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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筱晓

扭腰摆胯，看似要崴又迅速回正的脚

踝，不断变换动作的手。如果这些描述能让

你会心一笑，那么你一定知道“科目三”这个

名词除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内容一部分”

外的另一个含义：一种当下正火的动作丝

滑、颇具魔性的舞蹈。

“科目三”不是个新产物，它存在时间之

久以至于已难以追溯其原始出处和名字来

源。“发源于广西地区的一种舞蹈形式”是五

花八门的说法中为数不多的统一且准确的

信息。不过，“考据难”并不妨碍其最近走

红，尤其是在某餐饮品牌部分门店就餐店员

可提供跳“科目三”服务后，其热度更是持续

攀升。

与此同时，争议也来了。一方面有顾客

吐槽“扭来扭去跳舞让人感觉不适”“跳舞的

人不尴尬，坐在一旁吃火锅的我很尴尬”；另

一方面也有网友表示学跳“科目三”能解压、

能锻炼身体，还有街舞世界冠军将改编后的

“科目三”搬上了舞台。

这种情况并非“科目三”独有。可以

说，大多数带着些“土味”的文化现象一旦

进 入 大 众 视 野 ，基 本 都 能 获 得 类 似“ 待

遇”。就“科目三”而言，节奏感极强的背景

音乐搭配颇具律动性的手脚动作，自然很

有感染性乃至“洗脑”性，但要讨论难度、技

巧或者底蕴，它肯定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

舞蹈相媲美。

不过，专业、严肃、高雅从来就不是文化

的全部。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文艺活动因

为在各方面都更贴近普通人，传播速度和普

及率远胜于自己的“阳春白雪”兄弟。在这

种情况下，只要形式内容不越底线，能让广

泛的人群感受到趣味和快乐的民间文化，就

不该被看轻或歧视。

内容之外，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流行，往

往还因为它承载了人们赋予的诸多属性。

正如小学生一度将《孤勇者》唱成通用“暗

号”，对一些年轻人来说，“科目三”也俨然成

了一种身份确认的途径：无论是了解、会跳

这种舞还是干脆直接去饭店看一次“科目

三”表演，那么恭喜，你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

已经属于同一圈层了。也许人们说不清如

此圈层有何特性、意义，但这在茫茫互联网

中却极具吸引力。由此产生的认同感甚至

能跨越距离与语言。当外国网友纷纷跳起

“科目三”，谁又不是先惊讶接着就是了然地

扬起嘴角呢？

前不久的杭州亚运会上，为了向赢得

比赛的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石宇奇表示祝

贺，现场 DJ放起了《我姓石》，不仅完美契合

氛围，也让这首歌在赛场外火了一把。事

实上，这首带有“喊麦”性质的歌曲同样“土

味”浓度不低，可因为时间、场合合适，它发

挥的效果恐怕少有经典音乐能媲美。这不

就正正好说明：摆对了位置，任何文化都能

出彩。

在“科目三”成为舆论焦点的同时，另一

条文化新闻同样引人关注：越剧《新龙门客

栈》演出场场爆满，市场上一票难求。两条

消息同台并不算一种巧合，近年来年轻人迷

上传统文化也已不是稀罕事。因此，在文化

供给和选择都更加多元化的当下，也就不用

担心以“科目三”为代表的“土味”文化会带偏

人们的审美方向了。

况且，在这个许多“网红”现象火得快、

凉得更快的时代，谁又会知道一首歌、一支

舞能走多远呢？

当然，以轻松的心态看待“科目三”，并

不意味着那些受到打扰的食客的感受不重

要。正如网友所说，也许在就餐区域分出

“安静区”和“氛围区”，喜欢“科目三”和不喜

欢“科目三”的人就都满意了。

湖南各地文化惠民更“惠心”，“一元剧场”“街头艺术站”等阵地、载体受热捧

一元钱可享文化大餐
湖南各地文化惠民更“惠心”，“一元剧场”“街头艺术站”等阵地、载体受热捧

一元钱可享文化大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湖南各地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创新打造“一元剧场”等一批广受好评的文化惠民载

体、阵地，有效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土味”文化未必不能出彩

视 线G

皮影夫妻为孩子埋下“非遗”种子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一元钱，买不了一个茶叶蛋，坐不了一

次公交车，买不到一瓶矿泉水。但在湖南省

岳阳县，它足够让当地老百姓进一次“一元

剧场”。

“‘一元剧场’以县文化馆为主体，社会

团体、民间剧团和文艺协会等共同组成演出

班底，采取‘政府主导、财政补贴、剧团服务、

社会参与’的运行模式，让群众看得起戏、看

得到好戏。”岳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

责人说。

“一元剧场”好戏连台

《花郎奇遇》《巡按斩子》《三篙恨》《三子

贵》……看到“岳阳县文化馆”公众号发布的

12 月份戏讯，岳阳花鼓戏戏迷老刘充满期

待。“只要有空，我都会提前去剧场排队。去

晚了可就没票了！”

“一元剧场”是岳阳县 2012 年创办并开

展至今的一项文化惠民活动。以当地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岳阳花鼓戏表演形式为主，辅以

小品、歌舞、山歌、民乐等多个门类，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花一元钱就能到环境幽雅的

剧院里享受一场高水准的文化大餐，何乐而

不为。”老刘笑道。

岳阳县文化底蕴深厚，人民热爱艺术、喜

欢看戏，但是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一年到头难

得看上一场大戏，有的群众甚至有近 10年的

时间没能在剧场里看过一次专业剧团的演

出。而此同时，一些剧团因为受体制、成本、市

场等因素影响，难以组织演出。如何调和矛

盾、把没落的剧团和失望的戏迷重新拉回到剧

场，成了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为破解这一难

题，“一元剧场”诞生了，每场演出只向群众象

征性地收取一元钱。

“常年举办，月月创新，周周火爆。”岳阳

县文化馆馆长刘望平这样形容“一元剧场”如

今的火爆场面。然而筹备之初，内部的反对

声音可不小。要知道，剧院总共 800 来个座

位，票全售完也才 800元钱；而一场演出从服

装、道具，到舞美、灯光，再加上演员补贴，少

说也得上万元。

“一元剧场”如何避免“赔本赚吆喝”？刘

望平告诉记者，这既得益于各类政策支持、财

政补贴，也离不开社会力量注入的内生动力。“

解决群众看戏难的同时，活动也为剧团

带来了机遇。岳阳县每年安排专项预算经

费，用于岳阳花鼓戏传承保护和推广展示等

活动。“一元剧场”两次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性

比赛及展演，选送的花鼓小戏荣获全国大奖。

目前，“一元剧场”已演出 200多场次，惠

及群众 60余万人次。戏迷老刘惊喜地发现，

不光剧场演员的表演水平提高了，许多被搁

置、抛荒的剧目也重新回到了舞台上，甚至还

出现一批反映地域特色、岳阳文化的新作品。

文化惠民更“悦”民

汨罗市民大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一个

再平常不过的周三傍晚，漫步友谊河畔，突

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传入耳畔……汨罗市创

新打造“汨罗江之夜·周三有约”公共文化服

务品牌，全面整合全市文化资源，广泛招募

民间文艺团队或街头艺人，每周三晚在友谊

河畔开展免费的精彩文艺表演。以前买票

才能看到的文艺表演，如今出门散步就能顺

便欣赏。

通过打造文化惠民品牌 IP，让文化不止

惠民，更“悦”民。湖南各地通过创新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把活动送到老百姓心坎上，让人

民群众生活更有“烟火气”“文化味”。

株洲创新推出“街头艺术站”，在湘江两

岸、重要商圈、街头巷尾打造“小而精”“小而

美”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让市民出门就

能看歌舞、赏展览。“街头艺术站”实行主理人

负责制，以自治模式深度激发群众自主性，目

前已建成 16 个，开展活动 1200 多场次，基本

形成“天天有演出、周周有活动”的城市文化

氛围。站点成为市民游客打卡地、网红潮人

聚集地、民间高手出圈地。

推动非遗与文化惠民有机集合，永州市

零陵区打造的“文化赶闹子”活动品牌，通过

在乡镇集市农副产品展销区开展文艺表演、

非遗和民俗展示、图书推介，让老百姓不需要

出远门就能实现经济、文化一站式购齐。此

外，零陵区还积极探索非遗进社区新模式，组

织社区花鼓戏、渔鼓等非遗爱好者集中培训，

并在社区开展非遗展演活动，让群众了解非

遗，进而自觉传承非遗。

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永州市东安县大盛镇兴隆社区，居民

自发组织的威风锣鼓队，正在镇文化站老师

指导下进行彩排。“居民提出想学打鼓和太

极，我把大家的想法告诉镇文化站，没几天文

化站的老师就来了。”社区居委会妇联主席谭

银华说。村级“点单”、乡镇“接单”，东安县各

乡镇文化站推出“点单”服务，全方位、点对点

将文化服务辐射到村（社区），打通了公共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目前，镇文化站和老年大学已开设老年

书画、文学、太极、舞蹈等课程，服务 3000 余

人次，18 个村（社区）也成立了广场舞队、腰

鼓队、武术队等文化队伍。”大盛镇文化站站

长邓鹏说。

益阳市资阳区常态化开展送戏下乡、送

书下乡、送非遗下乡活动，乡镇（街道、园区）、

村（社区）设立专职文化岗位，组建多支文艺

队伍，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赫山

区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今年已开展包

括夏季村晚在内的 350 余场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送电影下乡”“送

戏下乡”花鼓戏抖音直播活动等近 3000场。

今年，湖南创新性地将四季乡村“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与四季乡村文化旅游节结合

举办，引导各地以“村晚”为平台，展示乡村

文化风采。“我们将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

湖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让更多

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深

入基层、走入群众。”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日前，河北迁安，皮影技艺传承人郭宝夫
妇正带领小朋友体验“非遗”皮影技艺。

据介绍，制作一个皮影成品需要刮皮、浆
皮、拓样、雕刻、着色、涂油、拼钉、装杆等十余
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了将这
门技艺传承下去，郭宝夫妇会利用假期免费教
孩子学习皮影制作和表演。与此同时，他们还
兼职了多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开设兴趣课，
传播皮影文化。在郭宝看来，孩子们不一定都
能学会，但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传播“非遗”文化，为孩子们埋下一颗皮影
戏的种子。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图为郭宝正在驴皮上雕刻皮影。

图为图为郭宝夫妇正带领小朋友体验郭宝夫妇正带领小朋友体验““非遗非遗””皮影技艺皮影技艺。。

《什么是云南》主题摄影展首展上海举办
日前，《什么是云南》主题摄影展首展上海启幕，将持续

至12月24日。作为云南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
助项目，该展计划在上海、大理、昆明陆续开展。

展览分摄影、云上·香、云上·十六州、云南书房四个单
元，顺着空间折叠、时间折叠、云南人的观展顺序，观众可以
从中了解到云南多元地理地质和气候变化以及生长在其中
的美丽生灵和可爱云南人。

星球研究所向 300多位摄影师征集到 2万多张照片，科
普画册《什么是云南》全书定稿选用 102位摄影师 177幅图
片，《什么是云南》主题摄影展从中精选100幅图片，它们定格
了精彩的云南瞬间。

观众在欣赏摄影作品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别开生面的云
南生活。云上·香单元特别挑选了代表云南的72种香料，轻
轻一闻，通过嗅觉感受到独特气息，洞见绮丽之地造就的馥郁
芳香。云上·十六州单元则制作了云南16州（市、地）名吊牌
的16款编织包，让地名带人身未至、心已抵。以“携一朵云，
游到云南”为理念，展览还以云南的云朵、色彩为元素，设计了
多个满载云南印记的周边。

云南教育出版社《什么是云南》项目负责人杨峻介绍，
《什么是云南》主题摄影展旨在向世界展示云南独特的自然
风光和丰富的人文历史，传递云南文化的丰富内涵，扩展云
南在外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促进云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苏墨）

新华社记者 郭雅茹

“在山海关长城沿线，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修建形式，如

果在土地松软的地方修长城，要用密密麻麻的柏木桩加固地

基，再结合夯土砖包结构修筑……”日前，在天下第一关景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山海关区的多个社区联合组织 30
余名小学生参加长城研学活动，山海关区长城学会会长郭颖

带领学生们游览。

结合眼前的长城实景，郭颖为学生们讲解长城的建筑特

点和历史文化，并通过提问的方式与学生们进行知识互动，增

进他们对长城的了解和思考。

随后，学生们体验操作投石器、制作长城模型、听新老两

代长城保护员讲故事，更加深入地了解长城文化和保护工

作。活动还采取直播连线的方式，与四川省成都市清波社区

的学生进行互动，让他们共同学习长城知识、感悟长城精神。

“每年暑期和中国旅游日，我们会组织学生参加‘关城小

导游’社会实践活动，到长城博物馆、天下第一关、老龙头等景

区为游客讲解长城的历史文化，深受游客喜爱。”兴隆小学教

育处主任王晓敏说。

将长城文化的种子撒入孩子们心中，类似的长城研学活

动，当地已经开展了十几年。“孩子们学了基本知识之后，来到

户外，可以让他们现场了解真正的长城建筑是什么。同时我

们还组织开展志愿服务，让他们去体验真正的长城保护是什

么样的。”郭颖说，“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孩子已经成了长城保护

和宣传的主力军。”

齐雯目前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从事长城文物保护和

文物征集工作。大学期间，每到寒暑假，齐雯都会参加山海关

区举办的各类长城文化活动，听长城文化讲座，到景区做志愿

讲解员，参加长城环保公益活动……她对长城的了解和热爱

不断加深，从那时起，她立志毕业后找一份跟长城有关的工

作。2009 年，齐雯大学毕业后开始担任长城讲解员，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工作之余，她还到社区、学校、部队宣传讲解长

城知识和历史文化。

在秦皇岛，还有更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将长城精神和文化

传递出去：他们有的担任政务讲解员，有的从事长城导游工

作，有的成为大学教师讲授长城文化，有的在博物馆从事长城

文物保护研究。虽然工作不同，但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传播

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

“就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地荡漾出去。孩子们通过加深了

解，将对长城的热爱和长城精神更好地传递下去。”郭颖说。

课堂开在城墙边
让长城精神薪火相传

深圳职工书画大赛成果丰硕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近日，第三届职工文化节·深圳职

工书画大赛成果展举行。

本次书画大赛开通了绘画和书法两个赛道，受到深圳职

工热烈欢迎和广泛参与，共征集参赛作品近千幅。历经初评、

复评、终评三个环节，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48 幅。为进一步

展示大赛活动成果，彰显深圳职工的艺术风采，市总工会特将

获奖作品汇聚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此外，职工书画大赛成果

展还在深汕特别合作区会展中心和中国联通大厦一楼展厅进

行系列巡展。

据了解，市总工会以第三届职工文化节·深圳职工书画大

赛为契机，发现、组织了一批优秀职工书画人才，成立深圳市

职工书画社，为职工书画艺术以及书画艺术普及工作奠定人

才基础和团队基础。活动现场举行了“深圳市职工书画社”成

立仪式。

据悉，今年深圳市各级工会组织已开展 700 余场职工文

化赛事和活动，吸引超 10万名深圳职工直接参赛，实现了“月

月有大型赛事盛会、周周有职工喜爱的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