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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白色幕布前，
在灯光的照射下，雕琢精
致、神采各异的皮影人剪
影清晰地呈现在屏幕上，
合着咿咿呀呀的唱声，互
相缠斗在一起，好不热
闹。幕布背后，皮影人的
四肢和头部正被一双巧
手用竹棍牵动着，这双手
的主人就是银川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代
表性传承人王妮娜。

当记者问起皮影戏
的制作传承，王妮娜滔滔
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皮影戏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民间艺
术形式。皮影戏中的人物一般由兽皮或
纸板制作而成，表演时，艺人们站在白色
幕布后面，一边操纵皮影人，一边用当地
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
和弦乐，为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
享受。”王妮娜介绍，在电影和电视普及
之前，皮影戏是我国民间最主要的娱乐活
动之一。可以自豪地说，皮影戏的演出方
式和艺术手段对西方电影的发明具有先
导性作用。

王妮娜的父亲王绍西少时师从固原
市皮影戏传人秦世贵，成为第三代传承
人，此后多地奔波演出，为宁夏皮影戏的
发展倾注了诸多心血。王绍西在家里没
事就会练功，年幼的王妮娜看着每天亮嗓
高唱的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演绎皮影戏的
向往。

2005年，16岁的王妮娜开始跟随父
亲参展、演出，给他打下手，在看中学，在
学中看。制作皮影人、挑线子、唱腔都是
皮影艺人必须掌握的技能，其中皮影人的

制作又是最重要的。皮影人的制作要经
过选皮、脱毛、阴干、熏样、雕刻、上色、组
装七个环节，以前条件差，只能用清油灯
熏出形状，现在雕刻手段更加丰富了，刻
出的形状也更加千姿百态。回忆起学习
皮影戏的那段历程时，王妮娜说：“挑线
子也是一门技术活，皮影戏分为文戏和武
戏，后者相对来说人物更多，动作也更复
杂，在表演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两手灵活操
纵皮影人，又要使动作与音乐相互配合，
营造出和谐的艺术美感。”

日常学习中，作为师傅的王绍西对
女儿多了几分耐心，总是一边演示一边讲
给女儿听，直到她听懂了为止。在空闲时
间，王妮娜和父亲也会经常聊到皮影戏，
遇到不会的问题父亲也会随时给她答疑
解惑，这使她时时刻刻都在学习，不断进
步。多年来，王绍西和女儿王妮娜除了每
天坚持练习唱功、拉功，还不断学习皮影
戏的新知识，吸取其他艺人身上的优点，
结合社会发展创作新戏，不断为皮影戏这
门老手艺赋予新的生命。

“皮影戏给予我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
财富，这笔财富是任何金钱和物质都无法
换来的。即便这条路艰难辛苦，我仍然会
坚定地走下去，观众的掌声和鼓励就是我
前进的动力。”王妮娜说，皮影戏是我国悠
久的传统文化，将其继续发扬光大，在继承
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是作为传承人
应尽的责任，也是不变的初心。

2012年，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建成“老银
川一条街”，大力推广民间文艺项目。王绍西
抓住机遇，开始接收皮影戏爱好者增加团队
力量，努力推广皮影戏。2021年，宁夏组织
一批非遗传承人走进陕西省高校展演，王绍
西的皮影戏深受大学生的喜爱。西安音乐
学院的教授评价王绍西演绎皮影戏吹拉唱
演的功夫均达到教授级别，并邀请他作西安
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培养新人。为了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接触皮影戏，王妮娜也多次参
加非遗展示会，非遗进校园、各类展演及商
业展销会等文化活动，向前来参观的观众们
展示皮影戏的独特风采。

目前，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宁夏皮影
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传承，逐渐恢复了生
机，但是观众流失、传承人匮乏、资金不足

仍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我们经常会
在学校开展普及活动，用手操纵各色各样
的人物，很受孩子们喜欢，表演结束后，孩
子们纷纷排着队上前来参观，体验一把唱
皮影戏的乐趣。”王妮娜说。

时代在变化，传承也需要加以改变。
在戏曲方面，我们团队添加了司马光砸
缸、王二小、红军系列故事等孩子喜欢的
故事情节，让孩子能听得懂。“现在文创产
品备受年轻人青睐，我们也开拓思路，打
造了书签、摆台等产品，让皮影通过更多
的生活元素重回大众视野。相信在大家
不懈努力下，皮影戏一定会重放光彩。”谈
起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妮娜满怀信心。

承袭父业 延续古老技艺

满怀希望 未来发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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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妮娜的皮
影作品《蝶戏牡丹》。

王妮娜指导学生表演皮影戏。
灵活精致的皮影戏表演吸引了学生学习。

本报讯 近日，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宁夏文化馆
（自治区非遗保护中心）、五市文旅部门和银川市兴庆区政
府承办的“非遗进万家、文旅展风采”2022年宁夏黄河流域
非遗讲解大赛在兴庆区天山海世界举办。

此次非遗讲解大赛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推介宁夏非遗经典、打造非遗特
色品牌、增强非遗传播力影响力为主旨。大赛共设传承
组、企业组、院校组三个组别。参赛者重点从宁夏境内非
遗资源分布、名录体系建设、非遗游宁夏、保护传承实践、
非遗人物故事等方面选题，突出政治性、实效性、典型性、
趣味性，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精彩演讲，展现宁夏非
遗风采。

据介绍，此次大赛中，参赛选手讲解的非遗项目较去
年更加丰富，讲解形式更加多样，涌现出了一批会说、能
讲、善推宁夏非遗的金牌讲解员，掀起了一次爱非遗、讲非
遗、传播非遗的宣传热潮。 （马 军）

本报讯 7月 15日，由自治区政协委员、电影导演康锐
编剧执导的电影《江南》在苏州市周庄古镇开机。

“此次拍摄，我们邀请了当红花旦赖雨濛和当红小生
刘冬沁联合主演，著名美术大师马德帆、庭山作为艺术执
导，西班牙著名摄影师亚历山大为摄影执导，希望能为大
家带来一部诗情画意的江南美景和爱情史诗。”康锐说。
影片于 2020年 1月开始着手剧本创作，并于 2020年 12月正
式建组筹备，由于疫情影响，影片四易拍摄档期，着实不
易。但同时，影片也有了更加充足的创作时间，三年来，剧
本一直不停打磨，截至目前，剧本已经修改了 40多稿。

记者了解到，《江南》是康锐导演的第三部电影。第一
部作品是由曹颖主演的电影《妈妈我想你》于 2020年初上
映，影片获得了包括第四届金童象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导
演、最佳女演员、最佳儿童男演员在内的 10 余项国际大
奖。第二部电影是沈腾参演的电影《脱单记》，该影片后期
制作已完成，正在择期上映。 （马 军）

本报讯（记者 吴 倩） 7月 15日，由灵武市委和政府
主办，灵武市委宣传部、文化旅游广电局、文化旅游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承办的“千年古县·梦回灵州”2022年西湖水上
之夜系列文化活动在灵州兴唐苑会盟楼广场盛大开幕。

本届西湖水上之夜系列文化活动为期 3天，包括“情颂
黄河·礼赞祖国”诗文朗诵会、“灵州之韵”消夏文化惠民文
艺展演、国风汉服古装巡游等，还设有投壶、蹴鞠、羊拐、对
诗词等互动游戏。启动仪式在水洞沟《疯狂原始人》热场
演出中拉开帷幕，通过音乐、舞蹈、杂技等方式展示远古人
类的生活习性，点燃现场观众热情。“千年古县·梦回灵州”
大型古风实景演出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结合汉唐服饰
元素及民族文化元素，充分利用会盟楼建筑特点，丰富舞
台形式，重现了一部气势恢宏的灵州史诗，让人瞬间穿越
回大唐盛世。

据介绍，今年以来，灵武市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策划举办了乡村文化旅游节、美丽乡村文化大集、“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等，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切实满足了城乡广大居民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
精神文化需求。

2022年宁夏黄河流域
非遗讲解大赛在银川举办

电影《江南》在周庄开机

灵武市“千年古县·梦回灵州”
2022年西湖水上之夜系列文化活动启动

“千年古县·梦回灵州”大型古风实景演出。
（图片由灵武市委宣传部提供）

“油泼辣子红艳艳，调到碗里打转
转。长面细的似线线，香得头上淌汗
汗……”近日，固原市西吉县政协委
员金玉山和三五好友约一起，爬上西
吉县月亮山唱自己写的“花儿”《西吉
小吃十赞》。歌词唱起来朗朗上口，听
起来悦耳动听，让大家感到既亲近又
耳目一新。

金玉山出生在西吉县的一个小村
庄，那时候山里交通不便，大家接触新
鲜事物的机会少，孩童时的他与伙伴、
乡亲在山上放羊时，只能通过当地的歌
曲来表达内心的世界。在空旷的旱塬
上，放开嗓子唱上一段“花儿”，那让人
全身上下都舒服。上大学后，金玉山远
离家乡，只要有闲暇时间，或者在宿舍
里，他总会唱起家乡的“花儿”。“那些
年，远离家乡、亲人，唱‘花儿’能让我觉
得家乡、亲人就在身边。”金玉山说。大
学毕业后，金玉山先后在林业局和乡镇
政府工作，在走村入户时，他也将所见
所闻记录下来。

“平坦的油路上车连串
王民街道修哈的宽展
商铺林立百姓齐夸赞
清廉富民的政策尽显
富饶的周康村十八湾
到红太的庄子才一站
脱贫攻坚实施了七年
乡村振兴再续上五年”

“六盘山‘花儿’高亢、豪放、优美，
表现形式上融会了陕北信天游音乐风
格。我们山区大小乡村，老人孩子都能
拉开嗓子唱几句。”金玉山说，他不仅喜
欢唱“花儿”，还喜欢写歌词。乡镇工作
繁琐且忙碌，给他创作带来了灵感。晚
上休息时间，他就将看到的事和乡村的
变化记录下来。在金玉山的笔记本上
满满当当的都是走村入户的心得体会
和创作的“花儿”歌词。《好花儿耀哈地
新王民》就是其中一首。2020年为了助

力疫情防控，他还创作了《抗疫花儿》等
一批抗疫作品。目前，他已经自创“花
儿”200 多首，挖掘整理民间歌词 500 首
左右。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金玉山在的
地方，总会有“绕梁三日”的“花儿”；只要
一提到“花儿”，他总会激动不已，似乎有
永远说不完的话。2019年，金玉山因为
身体原因做手术，术后虽然不能再不时
地引吭高歌，但他对“花儿”的热爱并没
有减少。

“当前宁夏‘花儿’面临青黄不接
的问题，年轻的歌手少，原汁原味、原
生态的‘花儿’多流传在一些中高龄人
群中，断层断代现象严重，让人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在金玉山看来，除了抢
救性的记录，还要从浩如烟海的“花
儿 ”中 挑 选 出 那 些 真 正 的 家 乡“ 花
儿”，甄别、分析和总结。现在每到周
末和假期，金玉山都会开着车到西吉
县各乡镇，记录流传在民间的“花儿”
歌词。并自掏腰包邀请知名的“花儿”
歌手将搜集到的和自己原创的歌词唱
出来。

走过半生，归来依然是少年情怀。
金玉山说，今后，他还会将这份热爱继续
保持下去，继续挖掘创作更多有
价值的“花儿”，在原始基础上再
加工，使传统民歌和现代音乐相
结合，让“花儿”走得更远。

西吉县政协委员金玉山：

“花儿”，心窝窝里淌出的话儿
本报记者 邓 蕾 文/图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近日，“艺苑撷英——全国优
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北京拉开帷幕。

此次展演是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相
关艺术家协会组织实施的“新时代青年艺术骨干培养计
划”的年度成果汇报演出。该计划面向全国各省区市选拔
优秀青年艺术人才，进一步提高青年艺术人才培养的组织
化程度，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
的展示平台，营造文艺界“大练兵、大比武”的氛围，引导青
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出精品，支持青年文艺工作者挑大
梁、当主角，形成文艺界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人才成长
环境和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展演将于 7月至 8月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陆续展
开，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五个艺术门类，共演
出 14场，重点展示推出武戏和丑戏青年演员、青年音乐指
挥、舞蹈新人、相声小品评书等青年曲艺演员、杂技魔术
滑稽青年演员共 100余人。展演期间，还将集中开展相关
艺术评论。

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拉开帷幕

金玉山（左）在西吉县木兰书院牵
手创办《花儿漫六盘》交流平台。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5日电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近日启动
对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新一轮发
掘工作。这是我国连续第 4年对
这一始建于公元 3世纪前后的佛
教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
东北约 30公里处，现存两座挺立
在荒凉戈壁上的土建筑遗址，即塔
身呈圆形的莫尔佛塔和一座方形
塔。受风雨侵蚀，两塔残高均为 12
米左右。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批
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由肖小勇带领的考古队员开始对
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

过去 3年，考古队已清理出方
塔基座、大型僧舍建筑基址2处、长
方形大佛殿建筑基址1处、回字形佛
殿建筑基址2处，出土陶、石、木、骨、
钱币、石膏佛像残片1万余件，初步
明确莫尔寺始建于公元3世纪前后。

喀什古称疏勒，是佛教最早
传入我国的地区之一，也是古代
西域佛教中心之一，对新疆乃至
我国的佛教发展史都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对新疆境内佛教遗存进
行系统、科学的考古工作，厘清新
疆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基本面貌，对
阐释新疆历史上多宗教并存的历
史事实具有重要意义。”肖小勇说。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今年发掘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