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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山水名城的

艺术基因

1944年2月15日，伴随广
西省立艺术馆新厦落成，在中
国戏剧史上留有浓墨重彩一笔
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以下简称“西南剧展”）拉开了
大幕。在90多天时间里，30多
个演出团队、近千人呈现了70
多个演出节目、共170多场精
彩演出，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
士气，展现了中国戏剧人抗日
救亡的文化担当，把桂林抗战
文化活动推向了高潮。

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在
《纽约时报》撰文写道：“如此规
模的剧展会，有史以来，自古罗
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桂林文化艺术事业越来越
繁荣。在音乐、舞蹈、戏剧、美
术等领域，涌现出电影“刘三
姐”扮演者黄婉秋、“漓江画派”
开拓者阳太阳等一大批本土艺
术家，他们不断探索新的表现
形式和技巧，作品在国内外舞
台上频频亮相，为桂林赢得了
良好的声誉。1982年，桂林被
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为桂林文化艺术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和更
多的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广
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
实施精品创作繁荣工程。

2017年1月27日，一场美
轮美奂的山水文化盛宴、世界
级的山水实景演出、广西各族
儿女的纵情欢歌亮相央视春
晚，桂林分会场尽显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胜地的无
穷魅力。

而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
数：2018年7月25日，新编大
型民族歌剧《刘三姐》在国家
大剧院首演，现场座无虚席；
2018年 9月，大型桂剧《破阵
曲》在南宁公演，全景展示“桂
林抗战文化城”的历史风貌，
获第十届广西戏剧展演桂花
金奖、广西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桂剧
《燕歌行》获第十一届广西剧
展大型剧目桂花金奖、广西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

“在历史闭幕的地方，我们
重新出发。”2022年12月10日
至18日，为充分展示桂林的自
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赓续“西南
剧展”的荣光，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大力支持下，桂林市政府
与中央戏剧学院共同主办首届
桂林艺术节，以秀甲天下的山
水为舞台，营造桂林特色的戏
剧艺术生态，向世界展现桂林
山水人文之城的无穷魅力和无
限活力。

9天、29个演出项目、128
场精彩演出、超10万观众积极
参与，相关话题网络总阅读量
突破10亿人次。来自世界各
地的艺术家相遇桂林山水间，
与广大观众共赴一场山水与文
艺共挽的艺术盛宴，

今年10月27日至11月5
日，2023 桂林艺术节如期而
至。据了解，今年艺术节吸引了
超过300家国内外主流新闻媒
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据不
完全统计，相关话题网络曝光量
累计超过15亿次，为桂林世界
级旅游城市蓄满文化动能。

浸润：人民的艺术人民造

“桂林艺术节的宗旨，更加
明确‘为人民所办、为城市所
办’。”桂林艺术节艺委会主席、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说。

让人民走近艺术、走进艺
术、成为艺术。

一位在2022桂林艺术节
期间看完话剧《寻找春柳社》的
戏剧爱好者表示：“这样的一部
戏剧能滋养我们的心灵，引发
人们的思考，或许这就是人们
说的艺术不是可有可无，它是
我们的精神食粮。”

在2023桂林艺术节彩调
展演专场，台下一位观众全情
投入和演员们互动。看到摄像
机，他说：“多拍，让更多人知道
彩调。”在“城市艺术”板块，戏剧
巡游和戏剧大巴走进桂林寻常
巷陌间，给市民带来沉浸式观剧
体验。“我感觉这一趟没白来，现
在孩子们已经开始期待明年的
表演了。”一位市民这样说。

事实上，在桂林，人民从来
都是艺术的主角。

桂林市文化惠民工程“周
末大家乐”广场文艺演出活
动，是桂林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20多年来，超过800场的
演出，持续不断为广大市民、
游客送上形式多样、独具特色
的文艺大餐。

桂林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诸葛亚认为，让艺术融入
生活，与人民相伴相生，这是
艺术生命力的核心点。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桂林市不断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
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提升“桂
林百姓大舞台”“桂林百姓大
讲坛”“读书月”“漓江之声”

“周末大家乐”广场文艺演出
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同时，
常态开展文化下乡、传统戏曲
进校园和农村电影公映等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基层文化生
活，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

“桂林百姓大舞台”“漓江之
声”先后获得文化和旅游部颁
发的全国群众文艺政府最高
奖——“全国群星奖”。

静下心，到美术馆看一场
展览；放缓步，在艺术街区度
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来到剧
院，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在
街头巷尾，遇见一座艺术雕
塑、听一场即兴音乐会……如
果说文化艺术体现着一座城市
的精神品质，艺术空间则是城
市艺术气息的重要载体。近年
来，桂林市加大艺术空间建设
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桂林大剧院、桂
林图书馆、广西省立艺术馆等
一批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相
继建成并投入使用。从剧院、
美术馆，到文创园区，再到艺
术街区，形式多样、种类丰富
的艺术空间满足着人们个性
化、多样化的文艺需求，带来
差异化体验。

“当艺术逐步深入城市生
活，与市民产生紧密联结，艺术
不再曲高和寡，而是润物无声
地为人们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文
化服务，如此一来，将有效提升
城市文化品格，绽放独特魅
力。”诸葛亚说。

新生：一座艺术之城的
戏剧回归

从“西南剧展”到桂林艺

术节，两次跨越近80年的城市
文化艺术活动充分证明，桂林
不仅有秀甲天下的“山水名
片”，还有底蕴深厚的“人文名
片”，换言之，是艺术塑造了城
市形象。

桂林艺术节给城市带来的
影响力显而易见——“吃茶来、
看戏去”正成为风潮。如今，在
滨江路上，越来越多街头艺人
夜晚驻唱，跃动的音符吸引着
来往的市民游客，他们席地而
坐，有些观众还主动上前表演
文艺节目。

“无论是官方艺术节殿堂
上的东西方文化碰撞，还是民
间路边摊民谣歌手的轻声吟
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美其
美。这才是永不落幕的艺术
节。”市民李凯说。

变化也发生在演出空间。
今年端午假期，草莓音乐节落
地桂林，2天、24组艺人、近20
个小时的音乐演出接力、超2
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在山
水间同场狂欢。11月17日至
18日，戏剧文化精品《桂林有
戏》首登广西省立艺术馆，国家
级非遗项目广西文场《咏桂》、
桂剧《拾玉镯》、桂林弹词、彩调
《娘送女》等经典节目接连登
场，向观众传达着“桂林有山，
桂林有水，桂林有戏”的理念。

“来桂林定居挺好的，生活
节奏不快，空气好、环境佳，闲
下来还能看看戏。”“新市民”唐
国槟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变化还发生在文娱行业
工作者之间。一位从事剧场
运营工作的专业人士迸发出
强烈的创投热情：“我们打算
以桂林抗战文化城那段历史
作为背景，打造一个沉浸式的
话剧体验，让更多人了解桂林
灿烂的文化历史。”他还说，剧
本正在创作，并打算报名参加
新一届“全球华语青年戏剧导
演英才计划”。

桂林，正用行动证明，它因
山水而扬名，因历史而厚重，因
艺术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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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桂林艺术节上，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用10天时间、来自

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33个剧目，

总计140余场各类文艺演出活动，

给出了塑造城市艺术形象的新范式

——让艺术直接与秀甲天下的山

水发生碰撞、融合、共生。桂林市打

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文化自信和魅

力，也一并在这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艺术与山水交相辉映的“中国式

艺术节”实践中得到展示。

把艺术融入自然，让城市拥抱

艺术。作为享誉世界的国际旅游

名城、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

年来，桂林市坚持在本土文化沃土

上深耕挖掘，寻找艺术的力量，持

续擦亮桂林文化品牌，走出了一条

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在2023桂林艺术节上，《礼物先生》的演员与观众互动。陈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