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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部大熊猫历史话剧《幻镜》顺利首演

百戏盛典：观九州大戏护剧种生态

2019 年夏天，年逾八旬的蔡志

雄购买了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

典演出的门票，带着老伴从四川成都

打“飞的”到江苏昆山追戏。38天时

间，夫妻俩看完了所有56场演出。

今年初冬，蔡志雄夫妇又来了。

这一次，夫妻俩得到 2020年戏曲百

戏（昆山）盛典组委会赠送的观演套

票，在 42 天的时间里，看全了来自

全国25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116

个剧种演绎的 40 余台演出。“戏曲

百戏（昆山）盛典的戏好，组织得也

好，各种各样的戏都看了，很开心。

每看完一场，都要在脑子里回味很

久。在一个地方就可看完九州大戏，

无憾矣。”蔡志雄激动地说。

三百余种剧种

实现“大团圆”

自 2018 年起，百戏盛典已连续

举办3年，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以

及木偶剧、皮影戏两种戏剧形态的

“大团圆”。

3年来，百戏盛典不负众望地交

出了成绩单：408个剧目在昆山开展

201 场演出，共 1.2 万名演职人员参

加演出，现场观众达 11 万人次，网

络直播观看量超1.5亿人次，抖音播

放量超 4.2 亿次；举办 80 场特色戏

曲文旅延伸活动，接收到各参演单

位捐赠的代表性藏品4411件（套）；

百余位戏曲专家分 12 批观摩百戏

盛典，发表相关文章 100 余篇约 20

万字。

“百戏盛典在3年内对348个剧

种和木偶剧、皮影戏的代表性经典

作品进行巡礼展示，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的重

要举措。围绕‘剧种’这一核心要义，

组织开展了剧目展演、专家研讨等

系列活动，成功地锻造了百戏盛典

这一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化名片，百

戏盛典已经成为加强剧种建设、推

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平台，由此

引发的‘剧种热’将引领全国戏曲剧

种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军说。

稀有和濒危剧种

焕发生机

保护一个地方剧种就是保护一

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就是连接历

史与今天的时空隧道，让人们记得

住乡音、留得住乡情、解得了乡愁。

“毫不夸张地说，百戏盛典的意

义和价值远远超越了戏曲界。”戏剧

评论家毛时安认为，现代化、全球

化、城市化极大地冲击了人类文化

的多样性。“文化物种”急剧而大规

模地消亡，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担忧

的。百戏盛典为抢救、保留传统文化

样式，维系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中国文联办公厅副主任、中国

戏曲学院副院长汪泽介绍，2017 年

12月文化部发布的全国地方戏曲剧

种普查成果的通报中提到，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全国 348 个剧种

中有 107 个剧种无国办团体，仅有

民营团体或民间班社，其中 70个剧

种仅有民间班社。“348 个剧种听起

来感觉很多，但真正能够常年在舞

台上进行正常演出的剧种不超过70

个。在百戏盛典举办之前，有很多稀

有和濒危剧种只剩下几位传承人，

连民间班社都面临关闭。要组织这

些濒危剧种参加展演，简直比登天

还难。百戏盛典的举办，促使地方对

戏曲重视起来，加大对戏曲的投入

力度，重新组织院团进行剧目编排，

使一些戏曲‘活化石’恢复了生机和

活力。”汪泽说。

笔者在由百戏盛典组委会办公

室提供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回

访 分 析 报 告》中 看 到 ，2018 年 和

2019 年进行的回访中，院团满意度

为 100%。多数院团表示，通过参加

百戏盛典，不仅宣传和推介了自己

的剧种，更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

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其中，江苏省

丹阳市丹剧团反馈，参加百戏盛典

让基层弱势剧种的艺术工作者看

到了希望、明确了方向、增添了力

量。河北省威县冯庄乱弹艺术团有

限公司反馈，通过参加百戏盛典，

演员的工作态度更加端正，大家积

极主动地练功，排练更加刻苦，特

别是年轻演员有了突飞猛进的进

步。陕西富平县阿宫剧团通过在百

戏盛典中与其他剧种演职员的交

流，创造性地将阿宫剧与汉调剧种

结合，让细腻委婉的阿宫剧多了一

分激越。

面对市场

濒危剧种如何发展

百戏盛典展演进一步推动各地

将濒危剧种的保护落到实处。它使

戏曲整体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尤

其是戏曲剧种不断消失的趋势，从

此被逆转。但盛典结束后，面对严峻

的现实、残酷的市场，濒危剧种该如

何发展？

已连续 3 年驻扎昆山看戏的原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认为，在

文化高度自觉、经济繁荣发展的今

天，保护好 348 个戏剧文化生态样

貌迫在眉睫，但不能指望每一个剧

种都发展成“大树”。“希望濒危剧种

的‘小花’不要因为饥饿而死亡，不

要因为贫困而香消玉殒。”陈鹏说。

“3年的百戏盛典展演深化了我

们对戏曲剧种的认识，尤其为各剧

种的分类指导提供了依据。虽然按

统计戏曲有 348 个剧种，但是通过

展演可以看到，各剧种并不平衡，差

异很大。”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表示，

348 个剧种中大约有 120 个剧种拥

有较完整的剧目系统，其中，又有20

多个是传播范围较广且有较高艺术

质量、在继承传统和新剧目创作两

方面都大有可为的剧种，它们代表

了当代戏曲艺术的水平。剩下的大

多是濒危剧种，只能以继承传统为

主。“百戏盛典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

剧种之间的分别，对不同剧种分别

实施不同的政策措施，分类指导才

能推进戏曲的全面继承和健康发

展。”傅谨说。

“如今更要关注的是‘团圆’之

后怎么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雷认为，接下

来要结合展演弄清楚现存剧种实际

状况，理清剧种体系，包括对少数民

族剧种体系进行精准再认定，为剧

种研究奠定基础。再结合剧种具体

情况，针对部分小剧种，尤其是濒危

稀有剧种，以传承保护为主；针对成

熟的小剧种和大剧种，多方尝试，在

集成传统表演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发

展之路。

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研究员王越

在观摩了山西、安徽、云南、山东 4

省戏曲演出之后谈道：“窥一斑而知

全貌，戏曲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4

省各大剧种阵容强、行当全，大气规

范，舞台呈现有朝气，令人忧虑的是

那些小剧种，人才稀缺、前景堪忧。”

她认为，小剧种应该放下门户之见，

多相互交流演出，创新性发展，相关

部门还要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鼓

励非遗传承人“家族式传承”，强化

剧种个性化发展，避免小剧种与大

剧种的趋同化。

（《中国文化报》刘淼）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十部门 11 月 30 日联合印发《关于

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优化

“互联网+旅游”营商环境，以数字

赋能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

代，“互联网+”为很多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赋予了重要能量，而作为

应用数字技术较早的旅游业，早

已在“互联网+旅游”的道路上取

得了长足发展。自数字技术兴起

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数字技术应

用的重点领域，线上预定、数字导

览、“云”旅游等已不是新鲜事物，

在景区服务、道路出行、气象预

警、产学研合作等旅游业各相关

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已非常

广泛。

即将步入“十四五”，旅游业

也面临新形势，尤其是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旅游业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需要依靠

数字技术赋能。“十四五”规划提

出，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旅游业

需要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

机遇，通过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旅游”，推动旅游业态创新，拓展

旅游消费空间，提升旅游服务能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优

质更超值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深化“互联网+旅游”，离不开

完善的基础设施。目前 5G、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新型数字技术正

在飞速发展和应用中，相关的基

础设施也必须加快更新换代，才

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利用。对旅游

业而言，“新基建”能否加快覆盖

速度，关系到5G等先进信息技术

能否得到有效利用，目前城乡之

间的数字鸿沟依然较大，基础设

施建设还不够平衡，特别是山区

景区、乡村景区在基础设施的覆

盖上与城市景区还有差距，必须

加快弥补差距，才能够推动“互联

网+旅游”的更全面融合。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在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上也要发

力，特别是要重点关注旅游科技

创新，重点解决旅游领域的“卡脖

子”问题。现在，一些“互联网+旅

游”还处于对信息技术利用的粗

浅阶段，用信息技术推动旅游业

态改革创新的力度还可以进一步

加强，要鼓励科研院所和专业人

才加大对旅游领域信息技术的创

新研发力度，不同的景区也可以

结合自身的特点，采取市场化运

作方式，推出契合景区定位、具有

鲜明特色和先进功能的数字化产

品，丰富数字旅游产品的供给。

深化“互联网+旅游”还需要

注重保护数据安全。信息技术的

利用不可避免地要对游客的个人

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作为关键

的生产要素，数据也容易被不法之

徒窃取与利用。确保个人数据的绝

对安全，是“互联网+旅游”能否持

续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监管部

门，还是市场主体，对个人数据的

收集、利用和监管都要严格依规依

法进行，特别是在线旅游企业，更

要从内部管理、技术管控、硬件保

障等方面牢牢守住数据安全的红

线，全力以赴地保护个人数据安

全，让“互联网+旅游”能够在安全

可靠的环境中走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

“求制作蟹粉的

方法。记得你去年做

过，女儿今年过生日

不回来，我买了些蟹，

想制作成蟹粉等她放

寒假回来吃”，刚打开

手机，就看到微信里

闺蜜给我的留言。

身在江南，每年

吃几次黄满膏肥的螃

蟹本是寻常之事。更

何况如今有发达的物

流系统和保鲜技术，

就算一年四季想吃蟹，也应该是可以

做到的。自古以来，食蟹似乎都是一

件大有讲究的雅事，但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只是吃个蟹黄或蟹膏就算尝过

滋味，蟹脚和蟹钳大多粗粗嚼一下就

丢弃了；至于蟹身，更是无从下嘴，纵

使有专门的吃蟹工具，很多人也没有

那个耐心。

在我的儿时印象中，妈妈每年都

会拆几次蟹粉，因此每到冬天来临的

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天寒地冻的日

子里，晏起的我们舀着一勺又一勺的

蟹油就着白粥下肚的情形。妈妈在炒

好了青菜或白芽菜后，总会舀上一大

勺蟹油浇上去，再端上桌，等不到她

替我们兄妹几个分完餐，那些香气四

溢的饭菜就被我们迅速扫荡了。

后来，我也有了孩子，他也和我当

年一样，没耐心去吃完一只完整的螃

蟹，所以母亲制作蟹粉的技术被我很

好地传承了下来。其实蟹粉的制作方

法比较简单，简单到就是把拆好的蟹

肉放进猪油里熬，然后密封保存；若

说难的地方，就难在拆蟹的过程。节

气大雪到了，天气预报节目里播报未

来有大范围的降雪，好吧，就让我在

这欲雪未雪的冬日里，一边拆蟹粉，

一边等雪来。

八只螃蟹，六个小时，剔蟹肉，熬

猪油，满满一桌子的蟹壳，最终只换

得小小的一罐蟹粉。抬起头，窗外已

是华灯初上，将蟹粉放在茶几上，趁等

待其凉透的间隙，我将这些拍了照在

微信上发给儿子：今天做了蟹粉，留着

你放假时回来吃，记得哦！儿子迅速回

应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我拿着手机，静静地想着儿子归

家后吃蟹粉的心情，应该和很多年前

我们兄妹几个大快朵颐时的心情是

一样的：好吃，不够！是啊，好吃都还

来不及，哪里顾得上热泪盈眶呢？可

我，怎么眼角湿湿的？

我在今日这段安安静静地拆蟹粉

的时间里，想得更多的是：在未来的

岁月里，今日这八只肥美的螃蟹会以

怎样的一种情形和我深爱的人相遇？

是在一个春机勃发的清晨，还是在蝉

声阵阵的午后？会是在凛冽冬日的清

粥里与我们邂逅，还是在霜降秋夜的

馄饨里和我们相守？彼时，爱我和我

深爱的人，会有怎样的一种动容呢？

而我，在这一日拆蟹粉的不急不

忙中，有些执念竟也就释然地放下

了。曾经读过一句话：内心再多道理，

也不过纸上幽兰。人心也需要实践，

要在直面、自省、承担之后，才能真正

坦荡释然。正如，你若从不曾知晓我

人生中所有的悲喜，你就不会明白为

什么美食当前，我会热泪盈眶；正如，

你若没有亲手拆过蟹粉，可能不会有

机会真正品尝到一只肥美鲜蟹的极

致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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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2 月

4 日下午，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大熊猫博物馆电影院，

一场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历史话

剧《幻 境》顺 利 完 成 了 首 场 演

出。作为该基地出品的全球首

部大熊猫历史话剧，《幻镜》不

仅是其在文化宣传上的一次尝

试，也为大熊猫文化的传播探

索了新的路线。

《幻镜》以当代大熊猫饲养员

回望大熊猫进化史为切入点，讲

述了在 30 万年前中更新世时期

的大背景下，大熊猫、剑齿虎、猛

犸象与早期猿人如何在自然环境

的大灾变中努力生存的一段不为

人知的历史故事。该剧旨在结合

四川省“天府三九大 安逸走四

川”的指导精神，提炼全省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国际化的大熊猫主

题戏剧精品，推动大熊猫文化国

际传播与“走出去”工作，讲好有

艺 术 价 值 的 中 国 大 熊 猫 文 化

故事。

记者了解到，《幻镜》打破了

以往该基地艺术团主要以儿童剧

为主的创作模式，将目标转向了

严肃话剧类。从最初创意的产生

到此次首场演出的成功，整个过

程既是艺术团的一次大胆创新，

也是给了所有创作和演出人员

一次难得的工作经历与艺术体

验。提出《幻镜》整体构思并执笔

编写剧本的编剧李洁表示：“《幻

镜》囊括了史诗吟唱等古典戏剧

表演、大鼓舞蹈等巴蜀传统文化

艺术元素、时尚流行的音乐编

曲、概念化的舞美表现形式等。

希望通过话剧《幻镜》的创作，能

对大熊猫文化领域中‘历史之

真’与‘艺术之真’的完美融合有

所增益。”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12月

6日，“这礼是成都”2020 成都博

物馆文创设计大赛在成都博物馆

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成都博物馆主办，

旨在深入发掘成都博物馆馆藏文

化资源，研发时尚文化创意产品，

传播成都文化魅力。大赛设置文创

设计和文创短视频两大参赛版块，

面向文化创意设计和研发的企业、

院校师生等征集平面设计、海报设

计、产品设计、短视频等多种形式

的创意作品。征集时间至2021年1

月10日结束，随后将经过初审、网

络投票等环节评选出一批具有文

化创意性的优秀作品。

征集过程中，成都博物馆将

走进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高校进行校园巡讲，还将举行大

咖分享会，邀请部分大赛评委分

享交流设计经验，对参赛选手给

予指导性建议。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博物馆

不断探索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这

礼是成都”2020成都博物馆文创

设计大赛是成都博物馆通过“文

物 IP”与“设计”嫁接，结合当下

人民精神生活的追求及喜好，传

承和弘扬具有厚重底蕴的天府文

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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