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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们在江西省瑞金市叶
坪革命旧址群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缅
怀先烈。

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
生地，这里保留了大量红色文化遗
址和纪念建筑，是全国重要的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越来越
多的人们来到这里，接受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

肖一九摄影报道

江西瑞江西瑞金金

红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旅游持续升温

《绣荷包》《金沙江号子》《月儿落西下》
《圆圆舞曲》《阿惹妞》……日前，由四川师范
大学主办的“从田野到舞台——四川民歌合唱
音乐会”在四川大剧院举行。

当晚，四川师范大学的师生们穿起传统民
族服装放声歌唱，荧幕上还放着去田野考察时
采集的原声。音乐会曲目类型多样，涵盖了劳
动号子、山歌、小调民歌三大类。

自2004年6月起，四川师范大学民歌研究
所万光治教授带领团队深入田野，历时十三
载，共采录、整理四川 181个区县的各族原生
态民歌 3080 首，于 2017 年、2018 年相继出版

《四川民歌采风录》《田野活态文献考察与研
究》《四川民歌论集》。

田野的考察与研究，为四川民歌合唱音乐
会曲目的遴选与编创提供了扎实学术依据。

据四川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音
乐会以回归音乐本位，回归民族风格本位为宗
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主创团队多方统
筹，同心协力，对上述民歌精心改编、认真排
练，从而实现了民歌从田野到舞台的转换。

图为音乐会现场。

田野民歌走上舞台
李 婷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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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一向以为，江阴这地方是
称得上“神奇”这两个字的，这
神奇首先就在它独特的精气神
上。江阴“南人北相”，既有南
国之秀，又有北地之雄，如此地
域文化熏陶下生长的人物，必也
是雄秀兼备、别具气象。天华之
于二胡，便是个活生生的事例。

想来大家都有所了解，过去
社会上看待二胡，只能简单伴
奏，自娱自乐，是登不得大雅之
堂的。江阴人刘天华因缘而生、
敢为人先，对二胡的型制、材
质、制作工艺等进行了一系列的
探索改革，并大胆借鉴小提琴演
奏技巧，丰富创新了二胡的演奏
技法，从此以后，现代二胡华丽
蜕变，蔚成大观，一跃成为民族
乐器的代表。

在现代二胡脱胎换骨的发展
历程中，可以说，刘天华厥功至
伟。他是现代二胡的奠基人，是
里程碑式的人物。刘天华与他的
老师周少梅，仿佛二胡的双子星
座，将江阴的艺术天空照耀得璀
璨夺目、一片辉煌。

走在江阴的大街小巷，你会
发现这里无所不在的天华身影。

绕过刘半农、刘天华、刘北

茂的“刘氏三杰”故居，你会邂
逅正在凝神抚琴的天华塑像，塑
像不远处，便是以培养天华传人
为宗旨的天华艺术学校；穿过民
乐街坊和民乐主题公园，一抬
头，你又来到了天华文化中心，
绵延数百米的主体结构脊线犹如
流动的旋律，光明塔、音乐柱、
乐谱台、琵琶湖，一座座建筑就
像凝固着的迷人的音符，它们情
言声义、抑扬顿挫，默默向世人
倾诉着心中的喜怒哀乐，展示着
江阴人恒久不变的二胡情怀。

二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一
个个激越的音符在指尖跳跃，一
段段昂扬的旋律在弓底澎湃。前
不久，来自江阴市18所小学二胡
班的2450名二胡选手汇聚海澜美
术馆广场，以齐奏的形式，向社
会各界展示了二胡的魅力。会演
在刘天华名曲 《光明行》 中达到
高潮。

江阴是二胡宗师刘天华的故
乡，也是著名的“民乐之乡”——
这里的“二胡艺术”和“江南丝
竹”已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长久以来，无数的二
胡演奏家们都把这里看作二胡的
圣地，“江阴之行是我们的朝圣
之旅啊”，在会演现场，宋飞、
马向华等二胡演奏家感慨万千。

会演结束，小学生的精彩演
奏给艺术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二胡进校园十周年以来最
大 规 模 的 亮 相 啊 ”， 看 完 了 演
出，江阴市二胡协会常务副会长
陈冰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直到这时，他觉得自己心里一根
紧绷的弦才算彻底放松下来。

陈冰栩说，江阴人的血液中
流淌着二胡的基因，江阴人以刘
天华为骄傲，江阴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二胡和民乐事业，更为

这种骄傲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有
力的保障。

江阴每两年举办一届“刘天
华民族音乐节”，并与中国音协
多年联合举办“天华杯”全国青
少年二胡大赛，不定期邀请二胡
艺术家前来演出，定期举办“天
华故乡民乐风”音乐会、“长三
角地区江南丝竹展演”等活动，
综合利用各种形式，打响天华品
牌，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美好
家园。

说起来，江阴不愧是天华故
里，小小的江南县城，能熟练演
奏二胡的市民和学生就有一万两
千多人，会简单拉一拉的更是不
计其数；全市城乡活跃着16个国
乐社、拥有50多支有一定规模和
水平的丝竹乐队。

近年来，江阴市推陈出新、
再亮新招，创立全日制天华艺术
学校，全面培育天华传人；成立
刘天华二胡协会，为二胡艺术的
快速发展构筑更好的优质平台。

二胡艺术从娃娃抓起。二胡
协会成立以来，即确定了二胡进
校园的战略目标和计划。目前，
江阴市已有18所小学纳入了协会
的二胡教学范畴，每年受教学生
达4000多人。

为使二胡进校园活动更为扎
实有效，培养更多的二胡人才，
江阴市二胡协会不但免费为各校
提供二胡教材，还设立专门基
金，用以奖励为二胡进校园作出

贡献的教学团队和管理团队。

三

说起陈冰栩，江阴文化教育
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冰栩 8 岁开始学习二胡，至
今已逾40多年。他的演奏悲愤处
肝肠寸断，凄美时如泣如诉，情
绪饱满、技艺精湛，给人以极大
的艺术享受。作为天华二胡艺术
的传承人，陈冰栩不但把自己的
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本土二胡事
业的发展上，而且还动员社会力
量一起努力，共同为江阴二胡事
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晴日暖风、绿荫幽草，初夏
的江阴，水晶帘动、满架蔷薇。
春去夏来，二胡的发展在江阴正
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二胡进校园方兴未艾之际，
江阴市目光远大，把艺术发展投
向了西北边陲：启动艺术援疆、
助力霍城发展。江阴与新疆霍城
是对口帮扶单位，近期，江阴市
决定全方位支持援疆工作，在经
济援疆的同时，以琴为媒，助推
援疆工作向纵深发展。首期 8 位
二胡老师将于 6 月初背起行囊，
远赴霍城小学，开始意义非凡的
艺术援疆活动。

“二胡源自西北游牧民族，
这是二胡朝圣地向二胡发源地的
致敬问候”，说起艺术援疆，陈
冰栩显得胸有成竹。

（陶青，记者、作家，曾发
表《江阴强盗》《黄桥往事》《父
亲的回忆》等作品，获第二届丰
子恺散文奖。）

上图：江阴风光。来自网络
左图：陈冰栩在为二胡班学

生授课。 张君益摄

天华故乡光明行
陶 青

前 不 久 ， 妙 峰
山第二十八届传统
民 俗 庙 会 刚 落 下
帷幕。

每 年 农 历 四 月
初一至十五，位于
北京门头沟的妙峰
山都要举办盛大的
庙会。这个在大山
顶上的庙会有400多
年历史，已是北京
十分隆重的传统民
俗 和 民 间 信 仰 活
动。庙会起源于明
代，如今，成为北
京及周边地区百姓
每年祈福纳祥、春
游踏青的必选项目
和传统记忆。

庙 会 期 间 ， 共
有来自京津冀地区
的数十档传统民间
花会现场表演，为
游客展示民俗传统文化，呈现出妙峰山传统民俗
庙会的盛况，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这其中，有一支名叫“五虎少林会”的队
伍，来自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造甲村刘孟家园社
区。“五虎少林会”是一种群体武术表演，有文场
和武场两种形式，文场以锣鼓乐器开场，气势恢
弘，武场则是演员用砍、扎、挂、盖等动作，双
刀上下飞舞、棍声清脆悦耳，表演者生龙活虎，
武打场面十分热闹。

“每逢‘五虎少林会’排练或演出的时候，我
们的文化中心可热闹了，大家都争着抢着看，不
仅老人们爱看，年轻人也喜欢，许多小孩还想跟
着一起学。每次看表演就像是我们社区人的一次
大团聚。”在刘孟家园社区综合文化中心负责人季
淑清看来，“五虎少林会”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余
生活，更让传统文化有了传承的载体。

“看到社区里的花会表演，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过年的味道。”刘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刘家村人，前
几年从平房搬上了楼房，虽然环境更舒适了，但
刚开始有些不适应，好在社区经常举办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尤其是“五虎少林会”这种传统的
民俗表演，街坊四邻一起，一边看着，一边唠唠
家常，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从刘孟家园小区南门进去不远，近 2000平方
米的文化中心是社区居民们心心念的好去处，这
里不仅有健身房、瑜伽室等健身场所，还有演出
大厅、展览室、培训室等，全年开放，除了图书
馆和日常培训，这里还经常有电影、展览等各项
文化活动。

“五虎少林会”是文化中心的得意品牌，也已
经被列入北京市丰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到有演出时，便会有成百上千的观众前来观
看。台上灯光、音响一就位，演员甫一登场，台
下便喝彩连连。季淑清经常带着“五虎少林会”
队员参加文化交流活动，说起当地这个传统花
会，很是自豪：“虽然我们小区建成的时间不长，
但‘五虎少林会’这个老花会可是有着几百年的
传统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历史悠久的传统品
牌，社区的文化底蕴才更加深厚了。”

一边是妙峰山上，一边是刘孟家园社区的文
化中心，尽管空间在变化，但刘孟家园儿女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一直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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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到宁德，每次都有新变
化，而这次更让我耳目一新。

路经清幽别致的“三都澳迎
宾馆”，绕过绿树掩映的市政府大
礼堂，我们迈上长长的“栈道”。

栈道，一般都建在崎岖的山
路上。但我们却在水上走“栈
道 ”。 确 切 地 说 ， 应 该 叫 “ 栈
桥”。但这“桥”弯弯曲曲，竟望
不到尽头。这湖一头通向海，一
头连着山。海水涨潮退潮，通过
海堤闸门控制。所以，东湖的

“湖水”，其实就是内循环的活动
海水。

时值黄昏，行人寥寥。我们
徜徉在栈桥上，任凭海风拥吻。
行走中，步换景移。开阔的视野
中，湖光山影，温馨柔美，岛屿
别墅，扶疏叠翠，幢幢楼宇，亮
丽明快。云卷云舒，天光变幻，
恍惚中如海市蜃楼，显影在大海
中。偶尔几只白鹭飞过，又令人
顿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诗境。

这是我以前到过的宁德吗？
风光旖旎中，我陶醉了，犹如在
一幅浓妆淡抹的巨幅山水画中
遨游。

距上次来宁德，不过 10 年，
变化竟如此之大。

25 年前，我来 到 宁 德 市 采
访。那时宁德还是县级市，即如
今的蕉城区，城市虽不大，却背
山面海，拥有“海上天湖”三都
澳以及野趣横生、溪流瀑布的城
区公园南际山等。

记得当年来宁德，不见车水
马龙，不闻闹市喧哗。我住在市
中心，早起遛弯，雾霭朦胧，走
不远就像到了郊区，看到农民挑
担，路边摆摊。远处有山，近处
有水，小城透着宁静，充满了诱
惑。好像有无数美好的风景藏在
这方绿色生态的土地上等待谁来
撩起它的面纱。

后来，我每次来到宁德，都

目睹了这里的发展变化。如今，
绮丽的东湖就是当年邻近三都澳
的滩涂。

难忘数次到宁德的日子。宁
德有陆游的史迹，放翁曾于 1158
年在宁德任主簿。宁德县志载：

“有善政，百姓爱戴”，故宁德在
南际山上塑像纪念。每次到宁
德，我必去拜谒。

难忘观光“海上天湖”三都
澳、太姥山风景胜地、第四纪冰
川遗址以及载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的霍童镇“黄鞠灌溉
工程”。尤其难忘到“霍童溪”，
那一幕幕场景常常闪现眼前：钻
行在柑橘龙眼等果树的茂密枝叶
下，走着走着，忽而柳暗花明，
一条河流豁然眼前。静谧的环境
中，但见一条小船泊在岸边，正
是唐诗“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曼
妙写照。

宁德于我，情谊之深，可比

山海，故为“第二故乡”。
如今，四到宁德，却无论如

何都想不到，宁德的巨变连我这
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告别宁德前日，与朋友随聊
中谈到宁德的变化，更加深切地
感受到宁德在腾飞，不但城区变
大了，而且变美了，农村变亮
了，农民变富了。

第二天，我们刚登上高铁，
朋友的微信就跳出来：想着再
来呀！

哦，第二故乡。
上图：宁德风光。来自网络

山海情深咏宁德
纪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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