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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歌唱到心里

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任教的刘武斌是
《人人都说杨家堡好》 的曲作者。创作
前，他多次到杨家堡采风，与当地村民
拉家常。“内蒙古地域广阔，每个地区
都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刘武斌发现，
二人台在当地深受喜爱，于是在作曲时
加入了二人台元素，在欢快的曲调中营
造出强烈的代入感。“村歌，就是村民
们自己的歌，一定要让每个音符都沾着
泥土的芬芳。”刘武斌说。而此歌的词
作者白新怀则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
是音乐爱好者。据悉，歌词一气呵成。

“新时代乡村的活力感染着我，歌词都
是村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白新怀说。

“特别亲切，唱到了咱心里头，好
多人听一遍就会哼唱了。”杨家堡村村
民史栓明说。歌曲迅速在当地传唱开
来，后来还拍摄了 MV。剪纸、唱爬山
调、扭大秧歌……村歌 MV 村民当主
角，一幅和谐乡村图景跃然眼前。

《人人都说杨家堡好》 是内蒙古文
艺志愿服务项目“村歌嘹亮”完成的第
一首村歌。据悉，目前已有12首村歌录
制完成并广为传唱，包括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的 《新时代富了咱庄户人》、包头
市土右旗的 《美岱召》、鄂尔多斯鄂托
克前旗的《心中的吉拉故乡》等。

2020年12月，内蒙古文联以呼和浩
特、包头、鄂尔多斯为试点，推出“村
歌嘹亮”项目。“内蒙古是歌的海洋，
舞的故乡。我们结合地方特色推出此项
目，希望能够挖掘乡土文化，写出属于
村民的歌，让村民唱自己的歌，共享文
化发展成果。”“村歌嘹亮”项目负责
人、内蒙古文联组联部主任曹文军说。

曹文军告诉记者，很多村歌都是由
艺术工作者和当地人共同完成的。“把

专业的词曲作者与当地音乐爱好者充分
结合起来，既保证歌曲质量，同时也使
歌曲适合当地老百姓的口味。”

“村歌嘹亮”项目推出后大受欢
迎。从田间到广场、从小剧场到大舞
台，从短视频到网络直播，一首首接地

气的村歌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越唱越
火。内蒙古舞蹈家协会还为完成村歌的
试点村编创了各具特色的广场舞，让村
民们在嘹亮的村歌中唱出对家乡的热
爱，跳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据悉，“村歌嘹亮”项目还将在内
蒙古全区推广，让欢快的歌声在更多地
方唱响。

舞出时代风采

8 月中旬，一场热情洋溢的街舞展
演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行。演员们以
街舞传递青春能量、演绎身边故事，点
燃了现场气氛。这是“同心向党·旋舞
朝阳”街舞编创人才研修培训班成果汇
报演出，也是祝贺朝阳区街舞协会成
立。

街舞是北京市朝阳区文艺志愿服务
项目“旋舞朝阳”推出的新的舞蹈形
式。“街舞在朝阳区有一定基础。我们
希望以新的舞蹈形式来传播正能量，弘
扬主旋律，推出更多体现年轻人朝气、
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朝阳区文联常
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童说。她透露，朝
阳区计划 9 月底在 798 艺术区举办一场
街舞展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而在此之前，“旋舞朝阳”已经包
括民族舞、交谊舞、国标舞三种舞蹈形
式。“朝阳区有 1215 支舞蹈队伍，每个
街乡、社区、村都有很多舞蹈爱好者。
大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强烈。”金
童介绍，“旋舞朝阳”是在 2007 年应运
而生的，彼时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朝阳区文联组织了各街乡舞蹈爱好
者共跳外国民族舞蹈。民族舞展赛的传
统由此延续下来。

如果说民族舞主要面对各街乡的舞
蹈爱好者，那么交谊舞的受众则更广。
2011年，舞蹈家王建军、胡小青特地编
创了适合大众学习的 《标准交谊舞》，
在朝阳区全区推广，意在让大家不仅跳
起来，还要舞姿优美。2013年，首届万
人交谊舞展赛在朝阳体育中心举行，鲜
艳的裙摆装饰了金秋的北京。到目前，
这项群众性舞蹈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达30
万人次，还参加了2019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天安门广场联欢。

国标舞大赛则更加国际化，不仅有
中国舞者参加，还邀请外国舞蹈队参
演，体现了艺术交流性和文化互通性，
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这些舞蹈活动把大家凝聚在一
起，让越来越多人收获了好身体、好心
情，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金童说。

身边人演身边事

夜幕降临，山东莘县后高庙村新时

代文明广场上的演出拉开帷幕。台上，
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纷呈；台下
座无虚席，掌声此起彼伏。这个夏天，
后高庙村的消夏演出每周六晚如约而
至。观众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除
了本村村民，还有不少周边村的村民赶
来观看。

“一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上台表
演，现在都争着上。以前为找节目发
愁，现在要为砍节目发愁。”后高庙村
村支书宫现武感叹道。据悉，从2017年
开始，后高庙村每逢春节、端午、中秋
等传统节日都会组织文艺演出。最近，
大伙儿正紧锣密鼓地排练中秋晚会。

“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村
里民风更淳朴了，村民更团结了。”宫现
武说。

后高庙村是莘县文艺志愿服务项目
“一个剧场唱全县”的一个缩影。2020
年 11 月，“一个剧场唱全县”项目开始
实施，至今已建成剧场 165 个，创作作
品 320 余件，举办活动 2600 余场，发展
文艺志愿者上万人。活动以“就近就
便”为原则，甚至只要一块空闲地，铺
上地毯能演出、能聚起观众观看，那就
是“一个剧场”。

“我们把活动定位为‘老百姓自己
的演出’，让老百姓成为舞台的主角。
大家爱说山东快书就说山东快书，愿唱
河南坠子就唱河南坠子。节目能‘自编
自导’，表达用‘乡人乡曲’，演员是

‘左邻右舍’。”莘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谢艳丽说，这些节目融入了社会良
风美俗和身边好人好事，老百姓愿意
看、看得进，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和道
德风气的形成。

今年72岁的古云镇张台村村民张相
云如今也成为了文艺志愿者。“以前我
每天就是干活，现在我既会唱还会跳，
还能上台表演节目，日子过得特别充
实。”张相云说。

谢艳丽告诉记者，“一个剧场”原
创文艺大赛县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大
家热情非常高。她表示，未来将着力于
提高活动质量，加强保障，让活动能够
长久地持续下去。

文化启智润心、培根铸魂。“文艺
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艺志愿服务自2019年开展试点工作以
来，在北京、山东、河北、河南、湖
北、内蒙古、新疆等 7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试点省份共开展活动 2
万余场。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大众文
化生活，增强了人民精神力量，得到广
泛认可。那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文化舞
台，正是文化惠民、文化为民、文化乐
民的生动写照。送文化、种文化、传精
神，越来越多人沐浴在文化艺术的灿烂
阳光中……

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
美学至高的一层境界，
也是最具感染力的美学
形式之一。近日，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
大型文化节目 《诗画中
国》 与观众见面，引发
强烈社会反响。

中国诗歌和绘画的
历史源远流长、积累深
厚，是中华民族精神和
中华文化理想的结晶。
收藏在博物馆、美术馆
里的绘画经典具有极高
的 历 史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近年来，不同门类
的文艺创作充分发掘中
国绘画经典这份丰厚资
源，产生了许多在立意
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都体
现时代创新的作品，诠
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永恒价值，也拓展了
新的审美空间。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秉持“思想+
艺术+技术”融合传播的
创新理念，从“深”与

“新”两个角度对传统文
化、经典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呈现，让广大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感
受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体悟到蕴含
在各种形态与表达形式
中的中国艺术特征和中
华美学精神，由此激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自觉
与自信。《诗画中国》就是又一次以新视野开拓新领域的
实践，以崭新的主题立意和形式语言构成具有综合美
感、引人入胜的系列篇章。

首先是节目突出了诗画相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中国文化传统。从汉唐气象、宋元境界到明清风韵，
画卷视通万里，诗歌思接千载。节目以诗画贯穿全局，
从诗画经典的内涵中提炼选粹，创作了一批歌曲、舞
蹈、音乐、吟唱、武术等作品，体现了诗情，更演绎了
画意，让观众认识到中国诗画深厚隽永的文化精神和不
同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不仅突出了美学魅力、艺
术感染力，而且充分体现了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
启迪作用。

第二是节目对书画的视觉阅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点。《诗画中国》精选出堪称艺术经典同时曝光度不高的
绘画作品，通过多种数字技术，让画作与音乐、舞蹈、
表演形成艺术转换，促成了对这些画作的深度欣赏。在
节目中，从“开卷”到“合卷”，几个环节环环相扣，

“纸与墨”变成“光与影”，画面空间无限延展，画中的
人物、景物与表演相互叠映，幻化成新的美学意境，加
上专家学者的赏析和表演者的体悟，让观众对于画作的
视觉阅读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从表演者跟绘画意境的叠
合，到大量数字技术的效果加持，节目营造出一个基于
画作又高于画作的视觉世界。

最为重要的是，节目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
旨，重在彰显中国文化精神。在节目策划之初，我们几
位嘉宾谈到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不仅仅要为中国诗画
创造视觉阅读上的新鲜感，更要加重节目的文化性、精
神性。节目从中国的诗画里提炼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精神，比如“山水中国”，铺展出中国人寄情河山、托物
言志的文化情怀；比如“风骨中国”，谈的是在山水画、
花鸟画里面呈现的崇高美学、人文风骨。像以 《溪山行
旅图》 为代表的山水画，展现的就是一种以大山大水礼
赞大国气象的文化情怀；像 《杂花图》 卷这样的花鸟
画，传递的是万物生生不息、时间周而复始等理念。这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的生动体
现。还有“营造中国”“色彩中国”“四时中国”“灵韵中
国”等，都是把中华美学最重要的特征和文化象征体现
出来。

《诗画中国》 节目不仅仅是一个“视觉小百科”，更
是一篇“文化大文章”。观众借此进入更丰富的视界，得
以领略万里江山的壮美、自然雅趣的秀美、品格高洁的
至美、率真洒脱的俊美、匠心独运的精美、色彩缤纷的
华美、幸福生活的丰美。理解传统中国画，要把握的不只
是艺术技法，也包括人文情怀和精神寄托。把画作背后的
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讲清楚，必能更好唤起广大公众的
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
动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必须立足社会
需要、人民需求，赋予生活以传统文化意涵，赋予中华
美学精神以现代表现形式。从央视虎年春晚的 《忆江
南》，到大型文化节目 《诗画中国》，观众的喜爱一次又
一次说明：积淀着中华民族审美旨趣、精神内涵和价值
追求的文化遗产、文物宝藏、文艺经典是当代文艺创作
和艺术欣赏的不竭资源，只要用创新的方式融合转换，
就能别开生面也别出新意，激发更广大观众成为中华文
化的守护者、传承者与创新者。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本报电 （记 者邹雅婷） 9 月 2 日
晚，由故宫博物院和艺瑞奇国际文化

（北京） 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音乐儿童
剧 《甪端》 在中央歌剧院首演。

作为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
该剧从故宫186万余件/套藏品中选出明
万历掐丝珐琅甪端香薰、晋代陆机草隶
书法作品平复帖、南宋沈子蕃缂丝梅鹊
图、清乾隆金瓯永固杯等珍贵文物作为
角色原型，以儿童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小
甪端和他的文物家族成员，围绕如何创
新文物文化传承方式而展开的一系列有
趣感人的故事。

《甪端》 剧目总顾问、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观看演出后指
出，该剧把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融入
儿童戏剧教育中，寓教于乐，真正做到
了“以文化人”和“以美育人”。

《甪端》 剧目总策划、故宫学校理
事长闫宏斌表示，戏剧具有直击心灵的
力量，让这个属于中国的独角神兽的故
事以最亲近现代孩子的方式呈现，是将
文物文化传承和儿童剧表达形式进行深
度融合的一次跨界探索。

该剧总导演薛森宇介绍，这是一个

讲述科技与文
化 传 承 的 故
事，舞台上运
用裸眼 3D 技
术、视觉增强
等 多 媒 体 技
术，让故宫焕
发出带有科技
感的美。作曲
家为此剧创作
的中国风童谣 《故宫谣》，旋律悠扬，
深受孩子们喜爱。

据悉，儿童剧 《甪端》 未来将展开

全国巡演，让全国各地的观众在家门口
就可以亲近大美故宫，爱上文物，爱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把把图案各异、造型精美的油纸
伞在镜头中转动，伞骨慢慢撑开，伞面如
花朵般绽放，氤氲的水墨、傲然的梅花、
俏丽的花旦……尽显中华文化之美。

撑起油纸伞的是一双布满老茧的
手。他便是浙江富阳油纸伞非遗传承人
闻士善。59岁的闻士善已经带着这项技
艺走过了30多年。他的油纸伞不仅受到
年轻人喜爱，还吸引了众多海外网友，
远销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中东等国家
和地区。

油纸伞是一门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
老手艺。闻士善20多岁时继承了父亲的

油 纸 伞 制 作 手
艺 。 那 时 ， 油
纸 伞 正 面 临 着
传 承 危 机 ， 是

“要被市场淘汰
的东西”，村里
无 论 是 制 伞 匠
人 还 是 买 家 都
寥 寥 无 几 。 面
对 这 样 的 情
况 ， 闻 士 善 没

有退缩，他下定决心要当这个行业的
“状元”。

闻士善开始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
进油纸伞质量，让它从日用品变成工艺
品；二是向更多人展示油纸伞，让人们
了解它、爱上它。

“那时候，油纸伞主要集中在旅游
景点售卖，通过压价促销，工艺和质量
都不高。我就想在精品化上下功夫。”
闻士善说。普通油纸伞需要 70 多道工
序，而闻士善的油纸伞则有106道工序。

闻士善的油纸伞最初是借助互联网
在海外打响名气。2003年，他牵了一根

网线到村里，并斥资购买电话、电脑和
数码相机，开始自学电脑，注册电商账
号。费尽周折，闻士善终于将自己拍摄
的油纸伞照片放到了电商平台上，从日
本客户那里挣到了第一笔钱。凭着精湛
的手艺，闻士善的油纸伞获得了越来越
多国外客户的认可，远销海外。

打开海外市场不仅扩大了油纸伞的
销路，也带来了展示中华文化的机会。
2018年1月，闻士善带着富阳油纸伞走进
希腊雅典，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活动现
场人山人海，挤满了想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人。”闻士善说。现场还设有互动环
节，让观众体验油纸伞的制作工艺。活
动结束后，还有希腊当地学校联系中国
驻希腊大使馆，希望邀请闻士善去学校
展示，但因签证到期，未能成行。

在推动油纸伞走向大众方面，闻士
善一直很“赶时髦”。他说，让古老的
技艺拥抱互联网，是“比同行先行的一小
步”。2018 年底，闻士善开通抖音账号，
拍摄了第一条油纸伞短视频。他由此迅
速走红网络，在几天内收获了大量粉丝，
也打开了油纸伞“互联网+”的新销路。

随着汉服热兴起，许多年轻人把目
光投向古色古香的油纸伞。闻士善紧跟
潮流，制作了许多适合搭配汉服的国风
图案伞面。在 2020 年的抖音国风大典
上，热情的粉丝从外地赶到现场与闻士
善合影留念，他带来的 200 多把油纸伞
也销售一空。面对这样的热情，闻士善
非常高兴：“喜欢油纸伞的人多了，我
们油纸伞手艺人就更有动力了。”

不过在闻士善眼中，油纸伞不只是
一件商品，更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他
建立同好群，去学校讲课，向年轻人讲
述油纸伞的文化价值。闻士善说，繁体
字的伞 （即傘） 由 5 个人组成，“油纸”
也有“有子”的谐音，伞的形状为圆
形，这些都共同组成了人们对家庭“人
丁兴旺、团团圆圆”的美好祝愿。油纸
伞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中相互交融。

如今，油纸伞早已成为闻士善生命
的一部分。他经手的每一把伞都凝结着
自己的用心。正是这一份饱含热爱的工
匠精神，让油纸伞这项古老技艺获得了
更多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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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首部音乐儿童剧上演

▲闻士善在制作油纸伞 受访者供图▲闻士善在制作油纸伞 受访者供图

让油纸伞获得更多人喜爱
张子涵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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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前玉米连着天，村后高速
架飞桥。戏台演唱农家乐，广场舞
出花枝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杨家
堡村的活动广场上，村民们唱着村
歌，跳起欢快的舞步，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

这首朗朗上口的《人人都说杨
家堡好》是内蒙古文艺志愿服务项
目“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中的一首。

近年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广泛组织文艺志愿者深
入生活，创新开展“文艺进万家 健
康你我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
愿服务，服务人民，引领风尚，从城
市到乡村，搭建起一个个五彩缤纷
的文化舞台。记者撷取几个镜头，
展现多姿多彩的大众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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