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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文化深入人心

“2013 年那会儿，在街上背着吉
他，人家会以为你背的是鱼竿或琵
琶。”正安县吉他文化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田飞曾碰到过这样的趣事。如
今，吉他广场上的巨型吉他雕塑成为
热门打卡地，街边随处可见吉他、音
符等音乐元素……吉他成为正安家喻
户晓的乐器。

作为贵州老牌劳务输出大县，正
安县之前常年有超过 20 万人在外务
工，其中，有将近6万人集中在吉他
制造领域。正安顺势而为，“筑巢引
凤”，号召乡友返乡创业，并在 2013
年建起了国际吉他产业园，通过一系
列优惠政策扶持吉他企业发展，吉他
制造产业链逐步完善。

产业可以“无中生有”，文化从
何而来？除了将吉他、音乐等元素融
入城市建设外，正安加大吉他文化普
及力度，推动吉他文化进机关、进学
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让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吉他、爱上吉他。截
至目前，全县共有5万余人参与到吉
他学习中。

今年的消夏音乐季活动中，正安
本土乐队的身影频频出现，如正安首
支女子乐队、由不同行业8朵姐妹花
组成的——氨基酸乐队，由姐弟6名
少年组成的诚志乐队等，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场精彩表演。

可以说，这些正安本土乐队的组

建，正是得益于正安对吉他文化的推
广。迄今，正安已成功组建 30 余支
涵盖不同年龄段和领域的本土乐队，
为当地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在这场正安与吉他的双向奔赴
中，不只有年轻人的身影。

编排吉他弹唱节目、组织文艺演
出，正安老年大学银发班的学员们乐
在其中。“近两年，我学了近10首歌
曲，比如 《我在贵州等你》《正安恋
歌》《又见山里红》等。”正安县老年
大学吉他班学员张小丽说，培训班里
共有老年学员 37 名，年龄从 51 岁到
72 岁 不 等 ， 他 们 通 过 “ 学 、 练 、
比、展”等方式，提升吉他弹唱技
能，促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丰富
了精神文化生活。

本土吉他走向世界

出口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
十大吉他品牌有 6 个在正安代工生
产，全世界每生产 7 把吉他，就有 1
把出自这里——谈起吉他产业，正安
人底气十足。

一把吉他，何以风行海内外？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会展中心
举办的 2023 美国乐器展上，或许能
找到答案。乐器展现场，从事吉他销
售的土耳其商人说，他们每年从位于
正安的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订购 1 万多把吉他，“质量好、性
价比高、受到顾客欢迎，这就是我们
订购中国产乐器的理由”。

同时参展的贵州正安娜塔莎乐器
制造有限公司，更是凭借自主研发设
计的全竹智能静音吉他，吸引了各国
吉他爱好者的目光。获得专利的全竹
智能静音吉他，创新选用中国楠竹作

为原材料，不仅改变了
当前中国吉他制造原材
料严重依赖进口的局
面，还通过内嵌声卡和
芯片等创新技术，让演
奏体验更加丰富。截至
目前，贵州正安经开区
获得吉他相关专利获得吉他相关专利 168168
项项 、、 拥 有 自 主 品 牌拥 有 自 主 品 牌
7777个个。。

吉他吉他““出海出海””享誉享誉
全球的同时全球的同时，，也成为文也成为文
化 传 播 的 载 体化 传 播 的 载 体 。“。“ 你你

看，这是我制作的苗银吉他吉他，，把苗族把苗族
文化融入吉他制作中来文化融入吉他制作中来，，用苗族姑娘用苗族姑娘
出嫁或者是参加盛大节日时戴的项圈出嫁或者是参加盛大节日时戴的项圈
装饰吉他面板装饰吉他面板，，还将苗族的牛头还将苗族的牛头、、火火
焰等图腾装饰焰等图腾装饰在吉他上。”张维义大
师工作室创始人张维义对记者说，

“随着这把吉他远销海外，我们的苗
族文化也随之走出国门。”

看到苗银吉他深受国内外顾客喜
爱，张维义又开始研究如何将蜡染和
苗绣等传统技艺与吉他制造相结合。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对
于我们做手工琴的工作室来说，没有
创新很快就会被顾客抛弃。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将中国元素创新融入
吉他制作中，把我们中国文化、民族
特色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张维义说。

打造吉他演艺舞台

吉他文化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
着旅游。目前，正安吉他文化产业园
不仅仅有吉他生产基地，还有包括吉
他广场、吉他风情街、吉他博物馆等
在内的旅游设施和场景。游客可以在
南区的吉他广场看乐队的路演，也可
以去北区的工厂看吉他的制造过程。
2022 年，正安县吉他文化产业园获
评国家评国家44AA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近年来，，正安积极推动吉他文化正安积极推动吉他文化
与旅游与旅游、、教育教育、、商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商业等领域深度融合。。
依托吉他产业带来的客流依托吉他产业带来的客流，，正安县举正安县举
办丰富的办丰富的““吉他吉他+N+N””文旅活动文旅活动，，先后开先后开
展了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展了油菜花旅游文化节、、桐花乡村旅桐花乡村旅

游文化节游文化节、、桃花乡村旅游文化节桃花乡村旅游文化节、、消夏消夏
音乐季等一系列节庆活动音乐季等一系列节庆活动。。

20242024 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开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开
幕当天，共吸引游客2万余人。活动
带来的“流量”，刺激了旅游消费

“增量”，也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商
机、增加了收入。“没想到音乐季刚
开幕就吸引这么多游客，今天的收入
比平时多了一倍。”在音乐季现场摆
摊的美食摊主王思妤笑着说。

氨基酸乐队专场、七夕专场、避
暑游客专场……今年的消夏音乐季，
除了每天的演出活动之外，还将举办
贵州省职工吉他大赛、全国大学生吉
他弹唱邀请赛、全民音乐季等多彩活
动，吸引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和游
客们前往正安，相聚正安。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服务，
一场场文旅活动增强了文旅产业发展
活力。“我们正安要向榕江学习，把正
安吉他做得像榕江村超那样红红火
火！”“希望正安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在
传播吉他文化的同时，把包括椒麻鸡
在内的正安美食也推广出去。”消夏音
乐季现场，正安居民尽情展望着“吉
他+文旅”的美好前景。

“按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季季有爆点’的思路，我们将持续推进
吉他文化的普及推广吉他文化的普及推广，，打造打造‘‘吉他演艺吉他演艺
大舞台大舞台’，’，开展各类吉他路演和吉他表开展各类吉他路演和吉他表
演活动演活动，，通过发展吉他文化赋能吉他通过发展吉他文化赋能吉他
工业工业、、吉他旅游吉他旅游，，促进吉他产业高质量促进吉他产业高质量
发展发展，，让吉他成为讲好让吉他成为讲好‘‘正安故事正安故事’’的的
一张亮丽名片一张亮丽名片。”。”田飞说田飞说。。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
本报记者 陈隽逸 徐嘉伟

夏日的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气候宜人，入

夜后，更显凉爽舒适。7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

“青春遇见贵州·吉他律动正安”2024旅游生态圈

消夏音乐季活动在这里举办。正安县吉他广场

上，澎湃的音乐、汹涌的人潮、热烈的气氛将这

座山中县城的夜晚一次次“点亮”。

从各式各样的吉他主题活动，到推动吉他走

进居民生活，再到吉他年产量占全球吉他总产量

的1/7，正安县十余年来大力发展吉他文化，不断

擦亮吉他名片，以吉他赋能当地文化和旅游发展。

▲正安吉他文化产业园里，工人正在生产尤克里里小吉他。 赵永章摄

▲▲20242024 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活动现场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活动现场，，

小演员正在表演小演员正在表演。。 张张 锐锐摄摄

▲▲20242024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张张 锐锐摄摄

昆曲已有 600多年历史，是
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它蕴含着
独特的东方神韵，不少经典剧目
传承百年、常演常新。今年，是
我从事昆曲艺术的第三十年。从
舞台表演到讲台教学再到美育推
广，我愈发感到：昆曲是一座绽
放着中华美学之花的园林，有赏
不尽的“春色如许”。

昆曲之美，美在何处？昆曲
被称为“百戏之祖”，唱词唱
腔、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无不
经过千锤百炼、精打细磨。可以
说，昆曲美在无声不歌、有动必
舞，美在静似雕塑、动如行云，
美在景随唱移、情随心生。

昆曲唱词典雅唯美，是文学
性与音乐性的极致结合。或描摹
自然风物，或倾诉内心衷肠，往
往一句唱词中就有好几个典故，
写实与写意相间相融，唱来、听
来都令人回味无穷。此外，昆曲
唱词也有严格的曲律性，作词者
必须依据曲牌格律撰写文辞，再
根据文辞内容和平仄谱曲。据统
计，昆曲曲牌共有 4000 余个，
目前舞台上常用的有 200 多个。
例如，大家熟悉的“良辰美景奈
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一
句，对应的是曲牌 《皂罗袍》，
唱词字字珠玑，曲调委婉动听。

昆曲表演细腻传神，展现了
中华审美的写意理念。唱词言简
意赅、舞台陈设质朴，一旦表演
起来，昆曲便呈现出丰富的神
韵，让无数观众沉浸其中。昆曲
演员舞台表演的法则：眼随手
动、身随步移，一个动作在空中
形成线条，遇到不同的人物应该

“画”出千百条不同的线来。根
据人物身份、性格、情绪的不
同，这条线时快时慢、时刚时
柔，变化万千。

昆曲之美，值得我们一代代
人去传承创新。我认为，创新不
是颠覆，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之上，追求守正创新。2001
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昆曲的传承发展
迎来契机。近年来，北方昆曲剧
院对昆曲进行系统性传承，专业
演员队伍持续扩大，演出曲目不

断增加，年轻观众的数量也有所
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踏
踏实实打磨作品，也要开拓传播
渠道、创新形式，让人认识、了
解昆曲之美。艺术是需要熏陶
的，我们应多为青少年创造机
会，让他们接触昆曲。我曾多次
到中小学开展昆曲普及讲座，每
次都能在孩子们眼中看到收获和
触动。真正美的艺术是可以打动
每一位观众的。

有人说，昆曲太“慢”了，
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不兼容。昆
曲的表演节奏确实是慢的，学习
昆曲的过程也要下慢功夫。但真
正给人带来美学享受的艺术，其
实 是 不 嫌 “ 慢 ”、 不 怕 “ 慢 ”
的，因为“慢工”里有经得起反
复品味的“细活”。昆曲是能让
人记得住的艺术。短短几小时
内，观众能跟随婉转的唱腔、优
美的唱词、精致的表演，走进姹
紫嫣红、满园春色的昆曲风景，
那种共情共鸣便会长久地驻留在
心中。期待更多人了解昆曲之
美，让昆曲的古典之美延续到当
代生活中，持续滋养我们的心
灵，涵养文化自信。

上图：昆曲《牡丹亭》中顾
卫英扮演的杜丽娘。

北方昆剧院供图
（作者为北方昆曲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本报记者智春丽采访
整理）

日前，以“汉语学习之旅”
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在山东省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举办。12名
俄罗斯学生，通过体验剪纸、彩
墨脸谱、手绘团扇等项目，近距
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次夏令营活动分为汉语
学习、文化体验、城市探索等

部分，旨在加强俄罗斯学生对
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进
中、俄两国青少年之间的文化
交流。

图 为 俄 罗 斯 籍 学 生
（右） 展示剪纸作品，并与老
师自拍。

张 鹰摄 （人民图片）

俄罗斯学生体验中国文化

图 片 新 闻

清晨5点多，古老的明长城喜峰口
段上，一个人的身影在垛口间忽隐忽现。

他叫张卫东，今年 59 岁，是河
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文物保护管理
所副所长，也是喜峰口段的一名长城
保护员。“监测险情、清理石阶、劝
阻不文明行为……全程走下来要一两
个小时。”说话时，张卫东的后背已
被汗水浸透。

这条巡护之路，张卫东已经走了
20多年。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
长城喜峰口段总长 10 余公里，是当
时中原通往北疆和东北边陲的咽喉要
道，也是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潘家口水库修

建后，蓄水水位超过了长城高度，喜
峰口城堡淹没于水中，犹如巨龙潜
渊，形成了“水下长城”奇观。

“过去，人们对长城保护意识不
够，偷拿长城砖、损毁长城等现象时
有发生。”张卫东说，作为保护员，
他坚持深入一线，登敌楼、走山脊、
越关隘，制止损毁长城行为。

为加强长城保护，2002 年，宽
城建设长城保护员队伍，长城沿线的
5 个乡镇村民也自发成立长城保护
队，无论严寒酷暑定期巡护长城。随
着时间推移，队伍从成立之初的9人
扩展到现在的近30人。

每日与古老砖石为伴，张卫东的
守望是河北长城保护的生动缩影。

在河北，长城从战国、秦、汉、
北魏、北齐延续至明朝从未中断，连
接京、津、辽、蒙、晋，现存长度
2498.54 公里，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
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

2015 年以来，国家先后支持 3.47
亿元，省级投入 1.35亿元，山海关、金
山岭、大境门、喜峰口、紫荆关等37个
长城保护修缮工程和 49 个抢险保养
项目陆续开展，长城本体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周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河北省长城保护办法》和《河北
省长城保护条例》分别于 2017 年 2
月、2021年6月施行；2018年，河北
省将已认定的长城段落全部公布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长城保护夯实

法治根基，河北陆续出台多项长城保
护法律法规。

正值暑期，长城脚下的文旅深度
融合“点亮”雄关夜色。张家口《大明
1625》等沉浸式实景演出再现“万里茶
道”辉煌；金山岭景区打造国风露营
地，推动非遗展演进景区；山海关推出
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通过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河北持续发展壮大
长城文化传承弘扬阵地。

“深度挖掘讲述长城背后的故事，
是更好弘扬长城精神的必然要求。”河
北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许世鹏
说，下一步，河北将继续完善长城非遗
保护协同发展机制，建设长城风景道、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并在加
强长城文化挖掘展示利用上下功夫，
通过技术赋能打造沉浸式新业态。

（据新华社电 记者冯维健、杜
一方）

守望“水下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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