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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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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国家大剧院以“文艺”为切入点，寓党
史学习教育于文艺实践中，策划推出

“文艺经典中的党史”系列活动。活动
共举办 20期，将邀请百名老中青艺术
家，从“歌、乐、舞、剧、戏”五大艺术门
类中遴选出 50部百年党史历程中最具
代表性的经典文艺作品，如《白毛女》
《沙家浜》《长征》《天路》《江姐》《红色
娘子军》等，通过作品解读、现场表演
等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现百年党史的
丰功伟绩和奋斗精神。

首场主题活动中，作家王蒙、党史
专家邵维正亲临现场，为到场的党员
代表讲述了党史与文艺作品之间的关
系、党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以及党的精神谱系。作曲家舒楠生动
讲述了《不忘初心》的创作历程。此
外，李光羲、乌兰图雅、金郑建、张心、
王冲、赵岭等艺术家进行了精彩的现
场表演，并分享艺术创作故事。

在讲述党史与文艺作品之间的关
系时，王蒙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与奋斗和文艺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是
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每一个时期你
都可以想到当时文学艺术种种的作
品、种种的经验以及党对文学艺术的
关心、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关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文艺
工作者们前赴后继，歌颂党的光辉历
史和丰功伟绩，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
的优秀作品，在激励中华儿女践行初
心使命、传承革命精神方面作出了突

出贡献。对此，邵维正表示：“一部厚
重的百年党史，需要有适当的表现方
式。除了写党史、读党史读本之外，更
需要有文艺这种形式。文学艺术是群
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用这种形式
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非
常恰当的。”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中，国家
大剧院与中国唱片集团还共同策划

了《“文艺经典中的党史”——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展
陈了党史主题的绝版黑胶唱片、乐谱
等珍品，包括中国第一张红唱片《垦
春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第一
张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等，并通过
影像图片展示、多媒体视听等方式，
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百年党史音乐
作品的魅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首部 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
蛇传·情》运用大量电影特效，把
传统戏曲片拍出了大片感。该片
近日在京举行超前点映，影片导演
张险峰携编剧莫非，主演曾小敏、
王燕飞、朱红星等亮相，与观众交
流。该片于 5月 20日上映。

与过去大多数采用实景拍摄
的戏曲电影不同，《白蛇传·情》创新
了戏曲电影的表达方式，在类型化
上做出重大突破，通过前沿4K技术
及大量视觉特效，把许多在舞台上
无法呈现的宏大场景一一呈现在大
银幕上，使戏曲电影更添魅力，是戏
曲电影的大胆创新之举。影片特效
部分由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深圳
三地团队共同完成，以奇幻化的效
果呈现了戏剧舞台抽象化的“盗仙
草”“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

导演张险峰说，《白蛇传·情》
在画面上融入了宋代美学上所追
求的简约和留白，既保留了传统戏
曲精髓，也注入了东方美学意境。

“创作时我们有很多关于戏曲与电
影之间分寸的考量。”

在文本上，《白蛇传》是家喻户
晓的民间传说，编剧莫非透露自己
在改编时大体上遵循原版故事，也
根据当代观众审美做了一些全新诠
释，比如把法海处理得更有人情味、
增加了许仙在感情中的转变和最后
的坚守。影片在结尾时表达出“人
妖殊途因情而同归一处”的主题，希
望能通过对这份美好情感的肯定引
起观众共鸣。（据《北京日报》）

“羊皮筏子赛
军舰，古老的水车
悠 悠 转 。”中 卫 市
北 长 滩 村 的 羊 皮
筏 子 制 作 技 艺 被
列 为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近日，记者来
到北长滩，在该项
目传承人高勇的介
绍下，揭开了这门
古老传承技艺的神
秘面纱。

高勇告诉记者，制作羊皮筏子
所需要的羊必须是山羊，最好是放
养的老山羊。羊皮厚实，韧性强，这
种皮子制作的筏子，在渡河时接触
到河中暗礁不易被撕裂。从羊颈部
开口，慢慢将整张皮囫囵个儿剥下
来，待其发酵腐败后将羊毛拔除干
净，然后灌入水、粗盐和胡麻油，置
于太阳底下爆晒使其松软，待表面
全部呈现金黄色后，用线绳扎成袋
状，留一小孔给羊皮充气。“经过晾
晒的皮胎颜色黄褐透明，看上去像
个鼓鼓的圆筒。有杀一只羊，剥一张
皮，吹一口气，晒一个月，抹一身油
的说法。”高勇说。

接下来需要打板、组筏，皮筏木
架通常用厚 2厘米、宽 8-10厘米木板
组成长约 2.5米、宽约 2米的长方形框
架，用麻绳将坚硬的水曲柳木条捆一

个方形的木框子，然后与 4根较粗的
柳木和 60根较小的柳木进行捆扎，并
将皮囊按序用麻绳扎结在木条下。随
后用剩余的木板根据划船的排子匠身
高臂长制作船桨，每个筏子上得有一
个筏工。“出行的前两天，按照传统筏
工会在筏子上挂红布等，在行进中不
能说‘破’‘沉’‘碰’‘没’‘断’等词，以
保平安。”高勇说。

由于羊皮筏子体积小而轻，所
有的部件都能拆开，便于携带，而且
运力强，好的单个羊皮筏子可以承
受 2000 斤的重量，若四五个组合在
一起，运几头牛都没问题。筏子浮
出水面的部分至少有 30 厘米，可以
确保货物不被浸湿，是黄河沿岸劳
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古人用“纵一
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来形容皮
筏破浊浪，过险滩的情景。

说起羊皮筏技艺的传承，最早
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祖辈们
乘着羊皮筏子沿黄河一路漂流到北
长滩村，看到这里风景秀丽，还可以
引黄河水灌溉田地，便在这里繁衍
生息，耕种放牧，同时也把羊皮筏子
制作技艺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 500
余年历史。

“听父亲讲，爷爷高世富是村里
手艺最好的匠人，村上的人都来向
他请教。”高勇介绍，北长滩村作为
丝绸之路的古驿站，常常有河上游
的匠人来这里落脚，起先村子里会
做羊皮筏子的有三四位老人，但由
于筏工家族的后代不愿继承父辈
的衣钵，改从事其他行业，渐渐就
剩下高世富了，他不仅将剥皮胎、
扎口的技术教给儿子高占魁，也教
给了村里的人，到上世纪 50 年代中
后期，高占魁每年都要给公社做十
几个羊皮筏子。

“我 18岁就开始跟着爷爷、父亲
学习制作羊皮筏子，后来还运过自家
种的粮食去市里赶集呢。”高勇介绍，
一到秋天，树上的软梨、枣子，田里的
小米、麦子都丰收了，村民便划着羊皮
筏子运到中卫市售卖，沿黄河顺流而
下，3个多小时就到了渡口，村民平日
里走亲串友、外出种地、看病，也要靠
羊皮筏子。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羊皮筏子都是北长滩村最重要的
交通工具。后来慢慢有了毛驴车、手
推车，随后公路修通，客车开通，随着
交通的便利，这门传统手艺逐渐处于
濒临失传的地步。

现在，76岁的高勇已不再继续制
作羊皮筏子，将掌握的技艺全部教给
了沙坡头旅游区的羊皮筏子传承基
地，以此来延续羊皮筏子的技艺传
承。羊皮筏子作为水上娱乐项目之
一，每到夏季，来往游客都要体验一下
他的魅力。

新华社西安电 5月 12日，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
帝陵彩绘铜车马二号车，经过安全评估、分拆、打包、运输和
再次组装，在新落成的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首次亮相。

秦始皇帝陵铜车马自 1980 年出土以来就引人注目。
据当年参与发掘和修复工作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吴
永琪介绍，由于上层填土的塌压，两组铜车马被发现时已碎
裂成 3000多块残片。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连续 8年的修
复，它们才得以展现完整形态。铜车马不仅再现了秦始皇
銮驾的风采，而且展示了古代冶金铸造工艺和车马系驾关
系，其历史价值、科技价值、艺术价值巨大。

12日“搬家”的铜车马是此前放置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
物库房的铜车马二号车。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介绍，
新落成的铜车马博物馆距离这组文物的出土地仅200余米，随
后当年发现的另一组铜车马也将迁至新馆。新展馆中还增加
了与铜车马同时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的展陈，并以多媒体手段
展示此前难得一见的铜车马车厢内部的纹饰与彩绘。

新华社萨格勒布电 近日，由中国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魅力北京”系列纪录片在
克罗地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正式开播。

此次播出的“魅力北京”纪录片包括《为民而商》《中关
村》《昨天的故事》《自然北京》四个系列，通过讲述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和城市发展、北京文化的传承以及北
京生活，展现当代北京建设成就、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

克罗地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巴齐奇对记者表示，这
是克罗地亚国家级电视台首次与北京市方面合作，落地播
出中国主题的系列专题纪录片。

据悉，在中国驻克使馆的大力协调下，克方对此次合
作十分重视，组织专人参与节目内容、技术标准、翻译等方
面的工作，并将“魅力北京”作为特别节目在其台庆当周推
出。节目开播前，克罗地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通过电视节目、
官网及社交媒体大力宣传介绍，吸引众多当地媒体关注。

自 2017 年以来，“魅力北京”系列纪录片已陆续在德
国、匈牙利、波黑等国播出，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及“17+1”合作参与国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

新华社南京电 始建于 1908年的南京浦口火车站在一
百多年后经过改造更新焕发新颜，这座极具近现代特色的火
车站不仅被定位为历史街区，还将形成数字化文旅新业态。

1914年，浦口火车站正式开通运营，是连接津冀鲁豫
等 11省市的重要交通枢纽。1918年冬，朱自清去北京上
学，在浦口火车站与父亲话别，写下了散文名篇《背影》。
2013年，该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运营方南京扬子国投集团介绍，浦口火车站片区一
期用地面积 3.2 平方公里，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416 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 370亿元，共规划数字金融城区、风尚生活区、
文保片区、超级总部基地和北部滨水区等五大片区。

为确保项目稳步开展，南京江北新区纪工委监察工委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加强对项目的监管，构建纪检监察工作
职能与重大项目建设相融合的联动机制，发挥廉洁文化服
务保障重大项目的作用。

南京扬子国投集团总经理郭建说，更新后的浦口火车
站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5G等技术，实现“文旅+科
技”融合，形成数字化文旅新业态。

陕西：“青铜之冠”
秦陵铜车马“搬家”

在丹寨万达小镇非遗展示区，彝族月琴制作传承人在
现场制作月琴。

日前，第二届中国丹寨非遗周在贵州丹寨万达小镇开
幕。本次活动为期9天，来自全国的非遗传承人将进行非遗
绝技展示、蜡染千鸟图制作、千年古法造纸等。此外，非遗周
期间还将举办第二届中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论坛、首届少
数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及民族医药丹寨行等活动，
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非遗盛宴。 新华社发

克罗地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开播“魅力北京”系列纪录片

百年浦口火车站焕发新颜

黄河上流动的记忆
小小羊皮筏子中的智慧结晶

羊皮筏子技艺百年传承

《白蛇传·情》拍出
古装大片视效

这是5月13日拍摄的骆驼城遗址（无人机照片）。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境内，河西走廊

中部，是典型的汉唐边郡城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华社发

在文艺经典中回望党史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编织你

们。”近日，在演员赵岭对小说《青春万岁》饱含深情的朗诵中，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文艺经典中
的党史”系列活动揭开了首场主题活动的序幕。这场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文艺的方
式打造党史教育第二课堂，带领大家在文艺经典中回望党史，守望初心。

李光羲（右）、乌兰图雅在首场活动中分享创作故事。

（资料图片）

:

羊皮筏子传承人高勇（左一）和政协委员
们交谈。

马 军 文/图

听非遗传承人讲述羊皮筏子的“奇幻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