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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
基金“文化之美·纸上空间”安徽纸
工艺项目年度成果展在安徽省黄山市
黟县南屏村开幕。31件 （套） 以纸为
主题的艺术作品亮相南屏村经典徽派
祠堂建筑叶氏宗祠 （叙秩堂）、叶氏

支祠 （奎光堂），实现传统与现代的
美学对话。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安
徽手工造纸历史悠久，以其品质优良
而享誉中华。据统计，国家级非遗项

目中有 10 项关于纸的制作、加工技
艺，其中3项在安徽，分别是宣纸制作
技艺、桑皮纸制作技艺和纸笺加工技
艺。其中，宣纸制作技艺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2023 年，清华大学传统工艺与材
料研究文旅部重点实验室以“安徽手
工纸”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学术
活动，联合30余位非遗传承人、学者、
艺术家、设计师组成安徽手工纸创作
营，完成了 31 件（套）艺术作品，旨在

“从艺术的角度发现纸”。
黟县素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

称，李白曾留诗盛赞“黟县小桃源，
烟霞百里间”。南屏村位于黟县西
南，村内完整保存了 300 多幢宗祠、
书院、民宅等古建筑，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非遗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产物，让
非遗重新回归特定环境并从中获得能
量，是我们选择南屏古村祠堂建筑作
为展览空间的主要原因。”安徽纸工艺
成果展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

士生导师苏丹说。
来自河南洛阳的畅杨杨是河南省

省级非遗项目民间剪纸 （孟津剪纸）
代表性传承人。他创作的大型剪纸作
品 《生·生不息》 以安徽手工造纸原
料 青 檀 树 叶 为 主 体 图 案 ， 叶 片 上

“长”出多个丰满可爱的娃娃，外沿
刻有叶氏家训。“人的血脉传承如同
树一样，开枝散叶，生生不息。代代
相传的家训，让后人与祖先有情感的
联系。”畅杨杨说。

设计师马龙的作品 《纸上眉梢·
竹节高升》设计灵感来自安徽传统油
纸伞的造型，综合运用手工牛皮纸、
竹子、棉线、桐油等传统材料与 3D
打印齿轮、尼龙绑带、不锈钢链接扣
等现代科技材料，将传统技艺与现代
设计元素融为一体，带给人新颖活泼
的感觉，表达步步高升、喜庆吉祥的
寓意。

展览开幕式上还发布了《安徽纸
工艺项目白皮书》 和 《文化之美·纸
上空间项目宣传片》。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

本报电（记者窦皓） 日前，第八
届浙江书展在宁波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 360 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 3 万
种出版物精彩亮相。

本届书展以“阅读引领 精神共
富”为主题，注重以书为媒，融合传
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
下，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角度展现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人文底蕴
和独特韵味。

本届浙江书展设有主题馆、中版
集团馆、长三角联合馆、浙版馆、数

字阅读馆、阅读场景馆、名社好书
馆、少儿阅读馆、特色书店馆等 14
个专题馆和 3个展区。现场首设的中
华版本馆专题馆，精选杭州国家版本
馆和天一阁博物院部分珍贵版本资源
进行集中展览。宋韵文化、良渚文
化、海丝文化、阳明文化等一大批精
品图书，也在书展现场与读者见面。
此外，书展在现场和线上设立直播

间，对接国内各高品质数字阅读平
台，开设浙江书展专区，举行“云逛书
展”等互动阅读活动，为读者带来具有
科技感和沉浸式的数字阅读新体验。

书展期间，全场图书5.5折至7.5
折销售，最低折扣达 3.5 折，同时推
出 400万元惠民消费券，为读者倾力
打造一场惠民阅读的嘉年华。书展推
出 700多场新书发布、名家讲座、文

化论坛等阅读推广活动。梁晓声、东
西、乔叶、濮存昕、杨澜等 50 余位
知名作家和文化名家亲临现场。

浙江书展是文化浙江建设的一张
靓丽名片。为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和

“书香浙江”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本届书展在浙江全省
11 个设区市、90 个县 （市、区） 设
立 100余个分会场，覆盖新华书店门
店、高校、图书馆、民营书店、城市
书房、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各
类城乡阅读场所，让全省人民共享这
场全民阅读盛会。

上世纪 80 年代，川剧小生余
开元凭借在新编历史川剧 《轵侯
剑》 中的精彩表演收获众多奖
项，一举成名。

今年是余开元从艺从教 60 周
年。年过七旬的他最近正在重排

《轵侯剑》。“我想在下次全国戏剧
展演上再现这部经典剧目。”余开
元说。

余开元 15 岁结缘川剧，在舞
台上成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
一级演员。之后，他从台前走到
幕后，创办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通过职业教育传承艺术。

梨园显风采

余开元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
农村家庭。为补贴家用，他在 15
岁时报考了泸州川剧团。由于外
形俊秀、嗓音清亮，余开元顺利
通过考核，进入川剧团学戏。

余开元不仅先天条件好，也
非常刻苦。学川剧，形体训练是
必修课，很多学员痛得大喊大
叫，余开元却咬紧牙关，不哼一
声……3个月后，余开元破格进入
剧团排戏。

学 戏 路 上 ， 余 开 元 博 采 众
长，先后拜“泸州河”川剧艺术
创始人韩成之和川剧小生泰斗袁
玉堃为师。1969 年，在随剧团赴
上海学习时，他反复观摩 《智取
威虎山》《龙江颂》 等经典剧目，
从其他剧种中吸收养分。

厚积薄发。1983 年，四川省
举 办 “ 振 兴 川 剧 全 省 第 一 届 调
演”。余开元在 《轵侯剑》 中的表
演赢得满堂喝彩，一举斩获所有
大奖。在这出戏中，余开元打破
界限，虽是文生胚子，也运用武
生身段架子，并采用川剧大师张
德成老生深沉腔式唱法，成功塑
造了汉文帝一角。

之后，余开元随川剧团辗转南
北，名声大噪，并被破格保送到中
央戏剧学院和全国第四届戏曲演
员讲习会深造。1985 年，在全国戏
曲观摩比赛中，余开元主演的《轵
侯剑》再次捧回国家大奖。

从艺以来，余开元主演了《绣
襦记》《轵侯剑》《打金枝》等上百部
川剧剧目，塑造了上百个形象鲜明
的角色。余开元的演出频频获得
肯定，有人称赞他“博而能精，立像
传神”，张庚、郭汉城、阿甲等戏剧
名家也称他为“巴蜀第一小生”。

办学为传承

在 艺 术 生 涯 如 日 中 天 的 时
候 ， 余 开 元 却 从 “ 梨 园 ” 转 身

“杏坛”，投身教育办学事业。
川剧是四川的文化瑰宝，但

随着时代发展，也面临着后继乏
人的困境。“我这辈子无怨无悔，
就怕川剧没人传下去了。”余开元
说。他深知，今天的戏剧人才，
不仅需要师父的口传心授，还需
要完备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
因此，系统的艺术教育尤其重要。

1999 年，余开元拿出全部积

蓄，创办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当
初办学，心里其实也没有底，但
办法总比困难多。”余开元说。经
过 20 多年艰苦奋斗，学校逐渐进
入良性循环发展期。2018 年，学
校顺利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高校；2022 年，学校获批学士学
位授予单位。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余开元在办学中始终
以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为 己
任。他在学校筹建戏剧学院，培
养川剧演员，凡是学习川剧艺术
的学生学费全免，并对特别困难
的学生给予重点帮扶。他还带领
学 校 艺 术 团 前 往 韩 国 、 澳 大 利
亚、美国等国参加比赛和演出，
扩大川剧影响力。

2015年，成都艺术职业大学眉
山校区建成启用。新校区位于眉
山市青神县，当地具有悠久的竹编
文化。在余开元的建议下，学校与
眉山市青神县共建“竹艺研发中
心”，推动青神县竹编传承发展。

近年来，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打造“川剧+乡村设计”专业群建
设，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切入口，
用艺术推动乡村振兴。

尽管工作繁忙，余开元仍然
坚 持 上 课 、 带 徒 。 在 他 的 指 导
下，数名弟子获得中国戏剧梅花
奖，成为国家一级演员。“我正在
制定一个帮扶计划，筛选一批边
远地区或是家庭困难的学生组成
戏剧班，免费学习传统戏剧，不
仅让他们有一门生存技艺，也为
传统戏剧培养更多接班人。”余开
元说。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由中国
外文局主办的“协同发力共话语言
服务未来”语言服务出口基地工作
推进会近日在北京举行。百余位专
家、学者和行业企业代表围绕促进
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提升国家语言
服务能力、推进语言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等进行了交流探讨。

推进会上，语言服务网启动上
线。为推动语言服务出口基地建
设，为各基地提供集中展示、对接
交流的信息平台，在商务部、中宣

部、教育部支持下，中国外文局牵
头建设了语言服务网。

在研讨中，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华侨大学等高校的嘉宾介绍了我国
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实
际案例进行经验分享并对行业未来
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来自多家企业
的代表则就数字语言服务支撑体系
的构建、语联网赋能行业的关键技
术突破、数字科技时代下变革语言
服务生产关系和发展智能语言服务
产业链的创想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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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开元指导学生练习川剧基本功。 受访者供图

专家学者共话语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第八届浙江书展在宁波举行

走进“纸上空间” 领略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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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雅婷

展览现场一角。 吕 博、陈 炜摄展览现场一角。 吕 博、陈 炜摄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气氛热烈，
一场音乐盛宴正在上演。观众时而在
充满生命气息的旋律中感受俄罗斯民
族的乐观精神；时而仿佛置身芬兰海
滨，在夜色中的篝火旁聆听游吟诗人
的歌声；时而在浓厚的田园牧歌风味
中，品味匈牙利风格的情调。

展现高超演奏水平

11月13日晚，2023全球音乐教育
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总决赛音乐会在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来自中国、
美国的 3位年轻选手罗超文、崔艾莉
和约书亚·布朗携手美国费城交响乐
团、中国乐派交响乐团，分别演奏了
柴 科 夫 斯 基 《D 大 调 小 提 琴 协 奏
曲》、西贝柳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
曲》和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
曲》。最终，美国选手约书亚·布朗获
得金奖，美国选手崔艾莉获得银奖，
中国选手罗超文收获玉奖。

罗超文的音乐表达细腻，在炫技
的乐段表现稳定自如，赢得观众的掌
声；崔艾莉对曲子的理解深刻，将音
乐中浓烈的忧郁、极致的缠绵表现得
淋漓尽致，现场观众屏息凝听；约书
亚·布朗尽情展示了所选作品的神
韵，虽然这部作品并没有特别炫技的
部分，但是它百转千回的情感并不容
易把控，需要在理性与激情间小心地
游走，约书亚·布朗的分寸拿捏得十
分到位……

3 位年轻选手成熟的演奏技巧、
对音乐精准的理解把握以及全身心投
入的演奏，让现场观众在寒冷冬夜中
享受到音乐带来的美与温暖。

本次大赛的评委会主席黄滨教授
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有着丰富的演
奏经验，她对音乐的诠释和出众的技
巧广受业内赞誉。在她看来，3位选手
贡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他们
展现出了自己的技巧和对音乐的理
解，是高水平的演绎。

看着参赛的选手们，黄滨“就好像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她期待这些青
年音乐家们将来能够在艺术上有更高
的成就。“对音乐的追求是可以贯穿一
生的事业。”黄滨说，“对于青年音乐家
们来说，获得奖项和名次固然重要，但
不断精进对艺术的理解才是自我内心
的永恒探索。”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大赛主
席王黎光表示，本次大赛体现了高超
的音乐审美和音乐教育标准。他期望
青年小提琴艺术家们能够发挥所长，
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音乐使者。

架起文化交流桥梁

在决赛音乐会现场的观众席中，
除了评委、音乐院校专业师生和音乐
爱好者外，还有不少参赛选手。从
11 月 3 日 到 13 日 ， 十 余 天 的 角 逐
中，选手们是竞争对手，更是音乐之
路上的同行者。

日本、美国、中国、韩国、俄罗
斯、德国……参赛选手们来自不同的
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
文化背景，如今已成为惺惺相惜的朋
友。他们有的曾在其他比赛中有过一
面之缘，有的则是初次见面。在这段
时间的相处中，年龄相近的他们因为
对音乐的热爱而产生精神共鸣。参赛
选手们一起排练、一起吃饭，不少人
尽管未能成功登上决赛音乐会的舞
台，但依然选择了留下来欣赏演出。

参与决赛音乐会演奏的费城交响
乐团也与中国观众有着深厚的缘分。
1973 年，费城交响乐团成为首个在中
国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从此开启了
50年的音乐人文交流历程。

费城交响乐团执行总监睿恩德
说：“在我们首次访华演出50周年之际，
能与本次大赛的决赛选手们共同献上一
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是中美两国音乐
界为50周年献上的最美贺礼之一。”他
表示，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音乐大
赛与费城交响乐团再度携手，不仅接
过了存续50年的友谊火炬，还为本次
大赛赋予了更多特殊的意义。他希望
能继续以音乐为媒介，在中美两国人
民和两国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续
写下一个50年的友好篇章。

“音乐是一种跨越国界的语言，它
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传递美好的信
念。”在黄滨看来，音乐具有独特的力
量，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让
人们心灵相通。“通过这场比赛，我
们希望能够发现更多具有音乐和平使
者精神的年轻音乐家，让音乐之声传
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黄滨说。

推动全球音乐教育

与全球范围内的音乐院校结成联
盟，集合音乐学术力量、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整合、策划国际顶级音乐赛事、举
办高端音乐学术活动……自 2017 年
成立以来，全球音乐教育联盟致力于
让音乐教育为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和
世界和平的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促进全球音乐人才的培养，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为联盟院校间搭建
了平台，建立起音乐人才国际培养模
式，让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能够为更
多人共享。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打造了多种模
式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和本硕连读联

合培养项目，联盟成员院校之间学分
互认，并对达到毕业标准的学生分别
颁发两校学位证。这一机制吸引了不
少优秀学生的加入。

通过联合培养计划，学生可以获
得去联盟内其他院校交换的机会，开
拓专业眼界、推动音乐文化交流。而
对于一些民乐专业的学生来说，通过
联合培养去老牌音乐院校学习音乐商
务等专业，也有助于他们将来更好地
传扬中国传统乐器。

同时，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将“全
球音乐院校校长交流季”活动常态
化，邀请全球顶尖音乐领域专家、学
者与音乐家进行学术和艺术交流，不
断在高端学术领域进行探索。此外，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积极为音乐文化交
流打造平台，通过举办名家音乐会等
方式，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

“我一直坚信，音乐能够打破人与
人、国与国之间的隔阂。”王黎光说。一
直以来，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秉持着“让
音乐成为世界和平的使者”的信念，以
音乐艺术的独特力量奏响文明交流互
鉴的和谐乐章。

2023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总决赛落幕——

让音乐成为世界和平的使者
本报记者 黄敬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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