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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骤急，鼓点铿锵，舞台上青
年演员关亚玲甩着水袖旋身跃起，
衣袂翻飞间将现代舞蹈与戏曲旋子
完美融合。台下掌声雷动，有位老
人感慨道：“这娃的表演既有老戏的
魂，又有新潮的劲儿。”

在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
这样的场景如今已是常态。在田间
地头或镇村广场，只要商洛花鼓的
锣鼓一响，人群便如潮水般涌来。

看着这番热闹景象，商洛市地
方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淼百感交集：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商洛花鼓总算
守住老根，发出新芽。”

商洛花鼓发端于清朝中晚期，
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然而因市场萎缩、人才
流失面临存续危机，一度消失于人
们的视野。

2018年，李淼接任商洛市剧团
团长时，商洛花鼓的演员行当不齐、
乐队只有 5人；花鼓音乐传承人已
年近八旬，后继无人；想要排戏大部
分演职人员得靠外聘……

唯有解决人才困境，商洛花鼓
才有出路。李淼带领团队细致调
研，提出以地方戏曲研究创作、传承
保护为着力点，在商洛市剧团基础
上，设立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核
定编制、落实经费。

体制机制“破冰”后，大刀阔斧
的改革逐一展开。从招聘演职人员
到实行考核奖励制度，从推动传承
人收徒传艺到选送青年人才进修培
训，从“移植”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
到排演原创现实主义大戏……商洛
花鼓的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

“戏曲的立身之本是优秀剧
目。作为地方文艺工作者，长期扎
根基层是我们的优势。只有反映新
时代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才能产生共鸣。”李淼感慨道。

为了创作脱贫攻坚题材的剧目
《情怀》，演员们多次走访基层扶贫
干部，观察他们的工作状态，将真实
故事融入剧情。将全国劳模徐升莲
创办敬老院的动人事迹搬上舞台的
《若河》，引得观众动情掉泪。近年

来，随着商洛花鼓在全国巡演近百
场，秦岭深处的社会变迁被更多人
知晓。

在商洛花鼓戏《情怀》中担任配
器与指挥的解遥星星，曾在西安音
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接受过“学院
派”作曲训练。在她看来，赋予商洛
花鼓持久生命力，不仅在于内容贴
近生活，也在于形式贴近时代。

“传统程式是商洛花鼓作曲的
根，但现代观众需要更饱满的听
感。”解遥星星说。她在商洛花鼓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国家一级作曲辛书善指导下，立
足传统框架，引入现代编曲理念，探
索将商洛花鼓从单一的高频配乐转
向多频段编曲，满足现代观众的审
美需要。

这种“变奏创新”效果显著，《情
怀》的配器既保留了传统特色，又以
交响化的层次丰富听感，亮相上海
国际艺术节时，收获观众“幽默风
趣、青春浪漫，比想象中的地方戏曲
时尚”的好评。

随着越来越多有相关专业背景的
年轻人加入，商洛花鼓不断注入新鲜
血液。据李淼介绍，目前研究院有演
职人员81人，平均年龄36岁。

“90 后”关亚玲是其中一员。在
周至县艺术职业学校就读时，她主攻
秦腔小旦，后被商洛花鼓的婉转细
腻、诙谐幽默吸引，工作后便深入学
习。“商洛花鼓更贴近普通人的喜怒
哀乐，生存土壤始终在老百姓当中。”
关亚玲说，尽管走进过大剧院、参加
过大比赛，可带给她最多感动的还是
田间地头的小舞台和校园社团课的小
讲台。

两年来，“商洛周周有戏看”文化
惠民演出累计举办演出超百场，吸引
观众约40万人次；戏曲进校园活动在
商洛多所中小学校共开展400余场，
童声演唱的花鼓小调在校园回荡。

戏曲“活化石”的焕新之路，印证
了传统艺术的生存法则——守正不守
旧，创新不离根。李淼说：“只要紧贴
土地、拥抱时代，戏曲就能永远年
轻。” （新华社西安4月22日电）

戏曲“活化石”在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 赵英博

4月 21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场主题书展现场，达
娜·莉丝缇亚纳的手机镜头对准《万桥赋》的扉页。她蹲下
身，让手机屏与书页保持平行，暖光从斜上方的展灯洒落，映
照出竖式排列的楷书“万桥赋”三个大字。

上午乘坐轨道列车经过江水楼宇时，列车从居民楼中穿
行的场景还让她觉得新奇。“刚匆匆翻了一下，书中桥梁的钢
索结构，感觉和我在跨江大桥看到的那些横跨江面的钢铁支
架有几分相似。”达娜说。

她调整了一下角度，对着这三个还不认得的中文汉字，
按下了快门。

“为什么选这本书？”
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区域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达娜说：“我想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框架
和社会背景。相较于严肃或正式的书籍，我认为小说能更清
晰、更准确地激发我们的想象。”

这本书也让她想起远在故乡每天学习中文的姐姐。她
多拍了几张书页的照片，发送给姐姐，也分享给家人。“我的
姐姐正在学习中文，这本书应该对她有帮助。”达娜笑着说。

镜头对准书页的那一刻，汉字正被传递，文明的信息正
被共享。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重庆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配套活动，这场图
书展，此刻正化作微观的文明对话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主题书架前，津巴布韦非洲民族
联盟-爱国阵线政治局委员苏帕·柯林斯·曼迪万吉拉认真挑
选书籍。他最终选择了一本《为人民：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
的100个故事》，随行的同事也各自拿了一本。

“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就很好，显示了中国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
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我们来自津巴布韦，需要学习中国的经验。
我对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如何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苏帕说。

苏帕感叹道：“这本书让我想起上午的对话会。我们相信中国的经验将有
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同中国双赢的伙伴关系将帮助我们实现更快发展。”他
一边选书，一边与一旁的同事低声交流，“借鉴”“实践”等词汇格外清晰。

当达娜的照片发送至学习中文的姐姐，当苏帕在书上找到自己国家的发
展坐标，这些带着油墨香的书页，正成为他们眼中连通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
同发展道路的桥梁。

夜色漫进展厅时，书展中的书架已空出大半。那些原本摆放满当的书籍，
此刻正在各国与会代表的背包里，并将随他们走向世界各地。

达娜打开翻译软件，翻译着《万桥赋》书中一段对桥梁的描述。这让她想
起上午站在江边，看到轨道列车在大桥侧面飞驰、车流在桥面穿梭、江水在桥
下奔涌的画面。“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连接’的渴望是一样的。”她说。

（新华社重庆4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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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4月 22日电（记者
余里）以“共育新动能·融合促发展”
为主题的 2025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四川交流会，22日在成都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
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
大陆经济稳定向好，能为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面对美
国滥施关税，祖国大陆第一时间采
取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显示出捍
卫国家发展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及
秩序规则的决心，彰显了保持自身
经济发展的信心。在共同风险挑战
面前，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共同
维护发展权利和民族尊严，持续壮
大中华民族经济。

他强调，台湾民进党当局执意筑
墙断链，损害的是台湾企业的竞争
力；炒作“恐中仇中”，剥夺的是台湾
同胞的发展权。任何分裂国家的人
都是民族败类，制造两岸对立的人终
将玩火自焚。我们始终尊重、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将继续完善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扩大
两岸交流交往，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支
持台商台企扎根大陆更好发展。

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晓晖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
迎。他说，四川与台湾虽远隔千里，
但两地情谊深厚、交往合作密切。四
川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
问题的总体方略，全面深化川台各领
域合作交流，与台湾同胞共享四川现
代化建设新机遇。

21日，宋涛会见了前来参加活动
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
兆玄一行。刘兆玄在会见时表示，特
朗普置公认的经贸规则于不顾，挑起
全球范围贸易战，大陆的坚决反制给
了其他经济体应对美国经贸霸凌的信
心和底气。两岸企业要加强合作、化
危为机，争取更好发展，壮大中华民
族经济。

此次交流会于4月 21日至 27日
在成都等地举办，包括川台产业合作
推进会、川台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
会、巴蜀文化艺术季等活动。

2025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四川交流会开幕

在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记者走进中俄界江黑龙江之畔
的黑河市爱辉区瑷珲图书馆。这座
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
望的图书馆，将欧陆风情与北国书
香完美结合，是一处国境线旁，融合
了中俄文化精髓的阅读秘境。

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我国东北
边陲，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
仅一江之隔，是中俄边境线上唯一
一对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
全、距离最近的对应城市。两城并
称“中俄双子城”。

初次来到黑河，除了感受它的
异域风情，不妨走进瑷珲图书馆
——这座城市记忆的守护者，触及
城市深处的文化肌理。

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图书馆，瑷
珲图书馆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
品。砖红色的外墙带着古典的腔

调，经典的欧式拱门与立柱，让人恍
若置身圣彼得堡的某个文化角落；
建筑外立面上刚劲的“瑷珲图书馆”
五个大字，则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独
特魅力。这种“混搭”风格并非刻意
为之，而是黑河这座边境城市与生
俱来的文化气质。

这座始建于1956年的图书馆，
原名瑷珲县图书馆。2005年，图书
馆搬迁至黑龙江畔的老口岸大楼。
2024年 8月，经过改造扩建的瑷珲
图书馆重新开放，新的城市设计手
法与欧陆风格相融合，通过修复和
提取老建筑的基因，将瑷珲历史文
化注入其中。

走进图书馆，室内的设计令人
惊艳。图书馆的灯光布置经过精心
调试，让阅读氛围明亮而温馨。曲
线优雅的书架隔断仿佛是流动的五
线谱，将数以万计的书籍串联起来，

谱成醉人的乐章。散落在其中的糖
果色的沙发，则成了必要的休止符，
读者挑选到心仪的图书后，可以倚
靠，享受阅读的快乐。

“我走过很多城市的书店、图书
馆。这里的阅读体验真的很特别。”
一位北京游客坐在沙发上，一边品
读书籍，一边眺望窗外缓缓流动的
界河和对岸异国城市的轮廓。

“我们之所以将一个公益性质
的图书馆打造成一个艺术空间，就
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再发现’图书
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瑷珲
图书馆馆长黄士娥说。

作为边境线旁的文化驿站，图
书馆的藏书也极具特色，除了有10
万册的藏书，还设有全国少有的“俄
罗斯文献专区”，收藏了从普希金诗
集到当代俄罗斯科技著作的各类
图书。

黄士娥告诉记者，瑷珲图书馆每
年都会举办中俄双语读书会、边境文
化沙龙等活动，2024年还承办了中俄
图书馆合作发展大会。它既是中俄作
家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成为中俄两国
民众共享文化的“会客厅”。

在电子阅读盛行的今天，瑷珲图书
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每天清
晨，总能看到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在门前
等候开馆，偶尔还能遇见对岸过来的俄
罗斯游客。人们的语言并不相通，但在
书架间求索的目光却十分相似。这座
图书馆就像一位智慧的摆渡人，用书籍
搭建起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

离开时正值黄昏，夕阳将图书馆
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江面
上。这座界江畔的知识灯塔，不只照
亮读者的内心，更闪烁着两个比邻而
居的国家文明互鉴的微光。

（新华社哈尔滨4月22日电）

中 俄 界 江 畔 的 醉 美 图 书 馆
新华社记者 张 玥

“山绕清溪水绕城，白云碧嶂画
难成。”只有真正踏入徽州古地，诗
人笔下的钟灵毓秀才会鲜活起来。

山水翕聚之处，歙也。地处黄
山山脉与新安江交汇处的安徽歙
县，五峰拱秀，六水回澜，宛若一方
盛满浓墨的古砚。歙县自秦朝置
县、宋设徽州府，青砖黛瓦间沉淀着
延绵千年的徽州魂韵，构筑起“一座
没有屋顶的徽派文化艺术馆”。

作为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
一，徽州古城位于县城中心，曾是古
徽州一府六县的首邑，府县同城
1400 余年，形成“城套城”的独特
格局。

城内古街、古巷、古桥纵横交
错，民居、祠堂、牌坊“古建三绝”相
得益彰。

穿过古城墙正中的南谯门，徽
州府衙赫然入目。这座府衙不仅是
古徽州府的标志，更是徽州古建中
的典范。歙县文物事务中心副主任
周虎介绍，府衙始建于元末明初，
2009年被重新修复。

如今的府衙保留明弘治年间一
轴五门规制，采用廊院式布局，遵
循中轴对称、左尊右卑、前衙后邸
的原则，内有仪门、正堂等建筑。
月梁、梭柱、平盘斗等大量明代木
结构建筑实物，融入宋式遗风，别
具韵味。

出府衙东行，阳和门外的许国
石坊历经风雨岿然挺立。作为全国
现存唯一的 “八脚牌坊”，它打破
四柱常规，由八柱围合而成。石坊
上的匾额、斗拱、雀替，皆饰以精美
雕刻，柱脚的 12只狮子神态各异，
尽显高超的石坊建造技艺。

俯瞰歙县城南的渔梁古镇，形
似贴江而卧的大鱼。蜿蜒一公里的
渔梁老街如鱼脊，向南北延伸的窄
巷则似鱼骨。老街中300多处重楼
挑檐的商铺老宅，古貌犹存。任择
一条窄巷行至江边，视野便豁然
开朗。

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
的古代拦河坝——渔梁坝横卧练江
之上。这座跨度138米、底宽27米
的大坝全部用坚石垒砌，借“元宝
钉”“燕尾榫”将巨石牢牢“锁”住。
坝上水势平坦，坝下浪峰咬石。

渔梁坝是古徽州人治水智慧的
见证，也打开了兴盛数百年的徽商
传奇。“明清时，江上樯桅林立，船只
在此中转东行，仅龙船坞码头就可
停靠百余艘船只。”徽州古城讲解员
凌玲讲述着这座水运商埠当年的
盛景。

歙县拥有167个中国传统村落，
数量之多居全国县区之首。

沿箬岭古道行至县城西北角的
许村，牌坊、亭阁、廊桥等 200多处

元明清古建星罗棋布，16座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熠熠生辉，尤以徽
州代表性的水口文化称绝。

“许村枕山面水，昉溪、升溪环
绕，在村南汇聚成富资水，呈现‘倒
水葫芦’的山水形态。先人们在溪
水流出之处建起了高阳廊桥、大观
亭、双寿承恩坊等，才有了今天浑然
天成的水口风景图。”在自家老宅经
营民宿的许琦对于徽州文化如数
家珍。

阳产，一座隐匿于群山怀抱之
中的古老山寨。由于地处深山，数
百年来，山民就地取材，夯土成墙，
伐木建梁。一幢幢土楼拔地而起，
鳞次栉比，勾勒出一幅质朴而壮观
的土楼群图景。

沿阶梯登至半山腰的茶场远眺，
360余幢黄墙黑瓦的土楼依傍山势，
层层叠叠，由山脚向山顶蜿蜒伸展，
与山川深林相融。

“阳产土楼这种山居建筑形式，是
我们徽州人尊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的体现，也是皖南大地的独特印
记。”深渡镇阳产村村民郑四清说。

每至金秋，阳产人会巧借窗台屋
顶晒出各种农作物，竹盘晾竿间，铺
展丰收，半山盛景。阳产晒秋的传统
农俗活动，吸引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纷
至沓来。

如今的歙县，千年文脉仍在一砖
一瓦、一椽一木、一路一桥间流淌，续
写古韵新章。

（新华社合肥4月22日电）

歙县：

一座没有屋顶的徽派文化艺术馆
新华社记者 刘美子 朱青

图①为 3 月 26 日，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
潭村春游赏花。

图②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北岸
镇瞻淇村，村民舞动非遗鱼灯，吸引了众多游客。

图③为 3 月 6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新安江畔拍摄的
玉兰花（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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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距今已有 1500 多年历史。千百年
来，云冈石窟见证了中外文化、中
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
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的一次次握
手，堪称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近年来，山西加强云冈石窟
保护与研究，不断提高保护修复
的科学化水平，并深入挖掘其历
史文化底蕴，让人们在“活”起来
的文物中感受文化力量。

成 立 于 2021 年 的 云 冈 研 究
院，是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
究与管理工作的机构。云冈研究

院坚持“保护第一”原则，持续加强
对云冈石窟各洞窟的病害调查、微环
境监测和日常保养。一支“文物医
生”团队对石窟进行“望闻问切”——
石质文物修复、壁画及泥塑彩绘保护
修复、可移动文物修复……他们建立
档案、对症下药，让饱经风霜的石窟
重焕光彩。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大小造像 59000 余尊。借助文
物保护领域尖端科技手段，目前 80%
的洞窟实现了全数字化保全。

这是 4 月 15 日，在云冈石窟，身
着传统服装的演员和游客互动。

（据新华社）

云冈石窟：

守护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