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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飞）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旅厅获悉，宁
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秦腔现代戏《花儿声声》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庆祝建党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
划重点扶持作品。

秦腔《花儿声声》是 2012年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与导
演张曼君和主创团队合作的一部佳品力作，也是秦腔现代戏

“三部曲”首部作品，由柳萍、李小雄、张涛领衔主演。剧情演
绎的是爱民惠民吊庄搬迁工程中的一段故事。该剧自首演
至今，先后荣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2012年度国家十大舞台精品剧目榜首、第十四
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六届中国西北五省区
秦腔艺术节剧目金奖榜首等多项大奖。

本报讯（记者 王 飞）近日，记者从宁夏文化馆获悉，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称进博会）在上海盛大召开，宁夏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精彩亮相本次盛会。参展的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宁夏山花儿、宁夏小曲、宁
夏民间器乐、宁夏剪纸、杨氏泥塑、贺兰砚制作技艺、农民画、麻
编、葫芦烙刻画，此次代表性项目在本届进博会上，展示了丰厚
的宁夏非遗风采。

据悉，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
的开展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以“爱创新，领未来”
为主题的本届进博会，吸引了近5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今年首次参展。进博会上，宁夏非遗展演展示区吸引了大批
参展者的驻足。宁夏向全世界展示了宁夏非遗近几年来的保护
传承创新成果，让更多人见识到了宁夏非遗魅力。伏兆娥、张璟
等宁夏非遗传承人代表希望能够借助盛会，多展示、多交流、多
借鉴，能进一步提高宁夏非遗知名度，提高宁夏非遗影响力。

宁夏多项非遗项目精彩亮相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秦腔《花儿声声》入选文旅部
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沙梁子村揭露一处距今约 2000年的西汉中
晚期疑似大型粮仓建筑基址。据了解，这是我国迄今
发现规模最大的汉代单体夯土高台建筑。

这座大型沟槽式夯土高台建筑基址，位于一座面积
约11万平方米的西汉城址中部，呈东西走向，东西长约
170米，南北宽约21米，是一座残存面阔16间、进深2间
的长条形建筑。目前，在这一大型房屋遗址内部揭露南
北向沟槽16座，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沟槽的作用为通风、
防潮。建筑壁柱所用木材均为能防虫、防潮的松木。在
遗址浮选的土样中发现有黍子，在夯土台下还发现成排
的储存粮食的窖穴，里面出土数量较多的黍子。

考古人员初步认为，这是一座大型仓储遗迹，并
根据建筑基址上发现的沟槽结构以及出土遗物判
断，此遗址很有可能是西汉大型粮仓建筑基址，使用
时间约 100年，最后毁于一场大火。目前，考古人员
还未发现与这一仓储建筑相关的文献记载。

“目前发掘情况显示，这座仓储建筑体量大，规
格较高。”考古项目负责人刘扬说，根据现有研究，这
一仓储建筑所在地属西汉云中郡犊和县，是汉代北
方长城沿线的一座边城。但在边城修建的这一房
屋，却有着汉代规格较高的建筑才有的四面坡屋顶。

项目执行领队金志伟说，这种沟槽式建筑结构
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较少见，与汉长安城武库、京师
仓等比较，有同有异，但主要功能应该都是仓储类功
能。这是我国发掘的首个西汉边城疑似粮仓建筑，
为研究汉代边城仓储建筑提供形象资料，也为研究
汉代边城布局及内涵提供全新资料。这一重要发现
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技术以及汉代中央政权对北方
长城沿线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汉代北方农业经济
等相关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
院日前在北京向中外发布《2019中国诗歌年度报告》。这次
报告赓续了前三年度的“大事记与动态”“创作综述与成果”

“学术研究和批评”“出版和作品互译”等主要内容，并首次添
加了对诗歌的文本分析。报告为中国诗歌的理论推动提供
了翔实的参考依据。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称，剖析研究这一年度的诗歌
文本，是希望影响和激励更多的诗人立足于现实生活和艺术
要求，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2019中国
诗歌年度报告以巨大的篇幅关注了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诗
作，表现出诗人对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赞誉；关注了五四以
来新诗百年的理论总结，为下一个百年新诗再出发提供了思
路；关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诗歌汉译出版的情况，为“一
带一路”建设架起了诗歌的桥梁。

2017年 3月 28日，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
究院在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第一部《中国诗歌年度报告》（2016
年卷），同时宣布每一年度的报告在翌年发布。《中国诗歌年度
报告》为世界各国较为全面了解中国诗歌现状提供了一个权
威读本，亦是以诗歌的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

以诗歌讲好中国故事
——《2019中国诗歌年度报告》发布内蒙古发现约2000年前

疑似大型粮仓建筑基址

这是 11 月 1 日拍摄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
梁子村中的西汉中晚期疑似大型粮仓建筑基址
发掘现场（无人机照片）。

近日，中国煤矿文工团召开发布会，由苗圃、
聂远主演的“脱贫攻坚”题材原创话剧《情系贺
兰》，将作为煤矿文工团 2020年重点创作剧目，于
11月 19日至 22日在北京二七剧场首演。

该剧由陈鹏、费守疆编剧，徐涛导演。据介
绍，该剧创意缘起于 2019年 6月，中国煤矿文工
团和银川市文旅广电局及银川艺术剧院签署战
略协议，建立双方结对发展、定点帮扶的合作关
系。随后，文工团党委书记刘中军带领有关人员
赴银川进行采风，到闽宁镇实地考察，对闽宁镇
这样一个搬迁而来的新型村镇发生的巨大变化
感到震惊、振奋，当即决定创作一部反映这一真
实事件的大型原创话剧。

经过一年多创作和修改，以导演徐涛为主的
主创团队召开了数次创作研讨会，又将剧本修改
了 6稿，并进行了 4轮剧本大纲的调整。在此过
程中，团长贾雨岚带领主创团队深入宁夏多地进
行采风访谈，走进大山里，回归百姓中。

剧中苗圃饰演福建支援宁夏的扶贫干部、第
一书记郭闽兰，聂远饰演郭闽兰的丈夫迟子仪，
贾雨岚饰演故土难离的老奶奶。

徐涛以往都是以配音表演艺术家的身份
为大家所熟知，这次，他则以导演身份出现在
了话剧剧组。在发布会上，徐涛表示：“我原本
就是导演出身，但这些年‘不务正业’，没怎么
做导演。这次受脱贫攻坚主题的感召，带给了
我很大动力。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有幸经
历了这样的进程，就应该尽可能地参与其中。
我们这个戏不是那种豪华舞美的大型制作，而
是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大型’，从精神层面上去
展现扶贫干部以及脱贫地区人民的内心世界和
精神高度。”

20 多年后重归戏剧舞台的苗圃
表示：“我扮演的是一个从南方城市到
宁夏的扶贫干部。为了帮助当地脱
贫，她在艰苦环境中待了五六年甚至
牺牲了生命，这样的精神让人非常感
动。作为一部原创作品，在排戏过程

中，我们有过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我也曾有
过想要放弃的状态，因为 20多年没有上台，所以
会有各种恐惧和不适应，有过想要妥协和放弃，
想回到自己舒适圈的时候，但这个人物也鼓励了
我，让我继续坚持下去。这是一个表现人物的话
剧，很好看，很感人，我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静下
来观看，好好感受戏剧的魅力，也更能理解脱贫
攻坚的意义。”

（据《北京晚报》）

徐涛导演 苗圃 聂远主演

脱贫攻坚话剧《情系贺兰》19日首演

（资料图片）

11月11日，观众在观赏展出的玉石作品。
当日，中国·苏州第十二届玉石文化节暨第十届中国玉

石雕刻“陆子冈杯”玉石精品展在江苏省苏州市开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1586 件玉石作品集中亮相。 新华社发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联合央视创造
传媒、中国国家话剧院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
中国》第二季播出第三期。

从三期来看，节目在第一季经验积淀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一方面，节目聚焦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从《十八洞村》《扶
贫路上》到接下来的《钟南山》《南仁东》等，主创团队把为时
代画像、立传、明德作为使命，竭力创造新的经典；另一方面，
节目继续演绎经典，传承经典，但从《英雄儿女》来看，节目进
一步强化了细节真实和表演真实，从而实现以艺术化手法回
顾历史、记录历史、致敬历史的独特意义。

本期节目中，戏剧总导演田沁鑫以“坚守”为创作核心，带领
于毅、姜梓新等演员再现《英雄儿女》当中的动人情节。无论幕后
创作还是台前表演，总台《故事里的中国》都表现出对历史的高度
敬畏和作品的无比真诚。足以看出，节目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下
足苦功，从脚踏实地的采访、查阅、求证、体察，到紧扣细节的生动
还原、全情演绎，因为它极尽可能地体现了历史层面的令人信
服，从而拥有了直抵人心的艺术真实。 （据中国新闻网）

第二季《故事里的中国》
再现经典“英雄儿女”

当前，方言网络文艺大多为自媒
体生产，存在良莠不齐的现状，有些作
品难免存在内容粗俗化、制作粗糙化、
趣味粗鄙化的情况。方言网络文艺创
作不可沉溺于“土味”，一味追求娱乐
效果，从而让方言沦为媚俗的手段。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面对
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挑战，网络语言的
生产者和创作者，要坚持审美趣味的
引导和高质量的方言内容生产。网
络文艺尤其是方言创作长于日常表
达，但日常不等于一地鸡毛、无聊琐
碎。如何在小人物的平凡日常中记
录美、发现美，表现有温度的人性，直
面现实的困惑，寻求心灵的慰藉，这

是网络文艺方言创作的努力方向。
“破圈”体现的是互联网提倡的

真正平等和对个体的尊重。方言在
网络文艺中“破圈”的密码，来自得
天独厚的文化渊源，告知文化源流
中“我们从何处来”的答案。方言网
络文艺作品应该以文化为起点，寻
找文化生命的延续性，探访历史地
理留给我们的根脉相传的文化符码
和精神财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
深耕现实，在同质化的网络语言中
独树一帜，用方言的魅力建立地域
文化自信，让那一份乡愁成为文化
传承最美的寄托。

（据《光明日报》）

方言网络文艺
别沉溺于语言是文化的天然载体，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底色。

一声悠悠乡音，带着故土的芬芳，成为心底最深的乡愁的印
记。不同的方言，对应着不同地区的历史传承、民俗逸趣、
行事礼仪和人情风物。可是，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推进，在主张“共同语言”的现代社会，方言及其对应的文艺
形式随之凋敝，“故乡”的缩影也日渐淡去。以多样化的艺
术形式保存、传播方言，不仅可以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也能让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并焕发活力。尤其是在网络文艺
兴盛的当下，寻找新的文艺形式和表达空间来激活方言，唤
起方言新的生命力，维系乡土记忆与城市生活之间的精神
联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考察方言与文艺样式的渊源，
可以发现，传统的地方曲艺最能体
现方言的文化特点，比如秦腔、豫
剧、粤剧等，合辙押韵的戏词依托方
言特色，唱出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性
和多样性的特点。伴随着流行文化
的兴起和互联网的影响力，将地域
文化与方言结合起来的音乐形式是
网络原创歌曲。像网络空间里大受
欢 迎 的 陕 西 方 言 民 谣《西 安 人 的
歌》、微电影主题曲《重庆的味道》、
低苦艾乐队的《兰州兰州》，用方言
演唱配上地域的风土人情、美食美
景，不仅是自媒体内容生产者表达
乡音、寄托乡情的载体，也是网民了
解城市文化的有效路径。

方言网络歌曲为方言的传承找
到了舞台，同时也让方言褪去了“土”

和“俗”的标签。川渝风味的说唱，三
秦大地的摇滚，成为网生代追捧的新
时尚。川渝说唱的歌词特点，具有四
川青年文化的地域性，成为青年人享
受生活、敢耍爱玩的生活写照。四川
话那种脆生生、活泼泼的腔调和韵
味，天然具备接地气的基因，像《精神
小伙听令》里的“整起来”“懂了撒”，
不仅形象鲜活，也易于流传。而宏大
叙事的平民化解读，也在网络文艺作
品中找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比如，《十三五，巴适得板！》将方言与
英文、说唱、四川“金钱板”结合起来，
用弹幕互动配上大熊猫、峨眉山、三
星堆等四川元素，尽显巴蜀山水的钟
灵毓秀。“巴适”在四川话里就是很
好、舒服、正宗的意思，也从一个侧面
体现出家乡的自豪感。

彰显方言的文化魅力

在互联网时代，方言作品的兴起，
满足了个体的自我表达和社群文化的
认同，方言类短视频、方言表情包制作
成功“破圈”，带来跨圈层传播的又一
增长点。当方言遇上短视频，立即触
动“网感”一族的互动神经元，乡音俚
语的亲切感，地域文化的归属感，“他
者”异质的新鲜感，都成为网友触屏、
围观、互动的动力，方言类短视频更是
地方自媒体快速吸引粉丝的利器。

方言成为短视频的常见声道，是
因为方言在连接情感、渲染气氛、拉近
距离、强化认同上具备传播优势。方
言短视频一部分主打娱乐搞笑类,还
有一部分走知识传播和专业解读路
线。研究表明，母语更容易激起强烈
的情绪反应。而今互联网上的情绪传
播成为主流。感性类内容通常将私密
的议题带入公共领域，在激发受众情
绪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归属感。

作为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方言

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这一点尤其体
现在方言文学写作中。在社会生活
的丰富性和作者个性表达的微妙性
方面，方言具有无可比拟的妙趣。不
少作家回归故土，发掘方言，找寻语
言的源头。方言不仅是一种叙述方
式，更像是一条精神脐带，连接着作
者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

网络语言作为新的语言现象，
折射出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精神世
界。网络时代的方言创作，不同于
父辈们的“寻根”驱动，也不是新的
艺术创作方法的实验，而是网络原
住民的自媒体生产者就地取材的原
料，是年轻一代在网络文艺接地气
的审美趣味中自主的选择。方言不
仅是告别故乡的人纾解乡愁的出
口，也是城市生活的人对地域风情
和乡村生活的想象，是连接乡土中
国与城市空间、连接传统话语与二
次元表达的全新网络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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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让文化传承开新花

方言利于情绪和情感传播

“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