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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河共舞与大河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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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刘阳）为期一个月的“视听

中国 走进欧洲”作品展播活动近日拉开帷幕，纪录片《行进

中的中国》《大上海》《这十年》《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客都寻味》《海派百工》、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等 20
余部中国视听佳作，将在法德英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媒体平台

上集中亮相，展播作品涵盖纪录片、电视剧、综艺等类型近

400 集 150 小时优质内容。

此次活动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旨在让更多欧洲民众感受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促进中欧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推动中欧视听机构在节目互

播和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作为活动承办方，上海五岸传

播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适应欧洲不同播出平台的

需要，团队这次甄选的内容专门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了希腊语、

法语、德语、匈牙利语、英语等多语种个性化版本。

“视听中国 走进欧洲”活动拉开帷幕

得知自己获得文华表演奖的那一

刻，涌上心头的，是圆满。这个奖是个人

的，也是集体的，它给奋斗 10 年的沪剧

《敦煌女儿》剧组，给我 60 岁的人生、48 年

的舞台生涯一个圆满的交代。

沪剧《敦煌女儿》打磨了 10 年。经

历了剧本推翻重来和无数次修改打磨，

遇到瓶颈时十分艰难，但我们始终没有

放弃。

这个题材太难了。《敦煌女儿》的原

型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怎么

把这位扎根大漠半个世纪的杰出女性形

象立在舞台上？怎么讲述一代代敦煌人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

取”的“莫高精神”？怎么体现莫高窟在

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大

家担心，用沪剧表现西北题材，难度是不

是太大了。

但这个题材也太好了。敦煌莫高窟

是人类文明瑰宝，它能够激发起我们内

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沉的热爱。樊

锦诗这样的人物故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她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将自己的

一生奉献给西北大漠。题材难度不一

般，价值也不一般，我认定要把这个故事

搬上舞台。

《敦煌女儿》浓缩了樊锦诗从 25 岁到

80 岁的人生经历。从两挂小辫的青年到

风华正茂的中年，再到白发苍苍的老年，

剧中的樊锦诗在不同年龄段穿梭，有时

“抢装”时间不足一分钟，不仅是外形上

的“此时非彼时”，更有知识涵养、精神气

质的变化，要求演员一定要有真情实感，

要形神俱融，要把自己变成角色本身。

创作，从深入生活开始。10 年间，我一次次去敦煌，抓住

一切机会近距离接触樊锦诗。采风过程中，我越来越理解她，

这种理解是在敦煌的一次次散步、聊天中建立起来的。我揣

摩她的一颦一笑，说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态。她刚刚到敦煌

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亲人在身边，那种孤独难以想象。但

她告诉我，只要进了洞窟，就会忘记所有艰难。这种近距离的

了解，让我能够更深入地诠释人物。

在创作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呈现的《敦煌女儿》有

260 多句唱词，汇聚了沪剧最具表现力的各种板式。剧中樊

锦诗的唱段最长达近 20 分钟，很多唱段，我是一边流泪一边

唱的。“见到你，万物沉寂唯你风流，那一刻，心随你走不再回

头……”看过演出，许多观众说，舞台上艺术化了的樊锦诗令

人感到真实而温暖。

我感恩和《敦煌女儿》的相遇，更希望这部作品能把沪剧

带向更广阔的天地。沪剧自诞生以来，一直与时代同步，前辈

艺术家从不把眼光局限在上海、局限在儿女情长。如果不向

前走，剧种原有的优势很快就会失去。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

要在传承艺术本体、遵循艺术规律的基础上，用浓浓的沪剧味

道去塑造和呈现有文化品位、有思想内涵的好戏，为沪剧艺术

留下宝贵的财富。我要用真诚的表演把自己感受到的灿烂和

崇高，真真切切地传递给观众。

（作者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本报记者曹玲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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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贺勇、潘俊强）近日，由文

旅部和北京市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主场活动落

幕。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以“和合共美”为年度主题，通过

“园林中的戏曲”“剧场里的戏曲”“网络上的戏曲”3 个板块活

动，以演出、论坛、展览、游戏、市集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积极

拓展形式、空间以及传播方式，推动戏曲艺术普及，不断擦亮

“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本届戏曲文化周还进行了 21 场演

出直播，让更多人通过新媒体平台在家“看大戏”。

“园林中的戏曲 戏曲中的园林”——古典园林与传统戏

曲交相辉映，一直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活动特色。京剧、评

剧、河北梆子等经典剧目，在园博园内接连上演。据悉，本届

中国戏曲文化周结束在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地的

活动后，将推出更多常态化活动走进基层、社区（村）、校园等，

持续推动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

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落幕

本报北京 11月 13日电 （吴田恬、庞行）日前，党报论坛

第十九届年会以在线直播的形式举办。

本届论坛以“建功新时代：十八大以来党媒的融合·创新·
引领”为主题，来自 14 家媒体，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河北大学等 17 所高校及有关科研机构的 80 余名专家，围绕

10 年来各级党媒在媒体融合、改革创新方面的路径、经验与

启示，以及党的二十大报道创新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党报论坛自 2004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19 届年会，成为我国

党报党刊研究领域的知名品牌，搭建了融通业界与学界的桥

梁。本届年会由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

学新闻学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媒杂志社联合主办。

第十九届党报论坛举办

【镜头】

芮城最西南，风陵渡。正值黄

昏，赶路的渡河人脚步匆匆，踏起

岸边黄尘。几十条客船、货船、游

船穿梭于河面，技艺精湛的艄公掌

舵 自 如 。 远 处 ，风 陵 渡 人 撒 下 渔

网，看到金黄的鲤鱼跳跃……

“ 呜——”，铁 路 大 桥 上 ，一 列

火车迎面驶来，将时间从几十年前

拉回现在。往来客船已不见，一艘

餐饮船停泊岸边，这是 68 岁的老船

夫尚成麦开的农家乐。

风陵渡，依偎在黄河的最后一

道臂弯中。晋陕豫三省交界，渭黄

洛三河交汇，秦岭、中条两山相遇，

山川地理如此巧妙安排，成就了黄

河上最古老、最大的渡口。

相传黄帝的贤臣风后战死，为

嘉其功，筑陵以葬，风陵渡由此得

名。“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

终身”的风流，尤为这座古渡平添

几分侠气与浪漫。

直到 1994 年，风陵渡黄河大桥

横架南北，结束了用船摆渡的历史，

古渡几乎在一夜之间沉寂下来。

此 后 ，随 着 当 地 发 展 文 旅 融

合，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到来，体

验“立马风陵望汉关”的豪迈。

尚成麦瞅准时机，在渡口开办

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一年收入

有五六万元。他把有关风陵渡的

古诗词印在船上，有游客来，他总

要讲上几段。

奔腾不息的大河，孕育了源远

流长的文化。如何深入挖掘黄河文

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风 陵 渡 旅 游 度 假 区 有 探 索 。

在黄河风情小镇看非遗表演匼河

背冰、品特色小吃泡泡油糕、体验

窑洞客栈、在西侯度遗址探寻旧石

器时代文明。

风陵渡口和风陵火车站之间的

老街也隐藏着密码。这里曾是往来

客商必经之地，商铺林立，阅尽风陵繁

华，后因城镇发展中心转移而衰落。

修 缮 老 街 提 上 日 程 。 规 划 图

里，青砖铺出古朴韵味，老房子里

“长”出文化馆、书店、茶楼和酒肆，

风陵渡口大河安澜，一个风情更胜

往昔的风陵古镇呼之欲出。

风陵渡向东 50 公里，便来到另

一个重要古渡口——大禹渡。

大 禹 渡 流 传 着 大 禹 治 水 的 传

说，是历代驿道和盐运要道。“住在

黄河沿，吃水比油难”，50 多年前，芮

城百姓在荒坡上劈崖建站，引黄河

水上高塬，修建了大禹渡扬水工程。

“第一次上水那天，现场人山

人海，比过年还热闹。”当年只有 6
岁的董曾武如今是大禹渡扬水工

程服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这一

幕他最是难忘。他介绍，经过几次

提升改造，大禹渡扬水工程现在灌

溉着芮城 55 万亩田地，在服务农业

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

黄河文化和现代水利文化在这

里交融。大禹渡从上世纪 80年代就

开始发展旅游，去年还入选了第四批

国家水情教育基地。舟行大禹渡，看

数千年神柏苍劲挺拔，登禹王庙听大

禹治水的传说，伴长河落日吃一席鲤

鱼宴……随着景区体制机制改革和

项目升级改造，正释放出更多活力。

黄河流经芮城 80 多公里，曾有

15 个古渡口。岁月变迁，船工的号

子已渐远，很多小渡口只能在地名

里窥见。而在风陵渡和大禹渡，众

多遗存仍可观可感，随着旅游开发

灿烂新生。

“不只是重现风貌，只有唤醒

历史文化记忆，培育新业态，才能

延续古渡风采。”芮城县文旅局局

长郝国霞说。

今天，一场更为宏大的黄河文旅

叙事正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展开。

“这条路以前叫沿黄扶贫路，

去年拓宽改造后改名。它不只是

一条文旅路，还是一条生态路、产

业路、致富路。”郝国霞介绍，芮城

以路为媒，将农业、研学、体育、康

养等融进文旅发展。

驶离大禹渡，公路依偎着黄河没

入皎洁月光中。一座古老的城市，正

在黄河流域文旅大融合的经纬中，点

亮自己的文明坐标。

第三站 风陵渡

■城市味道·行走县城看中国R

在中国的版图上，滚滚黄河一

路向东，冲壶口、跃龙门、过潼关，宛

如丹青高手，在山西运城市芮城县

笔锋陡转，一气呵成“几”字弯的最

后一拐。

大山耸于北，大河淌于南，山河

合围出的这片空间里，沉浮着璀璨

文明——文化遗址众多，约 243 万

年前的西侯度遗址保存着中国最早

的人类用火证据；15 个黄河古渡口

见证岁月沧桑，留下大禹治水的传

说；五朝古建不曾断代，永乐宫成为

壁画爱好者的参观胜地。

俯瞰芮城会发现，“四横二十一

纵”的城市交通体系已形成，其中的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格外显眼，93.4
公里串联起 3 个古遗址、5 个渡口、7
个景区。出发，伴着蜿蜒绵亘的公

路，与大河共舞，探寻生长在这座小

城里的文化基因。

【镜头】

永乐宫迁建的日子到了。栩栩

如生的巨幅壁画被分成数百片，如

积木般从墙上缓缓落下，激越的鼓

乐 声 达 到 高 潮 …… 望 着 眼 前 的 一

切，村民们感慨：成了！

一场舞台剧《永乐宫纪事》将时

间回拨到上世纪 50 年代。永乐宫

兴建于元代，保存着大量古代壁画

等艺术瑰宝，是全国首批重点文保

单位。然而，随着黄河三门峡水利

工程启动，处在淹没区的永乐宫如

何保存？

一次史无前例的“迁徙”就此展

开。历时近 10 年，永乐宫占地 15 公

顷的宫殿、数以千计的构件和 1000
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被搬迁到了

20 公里外的龙泉村，实现异地“原

貌重现”。

当年，参与迁建工程的工作人

员达 600 余人。如今，越来越多文

保工作者扎根在此，探寻古建新生

的密码。

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

陈展部主任范爱珠就是其中一员。

拓稿、勾线、设色、沥粉……1 个

月来，每天清晨，她都用一支画笔“叫

醒”永乐宫，最终完成了这幅高 3.7
米、宽 1.2 米的壁画临摹图。在即将

开展的“永乐壮歌——永乐宫迁建纪

实展”中，这面墙将变成壁画切割互

动体验区，给观众沉浸式体验。

上 世 纪 80 年 代 ，范 爱 珠 的 父

亲、时任永乐宫文物保管所副所长

的范金鳌曾组织临摹三清殿原大壁

画。这幅作品陈列在大殿旁的壁画

临摹室里，至今仍是十几所美院学

生的教学范本，每年接待 5000 余名

师生。在他们的笔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光彩持续绽放。

数字化技术，更让壁上丹青有

了新的呈现形式。去年，原比例 3D
打印的《朝元图》亮相山西博物院

“观妙入真——永乐宫保护与传承

特展”，沥粉贴金技法的纹样凸起可

触可感，数字修复还原色彩，动画呈

现让古建更为惊艳。

近年来，永乐宫开展了数字化

信息采集、壁画修复、景区环境整治

等工作。与此同时，保护开发齐头

并进，已经形成了临摹、研学、文创

等产业。连续举办了 11 届的永乐

宫书画艺术节，更是成为刺绣、布

艺、剪纸、木雕等芮城特色文化品牌

的输出平台。

在芮城，包括永乐宫在内的国

保单位就有 12 处，古建文物资源丰

富，且大多位于城区。找到居民与

古建群和谐相处的方式，是芮城发

展进程中面对的重要课题。

出永乐宫，穿过散落分布的文

博馆、文化馆、民俗博物馆以及创意

街 区 ，南 行 3 公 里 便 来 到 城 隍 庙 。

元代的享亭粗犷浑厚，宋代大殿上

的琉璃鸱吻色彩绚丽。一座庙宇，

浓缩着千年历史文脉。

庙里的河东书房，一场读书分

享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在庙前广

场散步休闲，一旁的夜市飘起石子

馍的焦香。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被民

房、厂房层层包围。拆除周边建筑、

修缮本体、铺装文化广场……3 年

时间，曾经连入口都很难找到的城

隍庙，变身城市文化地标。

古韵犹存，新潮又起。一处处

古建勾连起现代生活脉络，信步其

间，处处能感受到这座千年古县城

的厚重感与烟火气。

第一站 永乐宫

【镜头】

“哎——”，永乐宫镇蔡村戏台，

戏曲演员张瑾瑾高亢的开嗓后，一阵

急鼓飞来，击穿河心。看似平缓的河

面实则波涛汹涌，阵阵低吼，与板胡、

笛子、三弦等十几种乐器齐奏。

连 唱 3 天 ，村 民 看 戏 热 情 不

减。直播设备架起来，线腔古装戏

《隔门贤》在河畔唱响。这是芮城县

蒲剧线腔艺术研究所送戏下乡 14
年中的普通一天。

沿着公路南下，过太安坡，起伏

落差近百米。连绕 4 个弯儿，寻着

戏音，直抵黄河滩底。

芮城人听着戏长大，老少都能哼

唱几句。除了蒲剧、眉户戏、扬高戏

等独具特色，最早出现于汉代、起源

于本地的剧种线腔，唱腔高亢清新、

婉转缠绵，配一把次中音大板胡，唱

尽小城世情百态，流淌着黄河文化的

血液，成为芮城的戏曲文化名片。

1962年，芮城提出“保留唱腔，用

人来演”。此后，在编制、资金方面持

续给与政策支持，于 2008 年成立芮

城黄河蒲剧团，现在的芮城县蒲剧线

腔艺术研究所的前身，将蒲剧、线腔、

扬高戏、眉户戏 4个剧种纳入。

2008 年，“政府出钱、百姓看戏”

的送戏下乡活动，从全县最偏远山村

之一——风陵渡镇六官村开始了。

“演出停电了，乡亲们等了两个

小时，一定要看上戏。”国家一级演

员、芮城县蒲剧团首任团长张秀芳强

烈地感受到百姓对戏曲自发的热爱。

“只有排出更多好戏，才能对得

起观众。”8 年里，张秀芳带领剧团创

作编排了 17部大戏、27部折子戏。

曾经的打板师苏红喜是剧团第

三任团长，他介绍，现在每年送戏下

乡约 450 场，政府补贴 230 万元，还

能接 100 多场商演。对地方剧团来

说，这样的演出场次不算少。

演出红红火火，苏红喜却仍有

心事，舞台上的新面孔越来越少，新

剧目也亟待创排。

“传统剧目离现代生活比较远，

观众看不懂故事、听不清唱词，自然

没兴趣。”线腔省级非遗传承人姚艺

民也在思考，“唱戏就像卖货，货架

上要有新东西，才会有人来。”

去年，线腔被列入山西省 26 个

濒危戏曲剧种，芮城县文化馆开始

系统整理线腔。工作人员范芳查文

献、访专家，拜访了十几位老艺人，

将县志里关于线腔的 11 行字，拓展

成 10 万字初稿。

“他们把收藏多年的剧本毫无保

留地交给了我，真是挺感动。”范芳捧

出这摞资料，大部分是手抄本，很多被

水泡过又晾干，笔迹晕染出好几层。

生长在小县城的小剧种，今天

还有没有传承的意义？在某种程度

上，“回答”也许比答案更重要。

“从小喜欢线腔，唱到现在放不

下了。”一句“热爱”抵过所有，32 岁

的张瑾瑾 13 岁进艺校，现在已是剧

团的“台柱子”。

“把线腔音乐传承下去就是我

最大的使命。”作为风陵渡希望小学

的特聘教师，姚艺民把更多精力放

在了教学上。

“只 要 有 排 有 演 ，传 承 就 有 希

望。只要融入现代生活，线腔就永

远有生命力。”苏红喜说，剧团今年

起开始尝试线上直播。

近几年，剧团尝试创作现代题

材戏，演出从剧场到广场，从线下到

线上，正不断打破舞台边界、翻动新

的篇章。去年创排的大型线腔现代

戏《虎庙山》，讲述优秀党员退休后

为家乡绿化荒山的感人事迹，散场

后久久不愿离去的观众，是对小剧

种魅力最鲜活的诠释。

第二站 蔡村戏台

图片均为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芮城段。 肖永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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