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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徐嘉伟） 随着第
25 届深圳读书月的到来，首届“嘉
德观澜国际艺术图书嘉年华”日前
正式启幕。本次图书嘉年华甄选
53 家参展机构进行精品艺术图书
与文创展销。其中，藏书文化特展
聚焦双城共读与跨域交流，呈现“香
港三联书籍设计艺术展”“传递与存
续——沪港书业海报评选获奖作品
展”等 4 个板块，促进多元文化艺术
资源的互融互通。此外，本次图书
嘉年华还通过设计师分享会等一系

列交流活动，以及版画工坊、猫咪集
章、漫游版画村等趣味活动，为市民
读者献上一场立足于国际前沿的版
画艺术与精品图书阅读盛会。

“嘉德观澜国际艺术图书嘉年
华”是嘉德文库与深圳观澜版画基
地合作框架下的全新创意项目。自
2021 年起，嘉德文库已连续在北
京举办了三届“嘉德国际艺术图
书展”。

下图：“嘉德观澜国际艺术图
书嘉年华”现场。  主办方供图

“嘉德观澜国际艺术图书嘉年华”举办

    秋爽寒未至，鼓瑟引朋来。11
月 15 日晚，“2024 年全国优秀群众文
艺团队成果展演”在浙江宁波奉化体
育馆举行。快板声声，舞蹈轻盈，民
歌悠扬……“文艺范”与“烟火气”
相遇，来自北京、吉林、海南等 26
个省区市的 27 支优秀群众文艺团队
轮番登场，将生活里的万千风情融入
精彩节目之中。

百团汇演  万团参与

“山上开的马缨花，哪个最爱它？
山上开的马缨花，阿妹最爱它……”
欢快的旋律响起，在演员们的翩翩舞
蹈中，云南红河的马缨花，仿佛也

“开到”了千里之外的宁波。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

于祖国西南边陲，因红河穿境而过得
名，节目所运用的正是当地独有的烟
盒舞元素。”云南马缨花艺术团成员
杨媛媛告诉笔者，从红河州到宁波，
为筹备展演，全团精心准备了数月，
希望能将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表演，
奉献给更多观众。

一舞跳罢，一歌又起，观众的掌
声也愈发热烈。无论是男演员们身着
对襟衣、女演员们披戴银饰弹唱的侗
族琵琶歌 《侗不离酸》，还是将鼓乐、
舞蹈、戏曲融为一体，展现黄河气魄
的山西鼓乐 《千古黄河》 ——来自天
南地北的 27 支队伍，各展绝技，将
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历史韵
味融入一场文化盛宴。

此次展演是全国群众文艺火热开
展的一个缩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团
队展演——百团汇演”活动在今年 5
月启动，一直持续至今，共有 95 支优
秀群众文艺团队脱颖而出。而这些团
队也仅仅是全国群众文艺团队中的一
小部分，背后是千团联动、万团参与。

在北京，“歌唱北京”“舞动北
京”“戏聚北京”“艺韵北京”四大品
牌活动已在全市开展 37 场形式多样
的群众文艺团队展演，参与展示的团
队达 1163 支；在江苏，全省优秀群
众文艺团队“百团汇演”常州、扬
州、泰州、宿迁等多个专场持续开
展，其中 3 支团队入选 2024 年全国

“百团汇演”优秀群众文艺团队……
依托“百团汇演”品牌，全国各

地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法定假日，创
新融合群众文化活动，因地制宜组织
本地区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展演，引导
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进社区、进街区、
进景区。线上线下公益讲座、专题培
训、大师课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
动持续开展，极大丰富了全国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

文艺赋美  深入城乡

“椰子是海南的象征，没想到还
能与广场舞结合起来，让我在宁波也

‘闻到’了阵阵椰香。”宁波 K11 商圈
人来人往，市民李先生闻“声”而

来，来自海南省和辽宁省的两支全国
优秀群众文艺团队，正在这里进行一
场富有地域特色的“快闪”表演。

同一时刻，在宁波南塘老街，青
海海西州德都蒙古民歌艺术团携带着
古老而又神秘的乐器托布秀尔，弹唱
起了 《黑走马》；宁波慈溪达蓬山景
区，云南马缨花艺术团以大地为舞
台，翩翩起舞；宁波北仑九峰山景
区，山西太重鼓乐艺术团气势磅礴的
鼓点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11 月 16 日一早，载着来自全国
各地群众文艺团队演出人员的车辆出
发了。他们兵分十路，走进宁波的村
庄、街道、景区等开展“文艺赋美”
演出，让优质的群众文化艺术资源直
达基层，“赋美”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这场巡演中，无论是参演的演
职人员，还是观演的民众，都能通过
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各种演出
形式，感受到艺术带来的正能量。

“群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在人，老百姓
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角。”宁波市文
化馆馆长孔燕说。

据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应建勇介绍，从 2016 年开
始，宁波以群众文艺团队为重要支
撑，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提出并
实施“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
程 。 截 至 目 前 ， 在 宁 波 ， 1315 个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遍布城
乡，群众文艺发展走出了“宁波模
式”，也把公共文化服务源源不断地
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交流研讨  共建群文

在展演活动开始前，2024 年全
国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建设交流活动在
宁波奉化举办。

如何进一步提升群众文艺团队的
创作水平、表演能力？如何更好地挖

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特色？群众文艺团
队的时代使命为何？80 余位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群众文艺团队代表及文
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群众
文艺事业的发展经验、未来机遇。

“浙江群众文艺团队主要特点包
括成立时间长、规模大、地域特色鲜
明、类型丰富……以省、市级优秀文艺
团队为龙头，县（市、区）文艺团队为支
撑，乡镇（街道）文化团队为骨干，乡村

（社区）文化团队为基础的文艺团队建
设网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浙江省文
化馆馆长阮静在发言中讲道。

“2019 年，青海省以现有的民间
艺术团体、文化馆馆办团队为基础，
组建了 50 支大美青海文艺轻骑兵团
队。群众在哪里，文艺轻骑兵的舞台
就在哪里，力求通过文艺轻骑兵团队
把文化艺术送到老百姓身边。”青海
省文化馆党委书记马云蔚分享道。

各个文化馆分享经验，借鉴彼此
的成功做法，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文化馆人要建立自己的系统专
家库，努力打磨精品力作。”“要以人
为中心，坚持‘群众编，群众演，演
给群众看’”“群众文艺的创作题材
要积极反映当代社会生活和人民情
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文
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文
化馆处处长琚存华、中央文化和旅游
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周固坚、中国
文化馆协会曲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
茵等专家也积极建言献策。

专家一致认为，建立长效的人才
培训和交流机制、搭建多元化的展示
平台等举措，是推动群众文艺团队持
续发展的关键。群众文艺团队要在不
断提升整体素质和艺术专业水平的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

“参加群众文化活动的方式在改
变，基层文化工作者要以满足群众精
神生活需求为目标，让老百姓有文化
获得感和幸福感。”文化和旅游部公
共服务司司长陈彬斌说。

当“文艺范”遇上“烟火气”
——“2024 年全国优秀群众文艺团队成果展演”在浙江宁波举办

徐嘉伟  张芯蕊

    ▲“2024 年全国优秀群众文艺团队成果展演”现场。 唐严摄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馆草原母亲河艺术团在宁波象山影视城表演舞
蹈 《祝福》。  楼美易摄  

在巴西库里蒂巴市，有座
“中国广场”，该广场因矗立着国
际知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创作的 《孔子》 雕像而得
名，成为巴西民众了解中国文化
的一个窗口，也象征着中巴两国
历久弥新的友谊和文化认同。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其思想对中华文明
产生了深远影响。吴为山以写意
的雕塑手法，将孔子形象带入巴
西，以艺术形式传达孔子的“仁
义礼智信”等精神。

2016 年 10 月，中巴文明对
话论坛在里约热内卢巴西国家历
史博物馆举办，吴为山将青铜雕
塑 《孔子》 作为礼物，赠送给巴
西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2017
年 9 月，应时任库里蒂巴市市长
拉斐尔·格雷卡之邀，吴为山创
作的 《孔子》 雕像在库里蒂巴市
落成。

“ 孔 子 思 想 是 全 人 类 的 财
富，其‘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的理念对我产生了
深远影响，并为我的施政提供了
重要指引。”拉斐尔·格雷卡认
为，《孔子》 雕像是“一座文化
的灯塔”，其落成不仅是一项艺
术盛事，也是巴西民众理解和接
受中国文化的象征。

《孔子》 雕像在巴西矗立至
今，象征着中巴友谊的不断深
化，也体现了艺术家的创作理
念：人类的相互理解源于思想的
对话。目前，吴为山创作了 600
余件历史文化人物雕塑，包括孔
子、老子、李白等中国古代贤
哲，以及鉴真法师、隐元禅师等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作用
的先行者，这些雕塑落成于巴
西、德国、意大利、日本、乌拉
圭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表
示：“我们要塑造更多为世界所
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让大写的

‘中国人’立于世界。通过这些
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和中
国文化的价值。”

吴为山认为，文明对话应秉
持“三个一”，即：一张脸，意
指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一颗
心，意指平等、平静、平和；一
个魂，意指艺术创作重点在真善

美，在创作中应该有意识地呼唤
世界和平、珍爱世界和平。他的

《孔子》 雕像正是以这种“无声
的语言”，带着“温润的微笑”，
让巴西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厚
重与包容。

今天，《孔子》 雕像持续吸
引着来自世界的目光。它所代表
的不仅是一尊雕塑、一段友谊、
一种精神，也作为和平的象征，
为中巴文化交流注入活力，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下 图 ： 2017 年 ， 吴 为 山
《孔子》 雕像立于巴西库里蒂巴
市，该广场被永久命名为“中国
广场”。 中国美术馆供图  

琵琶演奏家吴玉霞——

传播民乐之美，激发心灵共鸣
陈依美智

尽管工作繁忙，但只要有美育讲
座的邀约，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
长、琵琶演奏家吴玉霞都会尽量抽出
时间参加。从演奏示范，到理论讲
解、互动问答，每一场讲座，她都会
精心准备。讲座内容不仅涵盖民乐演
奏技巧、作品解析和审美理念，更展
现了她对美育、对民族音乐传承发展
的关注与思考。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推广民族音

乐？吴玉霞常说，“文以化人，文以润
心，今天的接受者就是明天的传播
者”。在她看来，将绵延数千年的民乐
传播出去，是当代民乐工作者的使命。

琵琶独奏《春江花月夜》诗意盎
然，琵琶齐奏《风戏柳》诙谐风趣，琵琶
二胡双协奏曲《云影》舒缓动听……今
年夏天，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
门”暑期系列演出迎来一场特殊的音
乐会——吴玉霞和她的学生一同登

场，除了带来精彩演奏，还设有赏析环
节，为观众讲解每首乐曲背后的故事、
蕴含的精神和情感。

在吴玉霞看来，这种“讲演合一”
的音乐会形式，恰恰是当前民族音乐
传承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一首好作品
的呈现，是聆听者和演绎者的磁场共
鸣。我特别希望借助表演的舞台，与观
众交流，激发更多人对民乐的兴趣。”

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吴玉霞一直
致力于将演奏与教学、研究相融合。
播撒更多艺术的种子，让它们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民乐的百花园才能更
加生机勃勃。

民乐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和
审美。“演奏者不仅是一首作品的演绎
者，更是艺术思想的传道者。”吴玉霞
认为，一首作品的表达不应仅限于外
化的力度和速度变化，而应深入挖掘
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美学意蕴和哲
理思考，要结合乐曲所赋予的文化语
境，选择恰当的声音和情绪予以诠释。

近年来，吴玉霞在中国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多所
专业艺术院校举办讲座，分享多年来
她对舞台表演艺术的体会。“读谱、唱

谱、奏谱”三联动教学法是她多年教学
实践总结出的理念。从“读”到“奏”的
过程，无论是“灌耳音”式的听觉记忆，
还是挖掘音乐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内
涵，都是全方位解读乐曲的重要途径。

对于民乐演奏者来说，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习，是传达作
品意境的重要前提。作品的呈现，不
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对世界、对生命
的深刻理解，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如
此才能呈现一种既有技术高度又具有
文化深度的作品。

吴玉霞的艺术生涯始于少年宫，
这一经历对她影响深远。她认为，学习
民乐不仅仅是习得演奏技巧，更关乎
对美的感知和体验。因此，除了致力于
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研究，吴玉霞也非
常注重基础音乐教育的推广和发展。

从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打开音乐
之门”系列演出，到中国儿童中心、各地
少年宫等机构，吴玉霞的身影随处可见。
面对刚刚开始学习乐器的琴童，她循循
善诱，借助影像，让初学者领会传统民族
器乐的丰厚意蕴。面对家长的提问，吴玉
霞反复强调，艺术学习的价值在于规范
和方法的习得，以及在练习中对品性的
磨砺。在她看来，只有经过对音符的反复
揣摩，才能在枯燥的技术训练中，体会到
艺术给予的滋养。

四根弦、一支曲，一场场演奏
会、一次次示范讲座，琵琶演奏家吴
玉霞的指尖所划拨的，不仅是优美的
旋律，更是对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持
续思考和担当。

左图：吴玉霞在演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