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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五彩缤纷的文化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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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前玉米连着天，村后高速架飞
桥。戏台演唱农家乐，广场舞出花枝
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杨家堡村的活动
广场上，村民们唱着村歌，跳起欢快的
舞步，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这首朗朗上口的《人人都说杨家
堡好》是内蒙古文艺志愿服务项目“村
歌嘹亮”原创村歌中的一首。

近年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
者协会广泛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生
活，创新开展“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
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服
务人民，引领风尚，从城市到乡村，搭
建起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文化舞台。笔
者撷取几个镜头，展现多姿多彩的大
众文化生活。

村歌唱到心里

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任教的刘武斌
是《人人都说杨家堡好》的曲作者。创
作前，他多次到杨家堡采风，与当地村
民拉家常。“内蒙古地域广阔，每个地
区都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刘武斌发
现，二人台在当地深受喜爱，于是在作
曲时加入了二人台元素，在欢快的曲
调中营造出强烈的代入感。“村歌，就
是村民们自己的歌，一定要让每个音
符都沾着泥土的芬芳。”刘武斌说。而
此歌的词作者白新怀则是土生土长的
当地人，也是音乐爱好者。据悉，歌词
一气呵成。“新时代乡村的活力感染着
我，歌词都是村民们生活的真实写
照。”白新怀说。

“特别亲切，唱到了咱心里头，好

多人听一遍就会哼唱了。”杨家堡村村
民史栓明说。歌曲迅速在当地传唱开
来，后来还拍摄了MV。剪纸、唱爬山
调、扭大秧歌……村歌MV村民当主
角，一幅和谐乡村图景跃然眼前。

《人人都说杨家堡好》是内蒙古文
艺志愿服务项目“村歌嘹亮”完成的第
一首村歌。据悉，目前已有12首村歌
录制完成并广为传唱，包括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的《新时代富了咱庄户人》、
包头市土右旗的《美岱召》、鄂尔多斯
鄂托克前旗的《心中的吉拉故乡》等。

2020年12月，内蒙古文联以呼和
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试点，推出“村
歌嘹亮”项目。“内蒙古是歌的海洋，舞
的故乡。我们结合地方特色推出此项
目，希望能够挖掘乡土文化，写出属于
村民的歌，让村民唱自己的歌，共享文
化发展成果。”“村歌嘹亮”项目负责
人、内蒙古文联组联部主任曹文军说。

曹文军告诉笔者，很多村歌都是
由艺术工作者和当地人共同完成的。

“把专业的词曲作者与当地音乐爱好
者充分结合起来，既保证歌曲质量，同
时也使歌曲适合当地老百姓的口味。”

“村歌嘹亮”项目推出后大受欢
迎。从田间到广场、从小剧场到大舞
台，从短视频到网络直播，一首首接地
气的村歌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越唱
越火。内蒙古舞蹈家协会还为完成村
歌的试点村编创了各具特色的广场
舞，让村民们在嘹亮的村歌中唱出对
家乡的热爱，跳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据悉，“村歌嘹亮”项目还将在内
蒙古全区推广，让欢快的歌声在更多
地方唱响。

舞出时代风采

8月中旬，一场热情洋溢的街舞展
演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行。演员们
以街舞传递青春能量、演绎身边故事，
点燃了现场气氛。这是“同心向党·旋
舞朝阳”街舞编创人才研修培训班成
果汇报演出，也是祝贺朝阳区街舞协
会成立。

街舞是北京市朝阳区文艺志愿服
务项目“旋舞朝阳”推出的新的舞蹈形
式。“街舞在朝阳区有一定基础。我们
希望以新的舞蹈形式来传播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推出更多体现年轻人朝
气、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朝阳区文
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童说。

而在此之前，“旋舞朝阳”已经包
括民族舞、交谊舞、国标舞三种舞蹈形
式。“朝阳区有1215支舞蹈队伍，每个
街乡、社区、村都有很多舞蹈爱好者。
大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强烈。”金
童介绍，“旋舞朝阳”是在2007年应运
而生的，彼时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
会，朝阳区文联组织了各街乡舞蹈爱
好者共跳外国民族舞蹈。民族舞展赛
的传统由此延续下来。

如果说民族舞主要面对各街乡的
舞蹈爱好者，那么交谊舞的受众则更
广。2011年，舞蹈家王建军、胡小青特
地编创了适合大众学习的《标准交谊
舞》，在朝阳区全区推广，意在让大家
不仅跳起来，还要舞姿优美。2013年，
首届万人交谊舞展赛在朝阳体育中心
举行，鲜艳的裙摆装饰了金秋的北京。
到目前，这项群众性舞蹈活动累计参

与人数达30万人次，还参加了2019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广场联欢。

国标舞大赛则更加国际化，不仅
有中国舞者参加，还邀请外国舞蹈队
参演，体现了艺术交流性和文化互通
性，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这些舞蹈活动把大家凝聚在一
起，让越来越多人收获了好身体、好心
情，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金童说。

身边人演身边事

夜幕降临，山东莘县后高庙村新
时代文明广场上的演出拉开帷幕。台
上，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纷呈；
台下座无虚席，掌声此起彼伏。这个夏
天，后高庙村的消夏演出每周六晚如
约而至。观众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
人，除了本村村民，还有不少周边村的
村民赶来观看。

“一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上台表
演，现在都争着上。以前为找节目发愁，
现在要为砍节目发愁。”后高庙村村支
书宫现武感叹道。据悉，从2017年开
始，后高庙村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传
统节日都会组织文艺演出。最近，大伙
儿正紧锣密鼓地排练中秋晚会。“群众
的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村里民风
更淳朴了，村民更团结了。”宫现武说。

后高庙村是莘县文艺志愿服务项
目“一个剧场唱全县”的一个缩影。
2020年11月，“一个剧场唱全县”项目
开始实施，至今已建成剧场165个，创
作作品 320 余件，举办活动 2600 余
场，发展文艺志愿者上万人。活动以

“就近就便”为原则，甚至只要一块空

闲地，铺上地毯能演出、能聚起观众观
看，那就是“一个剧场”。

“我们把活动定位为‘老百姓自己
的演出’，让老百姓成为舞台的主角。
大家爱说山东快书就说山东快书，愿
唱河南坠子就唱河南坠子。节目能‘自
编自导’，表达用‘乡人乡曲’，演员是

‘左邻右舍’。”莘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谢艳丽说，这些节目融入了社会
良风美俗和身边好人好事，老百姓愿
意看、看得进，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和
道德风气的形成。

今年72岁的古云镇张台村村民张
相云如今也成为了文艺志愿者。“以前
我每天就是干活，现在我既会唱还会
跳，还能上台表演节目，日子过得特别
充实。”张相云说。

谢艳丽告诉笔者，“一个剧场”原
创文艺大赛县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热情非常高。她表示，未来将着力
于提高活动质量，加强保障，让活动能
够长久地持续下去。

文化启智润心、培根铸魂。“文艺
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艺志愿服务自2019年开展试点工
作以来，在北京、山东、河北、河南、湖
北、内蒙古、新疆等7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试点省份共开展活动
2万余场。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大众
文化生活，增强了人民精神力量，得到
广泛认可。那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文化
舞台，正是文化惠民、文化为民、文化
乐民的生动写照。送文化、种文化、传
精神，越来越多人沐浴在文化艺术的
灿烂阳光中……

（《人民日报海外版》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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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诗词，
历经千年，出现过多
种名称，或曰诗（经）、
汉赋。而在西南一隅
的四川，人们将本土
意义的传统诗词以
地赋名，称作“蜀诗”。

作为一个概念
性词语，蜀诗，自然天
成，与当今湖北诗词
界提出“汉诗”、浙江
提出“浙诗”的概念一
样，是赋予四川本土文化一个特色性符
号标识，在纷繁复杂的信息识别系统中，
特具识别意义。

蜀诗者，蜀地之歌诗吟咏也。从构词
来看，蜀诗，富有语词色彩，字面受看，听
来悦耳，使用起来尤其顺当。孔子有云，
名不正则言不顺。蜀诗，可谓名正言顺。
一个蜀字，特别宣示了浓郁的地域属性、
本土属性。蜀江水碧蜀山青，蜀诗也始终
是以其优美雅致而称誉天下。

早在唐诗中，蜀诗已拥有它的浓墨
重彩，特殊地位。诗仙李白一首《蜀道难》
驰名天下，把蜀诗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高
度，至今还影响着一代代的人。他的另一
首诗吟唱“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
画图”，也是四川诗词彰显本土色彩的崇
高典范。“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
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
州”等等，无不是蜀诗的广泛传诵之作。
诗圣杜甫寄居成都，不过几年，却写出了
很地道的不朽的蜀诗。“锦城丝管日纷
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晓看红湿处，花重锦
官城”。

看看，这就是四川，这就是蜀诗，传
诵千古，无不是对唐诗高峰的极大丰富、
扩大和提升。蜀诗作为物证，也参与了四
川地方历史文化的建构。

“蜀诗”之说的独立存在，不仅仅是
就诗词的空间意义而言，它也反映了诗
词的本土属性。蜀人写蜀诗，写四川本土
色彩、本土风味的诗。蜀诗倡导本土书
写、当代书写，使之成为四川地域诗词文
化的基调、色彩，写出本土历史文化的丰
富内涵及其特质，写出四川人民的精神
风貌，从而对蜀国一方天地的山川风物、
家国情怀、人文精神等的本土元素，做出
一个当代意义的提取和展示。

如今重提“蜀诗”，正是改革开放条
件下对本土的一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和文化参照。本土性这个路径应是主体
性的核心，构成为蜀诗的主干。蜀诗姓
蜀，本土元素要充分进入诗词，多方位多
层次构成为本土诗词系统，成为本土诗
美的基本组成部分，以此传诵于口、教化
于心，起到文化建设发展、文化精神引领
凝聚的社会作用。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粹，诗词对
地域文化内涵的揭示、地方文化形象的
塑造、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度、广度、温
度，都是不可代替的，能起到很大作用。
这一点，不乏其例，雅安有一个经典个
案，“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产生了
全国影响。各个地方诗词团体及个人，
为地域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作出努力，
似应养成这样的本土意识，追求这样的
本土境界。而此间的岷峨及岷峨风骨一
语（1986年四川省诗书画院创办了四川
诗词刊物《岷峨诗稿》，同人将《岷峨诗
稿》之精神风貌概括为岷峨风骨），则是
蜀诗的标志性体现，也是蜀诗精神风貌
的标杆。因此，如何将岷峨风骨的精神
不断注入更新更深的内涵，这应是蜀诗
的不懈追求。

任何优秀的文化形态都必定具有
本土性的特质。愈是本土的，愈是民族
的、世界的。反过来看，民族文化，断不
是空泛的概念，而是由丰富多样的本土
化元素凝聚而成，有血有肉。在没有或
缺少本土化的社会环境下，久而久之，
人们会麻木迟钝，进而造成对环境乃至
自身所处的环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唯有着力强化本土意识，才能自觉创新
本土特色。

当代蜀诗，已走过了它的三十多年
的历史道路，取得丰硕成果。在众多诗
词家的不断实践探索之中，蜀诗、岷峨
风骨、诗词大省强省的使命担当，这恰
是当代蜀诗理论空间架构的三个维度，
极大树立了当代四川诗词文化的体系
性、特色性，构成为当代四川诗词的强
有力支撑。

当今蜀诗，一似旌旗在望，鼓角相
闻，牵扯着世人的目光，激荡着世人的情
怀。它应成为一个全新的响亮的名字，在
当今时代形成一个全新意义的文化坐
标，彰显我们时代的精神风采。让我们将
蜀诗推及全国，使之更加深入人心。

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
开，闻蟹来”，进入九十月也就进入
了吃螃蟹的好时节，那桔红色的蟹
黄、白玉似的脂膏、细嫩的蟹肉，色
香味妙不可言。

自古以来螃蟹被称为百鲜之
尊，《红楼梦》里描述的美食很多，然
而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那一席螃
蟹宴。《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记叙了
由史湘云做东、薛宝钗埋单，请贾府
上下老幼在大观园中吃蟹、赏桂的
螃蟹宴。大家在席间饮酒、谈笑，举
行诗社活动，真是良辰、美景、赏心、

乐事四者俱全。大观园里富家公子
小姐的螃蟹宴，吃的是兴致与痴狂。
我等芸芸众生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
极其奢华的生活只有“围观”的份，
不过幸运的是在每年秋天我也能享
受螃蟹带来的饕餮盛宴。

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城里，一条
小河穿城而过，每到秋季，父亲就会
背着蟹篓带着我去河边捉螃蟹。父
亲捉螃蟹有三件宝——铁铲、铁丝
和手套，借助这几样工具，父亲总能
从蟹洞里掏出不少硕大的河蟹，而
我只能从石头下面“拣”一些小河
蟹。夕阳西下，父亲牵着我的手，背
着盛满河蟹的蟹篓满载而归，这时
母亲早就为父亲炒好了菜，当然还
有一瓶二锅头供父亲享用。我们回
家后母亲选出个头不大的河蟹洗净

蒸熟后立即端上桌，至于那些色泽
鲜明、足爪结实的河蟹，一定是脂肥
膏满，母亲要把它们做成醉蟹，这可
是嗜酒的父亲秋天里的最爱。

做醉蟹是要花点时间和功夫
的。母亲先把河蟹洗净后在水中暂
养两到三天，并每天换水，为的是排
除蟹体内的污物，然后母亲从桶里
拎出河蟹，逐只刮去爪上的绒毛，投
入专用的坛子里，徐徐浇入黄酒以
漫过蟹身为宜。母亲对做醉蟹用的
黄酒很讲究，选的是纯正的绍兴花
雕酒，母亲说河蟹性凉，花雕酒有暖
胃的功效，这两者是最佳的搭档。河
蟹在黄酒中泡上三日便再也醒不过
来了，随后母亲往坛子里倒入用盐、
糖、姜丝、蒜泥、葱、花椒、桂皮、八角
等原料制成的“醉液”，又倒入高粱

酒封面，高粱酒一定要加得恰到好
处，加多了蟹肉会有苦味。最后母亲
用牛皮纸封上坛口并用细绳扎牢，
一周左右即可开封食用。

当母亲宣布“开封”，父亲就兴
冲冲地撕开封口，捞出醉蟹。醉蟹色
泽泛黄，浓郁酒香扑面而来，放入蒸
锅蒸上十分钟就可以享用。醉蟹入
口肉质细嫩，有酒之醇香又兼具鲜、
甜、辣之味，回味悠长，父亲和我大
快朵颐，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比吃醉蟹还要开心。

现在到了螃蟹上市的季节，父亲
再也不用亲手去河边捉蟹了，超市里
的螃蟹品种多，个头大，母亲依然在
每年秋天为我和父亲做她拿手的醉
蟹。炊烟一缕，陋室一间，百姓之家的
螃蟹宴确实也别有一番风味在人间。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文化和
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戏
曲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国京剧优秀青
年演员研究生班（以下简称“青研班”）
开学典礼，日前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
根据防疫要求，此次开学典礼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创办于1996年，历时26年，已成功举
办6届，共229名毕业生，涉及京剧、

昆曲、评剧等15个戏曲剧种，覆盖了
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余
个剧院团和艺术高校，为国家培养输
送了一大批高端戏曲表演精英人才。
截至目前，“青研班”毕业生中共有78
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8人获得

“二度梅”，1人获“梅花大奖”，23人次
获“文华表演奖”。

第七届“青研班”实行定向培养，
共招收了来自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

院、上海京剧院、天津京剧院、河南豫
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等25家重点院团
（校）的54名学员。本届青研班班主任
为于魁智，执行班主任为舒桐。尚长
荣、叶少兰、刘长瑜、孟广禄、于魁智、
李胜素、李宏图等艺术家和王安奎、周
育德、谭志湘、赵景勃等理论专家被聘
为专业导师和理论导师，并本着转益
多师、兼收并蓄、扬长补短的原则，使
学员们得到诸多名家的倾囊相授，实

现戏曲艺术薪火相传。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表示，

第七届“青研班”在继承前六届经验的
基础上，创新办班思路，在提升教学质
量上下功夫；优化课程设计，在守正创
新上做文章；配强专业导师，在兼收并
蓄上出实招；强化教学管理，在齐抓共
管上见实效。他希望学员们处理好崇
德与尚艺的关系，真正做到德艺双馨。

（《光明日报》苏丽萍）

笔者从 9 月 25
日在北京举行的小
型发布会获悉，中
国首部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大 型 工 具 书
《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辞典》（以下
简称“《大辞典》”）
已经由长江出版传
媒崇文书局正式出
版发行。

《大辞典》由文
化学者王文章研究
员担任主编，吕品
田、罗微、李荣启研
究员任副主编，中
国近 576 位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的专家、学者和从

事非遗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撰
稿，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组织工
作，历时六年完成，收录了除中国台
湾地区以外的所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
承人。

全书包括“前言、凡例、目录、正
文、附录、索引”六部分，共计320余
万字、收录辞条6636条。《大辞典》立
足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框架和学科建设视角，系统阐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实践所
涉基本理论（包括基本概念、专业术
语、法律法规、制度机制和实践活
动），逐项介绍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
人为主的辞目。

《大辞典》编委会指出，《大辞典》
的编纂作为一项拓荒之举，从对既往
保护实践作出理论总结和概括，对未
来保护实践提供理论思考和借鉴两
方面都体现出重要价值。以辞典形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涉
及的中国词语的意义、内涵、用法加
以解释，力求将“中国经验”升华为

“中国理性”。编纂写作以科学性、权
威性、专业性、实用性为追求，凸显知
识密集、内容实用、检索方便、适用面
广的特点，并努力在内容上形成有机
整体、形式上保持统一规范、语言上
达到科学准确，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
学习、参考和研究需要。

（中国新闻网应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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