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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儿”是流传于我国西北地
区的一种山歌，是花儿的重要组成部
分。63 岁的王德勤是国家级非遗项
目山花儿传承人之一，自上世纪 80 年
代初一直坚持演唱至今，多次
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各
类奖项。近日，记者来到
吴忠市山花儿传承基
地 ，听 王 德 勤 讲 述
自己与山花儿之
间的缘分。

说起“山花儿”，王德勤就有说不完的话。
“山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青、宁、新等多个省
区，并使用当地方言演唱的民间艺术。而宁夏

“山花儿”俗称“干花儿”“山曲子”“野花儿”，是
广泛传唱于固原、海原及同心一带的一种地域
性民歌。

早期的“山花儿”靠人们口口相传，在日
常生活中，农村人闲暇之余总会漫上几句

“山花儿”，每逢节日也会聚到一起，三三两
两来一首“山花儿”歌咏比赛，氛围浓厚。上
世纪 60年代，“山花儿”被正式搬上了舞台，
也因此诞生了一批“山花儿”非遗传承人。

“我 20岁开始接触‘山花儿’，是自治区第二
批‘山花儿’非遗传承人。”王德勤说，自己刚
接触“山花儿”时，正处在保护挖掘时期。一
方面，老一辈“山花儿”歌手在不断收集流传
下来的经典曲目；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活动、
比赛，一批新的“山花儿”歌手被挖掘出来。

“1984 年，我参与录制了《中国民间歌
曲集成·宁夏卷》中 36 首‘山花儿’。”王德
勤说，那时候一天要录制三四首，她和很多
民间歌手，晚上练习“山花儿”曲目，白天参
与录制。“那一次录制让我更加了解山花儿
民间歌曲的时代价值，也更加明确了自己
身上所担负的责任。”王德勤感慨，《中国民
间歌曲集成·宁夏卷》收录了 400 余首民间
曲目，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
化财富。

“我母亲是音乐老师，从小耳
濡目染我也爱上了音乐。”王德勤
说，她从小就喜欢唱歌，小学时加
入了校合唱队。1980 年，宁夏第
一届“山花儿”演唱会在吴忠举
办，王德勤参加了演出。“表演结
束后，安妮老师找到了我，让我跟
她学习唱‘山花儿’。”王德勤说。

“安老师让我学‘山花儿’，却
从没让我练过发声，而是让我直奔
声音的制高点、最高音。”王德勤
说，宁夏文化馆的非遗传承人安妮
既擅长弹口弦，也擅长“山花儿”
演唱，是自己的引路人。她认定王
德勤“嗓子野得很，适合唱山花儿
民歌”，常常给王德勤传授“山花
儿”的演唱技巧，并将口弦技艺也
一并传授给她。30 多年来，王德
勤在参加比赛、演出时，既唱“山
花儿”，也学弹口弦，获得了很多

人的认可，渐渐成为宁夏“山花
儿”名人之一。“现在，我也尝试在

‘山花儿’演唱里融入葫芦丝、泥
哇呜等民族乐器，让‘山花儿’更
有创新。”王德勤说。

现在，63 岁的王德勤硕果累
累，2010年，她在西部 13省区民歌
（花儿）大赛中，获得宁夏赛区的金
奖和 13省赛区的银奖；在有全国近
40个民族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参赛的活动中，王德勤演唱
的回族宴席曲《父母好比江河水》
获得铜奖，还获得“优秀传承人
奖”。2018年，她被评为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山花
儿）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荣
获宁夏第九届文学艺术奖表演类
二等奖；2020年被授予宁夏“塞上
文化名家”称号；同年，还获得西部
13省区民歌（花儿）邀请赛金奖。

“拔了个麦子拔胡麻呀，手痛这呀，我
咋地拔了个下吔，有心给我小妹妹搂两把
呀，又怕了呀是外旁人的笑哟……”在采访
中，王德勤现场为记者演唱了《拔了麦子拔
胡麻》中的一段，她的演唱流畅而细腻，不
经意间将听众带入了田间地头拔胡麻的场
景中，令人回味无穷。

王德勤说，宁夏“山花儿”最显著的特
点就是曲调直白、衬词、衬句、拖腔、颤音、
滑音相对较少，在《拔了麦子拔胡麻》中，
尤为突出。它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兼收并
蓄，想唱什么就唱什么，表现内容非常广
泛。而且，很多“山花儿”中的代表作没有
引子，直接叙事、抒情。尤其在讲述男女
爱情中，或真挚热烈、或哀伤悲痛、或委婉
含蓄、或率真直露；在描绘人民生活时，融
入方言、民俗、经济、政治等内容，留下了
各个时期人们的心声；在演绎历史或传说
故事时，赞扬美好，鞭挞丑恶，具有很强的
教益。

近年来，王德勤应邀给青铜峡市文工
团的演员们教唱“山花儿”，让一些青年演
员喜欢上了“山花儿”。现在跟王德勤学习

“山花儿”的学生有 50多人，其中有 4人已
经是市级非遗传承人。

与此同时，王德勤作为吴忠市文化
馆艺术幼儿园园长，尝试在幼儿园中开
设“山花儿”音乐课程，让“山花儿”开花
结果。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演
唱‘山花儿’，让这项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来
展现我们宁夏的民间艺术。”王德勤说。

（马 军）

扎根民间的“山花儿”
绽放光彩

让“山花儿”唱响五湖四海

为传统文化融入更多时代元素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德勤:

让宁夏“山花儿”唱响全国

秉秉承承 匠人初心

宁夏 艺人

9月25日，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拍摄展出作品。
当日，“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青岛水彩”在北

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 100 余位画家的 200 余幅作品，全
面展示青岛水彩的发展脉络和成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兰州9月25日电 一提起敦煌
壁画，人们首先想到“反弹琵琶”。但这一形
象究竟从何而来、如何变化，却鲜为人知。

在 9月 24日至 26日于甘肃省敦煌市举
办的敦煌论坛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
授葛承雍对“反弹琵琶”的来源进行了解
读。他研究认为，“反弹琵琶”伎乐天形象
原为男性。

葛承雍说，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甲骨文、
简牍文献、敦煌遗书等“冷门绝学”的支持
力度，这些虽小众却关乎中华文明大课题
的研究领域展现出新生机。

龟甲上刻字、简牍上书写、墙壁上绘画……
数千年间，中华民族通过不同方式记录文
化。探寻民族基因和文明密码，是“冷门绝
学”的独特价值。

近年来，国家持续关注“冷门绝学”。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首次设立学术团队项目类型。“国家为基础
研究提供支持，鼓励学者甘坐‘冷板凳’。”
葛承雍说。

结合“中国目光”和“国际视野”解决疑
难问题，成为葛承雍和他的团队最关注的
事情。这支由中外多家机构学者组成的团
队，将敦煌壁画与希腊、粟特、波斯、印度艺
术进行对比研究，期待探明文明交流互鉴
的历程。

“反弹琵琶”形象溯源，是其中一个研
究成果。他们对比研究唐代贞顺皇后石椁
线刻画、敦煌壁画等发现，“反弹琵琶”很可
能来自异域，从盛唐时期的长安到中唐时期
的敦煌，这一形象从胡人变为汉人，从男人
变为女人。这正是丝路文化交融的见证。

“‘冷门绝学’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跨界
融通，着力解决源头难题，将符号化、片段
式的印象连接成有序的链条，进一步推动
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葛承雍说。

9月25日，演员在演出歌剧《洪湖赤卫队》。
当日，由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创排的科技版《洪湖赤卫队》

在武汉汉秀剧场首演。此次演出的版本将经典歌剧与高科技
舞台结合，将“千里洪湖”实景呈现。

该剧作为特邀剧目参加正在武汉举办的第四届湖北艺术
节，本届艺术节在 14 天内集中演出 20 多场民族歌剧、话剧、音
乐剧、舞剧等舞台艺术精品。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9月 25日，记者获悉，由中国艺术
摄影学会与宁夏、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
山东九省（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九省（区）文化馆与艺
术摄影学会承办的《大河上下——第十三届黄河流域九省区
摄影作品展》将于 9月 28日至 10月 15日在银川国际版画创研
中心艺术馆展出。

本次展览精选黄河流域九省（区）的 270幅摄影作品从历
史、文化、自然、生态等多个维度，聚焦黄河独特的自然生态、
丰厚的人文内涵和多彩的生活景象，以新时代的艺术语言展
现黄河力量、黄河风采和黄河儿女的精神风貌，汇集成一幅气
象万千、壮阔恢弘的时代画卷。

黄河流域九省（区）摄影人以“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己任，将体悟到的真情实感和自然之美
升华到作品的内涵和意境中，定格到弘扬黄河文化的艺术创
作中，呈现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美好图景，体现了作
者对于黄河的深厚情感与文化关切。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9月 25日，记者获悉，在 2021“一带
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秦皇岛分会场）开幕式
上，宁夏文化和旅游厅委派宁夏非遗中心带队，组织我区优
秀的花儿非遗传承人代表宁夏参加本次活动演出，花儿联
唱《花儿漫六盘》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主办方的高度
赞赏。

本次活动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明交流对话。
据悉，举办“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有利于弘
扬丝绸之路与万里长城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为各国民间文化
艺术提供舞台，为各国人民交流对话搭建桥梁，为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织就纽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而不同，倡导
美美与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马 军） 9月 26日和 28日，作为首届
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子活动之一的《星空
朗读》第三季博览会，分别在中卫市沙坡头、银川市志辉源石
酒庄举行。

此次活动以“星星故乡·星耀宁夏”为主题，通过《我的故
事》《我的家乡》《我的祖国》三个篇章，从不同维度展现宁夏星
空之美、讲述山海情奋斗史、展望宁夏未来之美。届时多位著
名表演艺术家、知名主持人等走进宁夏，通过朗诵、表演等艺
术形式助阵活动，深入挖掘宁夏“星星故乡”内涵，讲好宁夏故
事，传播宁夏之美。

据了解，《星空朗读》是由浙江广电集团倾力打造的中国最
具品牌价值文旅类栏目，此次《星空朗读》走进宁夏，是宁夏、浙
江两省区在文化旅游领域三度携手、共赢发展，不断扩大宁夏
旅游在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宁夏打
造“星星的故乡”等 IP品牌，推动宁夏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星空朗读》活动第三季还于9月25日至29日开展“星游宁
夏”——网红达人宁夏打卡行活动，邀请流量大咖、抖音网红导
游、抖音旅游达人、小红书人气博主、旅游达人和马蜂窝达人等
实地探访宁夏，通过图片、短视频等打卡形式在网络端种草，以
全新的视角，对宁夏文化、旅游等各方面资源进行挖掘提升和宣
传，把宁夏的美传递全国，扩大和提升宁夏文旅的品牌影响力。

宁夏“花儿”绽放 2021“一带
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

“大河上下”第十三届黄河流域
九省（区）摄影作品展28日开展

《星空朗读》第三季走进宁夏

《鲁迅图传》首次公布珍品

《鲁迅图传》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
版，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经过近三年深耕
厚植用心编撰的敬献之作。这是一本
具有博物馆特性、能让“文物说话”且今
后可以运用于鲁迅生平陈列的“图
传”。全书约 34万字，收录文物史料图
片 360多张，对应鲁迅的人生历程，结合
时空的转变及鲁迅生平重大事件、关键
转折点和突出成就，按时间地点分为五
个篇章编排。其中第五篇章即上海时
期为本书的重点和亮点，该部分从社会
组织和人物交往等方面梳理了鲁迅如
何引领左翼运动，如何造就下一代文化
新人，并展示了鲁迅日常生活中的温情
一面。上海鲁迅纪念馆特色藏品，尤其
是近几年来的文物征集成果也是这本
《鲁迅图传》的亮点，其中不少为首次公
开发布的珍品，如亲历甲午海战的日本
军官记录的《田所广海勤务日志》，《中
国小说史略》《伪自由书》等书的纸型；
鲁迅亲笔书写的版税收据、名片留言以

及《〈死魂灵〉一百图》设计手稿等。同
时，还突出展示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馆
藏中鲁迅与中国革命史相关的图片资
料，如 1920年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
言》初版；红军将领陈赓与鲁迅会晤时，
手绘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反围剿形势图；
鲁迅缅怀丁玲的《悼丁君》诗手稿；鲁迅
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参与编辑并题写
刊名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等。

《鲁迅文萃》溯清来龙去脉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
萃》（纪念珍藏版）则是上海鲁迅纪念馆
基于以往的鲁迅作品佚文整理、鲁迅作
品研究、鲁迅作品版本研究以及初版、
初刊编辑影印的最新成果，可以说是上
海鲁迅纪念馆版的鲁迅文集。

全书按内容分为小说、散文、论文、
杂文、书信五大板块，合编为一册。小
说部分共三种，有收录中国新文学运动
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呐喊》，有
技巧更为娴熟的《彷徨》，还有旨在挖掘
中国历史、神话故事现代性内涵的《故
事新编》。散文部分包含鲁迅自言的

“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朝花
夕拾》和《野草》，展示鲁迅在创作视角、
架构、行文、主题等方面的探索和创
新。论文部分包含《坟》《中国小说的历
史的变迁》《中国文学史略》等三部论
著，是了解鲁迅思想来源和基础的经典
读本。杂文部分包含《热风》《华盖集》
等 14部杂文集，其中《集外文选》有关篇
目为此次重新编选。鲁迅杂文题材、体
裁、体量不一，却大多直面社会，对日常
社会现象有着深刻辨析。书信部分则
对鲁迅现存书信作了重新编选，是了解
鲁迅社会交往的基础性材料，更是把握
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

《鲁迅文萃》全书厚达 2368面，新添
加的辑注、集注和篇题注，客观地告诉
读者一些历史背景、写作的缘起和来龙
去脉，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鲁
迅作品及其精髓。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
“我觉得鲁迅研究真的是一座宝山，里
面的宝还没挖完。”

“如今，阅读鲁迅作品时，我们依然
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激情、深邃及
其对中国民族独立、文化觉醒的不懈追
求。通过鲁迅生平、鲁迅作品、鲁迅文
物的研究、解读与传播，期待阅读者和
市民对‘民族魂’有更深的体悟。”上海
鲁迅纪念馆馆长郑亚说。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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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萃》

9 月 25 日 ，是 鲁 迅 诞 辰
140 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鲁
迅逝世 85 周年，鲁迅生命中的
最后 10 年在上海度过。上海
文博界、出版界推出一批鲁迅
主题出版物，《鲁迅图传》与

《鲁迅文萃》（纪念珍藏版）日
前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首发。

《鲁迅图传》

“反弹琵琶”者原为男性？

“冷门绝学”有新意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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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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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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