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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8
月10日，由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
河南省文化馆主办，辽宁省摄影艺
术家协会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
2023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乡村百变——乡村振兴进程中的
影像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幕。

“乡村百变——乡村振兴进程
中的影像展”是以农业、农村、农民
三 个 部 分 组 成 的 100 组 视 觉 文
本。这100组作品的展览，将不同
年代的影像并置展出，用黑白和彩
色相互对比，把中原乡村振兴进程
中最具代表性的伟大历程用影像
呈现出来。通过老照片和新照片
的对比，一边是历史回眸，一边是
现实繁华，新老影像，既碰撞亦交
融，令观赏者仿佛穿梭于时间的长
河中，成为乡村振兴历史进程的见
证者。

在辽宁美术馆二楼展厅，不时
有观众走过，记者注意到一位中年
女性带着一个小女孩观展，这个 3
岁半的小朋友对摄影《田头走出来
的“杂技明星”》很感兴趣，奶声奶
气地讲给长辈听。这幅作品的左
侧是田间地头正在蹬车轮的老年
表演者，观看者虽少，但仍然报以
热情，右侧则是光鲜亮丽的舞台
上，年轻的杂技演员们骑自行车，
将合作者顶在头上。

“乡村百变”除了要表现农业
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

展现乡村中的人们，人生、生活方
式和整个生活链条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陈更生拍摄于1997年的作
品，博爱县靳家岭村的陈小胖是在
石头垒砌的教室中学习，2018年，
陈更生对陈小胖的生活进行了回
访，靳家岭村已经被打造成青天河
景区靳家岭红叶小镇，陈小胖已经
成为景区的工作人员，购买了小轿
车，添置了新房；如1959年樊鸣涛
的作品中，开封市郊区牛庄公社的
社员们正在收摘西瓜，准备外运，
对比组的照片是 2020 年张涛拍
摄，在开封杏花营镇举办的西瓜文
化节上，游客抱着“瓜王”合影；如
1979 年朱广智作品，西峡县供销
部门的职工正在收购当地农村的
土特产品，在 2021 年周鸿宾的作
品中，村播计划的农民已经开始通
过直播带货，将土特产品迅速销往
全国各地……

观一隅而知全貌。这 100 个
时代变化，饱含着摄影艺术独有的
深度、厚度和温度，记录了社会发展
和百姓生活的珍贵瞬间，也体现了摄
影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神圣的历史
使命。项目自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
项后，今年4月在郑州成功首展并启
动了巡展仪式，先后在哈尔滨、兰考、
合肥等地进行了展览，沈阳是项目
巡展的第五站。

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19 日下午
1时。

乡村百变影像展开幕

早在 2003 年，葫芦岛市打造“中
国筝岛”文化品牌工作就取得阶段性
成果——被文化部和省文化厅授予

“中国古筝新筝艺术成就第一市”称
号，后又 4 次因古筝特色艺术被文化
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20年里，“筝岛”一直作为葫芦
岛的文化名片闪烁着独特的艺术光芒。

“古筝+”让民乐推广路越走越宽

青绿千山映衬，袅袅筝音流淌。
在东方美学意境里，以古筝艺术绘制
的《千里江山图》在开幕式舞台上刚一
亮相，就惊艳全场。纤指飞舞，弦音绕
梁，这样一幅“独步千载、众星孤月”的
画作有了别样的演绎，勾勒出丰富的
层次。葫芦岛籍国家一级演员、中国
东方乐团副团长赵勃楠历时数年创作
了古筝曲《千里江山绘丹青》，于8月8
日进行首演。表演采用了音画结合、
双筝合奏的形式，诗意豪情从演奏家
的指间蔓延到剧场的各个角落，令人
震撼。“这首作品让我感受到了千峰的
翠色，我希望以后也能像她们那样登
上舞台，用筝音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葫芦岛市站前小学 10 岁的小观众岑
思晗说。

本届艺术节举办了多场高水平的
音乐会，首次推出《风吹草低》《飞舞的
套马杆》等多首原创古筝新筝作品，让
人大饱耳福。多部作品以古筝与琵
琶、大提琴、马头琴、古琴等乐器合奏
的形式呈现，丰富了筝乐表现力，使音
乐会高潮迭起。

由琵琶演奏家赵雨丹和 14 岁的
王杜瓦带来的《秋千索》旋律优美，取
材于南宋诗人陆游和唐琬的爱情故
事，以出色的音乐性描写了 800 年前
那场邂逅。该作品曾在央视播出，但
以古筝、琵琶加上朗诵和吟唱共同演
绎的，还是第一次，形式和结构上有很
大的创新。“古筝+”的创新呈现，让现
场观众大呼过瘾。“在越来越多人喜欢
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古筝+’的方式
会让民乐推广之路越来越宽广。”葫芦
岛市古筝家协会副主席姜淼表示，以
传统古筝艺术为根基，融入创新元素，
是“中国筝岛”艺术推广接下来要探寻
的方向之一。

走进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的教学楼
里，耳畔传来《渔舟唱晚》的悠悠筝音，
循声望去，一位女性正在认真地拨弄
琴弦，眉头舒展，笑意随着畅快的音乐

荡漾开来。“工会组织了古筝培训班，
每周两节课，业余时间我就来练练，准
备考级试试。”信息工程系讲师刘铭说。

遍地弹筝人的梦想近在咫尺

在当地，“遍地弹筝人，处处闻筝
响”的梦想似乎并不遥远。72岁的池
海华本是送孙女学古筝，耳濡目染下，
她也迷上了这一民族乐器，买了古筝
开始练习，如今已能弹奏《荷塘月色》
等十几首乐曲，“图个老有所乐，音乐
让我变得更年轻了。”

教育培训是葫芦岛琴筝产业的一
大特色。中小学常年开展“古筝进校
园”活动，开办兴趣班，带孩子们汲取
传统文化艺术精髓，为培养后备人才
打下良好基础。市区文化馆组织公益
讲堂，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民族乐器，
触摸中华文化脉络。

“中国筝岛”创建以来，葫芦岛市
建立了30多个教学基地，学员年龄段
甚广，最小的 3岁，最大的 70多岁，每

年组织展演百余场。这一品牌成功打
响，在全国百余城市建立90多个教学
基地，每年进行专场演出 2000 多场。
作为筝岛培养的第一代学员，丛阳 5
岁起跟着姜淼在葫芦岛学琴，从沈阳
音乐学院古筝专业毕业后执鞭教学，
古筝成为她终生追求的事业。在她看
来，葫芦岛学筝者众多，艺术氛围浓
厚。“讲个直观的例子，5年前报名100
个学员，100个人买琴。现在100个人
里只有一少半会买，因为他们家里已
经有琴或者向亲友就能借到琴，说明
古筝在葫芦岛的家庭普及率相当高。”

筝岛音乐家创作出原创作品 100
余首、改编作品 200 余首。世界各地
到筝岛学筝者络绎不绝。筝岛培养出
来的音乐专业人才中，获得高级职称
的超20人，成为专业教师的200余人，
考入各大院校的3000余人。

文化内核赋予筝岛琴筝制作生命
力，“筝岛”牌古筝销售万余台，创造了
可观的经济价值，而经济效益也反哺琴
筝行业，让筝岛的影响力拓展至海外。

在各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一些艺术院
团、音乐家纷纷收藏“筝岛”牌古筝。

曾 9 岁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现
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张筱浡这次特意请
假回家乡，“协助当年教我琴艺的老师
们进行筝岛活动的组织工作，是我感
恩家乡与老师的一种方式。”她说，通
过多次参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不仅
开阔了眼界，更深刻地认识到“音乐是
可以跨越国境的世界语言”，筝岛的筝
声正在被一代又一代人传递。

对于筝岛品牌建设的文化意义，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昆表示，
一个城市，把古筝作为一张名片来打
造，从文化建设上讲很有价值。艺术
节期间举办的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乃
至国际上的习筝者参加，传播效应显
著，对城市知名度的提升大有助益。

“全民艺术素养的提升是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努力的，葫芦岛有这个基
础，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交替，形成浓
厚的艺术氛围。沉浸在这个氛围中，
市民的审美意识就变得更加丰盈和感
性。”回宝昆说。

葫芦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
20年之久来做这件事，取得了一定示
范效应。回宝昆认为，打造城市文化
品牌，需要不断坚持，做好规划和推
广。“一点点地、不停地绘，内容就很
丰富了，在此过程中才会涵养出城市
人的文化精神。人的精神丰满了，城
市也就丰满了。”他建议，当地应打好

“古筝+”组合拳，把握好产业发展规
律，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文化产业是
关联性极强的产业，是城市的润滑
剂，对其他产业升级、转型具有促进
作用。

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
院副教授陈古音表示，筝岛的建设给
这个城市带来很多好处。各种比赛
平台、演出活动对于孩子的历练而言
弥足珍贵，使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
鉴赏能力得以提升。艺术节上，经典
被重新演绎，新的创意也被催生出来，
艺术节成为文化与思想碰撞的舞台，
进而产生了更多的文化形式与文化
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品牌的建
立会给人一种坚定的信念，促其在艺
术之路上走得更长久。“古筝的音乐风
格在历史题材中渲染得更到位，我们
在讲学中会对作品进行分析，孩子们
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潜
移默化中也建立起了文化自信。”陈
古音说。

第四届中国筝岛艺术节落幕

与筝结缘20年给葫芦岛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 吴 丹 文并摄

前不久，唢呐吹奏民乐名曲
《百鸟朝凤》的视频爆红网络，无数
人被传统民乐的魅力征服，为演奏
者刘雯雯的高超技巧倾倒，为传统
与现代碰撞而惊喜，这位曾经在澳
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独奏过的90后
唢呐博士再一次掀起了人们对民
族乐器唢呐的兴趣。刘雯雯的演
奏一改唢呐在人们印象中“土气”“粗
粝”的印象，让人们重新发现唢呐的
鲜活独特，赋予民族乐器当代魔力。

其实这几年民族乐器在人们
心中早已不再是古老乐器传统表
演的刻板印象，而是年轻人心中跨
界演出的国潮新宠。

民族乐器的生命力依旧蓬勃，
不只在乡野也在庙堂，只要遇到爱
它懂它的人，就会大放光彩。人们
对唢呐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影视剧
里乡村红白喜事中一闪而过的镜
头里，由于唢呐有个金属的喇叭
口，许多人甚至一直以为唢呐是与
小号相似的铜管乐器。事实上，唢
呐与西洋乐器的双簧管的发声原
理接近，由于独特声学结构和按键
的加入，唢呐的音色丰富独特，既
可高亢又可婉转。就像萨克斯根
据基本音高分为高、中、低音萨克
斯一样，唢呐的分类也很精细，能
演绎的情绪色彩也非常丰富。唢
呐经典曲目《百鸟朝凤》惟妙惟肖
地模仿不同禽类的鸣叫声，让人想
起西方古典音乐中维瓦尔第的名
作《四季》也用不同乐器模仿大自
然的声音，中外音乐都用自己的特
长展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而中
阮名家冯满天和方锦龙两位民乐
演奏家，每场演出座无虚席，二人
演奏的曲目从经典到流行，从传统
到摇滚，让民族乐器的表现潜力得
到充分展现。民族乐器与民族音
乐，不仅是传统瑰宝，也能与时俱
进。民族乐器搭乘新传播手段，已
经事实“出圈”，年轻人正在成为民
乐的生力军。唢呐在人们的刻板
印象中，演奏者似乎多为老者。其
实，在新的传播渠道中，以唢呐为
主的新作品点击量上亿的也不在
少数，关注的年轻人正在成为主

流。几部被称为“唢呐神曲”的作
品《耍猴儿》《喜》，当初创作者都以
为是“小众”、带有实验性质的作
品，一经面世，被网友追捧，加上混
剪画面，让“冲突矛盾感”碰撞更加
猛烈，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戏剧张
力。新一代演奏者将唢呐玩成跨
界“潮乐器”。而河南有数百年历
史的唢呐村柘城县马庄村，一群唢
呐艺人注册了抖音账号“唢呐村的
事”，并在线上直播。这群唢呐艺
人，上一秒还在干农活，下一秒就
演奏起唢呐等传统乐器，令人大开
眼界，3 个月收获了 20 多万粉丝，
粉丝中不少都是 90 后，甚至还有
一批 00 后。而琵琶演奏者、视频
博主柳青瑶既能将琵琶独奏与交
响乐融合，演绎出木兰替父从军的
悲壮，也能用琵琶模仿短兵相接、
战马嘶鸣的声效，重现兰陵王入阵
的英姿，凭着真本事真功夫真带劲
儿，跨越了年纪和文化的差异，成
为国乐新青年的代表。

民族乐器一直是世界音乐的
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一直在跨越国
界。唢呐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
东西交流、文明互鉴的样本。唢呐
由波斯一带传入，“唢呐”本是音
译。唢呐进入中国后，不断改良，
与其他民族乐器不断合作应答，逐
渐发展成熟，形成今天的面貌。如
果深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深受
人们喜爱的民族乐器其实都是“远
道而来”“入乡随俗”，比如胡琴、琵
琶、扬琴，它们都是今天民族乐团
中的重要角色，也都曾经是带有异
域风情的遥远声音。

丝绸之路上敦煌壁画里的飞
天弹着琵琶的身姿，诉说着文明互
鉴中音乐的流动与交响。文化与
音乐一直在盘根错节的交互中形
成更加庞大的网络，民族乐器走向
世界，正如世界音乐对中国的影
响。不同乐器不同风格作品，表达
的始终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感受
与向往。民族乐器穿越历史，跨越
国界，不需要语言，却总是能将我
们心中的好奇、友善、爱与渴望传
递给全世界。

乐看唢呐“潮”起来
王海宁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
报道 近日，世界武术日大连启动
仪式在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举行，
700 余名市民齐聚一堂，以武会
友，同享健康生活。

本次活动分“文以载道”“武以
观德”两个篇章展开，融合中华传
统武术文化中的武礼、武德、武技，
打造“武术+文化”沉浸式体验。

“文以载道篇”以习武少年齐
诵《武德训》开场，凸显了大连青少
年武术文化教育的丰硕成果，由大
连市沙河口区实验小学带来的五
步拳集体展示赢得阵阵掌声。“武
以观德篇”中，大连市优秀武馆、武
校带来精彩的武术节目联展。多
位武术冠军也联袂献技，令现场市
民大开眼界。

大连打造沉浸式
“武术+文化”体验

8月8日至10日，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葫芦岛市委、市
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筝岛艺术节暨“中国筝岛”命名20周年
系列活动在葫芦岛市文化馆举行。作为全国首个以“筝”为城市
文化艺术符号的地方，与“筝”的结缘，到底给这座城及市民带来
了什么？这一倾力打造的文化名片，对城市知名度的打开、人文
精神的塑造、市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乃至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有何
作用？本报记者走进艺术节现场和街头巷尾，试图从参赛者、市
民、专家及筝岛培养出的几代艺术人才那里，寻求答案。

“刺槐山”等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启动
本报记者 朱忠鹤

记者 8月 14日从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获悉，今年我省获批的7项主动
性考古发掘项目全面启动。在这 7
个项目中，与红山文化有关的占到4
个，分别是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马
鞍桥山遗址、刺槐山遗址和三家东
北遗址。

7个项目中3个为首次发掘

在这 7 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中，今年首次进行发掘的项目有 3
个，分别是刺槐山遗址、三家东北遗
址和大井地遗址。

刺槐山遗址位于朝阳市朝阳县
乌兰河硕乡八大孟克村附近，地处牤
牛河与大凌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是一
处红山文化聚落址。遗址经由大凌河
中游（朝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发
现，范围约12万平方米。目前发掘灰
坑一座，发现了红山文化陶器、细石
核、石叶、刮削器、石磨棒、木炭等遗
物。本年度工作任务是通过考古发
掘，揭示遗迹分布和属性，了解聚落
布局信息。

三家东北遗址位于朝阳市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利州街道小河
湾村三家屯东北方向的一处台地
上，地势中部较高，四周略低，遗物
分布较为分散。考古人员今年通过
这一遗址的发掘，将在了解不同时
期红山文化遗存内涵的基础上，完
善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同时，通
过分析同期及不同时期居址、墓地、
祭祀址、公共活动空间等聚落单元
的内涵、分布，并与牛河梁等遗址群
比较，了解不同区位同期遗存的关
系，探讨红山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
特征及其变化，为《东山嘴遗址群保
护规划》制定提供学术支撑。

大井地遗址位于本溪市桓仁满
族自治县雅河乡董船营村，今年，考
古人员将通过发掘工作，尝试了解
遗址文化堆积情况，辨明遗址内新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高句丽三个时
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其中，重点发
掘遗址内青铜时代遗存，为高句丽
文化起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再有
就是，以该遗址发现的高句丽遗存
为基础，全面系统地研究已发现的

高句丽遗存，建立新的高句丽文化
分期体系。

马鞍桥山遗址仍为发掘重点

我省作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
区，今年除了新发掘的刺槐山遗址、三
家东北遗址外，还将继续对两处已经
关注多年的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发掘。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因已出土
的“坛庙冢”和大量红山玉器而名闻
天下。今年，考古人员将继续对这
处发掘于40多年前的重点遗址深入
探寻。考古人员将重点对遗址“第
一地点”，也就是女神庙附近 7 号台
基址下复杂石构遗迹的性质和功能
进行分析。据了解，5000多年前，红
山先民通过改造山形地势，营建了第
一地点台基建筑群。这一发现为认识
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社会的组织能力
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依据。中轴对
称的西南建筑群的发现，则进一步显
示了红山社会高超的技术水平。

马鞍桥山遗址是一处大型红山
文化早期聚落址，已经连续发掘 5
年。今年，考古人员将重点发掘聚
落西南部，目前已发现聚落环壕的
西南转角及房址等遗迹。通过考古
发掘，将进一步探讨聚落的布局和

分期，寻找同一时期的手工业作坊
和墓葬等遗迹，为全面认识红山文
化早期聚落址的文化特征、分布范
围、功能分区和文化分期等问题提
供实证材料。

除了“牛河梁”“马鞍桥山”外，我
省今年对已经连续多年进行考古发
掘的项目，依然继续全力推进。

作为连续发掘9年的遗址项目，
今年，考古人员将对青石岭山城城
址重点部分遗址进行发掘，明确遗
址性质和年代，完善青石岭山城的
考古内涵，为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
究提供基础资料。

针对二布尺南遗址，今年考古
人员将重点了解遗址内院落布局，
判断院落之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
的分布情况和性质，确认遗址城墙
位置、年代和筑造方式，了解凌河类
型遗存和魏营子文化遗存在遗址南
部的分布情况，开展石墙体和房址本
体的保护实验。

据悉，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青
石岭山城城址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实
施；三家东北遗址、二布尺南遗址为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辽宁大学联合实
施。其他三个项目均由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独立实施。

古筝作品《千里江山绘丹青》首演，袅袅筝音再现了丹青水墨的绝世画作。

马鞍桥山红山文化遗址仍是今年发掘重点。（受访者供图）

图为河南汝阳县西泰山景区内的
一个农家宾馆（2005年）。 杨 光 摄

新闻链接 LIANJIE

在日前结束的我省红山文化春季
考古野外调查中，考古工作者新发现了
89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至此，我省新发
现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由原来的不足百
处增加至近600处。

这次考古野外调查是“红山社会文
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子项目。“红山社会
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已获得国家文物局
批准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辽宁是红山文化的分布核心区，也
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区域，更是全国
发现红山文化遗址最早的省份。据介
绍，我省红山文化遗址（墓地）主要分布
在大凌河、老哈河、青龙河流域。区域
内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丘陵形态多
为漫梁状，山梁之间沟谷相隔，纵横分
布着密集的季节河，且河流多河谷宽
阔，河网密集。

红山文化有着广袤的分布区，在西
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滦河流域及
周边地区均有发现，行政区域涉及辽
宁、内蒙古和河北三省区。

我省红山文化遗址
数量增至近600处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图为原始村落改造的精品民宿
群（2020年）。 邓国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