目，具有重要的

榜样力量。据悉，《苍生在上》此

次演出也是遂宁建市以来，遂宁

市川剧团第一次在北京呈现大型

新剧目。

该 剧 由 国 家 一 级 编 剧 唐 稚

明、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陈立任

编剧，四川省艺术职业学院副院

长蔡雅康任导演，四川省川剧院

作曲家李添鑫任作曲。遂宁市川

剧团 41 名演员演出，其中遂宁市

川剧团团长刘世虎出演男一号张

鹏翮。陈立介绍，通过会演将让

更多人认识了遂宁，同时增强了

遂宁文艺工作者的信心，调动了

文艺院团创作的积极性。

本报讯 （记者刘淼）7 月 29

日，为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景

荣庆诞辰 95 周年，国家京剧院在

北 京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举 办 专 场 演

出。景荣庆的学生、家人及国家京

剧院的艺术家共同呈现了《通天

犀》《红鬃烈马·算粮》《逍遥津》3折

剧目。

景 荣 庆 与 裘 盛 戎、袁 世 海 并

称为当代“净行三杰”，是铜锤、架

子、武花脸全能的净行标志性人

物。《通天犀》是景荣庆武净戏的

代表作，此次演出由国家京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刘魁魁担纲主演，

饰青面虎。刘魁魁最初跟随景荣

庆之子景琏琏学习该剧，后又受

到景荣庆全面指导，可谓得其真

传。《红鬃烈马·算粮》由国家京剧

院国家一级演员黄炳强和王润菁

担纲主演，分别饰演薛平贵和王

宝钏，景荣庆之子景宝琪饰演魏

虎。景荣庆善于刻画人物，为京

剧 舞 台 塑 造 了 一 系 列 生 动 的 形

象，其在《逍遥津》中运用富于变

化的表情，将曹操狡诈多疑的个

性 表 达 得 淋 漓 尽 致 ，堪 称 一 绝 。

此次演出，国家京剧院特邀著名

老生倪茂才在《逍遥津》中饰演汉

献帝，景琏琏饰演曹操。

国 家 京 剧 院 副 院 长、京 剧 表

演艺术家袁慧琴表示，此次专场

演 出 对 纪 念 先 贤 、传 承 经 典 剧

目，尤其是对武戏的传承和发展

有 重 要 意 义 。 针 对 京 剧 武 戏 剧

目流失严重、擅演武戏的艺术家

逐渐凋零、青年武戏人才培养乏

力等问题，国家京剧院正多措并

举 ，着 力 恢 复 优 秀 武 戏 剧 目 ，大

力推出武戏人才。

“ 白 色 的 灯 有 点 刺 眼 ，看 不 清 板

凳，还得调调。”7 月 27 日下午，广西南

宁文化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安徽省杂

技团演员金子鑫结束了杂技《顶板凳》

的排练，一边下台一边与灯光师交流。

金子鑫介绍，顶板凳是中国杂技

传 统 项 目 ，但 现 在 练 的 人 已 经 不 多

了。这次为了参加第十届全国杂技展

演，他专门集训、增加难度，订下了顶

起 27条板凳、原地转 360度的目标。这

27 条板凳的重量近 200 斤，据金子鑫所

知，这是目前中国从事这个项目的演

员能够完成的极限。

金子鑫原本擅长的不是顶板凳，

而是兜杠，他的兜杠节目拿过国内外

不少奖项。“我 2008 年才开始练顶板

凳，最初是把 5 斤重的杠铃片绑在板凳

上，再用绳子把板凳吊起来做个保护，

先顶 1 分钟，接着 2 分钟、3 分钟，慢慢

延长时间，同时加重杠铃片的重量。”

金子鑫说，“能顶住 50 斤的杠铃片时，

体力基本算可以了，便开始换成 2 条板

凳，练习掌握平衡。”对金子鑫来

说，从 1 条板凳增加到 6 条的过

程是最艰难的，要随时根据

板凳的活动情况调整重心，

一旦掌握了平衡技巧，再

增加板凳，就相对

容 易 了 。 从 19 条

增加到 23 条，金子

鑫 花 了 一 年 。“ 从

板凳的造型、演员

的 体 力 等 方 面 来

看 ，23 条 是 一 道

关 口 ，完 成 了 就

是新的突破。”金子鑫说，从 23 条增加

到 27条，他只用了不到 3个月。

所谓“容易”，也是用无数汗水和泪

水换来的。金子鑫说，人的头部比较脆

弱，顶板凳非常疼，比其他项目更受

罪。初练时一顶起来，眼泪就不由自主

流下来，每天练功过后，与板凳接触的

那块头皮疼到不敢触碰。但出身杂技

世家的金子鑫有着家族传承的倔强，他

逼迫自己一定要练出绝技，随着他的坚

持，头上茧子也越来越厚。“练这个项目

意味着不能休息，一旦茧子里的新肉长

出来，再顶会更疼。”金子鑫说，“我基本

天天练，即便休息也不超过两天，像春

节这种长假，就在家对着墙使劲顶，以

保持状态。”已经 34岁的金子鑫深知，对

这个年龄的杂技演员来说，拼命练功也

很难再提高，一旦不练则会快速下滑。

顶板凳不仅苦，还比较危险，板凳

叠得多了，就存在散落下来的风险。

金子鑫回忆，有一次在德国演出，因为

配合的演员在叠放板凳时出现失误，

顶起后有一条板凳滑落，造成一叠板

凳重心瞬间偏移，散落下来。“那个演

出场地离观众席非常近，就在板凳砸

落的瞬间，我使劲把它们向舞台后方

甩，就想着千万不要砸到观众。结果，

那么多条板凳都砸在自己的身上，幸

好伤得不重。”金子鑫说。

为了确保演出效果和人身安全，每

到一处，金子鑫都要认真观察、调整演

出环境。“但凡能克服的我都会克服，不

能 为 了 演 员 舒 服 影 响 观 众 的 欣 赏 感

受。”金子鑫说，“演员最大的心愿，就是

通过苦练，把好看的节目呈现出来。”

本报讯 （驻 青 海 记 者 蔡 文

斌）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 本 文

化权益，支持县级文化馆面向农

村 提 供 流 动 文 化 服 务 ，7 月 29

日，青海省为天峻县神湖之源民

族歌舞队、曲麻莱县黄河源民间

歌舞团、德令哈市汗青格勒艺术

团 等 7 个 县 级 文 化 馆 馆 办 团 队

及“ 大 美 青 海 ”文 艺 轻 骑 兵 配 发

流动舞台车，用于开展流动文化

服务活动。

此次接收流动舞台车的 7 家

单位均为基层艺术团体，为今年

初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建成立

的 50 支“ 大 美 青 海 ”文 艺 轻 骑 兵

团 队 。 这 些 团 队 来 自 民 间 、扎

根 基 层 ，具 有 独 特 的 服 务 优 势 。

受赠的文化单位表示，将以此为

契机，把流动舞台车工程的实施

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弘扬乌兰

牧骑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结

合起来，把车辆维护好、管理好、

使用好，充分利用流动舞台车的

功能优势，多下乡、多演出、多服

务，为基层观众送去更多的优秀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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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嘹亮的歌声

回响在耳边，经典的故事扣人心弦。7月 30日，由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联合嘉静艺术团推出

的原创儿童歌舞剧《红星照我去战斗》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

本剧取材于红色经典故事片《闪闪的红星》，表现的是红军时期苏区的儿童团员潘冬子和妹

妹杜鹃及儿童团的小伙伴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

命小战士的故事。该剧融入了歌唱、舞蹈、快板等多种艺术形式，将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故事用

全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受到观众好评。

图为《红星照我去战斗》剧照。 薛明珍/摄 本报记者 祝 静/文

川剧《苍生在上》：一代廉吏再现舞台

专场演出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景荣庆诞辰95周年

《苍生在上》剧照

《通天犀》剧照

多年练习，金子鑫头上鼓出的包格外显眼。

《顶板登》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