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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逢年过节看戏是我们小时候的快乐记

忆，我觉得走进戏院才像真正过年。”3 月 27

日是世界戏剧日，在重庆大足雍溪古镇，看完

川剧《拜新年》，戏迷冯大爷笑得合不拢嘴。

“川剧里面有我们川渝两地人的乡音乡

情，得想办法让娃娃们也能和我们这辈人一

样喜欢，守住传统文化的根。”冯大爷说。通

过创新演出形式为戏迷送上欢乐，是每一位

戏曲工作者的心愿。

戏曲与文旅深度融合

先敲响的是堂鼓，然后在大锣、小锣、小

鼓、大钹等乐器的欢奏声中，演员登台亮嗓。

咿呀一声，台下观众如痴如醉，掌声、叫好声

瞬间响起，震耳欲聋……

前不久，重庆大足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双城“梅花”盛典演出，活动会聚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沈铁梅，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

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以及程联群、黄荣华、谭

继琼、吴熙等10余位川渝两地川剧名角大家。

当晚演出中，吴熙、蒋淑梅、虞佳等“梅花

奖”得主带来《访友》《塔底思亲》《曹甫走雪》

《打饼》等经典川剧折子戏，精美的脸谱、艳丽

的服饰、高亢的唱腔，演出一开始，台下观众

便接连叫好。

川剧，又称川戏，主要盛行于四川省、重

庆市及云南、贵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是中

国西南部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

近年来，为传承蜀戏之脉，延续川剧之

魂，重庆大足雍溪镇着力打造成为中国最

具特色的川剧文化传承基地，挑起川剧艺

术传承与保护的重担，擦亮“雍溪里·有戏”

名片，助力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

城”建设。

川剧传承者们则结合大足本地文化编写

新的唱词，通过老调新唱的形式，让川剧走进

大家的生活，更好地实现川剧的“活态”传

承。同时，传承者们还深挖大足石刻文化，通

过川剧与石刻文化的结合，进一步推广川剧

和大足石刻。

时至今日，雍溪古镇依旧人头攒动，古戏

楼台依然戏腔高亢。老戏楼焕发新活力，正

是该地保护传承川剧文化的缩影。

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开展了非遗传承·

川剧文化追忆、非遗传承·传统文化研学等特

色活动，邀请老年票友到现场听戏、拍照打

卡，追忆儿时喜欢的戏曲，邀请区内大学生深

度参与本届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切身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百年古戏楼里的川剧情

垫江古戏楼有 180 多年的历史，四合院

式，上下两层，可容纳近 500名观众。记者了

解到，在节假日，古戏楼经常举行川剧演出。

每年举办艺术节时，古戏楼都会展演 10多场

川剧，包括《拾玉镯》《贵妃醉酒》《八郎回营》

等名段。

78 岁的邓广纯和 77 岁的何胜银哥俩都

是戏迷，从临近乡镇坐车来看戏。“春节期间，

来古戏楼看了两段折子戏，不过瘾。今天喊

都喊不走，还要再看一场。”何胜银对记者说，

从小就在这座古戏楼看戏，对他来说川剧就

是家乡的味道。

“我在剧院工作这么多年，发现要想传承

发展川剧，就需要用戏将人凝聚在一起。因

此我提出，打造具有特色的精品剧目，把人凝

聚起来，这才是一个剧院立足于本、立足于社

会的前提。”陈智林说，此前川剧院并没有现

在这样的条件，一年的财政拨款除解决职工

温饱外没有剩下多少创作基金，也没有办公

经费，完全靠剧院自己负担。出精品是“自

救”的唯一路数，有了人气，才能有资金，才能

留住人。

当时，陈智林同时担任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院长，他提出了以百戏储备的方式培养川

剧人才，激活院校与院团之间的联系，打造专

业的“产教融合”平台，借助媒体平台，宣传推

广创举，提高大众对川剧的认识和了解。

“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我没有让

自己‘弯道超车’。”陈智林说，作为川剧代表

性传承人，他并未因为自己少年成名而放下

练功、演出。在促进川剧发展上，他也坚持扎

扎实实，从培养人才、保留剧目做起。

推动川渝两地文化交融创新

站点、踢腿，扇子一开一合间，红脸一下

变成白脸，扭头间拂帽甩带，白脸又变成黑

脸……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重庆垫江县武安

小学校川剧变脸社团的学生不露痕迹地变换

了 5张脸谱。

2006 年川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感觉川剧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国家一级演员刘芸说，近两年，

川渝两地联手推广川剧艺术，她在学校里现

场演绎川剧经典剧目、分享川剧知识，发现不

少青少年被中国戏曲瑰宝的魅力所吸引，学

川剧、听川剧成为时尚。

垫江县武安小学校是一所只有 600多名

学生的乡村学校，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非

遗进校园”活动，联合当地民间艺人李勇将川

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变脸表演引入校园作为特

色课程，让学生在课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众中也有不少年

轻人。“今后我还会走进剧院，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设计专业的大一学生彭璐第一次看川

剧，她告诉记者，川剧有趣、有故事，四川方言

的对白风趣幽默。演员的服装和头饰，在灯

光下一闪一闪，十分好看。“在古戏楼沉浸式

看戏，很有体验感”。

“在新时代，川剧的传承发展最基本且重

要的一点就是与时代同频共振，实现川渝交

融创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剧，就是

要为它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而注入新的生命

力，释放新的能量，绽放新的光彩，丰富人们

的精神生活。”陈智林说。

陈俊宇

今年 3 月 10 日，是金庸诞辰一百周年

的日子。他的老家浙江海宁，举行了一系

列纪念活动。社交媒体上也掀起一波波

“回忆杀”。

关注到这一消息，有点后知后觉。倒是

近来因为一个片段追了整部剧，有一搭没一

搭地看了 2001年版的《侠客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从 1955 年到 1972 年的 17 年里，金庸先后推

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中长篇小说

15部 36册，计 1100万字，赢得了“文坛侠圣”

“武侠宗师”的声誉。

1985年，香港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

传》（“83 版射雕”）被引进内地，全国热播。

说起金庸以及肇始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金庸

热”，在课堂上偷偷翻阅金庸小说，准点守在

电视机前收看金庸武侠剧，甚至在被窝里打

着手电筒废寝忘食地阅读……那是国人一

代又一代的集体回忆。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曾

几何时，人们在金庸构建起的充满刀光剑

影、江湖恩怨的武侠世界里流连忘返，为他

笔下洋溢着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侠士所感

染动容。

豪迈飒爽、心系苍生的乔峰，义守襄阳、

侠之大者的郭靖，放荡不羁、侠义心肠的令

狐冲，武功卓绝、优柔寡断的张无忌……每

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侠者。抑或，还

有一段所痴迷的儿女情长，比如“风陵渡口

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的郭襄，“情到深

处叹命薄”的程灵素，“塞上牛羊空许约”的

阿朱，“东西永隔如参商”的小昭……

感谢金庸笔下的江湖，是启蒙，是记忆，

亦是烙印。

影视剧是“金庸热”的催化剂。仅举一

例，2001 年，央视版《笑傲江湖》首播便一举

创下了 17.8%的超高收视率。这些年，武侠

剧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金庸的武侠

小说翻拍了又翻拍，只是那精美的服化道、

精致的妆容、炫酷的特技，终究不再是仗剑

走天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江湖了。江湖没

了江湖味，侠者没了大侠范。当然，这也可

能是跟不上时代的刻板印象吧。

不知当代年轻人还看金庸吗？伴随他

们成长的，应该是仙侠、玄幻、穿越吧，也许

是提供即时爽点的情绪，或是逃避现实的虚

幻。但愿他们还会看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

如果当前的武侠剧不尽如人意，那不妨去看

看此前的经典剧版，比如 1983 年黄日华版

《射雕英雄传》、1995 年古天乐版《神雕侠

侣》、1997 年黄日华版《天龙八部》、2003 年

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

每一代人都有对武侠的全新理解与解

读，翻拍也就会有新的视角与想象，这是无

可厚非的。十年前，金庸迷六神磊磊开设微

信公众号，以独特视角和幽默风格解读金庸

被大众所熟知。对于近年来金庸剧改编翻

拍的失败，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影视作品没

有达到小说思想性的高度，更多呈现的是对

观众口味的投机和创作中的急躁。重读金

庸，他发现了金庸身上最珍贵的闪光点，“顺

应良知很艰难，但也很坚韧；投机很便捷，但

最终会被淘汰”。

六年前，金庸驾鹤西去，留下了武林传

说。曾有人问他，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他说这话，

犹如那少林寺的扫地僧。大侠从不投机，面

对人性复杂的江湖，永怀悲悯之心，古道热

肠，侠肝义胆。这当是武侠的魅力所在。

金庸百年 武侠不老

视 线G

大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全国巡演启幕

阅 读 提 示
今年以来，川渝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已协同开展川剧保护传承立法调研。2024 年 2

月，川渝两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共同签署协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协议，

形成《关于川剧保护传承协同立法备忘录》，明确协同立法有关事项。

工业题材音乐剧《逐梦》将在京首演
本报讯（记者陶稳）近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总

文工团首部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逐梦》研讨会在京举行。据

介绍，该剧将于 5月在北京首演。

该剧由主体三幕、序和尾声构成，从父女两代人传承“高

铁梦”的故事线入手，讲述中国高铁车头自主研发项目负责人

陈雨虹，带领广大铁路建设者一步步克服事业与家庭、合作与

竞争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封锁等重重矛盾和困难，最后走出

了一条属于中国铁路人自己道路的故事。

全剧以不同风格特色的 19 首歌，呈现了不同情境间的

连接、人物心境的变化，以及中国火车从内燃机到高铁，再

到和谐号、复兴号的时代历程，剧情跌宕起伏，饱含浓厚的

家国情怀。在研讨会上，文艺界专业人士表示，《逐梦》塑造

了不懈奋斗、勇于进取的中国铁路人群像，描绘了几代人通

过劳动创造、用科技和智慧打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讴歌

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

兼备的作品。

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监、《逐梦》项目负责人

陈思思介绍，2020年，剧组通过深入基层采风创作，最终确定

将中国高铁作为创作方向。2022年，主创团队广泛收集和整

理了劳模工匠的资料和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故事，并与多名

大国工匠深入交流，听取意见。经过两年多的剧本孵化、5次

重大修改，2023年底，这部剧完成了剧本创作，经过数月的创

编和排练，定于 5月下旬在北京首演。

川剧历史悠久、剧目丰富，其表演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深受百姓欢迎——

老剧种与新时代同频共振老剧种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日前，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大型情景
音画剧《千手千眼》全国巡演首站演出在
北京世纪剧院拉开帷幕。

据了解，该剧目以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我的梦》为蓝本，融合敦煌壁画中的
《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创排而成，通过音
乐、舞蹈、多媒体等形式讲述“妙善救父”
的民间故事，让特殊艺术与敦煌文化交
相辉映，赋予了敦煌文化新的精神内涵。

首站演出结束后，《千手千眼》还将
在年内赴香港、澳门、珠海、深圳、宁波、杭
州、上海等地巡演，并在6月至10月期间
在敦煌大剧院进行驻场演出。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江西崇义县：多彩公益课点亮职工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刘谋智）“公益课有效填补

了我们业余生活的空白，不仅能放松工作压力，还能拓展自己

的兴趣爱好，为这样的公益课点赞。”江西省崇义县工人文化

宫公益课学员刘琳珊微笑地分享道。

日前，崇义县工人文化宫正式全面开放，16节公益课 200
个学员名额一抢而空，插花、书法、健身、舞蹈、剪纸、乒乓球等

一批免费公益课陆续呈现，课程内容赢得广大职工群众喜爱

和赞许。

县总工会党组成员、群团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殷才发表

示，县工人文化宫将充分结合实际，逐月常态化开展各类活

动，并积极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建议，不断完善公益课时间、内

容、频次和密度，争取高度适配职工群众共性需求，尽量兼顾

个性需要，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新需

求，切实将“娘家人”的暖心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据了解，该县总工会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推进构建“1+N”

（1 个县工人文化宫、N 个职工之家和爱心驿站等服务场所）

职工群众服务阵地网络，将工会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社区、

园区，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休息放松、体育锻炼、舒心阅读、情

绪调整等贴心服务，持续点燃职工群众工作生活热情。

周末学艺增技能
日前，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一名小学生（图中）正利用周

末跟着竹编艺人学习当地非遗竹编技艺。近年来，当地充分
挖掘文旅资源，开发出一系列有特色的游学活动。孩子们可
以在享受假日休闲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增加劳动技能。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湖北：“复活”2000多年前的秦吏“喜”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罗恰）“喜”为男性，该个体身

高为 161.5厘米，其体质量约为 59.9公斤，年龄应处于 45岁~50
岁。综观骨骼各处的病理现象，如椎骨、上肢骨的骨性关节炎

以及下肢的“跪距面”，反映了该个体长期从事文史记载、伏案

工作的行为习惯特征……

3 月 25 日，湖北省博物馆发布云梦睡虎地 M11 最新研究

成果。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绍，1975年在湖北云梦

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曾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19 年起，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吉林大

学考古学院对云梦睡虎地 M11墓主人“喜”的骨骼开展了“云

梦睡虎地出土人骨的综合研究”，于近期取得预期成果。

据墓中出土《编年记》记载，“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

262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17岁入傅籍，19岁为“史”，

20岁任安陆史，22岁任安陆令史，23岁任鄢令史，28岁治狱于

鄢。他三次从军，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年）卒于安陆，享年 46
岁。“喜”的这些经历以及造就的“职业病”，和体质人类学的鉴

定结果相符。

另根据对该个体不同部位骨骼锶同位素的测定，推测该

个体童年生活地不在安陆（云梦），存在从他处迁徙至安陆的

生活经历，这和云梦郑家湖墓地所见“多数墓主来自关中及其

周邻地区”相同。

王先福透露，作为课题的重要成果——“喜”的 3D复原头

像，将在今年内开展的湖北通史展中与观众见面。

“国事家事被‘喜’以编年纪的方式一一记下，这些‘小人

物’的故事往往未见于史书，却能展现背后宏大、激荡的历

史。”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表示，希望通过

复原“喜”展现给大家一个普通历史人物的生活状况，勾勒出

秦代历史的关键一环。

据悉，近半个世纪前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是中国

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秦简，其墓主人“喜”一直以来备受业内

关注。云梦睡虎地 M11 墓出土了 1155 枚竹简，共有 4 万余

字，这些竹简都是“喜”的陪葬品，由其生前摘抄、记录，内容包

括当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和医学著作等，以及自秦昭襄王

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之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