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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在西藏山南市乃
东区扎西曲登社区，当地藏戏队为
远道而来的游客送上特色表演。

广场中央戏台上，鼓点轻快、
钹声铿锵，戴着黄面白发面具的藏
戏演员唱腔高亢激昂；台下，观众
聚精会神，不时随着演员表演一起
大笑。

新展馆开门迎客 非遗文化受欢迎

今年“五一”期间，各地不少新建的非遗展馆集中
开门迎客，并推出一系列精品活动，向游客展示文化传
承的魅力。

如在广州，今年 5月 1日适逢当地传统文化里的三
月廿三“娘妈诞”，当天开业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手把手地教观众们体验非遗技
艺。粤绣（广绣）广州市级传承人王新元说，展馆的开
放为广东非遗项目提供了一个大平台，馆里静态展示
和动态演示兼有，而且就在珠江之畔，交通方便，“对于
非遗的传播与弘扬是最好的”。

据了解，全新迎客的非遗展馆获得大量游客青睐。
部分展馆“五一”期间门票在正式营业前就被预订抢空。
如，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5月1日至 4日门票便在正式
营业前就已被预订完毕。

5 月 1 日，广州市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内，精彩的梅县提线木偶戏表演吸引了众多
游客驻足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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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北京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中，观赏工艺美术家的敦煌图案
手稿；到刚刚开馆的西藏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物馆中，近距离感受绚丽多彩
的唐卡、美观实用的织造技艺；在位于
江苏的六朝博物馆里，穿着汉服制作
一把漂漆扇……

今年“五一”假期，不仅文旅市场
活跃、商圈消费火热，全国各地的非遗
展馆也以丰富的活动吸引游客前去体
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美好假
期时光。受访专家认为，旅游已经从
单一的景区游览转变为对历史文化技
艺的全方位体验和感知。这一变化推
动非遗文化在传承中更加注重与文化
旅游多元活动的融合，推动实现展馆
门票经济向区域文化经济的跨越式发
展，在提升地区文化底蕴和经济效益
的同时，成为游客在“新舞台”上感受
非遗“老手艺”的文旅盛宴。

▲原创沉浸式光影艺术大展《一梦
华胥——中国皮影光影艺术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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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各地非遗展馆创新沉浸式
体验方式，通过一系列互动性强的活动，增
加非遗文化的艺术呈现形式，提升游客的视
觉冲击力和感官体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策划开设了 10
余项丰富多彩的非遗手工制作课程。古法
制玉、蓝印花布、水拓印扇、掐丝珐琅、雕版
印刷、脸谱彩绘等一系列非遗活动让游客回
溯历经千年传承的文化技艺，体验古老文化
产品的匠心独运。

江西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在 5月 1日，
按照《窑神童宾祭祀》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剧
本，举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窑神童宾祭祀仪
式。文博研究馆员、景德镇古窑文化研究院
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领嘉
宾一起点燃圣火，游客可以现场添柴加薪。
景区还邀请专家学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与游客进行互动体验。

此外，在江苏的游客，可以在南京市博
物馆制作扎染，在江宁织造博物馆制作花草
灯，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制作牡丹花工艺
品，在镇江博物馆绘制银器浮雕画，在中国
海盐博物馆制作陶器，在扬州博物馆编织手
提篮，在淮安市博物馆体验古法织布技艺，
在宿迁市博物馆DIY非遗竹编画，在武进博
物馆感受木艺手作的神奇魅力……

创新数字技术
打造非遗传承新舞台

“五一”期间，利用数字人和数字
技术对非遗原生内容进行再创作，
为游客提供视觉与听觉的文化盛
宴，让非遗传承站上智能科技的
新舞台，已成为各地促进非遗文
旅的重要方式之一。

5月1日在上海和游客见面
的《一梦华胥—中国皮影光影艺
术展》，不仅多方位呈现传统皮
影的艺术造诣，更运用前端数
字科技让这一千年艺术“活化
石”在当代新舞台上焕发新生。
展览还特意在场馆内设计了诸
多融入现实可供观众拍照打卡的
场景，观众在现实与如梦如幻、如

诗如画的皮影奇境中穿梭，可在展
厅内外享受到丰富的场景体验。

在四川成都博物馆，“五一”假
期首日接待市民游客约 1.8万人次，假

期前四天的门票已预订一空，成都传媒
集团东郊记忆在该博物馆推出的“建发·三
体沉浸式艺术展”“你好，苏东坡”沉浸式宋
韵艺术展等，吸引众多游客前去体验。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 4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六部门发布新修订的《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利用数字化
技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活态
传承。目前，经过各地的一系列创新，数字
化技术和个性化设计等模式正在构建多主
体的非遗文化传播生态，让每个游客既是
非遗文化技艺的传播者生产者，同时也是
继承者和消费者。

“‘数字化+非遗’为非遗的保护、传承
与发展开辟了一条大有可为的道路。让非
遗在新消费场景的舞台上掸去时间的灰
尘，随时随地可以被唤醒激活。”专家表
示。非遗只有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真正
做到“火出圈”，才能让每一位消费者在感
叹文化技艺源远流长的同时，感受到科技
进步为非遗传承带来的无限可能。

（据人民网）

5 月 1 日，在山西省永济市开张镇东开
张村的惠畅土布文化园，土布制作技师教游
客织布技艺。

策划沉浸体验活动
让老手艺“活”起来

藏戏是一门集歌舞、表演、说唱、文学于一体
的综合艺术，已有 600 多年历史。相传在公元 15
世纪，藏戏创始人唐东杰布立志在西藏的每条江
河上架一座坚固的铁索桥，为雪域民众造福。为
了募集建桥资金，多才多艺的唐东杰布自己编剧、
谱曲，组织了一个由美丽贤惠的七姐妹组成的歌
舞班子，到各地表演募捐。在修路架桥的同时，他
为雪域文化培育了一颗璀璨的明珠——藏戏。第
一个藏戏队的成立之地——扎西曲登也被誉为

“藏戏第一村”。
通过世代演绎，《文成公主》《苏吉尼玛》《诺桑

王子》《顿月顿珠》等，或以历史事件为背景，或取材
自民间神话传说，多反映人们的不屈抗争和对“真
善美”的追求，成为传统藏戏剧目。2006年，扎西
雪巴藏戏成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藏戏流派之一。

“直到今天，戏台上仍会悬挂唐东杰布的唐卡。”
扎西雪巴藏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尼玛次仁说。

传统藏戏的服装从头到尾只有一套，演员无需
化妆，主要是戴面具表演。整体上看，藏戏分

为白面具戏和蓝面具戏。在同一台藏戏中，又
会出现红、白、蓝、黑、黄等不同颜色面具，代
表不同身份。“比如蓝色面具代表猎人，黄色
面具代表高僧、官员等。”尼玛次仁说。以戴黄
色面具为主的扎西雪巴是白面具藏戏的杰出
代表。

“我们这里，人人都会表演藏戏，也喜欢看藏
戏。”尼玛次仁今年 52岁，16岁就开始学习藏戏。
1996年他戴上黄色面具，第一次以主角身份登台，
转眼已近 30年。如今，作为传承人，他带领着一支
30多名演员的队伍，每天在藏戏传习基地指导年
轻人排练。

29 岁的阿旺罗布是最新入队的徒弟。为了
提高水平，他每天练唱好几个小时。“藏戏一直
是西藏百姓的心头好，有朝一日，我也要戴上黄
面白发的面具，向国内外观众展现藏戏魅力。”
阿旺罗布说。

藏戏传承中，在尊重和保留传统藏戏精髓的
同时，尼玛次仁的队伍还借助现代科技声、光、电等
效果，配以滚动的藏文、汉文字幕，融合传统与现代
元素。“要让人们更爱看藏戏。”尼玛次仁说。

以往，藏戏主要在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进行表
演；如今，不少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也有了藏戏表
演。越来越多的藏戏演出通过抖音、微信等互联网
平台走向全国各地。

2005年，西藏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程。目前，西藏恢复发展 154支藏戏表演队，13
人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称号。

为持续培养新生力量，自 2015 年起，西藏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引导相关场馆聘请老师免费
教授藏戏，目前已培养学员超 200 名。“00 后”德
吉白珍是其中一员。她在剧目《苏吉尼玛》中饰
演苏吉尼玛。凭借出色演出，德吉白珍曾于 2022
年斩获第 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小
梅花”奖。

“我从 8岁开始学藏戏，以后会更加用心学，让
更多人看到年轻演员的演出，领略藏戏的青春活
力。”德吉白珍说。

（新华社拉萨5月4日电）

青春
在600年藏戏传承中绽放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实习生 陡千惠） 读书、
观展览、看话剧、听音乐会……“五一”期间，宁夏各
地很多市民和游客走进文博场馆，乐享文化大餐。
截至 5月 3日，全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
接待市民及游客 5.87万人次。

为丰富市民的假日“文化大餐”，全区各地公共
文化场馆开展了一系列文艺演出、文化讲座、展览
展示等主题活动。宁夏图书馆推出“以平凡铸辉
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事迹展”“兰
台书友会·传统文化分享—非遗口弦”等线上线下
活动。宁夏博物馆推出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民
俗展、探索获国——以姚河塬为主宁夏出土西周文
物特展等 7个主题展览，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民族
文化魅力。还开展“快乐五一 劳有所获——手作盲
盒拆拆看”系列社教活动，吸引少年儿童通过做龙
灯、扎福袋、绘面具、纸壳变青铜等手工体验感受劳
作的快乐。固原博物馆开展保亭“五彩霓裳 织锦
瑰宝——海南黎族传统织锦·服饰精品展”，使观众
在领略黎族传统织锦的独特魅力时，让文明交流互
鉴成为增进各族人民友谊的桥梁。石嘴山市博物
馆开展“我从这里走过”城市记忆摄影展，让市民和
游客通过摄影作品，感受石嘴山市独有的魅力和温
度。盐池县博物馆开展“五一”国际劳动节亲子研
学活动、陶艺制作大比拼活动，让活动参与者感受
指尖的创造魅力。假日期间，宁夏博物馆每天为观
众提供定时义务讲解 7场次，让广大观众在博物馆
里欢度节日，开启文化休闲之旅。

银川美术馆、银川文化馆、银川当代美术馆、
银川韩美林艺术馆等场馆分别推出贺兰山东麓“紫
色名片”文化专题展览、篆刻艺术作品展等多场文
化艺术展览体验，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文化
生活。

银川剧院、阅彩城砚家班相声剧场、宁夏话剧
院问剧场推出了侦探推理舞台剧《屁屁侦探怪盗
U》、国乐流行音乐会《夏日瑶光》等线下精品剧目演
出，推出了原创歌曲演唱会《我的银川我的家》、大
型原创话剧《情系贺兰》等线上“云剧场”演出活动，
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场精妙的文艺盛宴，还推出外
地游客凭住宿信息兑换演出票的优惠活动。

“五一”期间宁夏各地文博场馆
接待市民及游客 5.87 万人次

2012年，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出土近千枚汉代
竹简，因其内容主要是医书，故被命名为“天回医
简”。研究人员在整理这批医简的过程中，发现六
枚载有“敝昔曰”的竹简，“敝昔”是谁，他的讲述为
何在天回医简中多次出现？

5月5日20时，《简牍探中华》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播出，节目将重现天回医简里的故事场景，
带领观众一探中华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感受中华医
者“极微极精，以观死生”的审慎态度与仁爱之心。

作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竹简类文物，天回医
简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最能系统反映秦汉时期
医学面貌的出土医学文献。除部分文书散简和律
令遗文外，这批医简主要包含八种医书，涉及经脉、
脏腑、腧穴等医学内容。经研究者论证，基本可以
论定医简中反复提及的“敝昔”便是传说中的“神
医”扁鹊，而天回医简极有可能是失传两千多年的
扁鹊医书。

在节目的文化访谈部分，主持人龙洋将与中央
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顾漫、中国秦汉史研究
会秘书长张欣，共同解读天回医简中蕴藏的精妙智
慧，令观众能够在细微处感知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据《成都商报》）

“天回医简”中多次出现的“敝昔”是谁？

《简牍探中华》揭秘
失 传 的 扁 鹊 医 书

《简牍探中华》现场。（资料图片）

5月4日，一名女子在展览上参观。
当日，“守正创新 继往开来——庆祝中法建交

60周年图片展”在法国巴黎举办。 新华社发

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传承的重
要载体。

今天，在中国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在全
球华人群体中，无论方言口音、生活习俗如何迥异，通过共
同的文字，人们可以无障碍地沟通思想、交流情感，这看似
平常的一幕，背后是汉字这块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基石。

“口”字成为“万用文字”的现象，隐喻了中国人怎样
的精神世界？甲骨文上，居然记载了古人解决牙痛问题
的方法？代表左右手的符号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能造
出多少我们在寻求自我之路上的关键字？……日前，纪
录片《“字”从遇见你》第二季与观众见面，在配合谷雨节
气和联合国中文日播出的第一批“自我系列”中，“友、
齿、自、口、面”这 5个字依次登场。

“字形演变，一看就懂！”观众表示。纪录片让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通过每集 5分钟、共 25集
的篇幅，从最基本的汉字开始，结合古人生活与场景，故
事化地讲述汉字的来源及流变。第一批“自我系列”的 5
集就通过考古、生理、地理、心理、文学等多学科融合的
知识串联和展开，带领观众一起挖掘汉字在文化、思维、
心理、生活等方面对“自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块字又
为“自我”的塑造发挥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创造功能。

有网友留言：“节目秉承了一贯的叙事风格，情景再
现、动画模拟、曲艺演绎等形式经过巧妙组合，让我们领
略了中国汉字的神奇特色和汉字背后中国人的思维本
色。这些藏在时间长河里的汉字密码，会让我们大吃一
惊，也豁然开朗，继而会心一笑。”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汉字
历经数千年演变，使中国人得以突破时空限制沟通思
想。这种文化的创造与传承，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
化记忆，成为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基因和中华儿
女血脉相通的精神纽带。《“字”从遇见你》第二季表达清
新、精巧有趣，幽默风趣的叙事风格和惟妙惟肖的情景演
绎，契合了年轻人的审美需要，向世界更好地解读了汉字
之神韵、传播了汉字之美妙。 （据《贵阳日报》）

纪录片《“字”从遇见你》第二季

用影像传播汉字之美

《“字”从遇见你》第二季中展示的甲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