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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巷深宅里听评弹、昆曲，城市霓虹畔赏交响、芭蕾

戏里戏外品姑苏

露浓霜厚薯粉白
谢章成

百年古街中、古典园林里、现代

剧场内、村落戏台上，苏州人的生

活，处处都能与戏相逢。当传统与现

代交织，听戏看戏不仅是生活的剪

影，也蕴藏了苏州文化的精髓。如

今，戏曲演绎出更新颖的展现形式，

与交响乐、芭蕾舞等艺术形式一道，

继续滋养着这座城市，让“有戏”的

苏州，更有滋味。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自

古以来就是繁华富庶之地。一边是

腾飞中的制造业之都，一边是绵延

了 2500余年、深蕴吴文化的水乡古

城。历史沉淀与现代文明在这里碰

撞，传统与新潮在这里交融。

每个地域都有独特的文化，于

苏州来说，文化的精髓在戏曲。

穿过小桥流水、古巷深宅，评

弹、苏剧、昆曲的婉转旋律扑面而

来；穿过高楼大厦、城市霓虹，交响

乐、管弦乐的动人音符响彻全城。因

为有戏，苏州才更加灵动。

传承发展

古老文化散发现代魅力

当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园林

沧浪亭，遇见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曲，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夜晚，苏州沧浪亭畔，笛声悠扬，

浸入式的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正

在这里上演。戏随景易，人随戏走，演

员们在园林空间里移步换景，观众一

边领略苏州园林的古典意蕴，一边享

受昆曲的细腻优雅，沈复笔下的“苏

式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浸入式演出，就是突破传

统的剧场式、厅堂式正襟危坐的观

看方式，打破观演边界，将观众置

于真实的演出场景之中。随着剧情

的推进，观众跟着演员穿行在园林

的 亭 轩 廊 窗 间 ，且 听 且 行 、时 坐

时立。

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导演刘

亮佐说，这样的户外实景演出，是

第一次把园林和昆曲相结合，也将

西 方 剧 场 的 概 念 和 纯 粹 的 昆 曲

融合。

苏州市姑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朱建春介绍，新编园林版昆曲《浮生

六记》是姑苏区倾力打造的“戏剧+”

创新文化项目，也是姑苏区获评“国

家文化新经济开发标准试验区”后，

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新举措。据悉，该剧于去

年8月17日首演，至今已接待观众近

5000人，受到广泛好评。

除了全本之外，园林版昆曲《浮

生六记》还推出了面向青年观众的

精华本、面向国际观众的英文版等。

今后每周五将上演 30 分钟互动加

60分钟演出的全本，每周三、六、日

将上演 30 分钟互动加 30 分钟演出

的精华本。《浮生六记》制作人萧雁

也表示，昆曲《浮生六记》不仅是一

台演出，更是外地游客了解苏州文

化和“苏式生活”的窗口。

演出结束后，来自亚美尼亚的

观众加亚涅·阿拉科里扬依然沉浸

其中。“我被这部剧和这种表演方式

深深吸引了，分不清现实和故事。”

她感慨地说，“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

真是丰富。”

创新包容

江南风和国际范共美

不久前，苏剧大戏《国鼎魂》上

演。舞台上，“二度梅”得主王芳饰演

的潘达于决定捐出潘氏家族用生命

和鲜血保护了几十年的大克鼎、大

盂鼎两件国宝，既百感交集，又义无

反顾。随着“心魂熔铸双鼎中，沧桑

深处回望来”的伴唱，大幕落下，掌

声响起。

作为首届江南文化艺术·国际

旅游节的闭幕压轴曲目，苏剧《国鼎

魂》深受观众喜爱。“这是我第三次

看《国鼎魂》，还是感到非常震撼，无

论表演、剧本，还是音乐、道具，都堪

称完美。”市民林薇说，她是苏剧的

“铁粉”。

在苏州，苏剧与苏州评弹、昆曲

并称艺坛“三朵花”，滋润着当地人

的文化生活。晚上7点，平江路上游

人如织。走进一条条小巷，评弹馆、

戏台随处可见。游客们喜欢在这条

建于宋代的古街上听听评弹，聊聊

苏州故事，很多苏州本地人，隔三差

五也要来这儿泡一杯茶，坐一坐。

时代在发展，在文化创新这条

路上，苏州人总是乐此不疲。近年

来，在“三朵花”的基础上，苏州又打

造了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团和芭

蕾舞团这“新三朵花”。

10月13日晚上的苏州奥体中心，

一场由苏州交响乐团领衔的“千人交

响音乐会”正在举行，共有4支乐团、5

位指挥家、近千名表演者参加。

演出结束后，现场 6000 名观众

一齐起立，用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

这场音乐会的喜爱。“我在网上看到

演出信息立马就买了票，演出的主题

太好了，曲目也很经典。”专程从广西

桂林赶来观看演出的陆先生说。

与苏州交响乐团相比，成立于

2017 年的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是一

支更为年轻的乐团，演员们用古

筝、二胡、琵琶等演奏“丝竹里的交

响乐”，演出作品也常常与昆曲、评

弹融合在一起。看看乐团的演出

表，虽然成立时间短，但已经带着

温婉的江南曲调走遍了大江南北，

走向了全世界。

如果说“三朵花”是千百年来的

苏州文化精华，那么“新三朵花”就

是绽放在这座古城的艺坛新芽。这

“六朵花”共同织出苏州文化的“双

面绣”，体现了苏州这座城市的创新

和包容，这里的生活既有传统味，也

有国际范。

积淀深厚

名角票友各显身手

今年8月到9月，首届江南文化

艺术·国际旅游节在苏州举办。长三

角、大运河沿线的多个省市，多个艺术

门类的名团名剧、大师大作，齐聚苏

州；19台优秀剧目，23场精彩演出；9

场苏州历史和江南文化论坛，近200

位文化学者相聚；超过1000万人次观

众参与互动直播和网络评选。

苏州，是一座有戏的城市。在这

里，像这样百花齐放的艺术盛会屡

见不鲜。在昆山，这个夏天也是好戏

连台。从2018年开始，全国348个戏

曲剧种在昆山集中展演，作为“百戏

之祖”昆曲发源地的昆山，给戏曲界

带来了一场戏曲盛会，让苏州戏迷

很幸福。

百戏盛典期间，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眉碗团带来的秦腔大戏《李十

三》在苏州市昆山文化艺术中心大

剧院上演，起伏跌宕的剧情、精湛纯

熟的表演，台下叫好声不绝于耳。当

天晚上，昆山市锦溪镇马援庄村还

专门包车组织 35位村民前来观戏。

村民沈秋弟说，很多人都是头一次

看这种大戏，马援庄村离昆山市区

有几十公里路，看戏不方便，“这次

是村里组织的，让大家看个够。”

百戏盛典给他们带来的并非只

是一次简单的观戏之旅。过去几年

里，沈秋弟一直领着十几位爱好戏

曲的村民唱戏，并成立了一个文艺

小组。以前，村里面简单地搭建了一

个水泥舞台，村民们在上面唱锡剧、

越剧、沪剧，虽然不够专业，但也能

吸引几百名村民前来观看。今年，投

资 30 多万元的戏台在马援庄村搭

建而成，戏台修建好后，村民们的兴

致更高了，沈秋弟也更忙了。

戏台落成那天，沈秋弟早早就

来到化装间，换上了新戏服。离演出

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坐下来，边

喝茶，边琢磨着剧本。台下，村民们

越聚越多。“你瞧，这就是有滋有味

的‘苏式生活’。”沈秋弟说。

(据《人民日报》）

寒塘照影 汤青(安徽)摄

在 凤 城 银 川 ，许

多 小 剧 场 镶 嵌 在 街

头 巷 尾 。这 里 没 有 华

丽 的 装 修 和 宽 敞 的

舞 台 ，却 总 能 在 表 演

当 天 挤 满 观 众 。狭 小

的 空 间 ，恰 好 营 造 出

更 深 的 代 入 感 ：一 场

演 出 下 来 ，从 演 员 到

观 众 ，都 能 从 忙 碌 的

现 实 生 活 中 短 暂“ 逃

离 ”，沉 浸 在 富 有 张

力的剧情之中。

一直以为，民营小

剧场只有在北上广才

能快速生长，不成想在一座西部城市

也看到了小剧场的良性发展。带着好

奇去寻找答案，原来是：用青年力量

的“才气”聚起“人气”。

被观众称为“宁夏戏剧精灵”的

90 后李思遥，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

戏剧工作室，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

市巡演，并受邀参加各类戏剧节，在

当地还有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遥

剧场”；同样长于银川的音乐剧演员

张萌萌，曾在纽约学习戏剧表演 10

年，后来又回到家乡，在一个写字楼

里办起小剧场……这些青春气息十

足的小剧场，依托新颖的形式和小

空间的独特观剧体验，吸引着大批

年轻观众。质量较高的剧目，为扩大

市场打下基础，也为观众素养的提

升创造可能：从开场前的嘈杂喧哗，

到有秩序地观剧，再到适时地与演

员互动，良好的观看习惯在银川逐

渐培养成型。

对于一些正在发展本地戏剧市

场的西部城市而言，人才和剧作资

源短缺经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调

动 青 年 戏 剧 力 量 、深 耕 小 剧 场 剧

目，银川的经验对解决这一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自 2016 年起，中国·银

川国际青年戏剧节已举办 3 届。从

一 开 始 由 青 年 群 体 发 起 、策 划 ，到

如今由政府与民间合作，银川青戏

节 逐 渐 形 成 了 全 社 会 共 同 参 与 的

运作模式，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众

多 专 业 戏 剧 团 体 前 来 展 演 。此 外 ，

银 川 的 小 剧 场 并 不 一 味 追 求 全 国

范围内的知名度，而将首要发展目

标聚焦于本土文化市场。从创作的

素 材 来 源 ，到 推 广 的 市 场 定 位 ，小

剧场始终接着银川的“地气”，专注

自身的公共文化空间属性，创造并

满 足 当 地 的 文 化 需 求 。扎 根 本 土 、

服务本地，西部地区的戏剧市场有

特色、显魅力。

诚然，相较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的戏剧市场发展空间相

对有限。但可贵的是，有一众青年在

家乡发展戏剧，让小剧场成为城市文

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结束工作、闲

暇之余，市民们走过街巷，就能邂逅

身边的这些艺术空间，观一出戏，感

受时间定格、艺术共鸣。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

者 余俊杰）记者 14 日从文化和旅

游部了解到，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星 级 饭 店 统 计 管 理 系 统 中 共 有

10249 家星级饭店，其中五星级饭

店843家。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14

日发布《2018年度全国星级饭店统

计报告》，显示全国星级饭店中，三

星级和四星级饭店占比较高，分别

达4965家和2527家。

根据报告，2018年全国星级饭

店营业收入总额达 2090.97 亿元，

客 房 销 售 和 餐 饮 收 入 分 别 占

44.67%和40.03%。按照登记注册类

型划分，23.67%的星级饭店为国有

企业。

据报告统计，2018年全国星级

饭店从业人数达 102.56 万人，其中

约22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报 告 指 出 ，按 照 地 域 划 分 ，

2018年广东星级饭店数量最多，达

598 家，浙江和山东分别以 548 家

和544家位居第二、第三位。

全国星级饭店数量超万家

在我们赣北农村，每家都种很

多红薯。几重严霜过后，红薯格外

甜了，把它挖起，一部分藏到薯窖，

还有一部分则磨成薯粉。

磨薯粉先要把红薯洗干净。这

么多红薯，不可能一个个洗，但农

家人自有办法。把家里宰猪用的大

槽盆搬来，装满清水，把红薯倒在

里面。槽盆很大，可以装一两担红

薯。然后用木杵不停杵动，红薯“噗

咄噗咄”地上下翻滚。几番下来，就

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红薯表皮被杵

掉了，露出点点微白，透红粉白，十

分好看。

翌日清晨，农家人顶着霜露就

趁早把洗净的红薯挑去磨。偌大的

磨坊里，磨薯机呼呼地转着，斗里

的红薯翻滚不停，磨碎的薯渣飞溅

出来，旁边人的脸上身上尽是薯汁

留下的斑斑点点。

红薯磨好了，便可挑回家去过

滤。太阳出来了，田野里的霜露在

阳光照耀下升腾起一层薄薄的白

气。天气依然很冷，但农家人靠忙

碌的劳作驱散身上的寒气。他们在

屋旁的水潭边支起包袱架，下面放

个大木盆。把磨碎的薯渣一勺勺舀

入包袱，装好大半包袱后，就往里

面倒水。滤薯粉的人用双手抓住包

袱架一上一下摇动，里面的薯渣不

停翻动，浓浓的薯粉水浆“哗啦哗

啦”地流进下面的大木盆里。就这

样一遍一遍滤着，直到水变清了，

才在包袱里换上新的薯渣再来过

滤。滤薯粉时，要两手摇动包袱架，

看似简单，做起来却颇吃力。时间

长了，两个臂膀便会十分酸痛。如

果薯渣附着在包袱上，滤不下水，

就要卷起袖子伸到冰冷的水里搅

拌，因此滤薯粉人的手掌手臂总是

冻得红彤彤的。

薯渣滤好了，把盆里的薯浆水

静置一夜。转天早晨，把水倒掉，留

在盆底的便是厚厚的一层薯粉。农

妇用菜刀把它们一块块地挑起来，

放到盘箕里晒。暖暖的冬阳下，一

天下来，泛黄的薯粉块就被晒得雪

白雪白，甚至还有些耀眼。轻轻地

把薯粉块敲碎，用手指揉捏成粉，

再晒几天，直到完全干透，便可以

把它们装到瓦缸里存起来了。

以前，薯粉只能算地方土产，不

登大雅之堂，谁家办喜事，宴席上

若出现了薯粉，会被人取笑。但在

粮食紧缺的年代，农家人则会不时

煮上一两碗薯粉，用来充当晚餐，

只为省下一点粮食。

薯粉好吃，我甚喜爱它随和多

变的形态和不争不抢的滋味。可以

把它烙成薯粉坨：用冷水将薯粉拌

成糊状，煮熟，然后铲到砧板上，拍

成寸把厚的一大块，再切成方寸大

小的坨坨。放些辣椒、大蒜和生姜，

再入锅炒一次，吃起来滑溜可口、

别有风味，要是加一点炸熟的虾

米、芝麻，那就更香了。还可以煮薯

粉皮：用冷水翻拌薯粉，磕一两个

鸡蛋搅拌在里面，倒进平底锅内煎

成薄片，然后再切成小片，用水煮

软，放点炸熟的姜末、碎蒜，起锅时

撒点葱花，吃起来醇厚爽口、回味

不尽。薯粉还可以做成薯粉粑、薯

粉丸子等等，吃法很多。此外，炒

肉、烧鱼也可以拌点薯粉，以锁住

肉质水分，使其更加鲜嫩可口。

现在家乡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也流行吃原生态的土产和绿色食

品，薯粉竟成了宴席上倍受欢迎的

佳肴。加之薯粉健脾益胃，更受到

不少追求健康人士的追捧，如今乡

下的薯粉都卖到十多块钱一斤了。

那雪白雪白的薯粉，不仅饱经了霜

露 的 浸 染 ，更 饱 含 着 农 家 人 的

辛劳。

良渚遗址公园
实现5G全覆盖

近日，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委会与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举行

发布会称，将运用5G技术保护、展示

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成为在全球

率先实现 5G 全覆盖的遗址公园。目

前，园区内的5G+AR试衣镜、MR全

息文物等新应用，可全方位提升游客

参观体验。

据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 5G

建设是在不破坏遗址风貌的条件下，

通过大规模天线、边缘计算等技术，

将 5G 设备安装在仿生杆上，以融入

公园环境的方式加速网络。

此外，5G技术将有助于提升遗址

保护与监管水平。

公园运用 5G+无人机进行实时

巡逻与遗址本体数据监控采集，运

用 5G+无人车在公园实现无人驾

驶，并基于 5G 物联网实现井盖、垃

圾箱、智能路灯、烟感探测器、饮水

机、指示牌等多设备联网，实现园区

精细化管理。 （据《人民日报》）

《红马甲》揭幕第三届
全国话剧展演季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记者

白瀛）北京人艺导演唐烨执导的话剧

《红马甲》13 日在首都剧场上演，由

此揭开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序幕。

一个半月内，来自 11 个省份的 23 部

作品将在北京8家剧场集中展演。

本次展演季剧目既有《红岩魂》

《守护》《沙变录》《三湾，那一夜》等歌

颂家国情怀的主旋律作品，又有《过

客》《花好月圆》《幸福国际庄》等紧扣

时代脉搏、扎根人民生活的作品。

开幕剧《红马甲》以上世纪 90年

代北京前门地区第一家股票营业厅

揭幕为背景，讲述了随着时代发展发

生在小人物身上的故事，表达了崇尚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的主题。

据介绍，展演季期间还将举办国

际戏剧文化对话、戏剧文化进校园进

社区、戏剧讲座、主创分享、剧本朗

读、表演体验等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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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
西江河乡村诗歌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青）11 月 17 日，

“客家龙王，诗意乡村”首届西江河乡

村诗歌节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龙王镇举行，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张新泉，以及哑石、邓翔、刘红立、向

以鲜、凸凹、吕历 7 位诗人在现场获

得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镇红树村“荣

誉村民”称号。

“地散千林，天罗万壑。有杞有

桑，既优既渥。享龙庙之雍雍，得西江

之濯濯……”诗歌节以当地学生朗诵

青年作家杜均的《红树村赋》拉开帷

幕。随后，诗人们献给成都多个村庄

的诗歌，以学生朗诵和诗人朗诵等多

种形式分享给参会嘉宾。主办方表

示，诗人们将以“客家龙王，诗意乡

愁”为主题，为龙王镇写诗，用优美诗

句呈现田园水乡的诗意栖居。

青羊区举办
“天府汉风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赵青）为进一步促

进天府文化的品牌传播，11月 16日，

由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委社治委、青

羊区民政局、西御河街道党工委联合

举办的“天府汉风文化节”品牌主题

活动在天府广场举行。

汉装出席、视频打卡、汉风集市、

猫爪拍照、蒙眼挑战、百人舞 ……活

动吸引了近千名的市民参与其中。主

办方表示，希望以汉装为载体，引领

广大市民切身感受汉文化的魅力，自

觉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结

更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