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花儿推广的深入开
展，撒丽娜逐渐认识到只有走
近日常生活中、走到老百姓
中，才能更好地传播花儿。
2014 年，她创办花儿艺术学
校，进行花儿非遗课程培训，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花儿学生，
代表宁夏多次登上央视舞
台。她还多次开展花儿进校
园、进社区、进机关单位等活
动，让学生和社区百姓能近距
离地接触花儿，获得更多学习
花儿的机会。

在“2019宁夏—香港经贸
文化旅游系列交流活动”上，撒
丽娜的一曲宁夏花儿《花开少
年来》，给现场观众带来了震
撼。“当时我在台上唱，台下许
多人和我互动，跟着曲调一同

哼唱、摇摆。”撒丽娜说，这就是
艺术，是非遗的魅力。“世界非
遗就应当走向世界。”香港之
行，是撒丽娜第一次走上国际
舞台演唱花儿。她希望借助艺
术舞台，把山花儿唱得更远，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 谈 到 今 后 打 算 时 ，
撒丽娜说：“花儿多以情歌为
主，不适合中小学生听。接下来
我打算邀请花儿非遗传承人，共
同编纂《校园里的花儿》音乐教
材，在保留原生态曲调的基础
上重新填词，使其更适合中小
学生学唱。教材出版后，我们
将联合教育厅、文旅厅等单位，
将这本音乐教材在校园里推
广，让学生从小接触花儿，把西
北民歌发扬光大。”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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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5月19日电（记者 艾福梅）作为世界新兴的葡
萄酒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18日面向国内外发布文
化创意作品征集令，以期全面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品牌影
响力和知名度，推动打造闻名遐迩的“葡萄酒之都”。

贺兰山东麓地处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带”，绝佳的风
土气候造就了宁夏葡萄酒甘润平衡、香气浓郁、回味悠长的
独特品质。近年来，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先后有 50多家
酒庄的上千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生产的葡萄酒远
销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加拿大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1年，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
试验区”正式挂牌，成为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
验区。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共有 57家列级酒
庄，占已建成酒庄的一半以上，宁夏酒庄进入“列级时代”。

根据主办方的要求，文化创意作品要求充分体现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资源禀赋独一无二、酒庄酒发展模式引
领中国、集群发展享誉全球、产区葡萄酒世界高端及“甘润
平衡”等特征，重点围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历史文化进行
创作。征集分产区形象 logo、广告语、动漫及短视频四个
类别，各设一个奖项。征集工作截止到 2022年 7月 15日，
8月 8日前对获奖结果进行公示。

据新华社重庆电 2022年度“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
划·重庆行”活动于 18日启动，12位外国青年将深入重庆
12个区县，以“风华·风尚·风光”为主题，通过镜头探索中
国人的风华、中国社会的风尚和中国广袤的自然风光。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会林
文化基金赞助、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一项中国
文化体验项目，旨在通过外国青年的独特视角，展现中国
的质朴与繁华、古老与时尚，促进中外青年之间的跨文化
沟通、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据悉，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牙买加、
苏丹、刚果（布）、也门、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 9个国家的
12名外国青年，将于 5月 19日到 25日深入重庆大渡口、北
碚、江津、永川、南川、大足、璧山、铜梁、荣昌、城口、巫溪、
石柱等区县，围绕青年创业、非遗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
护等主题，探寻人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安春元指出，重庆既有风光绮丽
的山水美景，又有独具韵味的传统风情，重庆的魅力在山、
在水、更在人，期待 12位外方导演用影像描绘山城新画卷。

“看中国·重庆行”负责人虞吉教授说，该项目搭建起
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了中外青年友谊。希望今年
12位外方导演能与中方志愿者们通力合作，以身体验、用
心感悟，创作出有温度、有深度、有亮度的作品。

新华社长沙5月21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获悉，在对永州市东安县后背山墓群的考古发掘中，清理清
代墓葬 25座，出土各类器物 60余件，包括瓷罐、瓷碗、铜发
簪、铜刀等。目前对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

考古人员发现，一些墓葬前面保留有墓碑，部分碑文
记录“生于庚寅年七月十七……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明
立”“嘉庆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坟墓碑记立”，由此推断发
掘的这些墓葬大致属于清代中晚期，结合出土的器物特
征，年代较为吻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意愿介绍，清理的
墓葬中，基本均随葬有器物。器类主要包括瓷罐、瓷碗和
铜发簪、铜刀等，其中瓷碗多以倒扣于罐沿上的组合形式
出现。少部分单独随葬瓷罐内仍发现盛放有食物，当地称
为“粮食罐”，类似的丧葬习俗在当地保留至今。出土的罐
类分为普通罐、复口罐、筒形罐三类。碗类多数为青花碗，
个别为陶碗或蓝釉瓷碗。

李意愿说，这些墓葬的分布较为有序，经推测这一墓
地应主要为家族墓，其中一些位置更靠近的两座墓葬的墓
主人可能为夫妻关系。

“后背山墓群是湖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清代墓地，
出土器物较为丰富，丧葬习俗具有显著地方性和时代特
征，对于探讨南方地区的丧葬制度演变、乡土历史文化都
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清代丧制丧俗研究提供了新
的考古资料。”李意愿说。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
面向全球征集文化创意

5 月 18 日，武汉大学当代舞团学生在展览现场模仿壁
画里的舞蹈动作。

当日，由武汉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万里千
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举
行。展览共展出文物近百件，多数文物为首次走出莫高
窟。展览还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壁画及彩塑临品、复制洞窟
等，展品共计 168 件（套），全方位立体展示敦煌石窟考古
的丰硕成果和重大学术价值。 新华社发

外国青年“看中国”
用影像描绘山城新画卷

湖南发现25座清代墓葬
为清代丧制丧俗研究提供新参考

自治区非遗传承人撒丽娜：

唱出宁夏山花儿的
本报记者 束 蓉 见习记者 张韵婕 文/图

山花儿俗称干花儿、山曲
子，是广泛传唱于西北民间的一
种高腔山歌。它继承了陇山地区
古代山歌的一些特征。《诗经·豳
风》《汉魏南北朝乐府》中的《陇山
歌》《陇板歌》《陇原歌》即其先
声。复合性、多元性文化使这些
山歌更多地呈现过渡文化和边缘
文化的特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近日，记者走近有着“百灵
鸟”之称的自治区级花儿非遗传
承人撒丽娜，听她娓娓道来与花
儿的缘分。

中卫市的“花儿”特色鲜明，源远流长、名扬中
外。当地老百姓在劳作之余，都喜欢唱上几嗓子，朴
素无华的花儿就是当地群众热爱生活的真实写照。
出生于中卫市海原县的撒丽娜在周围环境的熏陶
下，对山花儿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2002年，自小喜欢亮嗓子歌唱的撒丽娜考入
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舞蹈音乐教育专业，一开
始主修的专业为舞蹈，只在业余时间唱民歌。
2004年，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比赛中，撒丽娜演唱了
一首《又唱浏阳河》，获得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音
乐老师发现了她在演唱方面的天赋。从那时起，
撒丽娜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民歌演唱，
为今后演唱山花儿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5 年，
撒丽娜毕业后，进入海原县文工团工作，认识了她
人生中的花儿启蒙老师马汉东。马汉东认为，撒
丽娜的嗓音条件特别适合花儿演唱，建议她专业
学习花儿演唱。在一次演出活动中，撒丽娜和马
汉东合唱了一首宴席曲《父母好比江河水》。这次
演出开启了撒丽娜的花儿之路。

目前，撒丽娜已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如第九届
“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金奖、首届“西北花儿王”大
赛金奖、全国“刘三姐山歌邀请赛“最佳演唱奖”等奖
项，被观众及文化界誉为“花儿公主”。即便众多荣誉
加身，她那颗传承与发展宁夏山花儿的初心始终未变。

撒丽娜说，花儿是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婉转悠扬，曲艺动
听。作为花儿的第三代传承人，
多年来，撒丽娜积极投身到山花
儿的推广中，代表宁夏多次登上
央视舞台，并通过校园课堂、舞
台表演、文化演出交流、网络平

台等多种形式，向外界弘扬宁夏
山花儿。

参加了多个全国级比赛及
演出后，撒丽娜发现宁夏山花
儿在区外的传唱度并不高。她
萌生了一个想法：成为一名宁
夏山花儿的推广者与传播者，
让山花儿走出宁夏。“宁夏山花
儿和青海、甘肃等地的花儿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西北
地区的花儿，但因为地域和方
言不同，各地的花儿又具有不
同的特色，宁夏山花儿与其他
地区的花儿相比更直白，以单
套短歌的形式演唱。希望通过
我们非遗传承人、花儿爱好者、政
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让更多人知道宁夏也有花儿，它
叫山花儿。”撒丽娜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要把本民族
文化传承下去，发扬下去。”撒丽
娜由衷地说。作为花儿传承人，
撒丽娜一直秉承“传承本土文化，
唱响宁夏花儿”的初心与使命，每
年参加西北地区花儿的学习交流
活动及全国各地的山歌展演，借
助政府旅游推广活动，在国际上
多次展示宁夏花儿，让中国民间
音乐发扬光大。

近年来，撒丽娜将精力放在
花儿的传承和创新上。她尝试在

花儿演唱中加入新的元素，将花
儿打磨成受群众接受和市场欢迎
的雅俗共赏的艺术。2018年，撒
丽娜演唱录制了宁夏文化馆“宁
夏山花儿”专辑，演唱作品《拔了
麦子拔胡麻》《尔舍草帽绿飘带》
等作品，获得广泛好评。

2020年，撒丽娜发行个人首
张宁夏山花儿音乐专辑，通过大
量搜集、改编创新，选取 13 首经
典作品，其中既有民间传统的原
生态花儿，又有时尚创新的流行
摇滚花儿，专辑中多种音乐元素
的融入和不同风格的展示，使更
多听众和音乐爱好者更为直观
地感受到花儿的独特魅力。“要
传承就必须要创新，近几年，短
视频成为了大家获取信息的主
要方式，我就在抖音、快手、微信
视频号等平台均开设账号，向公
众发布精心制作的短视频、音乐
MV，让年轻人接受花儿、爱上花
儿。”撒丽娜表示。

“近日，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
家协会组织成立了花儿专业委
员会，将宁夏花儿传承人、花
儿 歌 手 以 及 花 儿 爱 好 者 集 聚
在一起，加强对花儿的收集整
理、研究改编和推广创新，为
花 儿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共 同 努
力。”撒丽娜说，花儿迎来了更
好的发展时代。

宁夏 艺人

山窝窝里飞出一只俏山窝窝里飞出一只俏““百灵百灵””

秉持初心让更多人了解山花儿秉持初心让更多人了解山花儿

5月18日拍摄的“机器狗”铜神兽。
当日，“花开并蒂——巴蜀青铜文明特展”作为国际

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重磅展览在宜宾市博物院展出，
此前在三星堆遗址 3 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形似“机器
狗”的铜神兽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昌5月
21 日电 日前，江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
1.5万余件（套）新增珍贵文

物名录，其中包含两枚明末清
初画家八大山人的印章实物——

“雪衲”和“傳綮”。据悉，这两枚印
章实物是目前被发现的仅有的八大

山人印章实物。
朱耷，号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是

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八
大山人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建树，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
一。他以水墨写意画著称，尤擅长花鸟画。

据奉新县文物管理部门负责人许彬彬
介绍，两枚印章均为青田石材质，于 2018年
在奉新县耕香庵遗址中被发现。现经国家文
物局委派专家组鉴定，“雪衲”“傳綮”印章为
八大山人用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雪衲”白文方印，高 3.4厘米，印
面边长 1厘米；印面刻白文篆书“雪衲”二
字，单刀浅刻行草边款“越馀郁守白为雪
个禅兄”两行十字，镌刻流畅。“傳綮”白
文长方印，高 1.6厘米，略呈大小头状；
印面刻白文篆书“傳綮”二字，笔画细
劲犀利，无边款。

据同治版《奉新县志》记载：
“八大山人，明宗室子，为诸生。

国初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
僧，居耕香庵，不数年竖拂

称宗师。住山二十年，从
学者常百余人。”

许彬彬说，山
区的秀丽风光为八
大山人提供了创作素材
和灵感，这不问世事、寄情
山水的二十年是他思想和艺
术风格发生重大蜕变的时期。
据文献记载，“雪衲”和“傳綮”都是
八大山人使用过的法号。其中，“雪
衲”印款曾在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中
出现过，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傳
綮写生册》；而“傳綮”印款是首次发现，
以往只出现过“释傳綮”印款。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
1954年，奉新县曾发现八大山人的《个山小
像》，是八大山人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八大
山人在奉新生活、创作的十余年时间，仍然
是研究的空白领域。这两枚印章实物的发
现，既填补了这一空白，又为研究八大山人
艺术、思想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据考证，八大山人曾用印达 100多枚，
但在 2018年以前未见有其印章实物面世，
国内博物馆也未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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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山
人
印
章
实
物

首
次
被
发
现

三星堆“机器狗”铜神兽亮相

图
为
﹃
雪
衲
﹄
白
文

方
印
。（
资
料
图
片
）

图为“傳綮”白文
长方印（左）和“雪衲”白
文方印。（资料图片）

真善美

图 为 撒 丽 娜（中）演 唱
花儿。

图为撒丽娜在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