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行山深处，河北省武安市楼上村。

早上 6 点，闹钟准时响起，王芹如的一

天 开 始 了 。 62 岁 的 她 在 村 里 经 营 一 家 面

馆 ，常 有 游 客 慕 名 而 来 ，只 为 尝 尝 地 道 的

太行山柴火饭，“游客多了，生意红火起来

啦。”王芹如说。

忙着准备食材时，王芹如随口哼上几句

戏词。戏，是她的爱好，也是山乡特色。

村口，各色戏剧脸谱悬挂在高高的村标

石上；穿过梨园大街，两侧房屋墙上挂满戏

曲道具；髢髢街、端花街、金枝巷，古香古色

的小巷四通八达……

楼上村，有戏。

武安平调落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武安独有的两个地方剧种。平调和

落子各有特色，平调唱大戏，落子唱小戏，相

得益彰。作为主要传承地，楼上村至今保留

着自己的剧场和剧团。

19 岁那年，王芹如在邻村修路，一听说

村里剧团排戏，二话不说就回了村。“剧团有

十几人，虽然业余，但戏唱得好，经常到处演

出。”王芹如一脸自豪。

穿上戏服唱戏，脱掉戏服干活。这里家

家户户都能唱上一两句。

“迎春花各年开，腊月梅粉淡白，爆竹声

响年到来，家家门口贴对子，大红的灯笼挂

起来……”中午，做好游客们点的菜，王芹如

放下锅铲，打开音响，唱起自编的武安落子

《迎新春》。戏韵悠扬、唱腔悦耳，游客纷纷

拍手叫好。

游客江雪正好在面馆吃面。她来自河

北邯郸，是绘画专业的大学生，3 年前来东太

行写生时偶然发现这个小村庄，一下就喜欢

上了。

支起画板，江雪画起楼上村。铺满岁月

记忆的石板路、饱经历史沧桑的古戏楼、投

入的唱戏人……“想起小时候趴在戏台边看

戏的日子。村子里的戏很好听，让我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美。”江雪说。

吃了面，听了戏，还可以逛逛村里的博

物馆。2018 年，楼上村建立了武安平调落子

博物馆，挂着戏曲脸谱，设有舞台，展示各类

道具、戏服，述说平调落子数百年的发展路。

“有人学，有人教，有人听，戏曲文化传

扬开来。”楼上村党支部书记王为科说。

在武安平调落子传习所，王新荣一边打

拍子，一边带着几个孩子唱平调落子。唱

腔、手势、眼神、台步，都需要反复练习。

64 岁的王新荣是武安平调落子传承人，

2019 年传习所成立后，她每周都来免费教

学。楼上村很多小学生都上过王新荣的课，

这里每年能培养出 20 多名达到登台演出水

平的学员。

“楼上村戏曲传承基础很好。发挥地域

文化特色，传承好戏曲文化，能为武安平调

落子培养更多人才。”王新荣说，楼上村已经

传承了三代人的剧团依然活跃在戏曲舞台

上。每逢重大节庆，村里都会唱起大戏。

楼上村群众爱戏、唱戏，更“入戏”。当

地许多俗语都和平调落子相关，一些根据真

人真事改编的落子现代戏成为向村民普法、

送知识的好载体。

一曲地方戏，也给村子带来新生机。路

通畅了，风景美了，原汁原味的平调落子腔

成为当地一景，吸引众多太行山外来客。

近年来，武安投资 1000 多万元，依托戏

曲和旅游资源，打造“戏曲小镇”。太行美景

入画，山居戏乡添彩。除了博物馆和传习

所，当地还成立了戏曲文创工坊、戏曲民宿、

平调落子酒坊等。

王为科说，“乡村旅游火了，给村民带来

不少机会。”楼上村东望京娘湖、西临七步

沟、南接平涉线、北靠东太行。借着优越的

地理位置，村民开起民宿和农家乐，板栗、连

翘、金银花等土特产也有了销路，现在村民

每年人均纯收入已达到 6000 多元。

站在楼上村平调广场上，一边是巍巍太

行，一边是片片花海。“上山可观景，下山可

听戏，吃住有特色，特产有销路。”王为科感

慨道，“乡村文化的振兴让我们过上了更好

的日子！”

传承地方剧种，吸引山外来客，河北武安楼上村——

赏太行美景 品山乡戏韵
本报记者 马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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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标石上悬挂着各色戏剧脸谱，村居房

屋墙上挂满戏曲道具，家家户户都能唱上几

句戏词……通过对非遗资源的挖掘、保护、

传承、创新，楼上村，这座太行山深处的小村

庄迎来新的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

证。许多非遗项目本就源自乡村，产生于乡

村的生产和生活，在乡野沃土中生生不息。

非遗与乡村振兴之间，并非单向助力，而是

相互赋能。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一大抓手，

在田间地头、广袤山乡传承的非遗既能通过

形成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发展，也能为丰富村

民文化生活、增强精神力量提供有益滋养。

有人学、有人教、有人听，武安平调落子

的独特魅力传承在一方村落的烟火气中，活

跃在村民的日常生活里。非遗是富有生命

力的“活化石”，深挖非遗的时代价值，找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非

遗就可以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服务当代、

造福人民的作用。楼上村的种种尝试启示

我们，盘活非遗资源，促进文化内容与各类

产业融合发展，既能让非遗焕发新光彩，持

续释放乡村文化的内在魅力，也将增强振兴

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

盘活非遗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曹雪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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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歌 舞 蹈 滋 味 浓 ，东 西 南 北 齐 上 阵

……5 月 22 日至 28 日是文化和旅游部开

展的首个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音乐、舞

蹈、曲艺、绘画培训，广场舞、大家唱、村晚、

市民文化节等群众文化活动次第开展，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乐在其中。

文化馆组织体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提升全社会文明素

养和审美水平的制度安排。如今，风靡城

乡的广场舞、此起彼伏的群众歌咏、遍地开

花的村晚、艺术再现的非遗活化、形式多样

的青少年美育……在人们身边蓬勃生长的

文化现象，几乎都是全民艺术普及的硕果，

彰显了文化馆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

做大做强全民艺术普及品牌，使艺术

融入日常生活，使生活更具审美品位，使各

级文化馆成为城乡居民的终身美育学校，

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文化馆需要在丰富全民艺术普及内容

和形式、完善路径与方式、提升服务效能等

方面进一步着力。

面向全民的艺术普及，需要有覆盖城

乡的强大的推广服务体系，基础是有一支

人数众多、专兼职相结合、具有相应能力的

推广人队伍。接下来，文化馆应发挥专业

优势，研究制定全民艺术普及能力标准，完

善全民艺术普及推广人养成和评价机制，

建立全民艺术普及推广人深入农村基层开

展推广服务的派遣和保障制度，以文化馆

服务激活农村基层文化阵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目前，各地文化馆还缺乏常态化、即时性的数

字化服务项目，难以充分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广大群众尤其

是年轻人的需求。营造沉浸式、体验式场景，让服务“上网入

云”，将助力文化馆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结合各地正在建

设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来看，文化馆可以在既有空间改造和

新空间拓展中，打造数字化的全民艺术知识普及和欣赏普及

空间，从而成为文化艺术作品的学习阵地、鉴赏空间、收藏中

心和流通窗口。创新探索适应大众化服务数字场景的支撑系

统、装备设备、技术应用和呈现方式，是文化馆实现数字化服

务迭代升级的关键。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缺不缺、够不够”问题总体上得到解

决，“好不好、精不精”问题越来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出“公益性文化单位应当完善服务项目、

丰富服务内容，创造条件向公众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文艺演

出、陈列展览、电影放映、广播电视节目收听收看、阅读服务、

艺术培训等”，面对基本服务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市场化服务

自发供给尚有不足等短板，文化馆应积极发展普惠性非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创造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

方面文化需求的新服务、新项目、新业态，为健全政府、社会、

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引领示范。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

员会首席专家，本报记者郑海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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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甘肃张掖 5月 24日电 （记者郑海鸥）5 月 22 日至 28
日是文化和旅游部开展的首个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24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张掖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3 年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第十届

全国地市级文化馆“百馆联动”活动在甘肃张掖市启动。

举办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是凝聚行业力量、强化行业服务、

提升行业形象的重要举措。今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题是

“新时代文化馆：开放·融合·创新”，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文化馆协会共同发出《“文化馆服务宣传

周”倡议书》，发布《新时代文化馆》行业系列宣传片，策划“中

国文化馆发展历程主题展”，联合推出全国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计划、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交流展示活

动等十大品牌活动。

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

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日，由北京市委

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主办的“‘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

计划签约暨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16 所在京高校成为该行动计划首批试

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与 16 所试点高校签订合

作共建协议，确保“一校一策”，推动行动计划落细落实。

据介绍，该行动计划将首都厚重的历史沉淀和丰厚的文

化资源，送到高校与青年学生中去，将文化育人落到实处。该

行动计划包括信仰行、红色行、古都行、文艺行、志愿行、园区

行六大机制、14 个具体项目，旨在推动首都高校人才培养和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双向互动、相互赋能，在文化实践中绽放青

春绚丽之花。

“‘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在京启动

图①：武安平调落子小演员在楼上村剧院表演。

周金立摄

图②：俯瞰楼上村（航拍照片）。

图③：楼上村武安平调落子传习所。

图④：楼上村村标石。

图②—图④为李树锋摄

制图：汪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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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周飞亚）24 日晚，由西藏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美丽的西藏 可爱的家乡”——罗念

一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首演。

作曲家罗念一在西藏工作近 50 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

口、广为传唱的经典音乐作品。音乐会由“美丽的西藏”“可爱

的家乡”“永远的洗衣歌”3 个篇章组成，演绎了《洗衣歌》《叫

我们怎么不歌唱》《拉萨之春》《西藏 我的第二故乡》等 17 首

经典音乐作品，歌颂美丽西藏、歌颂党和人民、歌颂民族团结、

歌颂美好生活。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美

好时代的祝福和对新时代新西藏的美好祝愿，为观众奉献了

一台精彩的视听盛宴。

音乐会开始前，播放了展现大美西藏和新时代西藏发展

成就的第五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主题概念片《心

约西藏》。据了解，音乐会作为“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和

第五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配套活动，还将于 6 月

在拉萨演出两场。

“美丽的西藏 可爱的家乡”音乐会在京首演

5 月 14 日，广东广州大剧院，来自新疆

的演员在艾捷克、唢呐、小号、小提琴等乐

器的现场伴奏下唱响《掀起你的盖头来》，

来自“歌舞之乡”的欢乐感染了现场 1800
多名观众，观众和着节奏拍手，轻声吟唱歌

曲。“新疆歌舞很热情，有感染力，我希望能

有机会去新疆游玩。”90 分钟的演出让观

众许先生意犹未尽。

这是大型音舞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

——新疆是个好地方》全国巡演的最后一

站。4 月 19 日开始，该演出走进北京市、天

津市、浙江省杭州市以及广东省深圳市、广

州市，呈现新疆各族群众奋进向上、和乐安

康的面貌。

该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自 2022 年 7 月

在新疆乌鲁木齐大剧院首演以来，反响热

烈。“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荟萃是这台演

出的一大特点。”国家一级导演、演出总导

演邢时苗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经典

片段《朱拉》中，19 位姑娘塑造了大胆奔放

又不失细腻的女子群像；《龟兹乐舞》的音

乐和舞台设计都融入了壁画元素，用舞蹈

语言向观众展示克孜尔石窟壁画。“下一

步，我们会继续深入发掘，做好文化元素的

文章。”邢时苗说。

整 台 剧 目 风 格 浓 郁 ，通 过 精 心 设 计

的 舞 美 和 数 字 化 技 术 ，将 新 疆 的 文 化 地

标 和 特 色 服 饰 等 搬 上 舞 台 ，伴 以 各 民 族

经 典 舞 蹈 和 音 乐 ，展 示 了 新 疆 多 彩 瑰 丽

的 地 域 文 化 特 色 ，展 现 了 新 疆 各 族 儿 女

的 热 情 好 客 ，以 及 丝 路 文 化 的 古 今 变 迁

和发展。

“这是歌舞团的经典保留剧目，但这

次 有 了 新 的 编 排 ，既 保 留 了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又 展 现 了 新 时 代 的 新 疆 风

情。”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舞蹈演员马依

热·艾买提江是舞蹈《朱拉》的领舞者，新

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集歌、舞、乐于一

体 的 综 合 艺 术 形 式 ，也 是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能 够 在 全 国 多 地 巡 演 ，我 和 其

他演员都非常自豪，希望通过表演，让更

多 人 了 解 和 喜 欢 上 新 疆 。”马 依 热·艾 买

提江说。

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副团长加苏尔·
吐尔逊是这次巡演剧目的执行导演，他说，

全国巡演一圈下来，感受到各地观众的热

情和对新疆的喜爱，演出结束后，演员久久

谢幕。“演出起名为‘掀起你的盖头来’，就

是想让大家看到现在幸福的新疆。”加苏

尔·吐尔逊表示。

音舞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全国巡演

载 歌 载 舞 ，演 绎 和 美 新 疆
本报记者 姜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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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王珏）23 日，中

国美术馆迎来建馆 60 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

“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建馆 60 周年系列展

览”正式开幕。系列展览分为“致敬经典”“墨韵文

脉”“塔高水长”“美美与共”系列主题展览，通过近

600 件作品，集中展现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经典美

术作品，形象地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

展、红色革命文化的弘扬传承、中外美术成果的交

流互鉴。

其中，“致敬经典”展览，从中国美术馆藏品中

遴选出 100 余件作品展出。这些作品不但体现了

中国美术馆 60 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收藏与捐赠，

而且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

发展与国际美术交流的丰硕成果。

据悉，中国美术馆肩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典藏大家艺术精品、加强国际国内交流、促进

当代艺术创作、打造美术高原高峰、惠及公共文化

服务”的文化职责，近年来策划了“弘扬中国精神”

系列展、“典藏活化”系列展、国际交流展系列、国

际交流“一带一路”特展系列等，助力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

中国美术馆建馆 60周年系列展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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