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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阵地 搭建交流平台

“打快板、笑开颜，高高兴兴走上
前，我把党史来宣传……”每当课后
服务时间，在位于华蓥市的广安市现
代实验中学，哗啦啦的快板声便会响
起。在师生齐参与的多声部快板伴奏
下，百年党史被鲜活地“说唱”出来，
激昂的氛围让人精神振奋。“说唱”完
毕之后，葫芦丝婉转悠扬的曲调又飘
荡在校园……

“依托我校的青少年曲艺传承
基地，学校大力开展艺术教育，传承
弘扬传统文化，致力打造曲艺名
校。”广安市现代实验中学校长胥诚
说，学校按照“1+3+N”（“1”即实现
全覆盖学习快板，“3”即分年级学习
葫芦丝、口风琴、竖笛3种乐器，“N”
即根据学生兴趣自主选择学习艺术
课程）的艺术教育模式开展课程教
育，让传统曲艺文化在学生心中生
根发芽。

从一年级新生到校长，从快板到
葫芦丝再到口风琴，“人人会快板、人
人会乐器、个个有特长”的具有曲艺
之乡特色的素质教育理念在广安市
现代实验中学得到生动呈现。

阵地是培育人才的“摇篮”。为加
强曲艺阵地建设，华蓥市投入资金
1000万元，建成集表演、研究、培训、
交流为一体的华蓥市曲艺馆1个，建
成天上街市曲艺广场、华蓥山滑竿抬
幺妹体验基地、凉水井戏台等曲艺表

演基地8个，打造永兴镇乐山寨等社
区曲艺大舞台12个，培育广安市现代
实验中学、华蓥市铜堡初级中学等青
少年曲艺传承基地7个，逐步形成了
市镇村三级曲艺交流展示平台。

“这些曲艺场所或基地，有的结
合当地曲艺文化特色，有的建在百姓

‘家门口’，成为华蓥市曲艺阵地的有
效延伸和补充。”华蓥市戏剧曲艺协
会主席李义斌介绍说，此外，华蓥市
还精心打造集办公、创作、展示为一
体的文艺之家，而这也将成为该市新
的“曲艺之家”。

“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基础，强化
阵地建设，管好用好已建好的28个曲
艺阵地。”李义斌表示，接下来，华蓥
市还将新建曲艺舞台、曲艺传承基地
6个。

强队伍 牢固人才根基

今年4月底，华蓥市2022年曲艺
骨干培训班在华蓥市红岩小学开班，
近50名曲艺骨干参加培训。

“敲盘沿、点盘心、平敲、轮敲，根
据不同旋律，在敲出高低急缓音节的
同时，我们要注意身姿的变换……”
为期两天的培训课上，四川省曲艺研
究院青年演员罗敏，就四川盘子表演
为学员们进行精彩讲授。参训后，学
员们学以致用，对四川盘子表演艺术
进行了宣传推广。

推进“中国曲艺之乡”创建，核心
之一就是曲艺队伍建设。近年来，华

蓥市狠抓曲艺人才培养，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和“传帮带”等方式，邀请
曲艺名家到华蓥市开展清音、盘子、
快板等曲艺培训；多次派遣曲艺骨干
力量前往成都、重庆等地进行交流学
习；常态化开展华蓥市曲艺培训，形
成快板、清音、盘子、车灯、连响5大类
17支 3200余人的曲艺队伍；发展华
蓥市戏剧曲艺协会会员420人、广安
市曲艺家协会会员85人、四川省曲艺
家协会会员17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
员2人，为华蓥市创建“中国曲艺之
乡”奠定人才基础。

“多年以来，我们通过组织开展
各类曲艺培训，让曲艺人才整体素质
有了很大提升。”李义斌说，下一步，
他们将强化曲艺培训，以邀请曲艺名
家开展曲艺培训、选送曲艺骨干参加
各级曲艺培训、开展曲艺“三进”活动
等方式，提升实效，着力培养曲艺传
承人5人、新增省市县各级曲协会员
50人以上。

兴活动 推出曲艺精品

10月 29日，广安市第二届曲艺
交流月开幕。在活动中，来自华蓥市
的曲艺演员献上了红色文化题材
——四川清音《华蓥儿女》。

舞台上，曲艺演员们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和精湛的唱腔，向观众呈现出
无数华蓥儿女矢志不渝、前仆后继，
在华蓥山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场景，
礼赞华蓥儿女奉献青春、热血和生命

谱写的一曲曲光辉的华蓥山壮歌。
值得一提的是，《华蓥儿女》是华

蓥市以2020年广安市第三届“音舞
剧”双年会活动为契机，依托华蓥山
厚重的历史底蕴，深挖历史根源，在
省曲协的精心指导下，从而创作出的
曲艺作品。

以活动为载体，华蓥市不断推出
精品。近两年来，华蓥市组织开展了

“春满梨园百花开”曲艺节目展演、
“永远跟党走——曲艺礼赞100年”优
秀节目展演、曲艺“三进”等各类活动
近100场次，充分发挥“四川省曲艺
之乡”作为交流窗口、展示平台、传承
基地、人才摇篮的示范引领作用。同
时，该市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联
合或独立创作了清音《华蓥儿女》、清
音《三线姐妹回华蓥》、连响《四季华
蓥》等曲艺作品80余件，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

李义斌表示，未来，他们将拓宽
渠道，充分利用曲艺馆、曲艺基地等
阵地，积极争取承办中省级曲艺活
动，分季度举行曲艺交流演出和市级
曲艺展演活动，常态化开展曲艺进校
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在群众中普
及曲艺文化，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加大创作，深挖红色文化、南
宋文化、“三线”文化、民俗文化，精心
打造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地域性的
曲艺精品。

说华蓥、唱华蓥。如今，华蓥市营
造出浓郁的曲艺氛围，不断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前几天做梦，梦到了年轻时喝
羊杂汤的情景。

羊杂汤的原料是羊杂碎；杂碎
本乃繁杂、琐碎之意，后来演变为
将动物的心、肝、肠、肺、胃（俗称

“肚儿”）等脏器煮成杂烩，其原意
渐淡。

1964 年我中专毕业后，在山
西大同参加了铁路工作，当地人视
羊杂为极其讲究的佳品，凡结婚、
嫁女、孩子过满月乃至招待亲朋贵
客，都少不了炸糕、羊杂这两样；吃
炸糕以羊杂汤润食，且管吃这汤叫

“喝羊杂”，因为碗里至少有一半是
汤。当时，我星期天出门逛街，中午
花一角钱、四两粮票买俩“油旋儿”
（类似火烧），来碗羊杂汤，便是改
善生活了。

当地羊杂碎“自成体系”，听
老人们说，早先高档饭庄为此购
料之严谨不亚于选肉，以至于有
为杂碎而选羊的现象，其考究程
度令人叹为观止——首选上等山
羊，还要看哪里产的，长到多少个
月。至于煮羊杂汤时所加调料那
也有独家秘方，先熬骨汤，再将葱
姜、辣椒、草果、八角、香叶等十几
味作料入锅，然后按各类杂碎所
需火候分时放进；开锅后微火炖
四五个钟头，令各种味道完全渗
入。掌控火候至关重要，时间短
了，杂碎发硬口感差；时间过了，
杂碎发绵没嚼头儿；须不温不火，
才恰到好处。

我青睐熟羊杂做的汤，还常
吃拌纯杂（切片以醋、蒜、香油凉
拌）、粉杂（粉条汆好入碗，舀上纯
杂）、菜杂（白菜土豆一起炖烂后
混入纯杂）、爆炒（葱、蒜、辣椒爆
锅，放入纯杂炒一分钟）等。羊杂
可谓是我人生里离不开的一道
菜。数十年来我去过多地，逢羊杂
必尝，喝来吃去，还是晋北的羊杂
最有味道！

安徽宁国市开展
2022年“戏曲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饶功镇）为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为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自11月
10 日起，由安徽省宁国市委宣传部
（文明办）、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
的宁国市2022年“戏曲进社区”活动
走进城区社区。

据了解，本年度“戏曲进社区”活
动共安排12场。进社区演出的戏曲节
目由新时代文明实践艺术化宣讲比赛
评选而出，分别来自宁国常春戏剧艺
术有限公司和宁国市清风雅韵艺术
团。在各社区，剧团带来了皖南花鼓戏
《金牌调解员》《畲山夕照红》以及精彩
的黄梅戏唱段《文化乐园真快乐》《中
状元》等丰富多彩的戏曲节目，给社区
居民们送上了戏曲盛宴。

丰富的节目既反映了群众生活，
又展现了社会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活动中，志愿者还开展了
文明创建和党的二十大相关小知识有
奖问答，进一步加强了社区精神文明
建设，营造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王彦
霏）近日，“献礼党的
二十大·文艺心向
党”四川省内江市市
中区文艺轻骑兵巡
演活动在市中区永
安镇尚腾新村热闹
举行，精彩纷呈的节
目连番上演，为现场
观众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

巡演活动在舞
蹈《桃花红，杏花白》
中拉开序幕，情景诗
朗诵《红船，从南湖
起航》等带大家重温
党的光辉岁月，鼓励
甜城儿女继承和弘
扬红船精神，以实际
行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大鼓舞《最炫民
族风》、小品《美丽乡
村》、京剧表演《我是
中国人》、舞蹈《蔗乡
甜》以精彩的表演将
党的好政策引领下
人民生活的甜蜜和
幸福呈现出来，增强
群众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心和
决心。

歌曲《永远跟党
走》、文化瑰宝川剧
变脸、男女对唱《中
国道路》、舞蹈《福满
农家》《我们的青春》
等节目凝聚起现场
观众奋斗豪情，赢得
阵阵掌声。

“今天非常开心，看了节目令人振
奋，我们农民也要紧跟新时代步伐，加
油干，大家一起致富。”村民陈春花得
知有文艺演出，一大早就来到党群服
务中心广场，找了一个最佳观看位置。

“很喜欢这样的文艺表演，演员功
底很扎实，表演得相当不错，没想到家
门口就能看到精彩演出。”村民潘俊祥
常年在西北地区做生意，很少回家，这
次回来看到村中文化活动如此精彩，
格外开心。

本次巡演活动由市中区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中区文化馆承
办，市中区各镇（街道）文化综合服务
中心协办。活动旨在掀起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热潮，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活动，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情怀，大力营造团结奋进、自信
自强、国泰民安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
发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据了解，巡演活动将持续至11月
24日，在白马镇、凌家镇、乐贤街道、
城东街道、城西街道等 12 个镇（街
道）、村（社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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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华蓥市：薪火相传曲乡绽芳华

据国家文物局的消息，近期，“数

字敦煌”入选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

案例”，这是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网上文化交流、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网络安全保障、网络空间国际治

理五大领域200余项案例中获选的12

项案例之一。

正如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所

说：“这是用技术点亮国家艺术瑰宝，

向世界生动展示美轮美奂的石窟宝

库，为跨域文化传播、创新文化成果

提供了精彩样本。”文化交流传播借

助网络技术的新方式，对内发挥着历

史文化知识的普及作用，对外扮演着

“讲好中国故事”的角色，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打开“数字敦煌”的网站，我们便

可发现国宝知识数字化的魅力。比如，

搜索“飞天”就能看到莫高窟石窟的照

片。众所周知，普通游客进入莫高窟是

不被允许摄影的，窟中珍贵的雕塑和

壁画都需要专业人士的保护，这增加

了莫高窟的神秘性。如今有了“数字敦

煌”，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敦煌的

魅力，通过官方的高清图片，还能看到

壁画的诸多细节。从这一点来说，“数

字敦煌”带给人们的震撼，可能比身临

其境还要更大，多数游客在景区中只

能走马观花，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机

会对这些珍贵文物一一端详。

毋庸置疑，“数字敦煌”张开了文化

传播的翅膀，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更强

的传播力。信息接受者在“数字敦煌”

中，同样可以感受仿若置身洞窟一般的

强烈沉浸感。“数字敦煌”设置了许多已

开放石窟的“全景漫游”，人们可以在其

中随意“探索”石窟的各个部分，凭个人

喜好仔细观察雕塑、壁画的各个细节。

这一技术，如同电子地图中的全视角街

景一样，先由专业技术人员对所处环境

进行全方位的拍摄，再转化、呈现在数

字平台上。进入全景视角后，用户不仅

可以看到正面的佛像，还能看到两侧的

雕塑，以至于头顶的壁画。

“数字敦煌”的另一大特点，在于

人们可以通过洞窟建设的时间来检

索相关文物信息。比如搜索“北魏”，

就会发现莫高窟里建造最早的几个

石窟的信息：第249窟建于北魏晚—

西魏初，第254窟建于北魏，第257窟

建于北魏统一河西后。再比如搜索

“隋朝”，用户就可以看到第420窟。这

样精准的时序定位对于研究莫高窟

的文博专家和考古学生而言，无疑大

大提高了检索效率，进一步促进了海

内外对洞窟文化的研究与交流。

纵观文博行业的发展历史，走向

网络化、数字化是一大趋势，很多世

界知名的博物馆和历史古迹，都相继

开设了线上游览。网上文化交流消除

了地理的阻隔，但同时，如何用好数

字技术，借助其提升自己的文化传播

能力，也就成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此，首先得找准自己的传播优

势，不能盲目跟风。如今数字技术已

经比较成熟，但只是将文物信息数字

化，不一定有好的传播效果。这一工

作的关键在于需要明确自己的文物

特色，找准传播优势。敦煌的文化魅

力来自莫高窟，而莫高窟的核心就是

古代的佛像和壁画。抓住后者这两个

关键因素，进行科学化、信息化的传

播，就显得尤为关键。

与此同时，还得做好多媒体端的

传播。数字博物馆不一定非要以网站

为载体，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移动终端也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

重要载体。如果能在手机的应用程序

软件、小程序、短视频平台上进一步

展示数字化的文博信息，就能具备更

强的传播力与互动性。

除了传播渠道的多样化，还得

“接地气”“会讲故事”，以更加通俗的

方式，将严肃的历史文博知识转化为

生动有趣的故事，让年轻人在学中

玩，在玩中学，寓教于乐，增强用户与

数字文博信息的互动性。如今在一些

视频网站上由弹幕组成的“互动文

化”正体现了年轻网民的态度，“数字

敦煌”这类新平台，也不妨在视频网

站上找到自己的传播优势，加强与年

轻网民的互动与交流。

“数字敦煌”张开文化传播的翅膀
西蒙

华蓥山，渠水畔，曲艺薪火

相传。

曲艺之美，美在鲜活独特

的人物形象，美在悠扬婉转的

曲艺唱腔，也美在浓郁活泼的

地域特色，其透出的独特魅力，

无不让人赞叹。

2020年6月，四川省华蓥市

成功创建“四川省曲艺之乡”。

目前，该市正全力推进“中国曲

艺之乡”创建工作，聚力阵地打

造、队伍建设、活动开展等方

面，深入挖掘本土曲艺文化资

源，逐步形成“曲艺培训有精

度、曲艺作品有深度、曲艺活动

有厚度、曲艺普及有宽度”的创

建氛围，让曲乡再绽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