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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宜兴的一家私人艺术馆“古南
街馆”里，收藏有一套名为“龙腾”的陶
台，这件艺术品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李守才
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创作的。1996年底，香
港回归在即，“古南街馆”邀请李守才和
另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联手制作
陶台以作纪念。

鲍志强略一思索后提笔写下了“龙腾”
两字并作题款，李守才把鲍志强的书法用
堆花技法堆贴于陶台台柱上。之后，两位
大师再盖上自己的名章，可谓珠联璧合。

这件珍贵的艺术品，如今正静静地置
于艺术馆中，向人们展示着均陶技艺的历
史与辉煌。

陶都江苏宜兴除了享誉中外的紫砂茶
壶，均陶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据考
证，宜兴均陶由古代日用陶瓷发展演变而
来，早在宋朝就著称于世，蕴含着丰沛厚
重的陶瓷文化和地域特色，有“名陶名
器，天下无类”美誉。

均陶之美，首先美在釉色。均陶的釉
层较厚，有天青、天蓝、芸豆、月白等
色，胎则有紫泥和白泥，如今均陶釉色发
展到了数十种。

同时，堆花装饰艺术也能反映一件均
陶作品的艺术价值。堆花装饰通俗地说就
是贴花，是均陶特有的装饰手法，最早见

于西晋时期。宜兴陶瓷博物馆古陶馆中收
藏的一件“谷仓”均陶器具，见证了堆花
装饰的早期形态。

均陶堆花的早期操作手法以双手捏塑
堆贴为主，一直到唐代中期逐步转化为单
手运作，即大拇指堆贴，并沿用至今。这
一手法是用不同于坯体的其他泥料，粘贴
在陶器坯体表面而形成图案或图形。

由于工艺要求复杂以及多种原因，均
陶曾一度式微。但近几十年来，在一批批
艺人的不断努力下，均陶艺术在堆贴技法
上秉承传统并不断创新，实现了从“平贴
法”到“半浮雕堆贴”“立体浮雕堆贴”
的华丽转身。

据业内人士介绍，均陶的堆花艺术是
以大拇指作笔、五色彩泥为墨、陶坯为
纸，将泥在手中搓成泥点、泥条或泥片，
按事先预想好的题材图形，将色泥堆贴在
坯体上，综合运用“搓、捻、抹、揿、
捺”五大指法，堆贴出花鸟、山水等精美
画面，不是浮雕胜似浮雕。

均陶艺人一代一代孜孜不倦的努力，
将均陶堆花技艺推向了全新高度。从上世
纪至今，宜兴均陶赢得了海内外的认可和
喜爱，曾获多项国内和国际奖项。2014
年，宜兴均陶制作技艺成功入选第四批中
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有人喻之为“大拇指堆贴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在这些均陶艺人中，李守才尤为值得
一提。1954 年 6月出生的李守才从业均陶
制作近50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陶器烧制技艺 （均陶烧制技艺）
的代表性传承人，曾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轻工“大国工
匠”等称号，并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李守才师承均陶堆花老艺人张浩元，
他不仅掌握了大拇指堆花的高超技法，还
熟稔造型设计、窑温烧制、配釉、色坭、
施釉、装窑等一整套工艺，其作品被包括
中国国家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
物馆在内的多家海内外机构收藏。

李守才打破了均陶堆花框式传统装饰
手段，推出整体装饰技法，在传统均陶平
堆饰手法的基础上，向半浮、浮堆与累雕
相结合的多种技艺发展，闯出了一条均陶
堆花技艺的创新之路，拥有国家知识产权
专利 20 多项。同时，他还先后赴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作文化艺术交
流，并现场展演均陶堆花技艺，将宜兴均
陶艺术的魅力展现给更多人。

在北京语言大学多媒体教室里，
一堂名为“唱读古诗学汉语”的课程
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他们一边唱读高歌，一边跟随音
乐做手势舞动作，品味一首首经典古
诗词中的韵味。

这门课的主讲人是词曲作家刘
尊。自2020年课程设立以来，这种通
俗易懂、寓教于乐的授课形式，受到
众多留学生的欢迎和喜爱，他们的

“古诗词唱诵团”还受邀出现在多个大
型活动舞台上。

在刘尊看来，通过讲、读、诵、
吟、唱，结合古诗词沙画欣赏、手势
舞等形式开展的这种传统文化阅读方
式，可以称之为“音乐阅读”。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学生们
唱着歌学古诗，5分钟就能学会1首古
诗词歌曲。一整节课下来，他们对于
诗词的意境也谙熟于心了。”刘尊说。

在“音乐阅读”中，留学生逐渐
喜欢上了中国传统文化。来自俄罗斯
的留学生郁欣可从2022年开始跟随刘
尊学唱中国古诗词。如今就读于清华
大学的她，每周五下午都会骑着单车
赶到北京语言大学来上刘尊的课。目
前，郁欣可已经录制完成近10首刘尊
作曲的古诗词歌曲。

对于未来，郁欣可说，因为喜爱
中国古诗词歌曲，她准备毕业后留在
中国，继续和刘尊老师学唱古诗词，
并且希望从事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工
作，让更多家乡人听到和学唱中国古
诗词歌曲。

2023年6月，“中外学生王安石诗
词唱诵对话大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
行，刘尊是整场演出总策划、导演和
全部古诗词歌曲的作曲人。北京语言
大学校长段鹏认为，这是一次中外师
生“通过深入对话和实际行动获得心
与心的共鸣”的实践和尝试。

刘尊对于“音乐阅读”的探索始
于 10 年前的一次书店之旅。“当时很
多小朋友家长来找我，说现在孩子能
唱的儿歌特别少，想让我帮他们写一
些新的儿歌。在逛新华书店时，一套
厚厚的 《唐诗三百首》 让我有了灵
感。”于是，就有了刘尊谱曲的第一首
古诗词歌曲《望庐山瀑布》。

刘尊把这首歌教给家长后，歌曲
很快就在孩子中传开了。从此，家长
和孩子的喜爱，推着刘尊往前走。如

今，刘尊已完成中华古诗词作曲、演
唱录制、出版近2000余首。他作曲的
小学语文义务教科书中全部古诗词歌
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人
教版古诗词唱诵内容。

在刘尊看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璀璨文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宝贵文化财富。“谱曲成歌的过程，
就是一次次用音乐与古人对话的过
程。我感觉自己只是一名记录者和书
写者，旋律就来自那个遥远的年代。”
刘尊说。

2000 年，《用音乐学古诗》 一书
出版，该书将小学语文课本中的75首
古诗词进行谱曲并组织演唱录制。这
些古诗词由翻译家许渊冲翻译成英
文，画家仇立权进行插图绘制，作曲
选用了刘尊的作曲版本。

刘尊表示，期待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重视和喜爱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
更多国际友人与当代青年，在传统文
化的创新传承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

提起河北唐山，人们通常对其
“钢铁之城”这张名片较为熟悉。“五
一”假期，一台大型户外实景秀“一
路生花 绽放唐山”，让唐山的“另一
面”火爆出圈，秀出了这座城市延续
千年的文化底蕴和绽放的青春潮范。

“一路生花 绽放唐山”2024 唐山
南湖大型户外实景秀，由唐山文旅集
团牵手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
推出。主创团队充分挖掘唐山地方文
化资源，以唐山千年文脉传承和百年
工业根基为底，融合前沿舞台视听技
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

实景秀分为三大篇章，展现唐山
的历史轨迹、千年文脉、时代风貌。
第一篇章展现滚滚向前的历史，体现
唐山这座钢铁之城的工业精神。中国
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条标准轨距铁
路都出现在唐山。“大秀”开场，汽笛
轰鸣，1∶1还原的“龙”号机车火车
头驶向舞台，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充满
力量与速度的世界。在钢铁架构搭建
的主舞台上，舞蹈、杂技及各种极限
技巧表演轮番登场，为观众带来一场
场高水准的演出。超大曲面屏幕、机
械化舞台、赛博朋克式场景的舞台设
计，既是对唐山工业精神的致敬，也
是对这座城市创造力的全景展现。

第二篇章以“凤凰涅槃、振翅重生”
为主题，通过对评剧、皮影戏、乐亭
大鼓等传统艺术形式的创新演绎，展
现唐山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实景秀
尝试将皮影、乐亭大鼓、评剧与现代
街舞、电音融合混编。26米高空乐亭
大鼓表演、4 米高的巨型皮影脸谱、
国内首次呈现的悬浮全息裸眼3D立体

投影评剧 Meta，加上由无人机编队悬
吊 LED屏幕呈现的“百鸟朝凤”震撼场
景，年轻态的创新演绎让更多人感受到
唐山历史的厚重，一同见证传统文化凤
凰涅槃的辉煌时刻。

演出终章，创作团队在城市的硬
核风貌中融入未来主义色彩。一场科
技感十足的激光秀结束后，近百名演
员敲击形状大小各异的金属乐器，上
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打击乐表演。扮
演李大钊的演员身吊威亚从天而降，
震撼亮相，在 《咱们工人有力量》 的
表演中，与大家共同点亮唐山的未来
图景。

“整场秀的设计遵循了深入浅出、
由表及里的创作理念。”导演陈晟表
示，当下在看山看水的同时，年轻人
对城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表现出浓
厚兴趣。这场实景秀先通过时尚、青
春的表演形式吸引大家，再带领他们
感受艺术表达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内
核，让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内心。

据了解，为期 5 天的实景秀演出
售出门票近 6万张 （当日最高限流 1.5
万人），到场人数日均过万。还有不少
网友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这场“大
秀”，反响热烈——“唐山的青春不仅
在于她的工业，还在于她敢于创新的
精神，今晚这场秀证明了一切”“异乡
唐山人此刻泪目了”“对唐山的印象又
刷新了”……

“此次实景秀是‘广电+文旅’的又
一次生动实践。”唐山文旅集团相关负
责人说，“希望通过这种创新形式，将唐
山的文化底蕴和文旅形象传播出去，在
激发唐山市民自豪感的同时，让更多外
地人了解唐山，看到不一样的唐山。”

夜幕降临，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体育馆里座无虚席。
“曲艺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暨曲艺名家新秀“送欢笑”活动
在歌舞 《习习春风润江淮》 中拉开序幕。姜昆、戴志诚、
孟影等曲艺名家新秀轮番上场，各展风采。

演出中，相声 《欢歌笑语》《学无止境》、幽默小品
《摄影爱好者》、苏州评弹《苏州好风光》、山东快书《幽默
小段》、京韵大鼓 《百鸟朝凤》 等，与淮河琴书 《柳编新
曲》、淮北大鼓《临涣茶馆》等本土曲艺节目相得益彰，引
得观众连连喝彩。

日前，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曲艺
助力乡村振兴”计划走进濉溪县，包括作品提升辅导、培
训讲座、“送欢笑”惠民演出、采风创作等一系列活动。

在濉溪县融媒体中心，中国曲协副主席、淮河琴书表
演艺术家孟影等专家，对坠子书《小推车的故事》、淮北大
鼓《田中甜》2部曲艺作品进行了辅导点评。他们不仅从技
艺层面分析作品中的唱腔、表演手法和技巧细节，还从艺
术表达和情感传递角度，提出具体改进建议，帮助演员更
好地把握角色情感和艺术张力。随后，孟影以 《琴韵铸就
艺术梦》为题，为近50名当地曲艺工作者及爱好者带来一
场培训讲座。

活动期间，曲艺家一行还走访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临涣文昌宫、南阁茶楼、濉溪古城等地，感受当地浓厚的
历史人文底蕴。参加活动的曲艺家表示，采风活动让他们
加深了对濉溪的认识，也激发了创作灵感，未来将在创作
中进一步推动曲艺与地方文化的有机结合。

据悉，中国曲艺家协会在今年将继续开展“曲艺助力
乡村振兴”计划，在曲艺舞台上生动展现乡村的美丽风
景、丰富人文和淳朴民风，吸引更多人走进乡村、了解乡
村，以曲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征集方式新尝试

随着片尾滚动字幕播放完毕，
国家图书馆综合楼演播厅内的灯光
次第亮起。在热烈掌声中，导演张
以庆、片中主人公代表和专家学者
走上台，和现场观众开展座谈交
流。这是不久前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张以庆纪录片代表作品展映活动现
场。当天，观众和主创一起重温了
张以庆的代表作 《幼儿园》，并见
证了他的三部代表作正式入藏国家
图书馆。这也是国家图书馆首次面
向纪录片创作者，系统性收藏其代
表作品。

影片 《幼儿园》 拍摄于 2004

年。导演将镜头对准湖北武汉的一
家全托制幼儿园，记录了一个小
班、一个中班和一个大班孩子们 14
个月的生活。这部兼具童趣和社会
意义的纪录片，曾获第十届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创
意奖、第二届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
纪录片大奖、2004年中国电视纪录
片学术奖等奖项。

在 20 年后的今天，这部作品让
观众回望一代人的成长印记。影片
中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当年拍摄
过程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听
说《幼儿园》正在筹划续集？在映后
的座谈环节，有的观众结合自己的生
活，分享人生感悟；有的观众基于片
中故事，思考社会发展；有的观众与
应邀到现场的片中主人公代表对话，
感受时代变迁……

纪录片承载着时代记录者的角
色，每一部纪录片都是时代的切
片。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霍瑞娟表
示，国家图书馆积极践行“传承文
明、服务社会”宗旨和职能，十分
重视纪实影音文献的收藏与服务。
本次纪录片作品的入藏，标志着国
家图书馆积极探索征集纪实影音文
献的新尝试。

收藏丰富影音作品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积极与纪录

片创作传播相关机构、节展合作，
广泛征集优秀纪录片。据介绍，国
家图书馆先后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首都纪录片发展协会、中国民
族博物馆、广州图书馆等机构协
作，联合主办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纪
录单元、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
像展、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
新中国 70 年纪录片盛典、新时代
小康纪实主题影像活动等多个活
动，将数百部优秀纪录片入藏国家
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以
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代表人物
和传统文化遗产为主题，收集以口
述文献、影音文献和民间文献为代
表的新类型文献，形成记忆资源并
永久保存。

去年底，以“四海一家”为征
集主题的第五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
学术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共收到
全国各地 667 部投稿作品，最终 56
部影片入围，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国
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纪录片是
对我国庞大文化资源系统的资料性
记录，同时使广大读者和观众有机
会看到各个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

这些纪录片作品丰富了国家图
书馆的影音馆藏资源，同时国家图
书馆也为这些优秀的纪录片提供了
永久保存与服务的专门场所，为它
们打造一个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

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更有
着“抢救性”意义。

在去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
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系列展示中，
展映的 68 部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影片，全部来
自非遗记录工程——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中的代表性成
果，其中包括 2022 年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
及较少进入公众视野的羌年、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

据介绍，由于很多非遗传承人
已步入暮年，该项目中的许多影片

留下了传承人最后的影像。通过对
这些记录成果的展映，这些珍贵影
像作品得以与公众见面，这些作品
也已作为国家文献资源永久保存。

为了更好记录非遗，这些影片
有着严谨的记录流程：

首先是形成口述史，学术专员
对传承人进行采访并记录其人生经
历与从业经验；其次是拍摄实践纪
录片，根据传承人的不同类型，拍
摄其进行非遗实践的过程画面；第
三是录制教学纪录片，重点在于非
遗传承中老师带徒的过程；最后形
成综述片，制作出可以向公众进行
传播的影片。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影像对
传承人进行口述、实践、教学的全
方位记录，可以最大程度保存传承
人所承载的记忆和技艺，也能帮助
非遗项目实现最大限度还原。

面向公众共享资源

打开国家图书馆官网上的展示
专区，众多非遗传承人记录成果资
源向观众免费开放。其中有人们耳
熟能详的苏绣、剪纸、昆曲，也有相
对“冷门”的众多地方性民俗项目。
一部部影片配合专业的项目编号和
传承人编号，兼顾学术价值和科普
性。打开网页，公众不仅能通过影
像直观了解非遗项目，更能通过文
字记载了解该项目的历史和流变。

此外，更有多部由专家和非遗
传承人带来的“非遗公开课”，通
过实时解读纪录片，从学术角度对
影片中所涉及的非遗知识和传承故
事进行点评讲解，让观众看得到更
看得懂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还通过
举办线下公开课和展映活动、将活
动录像上传、联动各地各级图书馆
等方式，让更多社会公众得以享受
这些优质文化资源。

据介绍，国家图书馆将不断推
进纪实影音文献收藏工作，并通过
邀请更多纪录片创作者与读者观众
一起解析纪录片文化价值等形式，
为公众提供更优质、全面的视听文
献资源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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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尊正在领着学生唱诵古诗词。 受访者供图

“钢铁之城”秀出“文化范”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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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名家新秀走进安徽乡村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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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评弹《苏州好风光》。 刘全福摄

国家图书馆——

收藏影像 记录时代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导演与《幼儿园》中主人公代表及观众互动交流现场。
国家图书馆供图

纪实影音文献是记录
和保存人类集体记忆和社
会发展细节的重要载体，
是后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
的重要信息来源。作为国
家文献信息资源总库，国
家图书馆重视纪实影音文
献的收藏与服务，近年来
广泛征集、收藏优秀纪录
片，并通过举办丰富社教
活动，推动优质资源普惠
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