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0 多 年 前 ，“ 故 畦 抛 汝 水 ，新 垄 寄 钟

山。为问扬州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在汝

水（今抚河）边的故乡临川，以一首《杂咏》道

出心中所感；

400 多年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辞官的汤显祖回到家乡临川，在书斋玉茗堂

挥笔写下传世经典“临川四梦”；

如今，行走于汝水畔的江西抚州市临川

区，是否还能感受到流转千百年的韵味？这

份韵味，镌刻在砖缝石瓦上，留存在曲调音律

中，流淌于市井人情里……

访街——
古朴风韵，不经意间就能触

碰历史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不经意间，

你总能在临川触碰到历史。

一 座 文 昌 桥 ，不 到 300 米 ，历 经 800 多

年。走过文昌桥、就见文昌里，13 条保存较

完 整 的 明 清 历 史 街 巷 ，50 多 处 明 清 历 史 建

筑，见证古临川的历史。

2015 年起，文昌里老街启动修复工作，

“只修不建、修旧如故”“保留古风古韵的同

时，彰显赣派民居的特色”。参与文昌里历史

文化街区改造建设的抚州市文旅投公司荆公

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任明介绍。

2020 年，在杭州经营设计公司的青年邵

成，利用假期回乡慢游临川。走进却家山上

的汤显祖纪念馆，梅花庵、丽娘坟、黄粱饭店、

钱廊……耳熟能详的“临川四梦”情韵意境，

以多种媒体形式展现出来，邵成似乎走进了

汤显祖的“梦”里。

夜幕降临，邵成来到文昌里老街。灯光

映照着老砖墙，石街深巷、闾阎扑地，木雕、竹

编、银艺等非遗技艺，藕丝糖、水粉、牛杂等临

川味道，老城的韵味蕴含其中。

如果说古色古香是老街的形，那么戏曲

文化就是老街的魂。砖墙上的戏剧人物造

型、清风竹影与汤显祖诗词元素相得益彰，风

韵古朴，仿佛穿越到古临川熙攘喧嚣的市井

之中。

夜色愈深，游客越发多起来。夏日炎炎，

挡不住对戏的期盼。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灯光如

梦似幻，一叶小舟荡起清波，小姐在丫鬟的陪

伴下赏花，不觉倦意渐浓，凉亭小憩时，姻缘

悄然而至……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在全

息数字影像、巨型圆环投影装置等现代科技

的演绎下，让观众沉浸入梦。

即便过去数百年，“二十年来才一梦，牡

丹相向后堂中”的动人故事，仍能引起无数人

的共鸣。《寻梦牡丹亭》自 2018 年排演完毕，

便成为文昌里最吸睛的文旅项目，接待游客

已超过 20 万人次。

与《寻 梦 牡 丹 亭》的 相 遇 ，让 邵 成 深 受

震撼。

“当时我就觉得，传统戏曲文化和现代文

创结合，将临川的特色展现出来，是一个好的

创业路径。”在唯美演出的触动下，邵成决定

回乡创业，“我可以把设计才能与家乡文化融

合在一起。”

一场慢游，改变了他的人生路。

邵成开发了“汤显祖系列”文创产品及

IP 玩偶，有牡丹亭书灯、复刻木雕牡丹亭、杜

丽娘柳梦梅玩偶摆件、钥匙扣、文化扇子等，

去年文创产品销售额达 40 余万元，公司年营

业额达 400 多万元。

如今，在临川，围绕着戏剧艺术开发创意

产品、动漫、音乐等相关的创意公司越来越

多，集戏曲创作、戏曲演绎、戏曲体验、戏曲教

育、戏曲交流等于一体的街区正在成形。

赏戏——
数百年沉淀，戏剧的舞台越

搭越大

绕过文昌里戏曲博物馆，隐约听见叫好

声，便知到了旭东戏社。

下午 3 点，一出小戏即将上演，提前半小

时，戏社已坐满了人。台上锣鼓轻敲，戏迷王

运生听得入神，轻声跟着哼了起来，手指随着

节奏在桌面轻敲，不知不觉，面前的大碗茶都

凉了。

每周戏社开戏，王运生都会从十几里外

的孔家桥过来，“按照咱老戏迷的说法，这里

的茶有戏味！”

临川自明中期起便是有名的“戏窝子”，

方言演唱的抚州采茶戏，讲述孟姜女哭长城

故事的广昌孟戏，一唱三叹的宜黄戏，以及道

情、说唱、装扮、社戏等曲艺活动……种类众

多、内涵丰富的戏曲艺术传承不息。其中，仅

抚州采茶戏便有 30 多种剧目。

说起戏社老板、抚州采茶戏市级非遗传

承人朱旭东，临川的采茶戏迷没有不知道的。

朱旭东是临川龙溪镇人，从小听外公唱

戏，12 岁便开始登台演出。名气渐响后，朱

旭东成立自己的班组，带徒弟、写剧本。这些

年来，朱旭东的剧团每年仅在各小剧场演出

就达到百场以上，这对属于小众门类的戏曲

艺术来说，成绩不俗。

如今虽然弟子众多，50 多岁的朱旭东仍

对演戏满怀激情，“吃这碗饭，就要对得起这

个饭碗。我希望专注于传统抚州采茶戏，把

这种艺术形式好好地传承下去。”

父亲的执着，感染了女儿朱鸿盈。2020
年 ，在 深 圳 工 作 的 朱 鸿 盈 回 来 帮 忙 经 营 剧

团。这次回乡，承载着一份情怀，也寄托着一

份心愿。

“时代变了，戏班也要进步。何不开一个

戏社，既让票友们过足戏瘾，又能提升剧团收

益？”朱鸿盈抱着这个主意，寻到了文昌里，决

定 在 这 里 建 一 个 让 戏 班 沉 淀 下 来 表 演 的

舞台。

2021 年，旭东戏社开张。既是戏社，也

是茶室。走进戏社，迎面是一个 30 余平方米

的大舞台，市民游客来这里品茗看戏，感受临

川浓厚的文艺氛围。“临川人爱戏，是我敢在

这把年纪还跟着女儿创业的底气。”朱旭东

坦言。

近年来，临川的戏剧品牌越擦越亮，从

2016 年开始，抚州在临川连续举办多届汤显

祖戏剧节，为国内外戏剧文化交流提供展示

平台。

戏剧的舞台越搭越大，临川新建、提升和

改造了汤显祖大剧院、东华理工大学剧场等

4 个室内标准剧场和 8 个室外露天小剧场，如

今，40 多个民间采茶戏团，活跃在临川大街

小巷的露天剧场。

戏剧艺术的发展，如何走出新路？走进

三翁公园，可能会找到答案。

进门处，便是汤显祖、莎士比亚与塞万提

斯的铜像。3 位同时代的文学巨匠于同年陨

落，他们的创作在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

影响。

2016 年 适 逢 3 位 文 学 巨 匠 逝 世 400 周

年，抚州在莎士比亚故乡英国斯特拉福举办

了“抚州文化周”活动，赣剧《紫钗记》、抚州采

茶戏《牡丹亭》选段等剧目在莎翁故乡街头

亮相。

这也成为抚州创新戏曲表现渠道的探

索。“我们积极开展本土经典剧目创排，着力

打造‘汤显祖戏剧文化’品牌，创作出盱河高

腔乡音版《临川四梦》《牡丹亭》、音乐剧《汤显

祖》、舞剧《傩情》等新剧目，同时积极走出去，

先后在 30 多个国家不同城市演出。”抚州市

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会长万剑介绍。

400 年，沉淀出这座古城的活色生香。

新梦——
文化清音打通传统现代，连

接东方西方

“心中乱如麻，口中叫卖花，两脸火辣辣

呀……”前几句还有模有样，突然在拉长的尾

音那儿跑了调，听着孩子们稚嫩的歌声，令人

忍俊不禁。

抚州市第二实验学校里，孩子们在阙青

青的指导下演唱采茶戏《卖花线》。

阙青青师从抚州采茶戏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万安安。在舞台上浸润了 30 多年，如今她

将许多精力放在了非遗技艺推广上。

“临川对于采茶戏很重视，基本上在各中

小学都开了课。”阙青青每周至少要到 3 个学

校教课，下一代能接受什么样的戏曲形式，是

她最关心的问题。

的确，如何以适应时代发展、年轻人易于

接受的形式，传承与弘扬一方水土的人文特

性，不仅仅是采茶戏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临

川需要面对的问题。

走进临汝书院，漫步临川文脉馆、临川教

育馆、书院文化馆，临川文化的发展脉络历历

在目。临川名人馆里，从晏殊、王安石、汤显

祖到物理学家饶毓泰、著名学者游国恩，“名

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

这座按照宋代规制，为了推广和传承临

川文化建成的书院，如今既是礼乐射御书数

和传统书院文化的体验研学基地，又是文创

产品的开发基地。书院负责人方孜瑜拿出一

本《书院攻略》介绍，“书院开发了沉浸式体验

项目，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可以按照攻略完

成任务，寓教于乐。”

不远处，临川区政协委员戴思甜正带领

一个研学团队体验投壶游戏。“临汝书院凝聚

了深厚的临川文化，我们准备把这里作为长

期 研 学 基 地 ，开 展 丰 富 的 研 学 活 动 。”戴 思

甜说。

——“历史资源的活化利用，正是我们需

要去尝试的。”

任明正在进行临川区荆公路和州学岭历

史文化街区的改造，一本厚厚的保护规划上，

首要便是历史沿革，评审专家的一条意见让

他深思：进一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

空间载体的关系，提出延续市井生活、促进活

态传承的实施措施，优化展示利用规划。

——“老戏不老，创新有路，年轻人会为

采茶戏找到更大的空间。”

朱鸿盈最近接到一群年轻人的邀约，探

讨如何通过采茶戏元素，展现临川的人文地

理。原来，对方是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的

学 生 们 ，对 采 茶 戏 很 感 兴 趣 ，准 备 在 临 川

创业。

——“自古以来，临川便有着广纳人才的

胸襟，让更多艺术人才进驻临川，让现代艺术

和传统情怀融合，展现一个更宽广的临川。”

牡丹亭书灯、采茶戏滑板车、杜丽娘钥匙

扣……拿出自己设计的几个文创产品，邵成

仔细介绍。在他看来，临川文化的内涵丰富

多彩，不仅有戏曲元素，未来希望能够整合更

多资源，做出属于临川的文创特色品牌。

漫步汝水，寻梦临川。水袖飞舞，戏韵悠

然。清音袅袅，“一往而深”，穿越时光荏苒，

打通传统现代，连接东方西方。

或许，这就是临川新“梦”。

戏，是江西抚州临川区的城
市文化符号。这里是明代戏曲家
汤显祖的故乡，“临川四梦”传唱
至今；这里演绎着国家级非遗抚
州采茶戏等地方戏，一批批非遗
传承人在坚守与创新中前行。

近年来，临川深入挖掘戏曲
元素，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开发特
色文创产品，举办戏剧文化节，培
养年轻的戏曲人才……种种努
力，让戏韵绵延，让临川文化持续
绽放出穿越古今的魅力。

核心阅读

入梦牡丹亭 寻戏古临川
本报记者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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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0日电 推动新时代书画艺术繁荣发

展暨荣宝斋 350 周年座谈会 20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宣

部、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等有关负责同志，以及文化出版

界代表等 80 余人参加会议。

荣宝斋前身是 1672 年成立的松竹斋，1894 年更名为荣

宝斋。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焕发新的

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荣宝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逐渐发展为以书

画艺术品经营、出版发行等为主业的综合性文化企业。

会议强调，推动新时代书画艺术繁荣发展，要坚守文化

使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热情讴歌时代，生动

展现新时代十年非凡成就；要激活发展动能，积极助力文化

强国建设；要搭建中外文化之桥，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要加强人才培养，精心打造新时代文艺专业力量，以守

正创新的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座谈会前，“翰墨家国——荣宝斋 350 周年专题展”开

幕，全面展现荣宝斋 350 年的发展历程、成绩经验、深厚底

蕴和新时代发展活力。

荣宝斋 35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张贺）记者从全国“扫黄

打非”办公室获悉：2022 年上半年，各地“扫黄打非”部门保

持对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通过查办案件推动“净网”

“护苗”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全国查处各类案件 5200 余起，

其中刑事案件 850 余起。

全国“扫黄打非”办 20 日公布一批典型案件。

江苏盐城“Huluwa 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2
月，盐城市建湖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61 名，扣押违法所得 1000 余万元。该犯罪团

伙运营“葫芦娃”等淫秽视频平台，涉案金额 1.2 亿元。

安徽铜陵“1·26”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2 月，铜

陵市公安局铜官分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2021
年 10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邬某以售卖 U 盘名义非法牟利，

累计出售淫秽视频 51 万余部，非法获利 15 万余元。

浙江金华“2·12”传播淫秽物品和侵犯著作权案。今年

2 月，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查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和侵

犯著作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2018 年以来，以杜某

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搭建 5 个盗版影视资源站、10 个色情影

视资源站，为 4000 余个非法影视网站提供资源。

湖北襄阳司某某等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2
月，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3 名，冻结涉案资金 100 余万元。2021 年 11
月以来，司某某等人搭建“XX 服务站”，为 11 个淫秽游戏网

站提供代收费服务，非法获利 130 余万元。

浙江台州涉未成年人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3 月，台州市温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涉未成年人通过网络

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梁某某等人大量购买淫秽视

频，主要售卖对象为未成年人，涉及淫秽视频 2000 余部，涉

案金额 10 万余元。

广东东莞吴某某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案。今年上半年，

东莞市“扫黄打非”部门查处一起制售盗版外文童书案。

2020 年以来，吴某某等人非法将一些进口儿童培训教材扫

描为电子版并印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牟利 1000万余元。

北京某漫画 APP 提供宣扬禁止性内容案。今年 3 月，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在执法巡查中发

现，某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漫画”APP 提供的 18 部漫画作

品中均含有宣扬淫秽色情的内容，并通过广告牟利。

江西上饶某公司违规提供未成年人网游服务案。今年

1 月底，上饶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某网络公司违规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作出处罚，予以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对该公司及主管人员分别罚款 10 万元、1 万元。

福建福州某网络游戏未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

注册案。今年 4 月，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查处某

游戏网站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未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

息注册案件，给予当事人警告、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天津某公司未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服务设置相

应时间管理功能案。今年 3 月，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依法对涉案公司和主管人员分别罚款 10 万元、1 万元，

并对其进行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全国“扫黄打非”办

通报一批“净网”“护苗”行动典型案件

本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刘阳、任姗姗）近日，礼赞

新时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迎接党的二十大首批重点节

目片单在京发布。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兼总编辑慎海雄出席活动，并与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莫高义等共同为专题片《中国大区域》启拍。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思

想+艺术+技术”为创作理念，打造了一大批阐释新思想、礼

赞新征程、讴歌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发布活动现场集中推

介了首批重点节目：纪录片《征程》《村庄十年》、大型文化节

目《非遗里的中国》《山水间的家》和专题片《中国大区域》。

又电 （记者刘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纪录片《寻

古中国》近日在北京开机启拍。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莉出席活动并

致辞。

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

物局联合摄制，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把

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文博工作者亲历亲

述，结合自由视角、大场景 3D 扫描等新技术的使用，带来大

片级的视听盛宴。节目首批将推出《古蜀记》《玉石记》《云

梦记》《寻夏记》《河洛记》《稻谷记》等 6 个系列，每个系列 5
集，每集 30 分钟，通过推理想象和数字建模，把历史线索最

大限度地还原为历史现场，以清新的文风和年轻时尚的表

达，引领观众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

神的内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迎接党的二十大首批重点节目片单发布
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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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临汝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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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盱河高腔乡音版《牡

丹亭》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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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盱河高腔乡音版《牡

丹亭》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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