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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锅盖面
赵宽宏

乡村舞台，靠啥赢得掌声
奉节的经验是，严格规范管理、孵化特色节目、扶持优质剧团

崔 佳 彭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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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余晖还未散尽，重庆市奉节

县公平镇车家社区广场已经热闹起

来。附近的村民三五成群地往舞台边

聚拢，等待着即将“送”到的文艺演出。

夜幕降临，聚光灯亮起，对着千余

名观众，奉节汇爱演出队开始表演小品

《无事酒》。节目演完，台下掌声阵阵，社

区居民杨运兰感叹：“村里以前‘无事

酒’成风，像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人喘不

过气来，这个小品演得真生动。”

有趣、有益、有观众，这样的乡

村舞台，近一年来在奉节越来越多。

编排特色节目
提高演出质量

过去，奉节的民间文艺市场并

不尽如人意。许多演艺团队的节目

或多或少存在低俗内容，“迎合”而

非“引导”观众。而且大家往往从网

上下载别人的节目照着排练，没有

像样的编排，也没有地域特色。

改变始于2018年 5月。《奉节县

规范和加强农村演出市场管理工作

方案》《奉节县农村演出市场红黑名

单管理办法》等文件相继出台，鼓励

引导以展现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节目演

出，促进当地演出市场健康发展，引

导群众提高对文艺作品的审美品位。

奉节县文化馆化身免费的内容

“孵化场”，专业老师结合当地特色，

编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免费教给

各演出队。“专业老师为我们编排了

10多个全新节目，既有内涵，也接地

气，比我们过去演的精彩多了。”奉

节县金鸿演出队总经理柯桂平点开

手机里的视频，展示他们改编后的

舞蹈《江山》。

有了规范管理和优质内容补给，

全县100余个农村演艺团队实现了成

长甚至蜕变，当地的乡村舞台有了更

多精彩的节目。节目品质上去了，市场

价格随之“水涨船高”。“以往一场演

出的报价普遍在1000元左右，现在价

格基本在2400元以上，和几年前完全

不一样了。”柯桂平算起了账。

此外还有政府补贴。为了提高

演出市场的节目质量，奉节加大了

扶持力度，对按程序到县文化委、文

化执法大队和乡镇（街道）文化站备

案且节目内容符合审批要求的演出

团体，给予每场演出 50 元的奖励，

有 100 名以上的观众、反映良好的

演出，再多补贴50元。“别看单场金

额不多，团队一年如果演上 100 场

甚至数百场，补贴金额少则几千元，

多则能上万。”奉节县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支队支队长余刚介绍道，截至

今年 9 月底，全县农村演艺团队备

案演出已达6726场次。

鼓励剧团升级
推动文化下乡

“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许再整

‘无事酒’。”《无事酒》中驻村干部的

宣讲如同“话家常”一般。

“我们鼓励演出团队创作、编

排、演出更多以扶贫、乡村振兴、文

明风气等为主题的节目，对形式新

颖、内容健康、社会反响好的节目予

以奖励。”奉节县文化馆馆长黄雄

文说。

为了进一步推动正规演艺团队

的“提档升级”，奉节每年还要举行

“农村演艺团队大比武”，给予优秀

团队奖励并邀请其参加当地的春

晚，营造“你追我赶”的氛围。“去年

的大比武，我们分别拿下了杂技、歌

唱第一名，外加一个舞蹈第三名，得

了2.2万元奖金。”提起这个，重庆传

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超很

高兴。而表演舞狮的刘海龙则有点

儿不服输：“莫得意，今年我们再战

一场。”

如今，奉节将优秀剧团、优秀剧

目纳入物联网管理，纳入政府采购

范围，使更多市场主体能参与送文

化下乡，丰富乡村文化的内容。“我

们去年承担了公平镇 21 个村社的

送文化进村活动，每场收入有 2000

元 。”奉 节 汇 爱 演 出 队 队 长 游 秀

平说。

“为了推动送文化下乡，市里

每年的财政资金加上县里的配套

资金，要花近 170 万元。”黄雄文

介绍。但并非每个演出团体都有

资格下乡，为了给乡村真正带去

有水平的文艺演出，文化馆拉紧

了审核这根弦。按照规定，只有所

有演员拿到了培训证，演出团体

才能办理演出许可证，再达到不

低于 15 人的演出队伍规模后，才

具备资格申请参加送文化下乡活

动，这道门槛能敦促演出团队向

上发展。“去年报名考培训证的演

员，至今还有 10 多个没有通过考

核。”黄雄文说。

有了资格也不能掉以轻心。“每

一场文化下乡活动结束后，演出团

队都需要和当地宣传委员和文化站

工作人员确认，同时得到效果评

价。”黄雄文说，这个打分，会计入年

终评审总分值，一旦演出团队水平

下降，就有可能被淘汰。

实时评价效果、严审演出资格，

今年年初，奉节参与送文化下乡的

团队由去年的33个缩减到了14个。

“实际淘汰掉的只有3个团队，其余

的团队是在市场的检验中，主动完

成了资源整合、抱团发展。”黄雄文

解释道。

政府加强服务
演出走到外地

“规范农村演出市场，受益的不

仅仅是演出团体，政府也同时实现

了‘减负’，这是一个双赢。”奉节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康轩说，县里

进一步推动了从“管理型政府”到

“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长期牵头负责送文化下乡的文

化馆“松绑”了。以前，送文化下乡的

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文化馆自己排演

节目，可馆里演员不够，只得从音乐

协会、舞蹈协会等各个部门抽调文

艺骨干临时组团，这样“拉人头”的

方式让人力成本非常高。

文化馆的专业培训老师加上返

聘人员，目前仅12人。但按照要求，

全县每年要组织 180场送文化进乡

镇和 1320 场进村社的演出任务，任

务太重，往往得分三四轮才能完成。

“而且大伙儿只能用业余时间排练，

水平也参差不齐。”说起过去，黄雄

文直摇头。

现在，更多优秀的农村演艺团

队加入了送文化下乡的队伍，文化

馆的定位发生了转变，主要是做好

“服务员”，严格审查入围团队的节

目，保证演出质量。

“分身”有术，也就能自我“加

码”了。“按照县里要求，今年上半

年，我们增加了 210 场送文化进村

社活动，重点宣传脱贫攻坚工作。”

黄雄文说。

不仅如此，奉节县的几个演艺

团队还表示，他们接到的县外演出

邀请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是请人

来，现在是被人请”。走出奉节，他们

在周边不少地方也演出了名声、站

稳了脚跟。

（据《人民日报》）

初冬的早晨 李昊天（安徽）摄

“镇江一大怪，面锅里煮锅

盖”，如此煮出的面，叫“锅盖面”。

镇江锅盖面，几十年前我就

吃过。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冬

日的凌晨三四点，我赶轮船回故

乡，路过镇江。那时有两班轮船路

过镇江开往我的故乡，可两班船都

是早上六七点才从镇江开出。码头

外面，江风凛冽，候船室内，人满

为患，即便如此，不少人依旧扛不

住严寒，冻得搓手跺脚。

彼时，腹中无食的我顿生寒

意，好在时间还早，于是我踱出室

外，看到不远处就有几家卖吃食的

店铺，烧饼馒头、豆浆油条，但最

惹眼的还是一家面馆，煮面的锅就

支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热气腾腾

的，连阴冷的寒意也仿佛被逼退了

不少。

面馆不大，坐着两三个食客。

“吃面？”“吃面。”我应道。只见煮

面师傅拿起一砣盘好的生面条往

锅里一丢。那锅很大，直径在一米

以上，锅里水面上飘着一只直径仅

有尺把的锅盖，和面一同咕嘟嘟地

煮着。见我好奇，煮面师傅笑道：

“镇江一大怪，面锅里煮锅盖。”

“稀奇了！为什么？”我问。我的

故乡在镇江斜对面，虽有江南江北

之别，然乡音相同，乡俗也应该相

近，可这“面锅里煮锅盖”我却是

头一次见识。

“相传……”一见我有兴趣，煮

面师傅也来了精神，立马打开了话

匣子。据他讲，乾隆皇帝有一回下

江南，路过镇江，饿了，经过一家

面馆，就进去吃面。面馆主人一看

派头，知是贵客，竟慌了手脚，煮

面时误把汤罐上的小盖子碰到了

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却别有

一番滋味，受到乾隆的夸奖，“锅

盖面”也由此得名。

煮面师傅说完这个传说后，

他自己也觉得不足为信。向我解

释其真实原因是为了节约：面馆

生意时旺时淡，为了生意旺时能

一次多煮几碗面，就需有个大锅，

然而生意淡时这一大锅水在那里

煮着，就太不划算了。在锅里放个

小锅盖，这样既可以保持水温，又

能避免水沸潽出来。此外，面条躲

在小锅盖下面煮，既能够煮透，又

能够从锅盖边发散热气，面就不

会被煮过，而且这锅盖必须由上

好的杉木制成。

我听得入神，待那面一端上

来，就闻到一丝淡淡的杉木香，融

合在浓浓的小麦的香气之中，扑鼻

而来，诱人味蕾。面中加了碱，因

此色泽鹅黄，悦人眼目；面条细篾

丝一般，根根劲道，富于韧性。那

一份醇厚的浇头，更是锦上添花，

令人食指大动，欲罢不能。

一碗烫乎乎的锅盖面连汤一

起吃下肚去，我的手脚都热和起来

了。离上船还有一段时间，我索性

与煮面师傅闲聊起来。

聊了没几句，煮面师傅拍拍

手说：“要跳面了。”就走到案板

那边去，把一大坨饧在那里的面

团 揉 揉 拍 拍 ，随 后 拿 起 一 根 竹

杠，一头插进案板那头的木架子

里，自己则坐上这一头，单脚点

地，一跳一跳地压起来。面团被

压 扁 了 ，师 傅 又 把 它 叠 起 来 再

压，一遍又一遍……直到我起身

告别，这面还没完全“跳”好。可

想而知，这番工夫“跳”出的面当

然劲道润滑、别有滋味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因为交通

逐渐便利，之后我回故乡绝少有路

过镇江的机会，因此再也没吃过镇

江锅盖面，但那怀旧的味道，如故

友般不时萦绕于我的记忆。正好最

近要回乡，我盘算一定要去趟镇

江，会会锅盖面这个老相识。

央视曾推出一档名

叫《经 典 咏 流 传》的 节

目，用“和诗以歌”的形

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

代流行相融合，在注重

节 目 时 代 化 表 达 的 同

时，深度挖掘诗词背后

的内涵。在第二季节目

中，“金融大鳄”罗杰斯

的两个女儿作为经典传

唱人，以带有“播音腔”

的标准中文演唱《声律

启蒙》，并现场展示了初

具形态的书法功底。这

是当前全球各地兴起的

“中文热”的缩影，中文

和中华文化正在世界范

围内绽放出更大魅力。

在大众消费的自媒

体时代，文化的传播形

式、受众心理和接受习

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何让传统文化更加吸

引年轻人，在他们心中

产生更大共鸣，变得尤

为关键。只有创新文化

传播的理念和手段，传

统文化才能从年轻人身

上获得活力。

要想吸引年轻人，首先必须培养

年轻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自觉

意识。我们从一出生就耳濡目染，浸

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从我们说

话的方式、使用的文字，到我们的行

为处事、待人接物、思维逻辑，无不

打上文化的烙印。自觉意识的背后，

是对文化的强烈认同和自豪感。我们

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穿汉服、举办传统婚礼、学习传统乐

器和舞蹈，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

物馆和历史古迹，自觉地把无形的文

化以有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文化自

觉，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

其次，要想吸引年轻人，必须注

重 文 化 教 育 。“ 十 年 树 木 ，百 年 树

人。”以教育为土壤，让传统文化在

年轻人心中扎下根来。教育部门和教

育工作者应加大力度，采取更多积极

措施，让文化在青年学生心中打下坚

实基础。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应当注重言

传身教。

另外，要想吸引年轻人，必须创

新文化传播思路和方法。近年来，有

着近 600 年历史的故宫不断从沉睡的

“老古董”中挖掘出文化创意，推出了

爆款文创产品，受到年轻消费者追

捧。《国家宝藏》节目邀请人气明星担

任“国宝守护人”，呈现国宝的前世今

生，解读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让“国

宝活起来”。游览博物馆成了许多年

轻人的“潮玩法”。

要吸引年轻人，让传统文化保持

年轻，并不能一蹴而就。既要用教育

来深根固本，又要用创新的方式浇水

施肥，从而在年轻人心中真正种下传

统文化的大树。

战国曾侯乙编钟与盛唐古琴
上演“跨时空”协奏

新华社武汉11月 18日电（记者

喻珮）来自 2400 多年前的曾侯乙编

钟“遇见”盛唐“流行音乐”古琴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湖北省博物馆与山东

博物馆日前通过5G网络向全球观众

直播这两种跨越千年的乐器“隔空协

奏”，此次博物馆间运用 5G技术“跨

时空”演奏在我国尚属首次。

湖北省博物馆“国宝”曾侯乙编

钟，是我国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

音律最全、气势最为宏伟的一套编

钟；山东博物馆盛唐“天风海涛”古

琴，是我国出土的古琴中保护完整的

唐代七弦琴，“天风海涛”即形容琴声

犹如天空的长风、大海的波涛。

编钟古音浑厚、古琴韵律悠远，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在《楚商》

《关山月》《梅花三弄》《竹枝词》四套

乐曲中充分融合和展现。在湖北省博

物馆编钟演奏厅内，编钟乐团现场演

奏，舞台上同时架设大屏，实时投放

山东博物馆内的古琴演奏画面。两地

博物馆通过5G直播、影像投屏技术，

在 5G 高速度、低延时下实现“跨时

空”协奏，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吉林省优秀戏曲剧目晋
京展演”演绎多彩吉剧

近日，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吉林省优秀戏曲剧目晋京展

演”亮相北京。展演剧目全部为极具

吉林特色的地方戏曲——吉剧，多种

风格的精彩剧目陆续在国家话剧院

剧场、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获

得观众好评。

本次展演精心选择剧目，既有现

代题材，也有历史题材，既有当代大

戏，也有经典小戏。其中，大型现代吉

剧《黄大年》由吉林市戏曲剧团创排，

立体再现了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

《怀德县令》由公主岭市吉剧团有限

公司排演，讲述了光绪年间怀德县首

任县令张云祥任职期间秉公执法、集

资建学、扫匪除恶的故事。作为吉剧

创办初期“一大三小”经典保留剧目

中的两部小戏，由吉林省戏曲剧院吉

剧团出品的《包公赔情》《燕青卖线》

至今演出超过千场，成为吉林戏曲的

一张亮丽名片。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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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的现代新生”展
览在成都博物馆落幕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11 月 20 日，“巧手夺天工——

传统工艺的现代新生”展览在四川省

成都博物馆落幕。

这场充满故事的展览，通过16位

非遗传承人、10位青年艺术家的近百

件作品讲述了传统工艺的传承之路，

梳理了传统工艺的形成脉络，探讨了

它们在连接过去和未来中的作用，让

观众感受到了各种技艺的“心声耳

语”，感知了传统美。据悉，在为期54

天的展出时间里，展览吸引了近 42

万名观众参观，网络讨论量上万。

第九届四川国际自驾游
交易博览会将在宜宾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青）11 月 20 日，

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第

九届四川国际自驾游交易博览会将

于 11 月 28 日—30 日在宜宾市兴文

县举行。

据悉，本届自驾游交易博览会由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宜宾市人民

政府主办，宜宾市文广旅游局和兴文

县人民政府承办，以“自驾兴文石海

共享天下奇观”为主题，包括开幕式

暨安逸走川南自驾游发车仪式、国际

自驾游产业发展（兴文）圆桌会暨宜

宾专场推介会两大主体活动，以及房

车自驾车巡游、夜游兴文·音乐篝火

快闪秀、“自驾狂欢·石海之夜”嘉年

华活动、2019宜宾市旅游扶贫产品展

销、“大美四川、最美兴文”摄影作品

展、“自驾兴文石海 共享天下奇观”

体验游 6 大配套活动。届时将推出 5

条自驾游精品线路，邀请100台自驾

车、50台房车参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