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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至 7 月 8 日，“弦音不息——
安宇歌藏宁夏民间乐器展”在宁夏博物馆
开展。7 月 2 日，记者走进展厅，被阵阵婉
转悠扬的乐音吸引。这首乐曲叫《星河沙
舟》，是由自治区民间乐器非遗传承人组
成的“回响·宁夏非遗民间器乐团”演奏
的原创乐曲。

乐队队长李旭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民间器乐口弦）代表性传承人。他
和队员们将时代元素融入口弦、泥哇呜、羊
头弦子等宁夏民间传统乐器，吹奏独具风格
的乐曲，带给听众全新的视听感受。据李旭
介绍，口弦作为一种民间乐器，有着“人类初
音”的美誉，在我国 30多个民族都曾经使用
过或现在仍然存续着。口弦古称“簧”，在宁
夏，口弦又被称为“口口”“口儿”“口衔子”，
是西海固地区劳动妇女弹奏音乐表情达意
的重要工具。在乐团的演出中，口弦起到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4 年，李旭出生于民间乐器表演世
家，他的母亲安宇歌是宁夏民间乐器口弦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受其母亲和祖辈
的影响，他幼年时就开始把玩口弦。在
李旭的童年记忆里，母亲经常跟着姥姥一
起演出，把口弦从西海固地区带到城市
里，搬到舞台上。李旭回忆：“学了美术
后，我开始关注口弦制作方面的知识。看
着母亲做的口弦，我觉得不够有质感。于
是我手工雕出了我的第一把口弦，这次成
功也让我对口弦有了兴趣，开始关注口弦
的传承与推广。”

不同于其他乐器婉转悠扬的音色，用口
弦吹奏出的乐音更显古朴厚重。为此，安宇歌
和宁夏民间乐器泥哇呜自治区级代表性传
承人孙泽垚牵头成立专门以演奏口弦、泥
哇呜为主要表演特色的乐队，并着重用口

弦进行吹奏，这种形式的演出也受到了越
来越多人的欢迎。李旭意识到，要想推广
口弦，原创音乐是重要的载体。为此，李旭
一有原创音乐作品，就会请这支乐队演
奏。“我母亲曾经整理出了很多宁夏本地的
民间乐谱，这些乐谱为我做原创音乐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后来，李旭加入了乐队，并邀请宁夏地
区的其他非遗乐器代表性传承人共同参
与。通过努力，李旭找到了更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乐队也发展到了目前的十余
人。李旭说：“在宁夏地区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出现了很多乐器，这些乐器一定有
一些碰撞融合以及共同使用的情境。”带
着强烈的使命感，他开始尝试借助和参
考一些宁夏地区已有的传统民歌及传统
曲调中的音乐元素，构建当代的宁夏本
土民间乐器体系。身在音乐世家的李旭
从小就有很高的民乐素养。身为年轻一
代，他对摇滚、交响乐等音乐形式也并不
陌生。如何把这两种看似无关的要素糅
合在一起，创作出新的音乐形式？为了
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李旭和他的团队
一起在公园里、录音棚中、工作室内不断
研究，在一次次吹奏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不断修改和尝试新的音乐组合，力求呈
现出最完美的音乐作品。逐渐打开知名
度后，乐队曾受邀于央视中国电视器乐
大赛当过助演嘉宾，在中国非博会、上海
进博会等众多文化交流展演活动中演奏
原创音乐。

今年，李旭和他的乐队推出了一首描绘
黄河奔流不息景象的原创曲目——《大河初
音》，未来，李旭和他的乐队将继续坚持做好
原创音乐，用音乐让更多的人主动关注了
解，走近宁夏本土音乐。

首都博物馆开新展
150余件展品续写长城情

《薪火相传 共砺国魂——“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
赞助活动四十周年专题展》5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150余
件展品揭秘长城北京段保护工作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娓娓
道来绵延不断的长城情。

1984年 7月 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活动
启事——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发起“爱我中华 修
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创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
的先河。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秦皇岛、天津、嘉
峪关等长城沿线城市也陆续开展集资修长城活动……一幕
幕感人场景今天仍令人心潮澎湃。

本次展览中，150余件文物、图片、档案等展品共分为
“巍巍长城铸我魂”“万众一心襄益举”等四个部分，系统展
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取得的成就，邀观
众续写保护与传承长城文化遗产的新篇章。

一批珍贵史料首秀，带领观众重温过往。当年的北京
晚报记者苏文洋是社会赞助活动的首倡发起和组织者，一
封由他起草的北京晚报呈报给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请示报
告中，道出了积极参与长城保护事业的初心：“绵绵长城，
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国家拨款修复……中国人民有能力、有
责任和国家一道保护中华民族的象征——万里长城。”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以来，全国
上千万人踊跃参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积极捐款，募
集资金达数千万元。社会赞助活动极大推动了长城修复
的步伐，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重要点段长城相继完成
修缮，面向公众开放。

近年来，随着长城保护理念的更新、保护手段不断提
升，古老长城焕发新生。展览通过 3D打印模型、多媒体互
动展项等，展示长城保护的“北京经验”，结尾设置互动体
验区，观众可以在新发起的“爱我长城 兴我中华”活动倡
议书下签名，参与“云游长城”、集章打卡等活动，书写新的
长城故事。 （据中国新闻网）

贵州72件作品入选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日前，第十四届全国美术展（以下简称“全国美展”）发
布终选名单，贵州 72件美术作品入选，其中 7件作品被评
为进京作品参加第四届“中国美术奖”的角逐。据悉，这是
贵州在历届“全国美展”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72件入选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综合
画种、雕塑、艺术设计等界别，集中展现了2019年以来贵州美
术界的创作成果。这些作品抒写多彩贵州天堑通途、城乡繁
荣的发展之美；“村超”火爆、民族和谐的人文之美；万峰成林、
碧水如练的自然之美。既有对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发
扬，也有对现代审美的探索与创新。作品围绕贵州时代风貌
和“四大文化工程”等方向进行创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
实践，以美术的形式抒写了与这片土地上的血脉关联和情感。

据了解，参加第四届“中国美术奖”评选的7件作品中，中国
画、油画、综合画种各一，分别是周艳昀的《红冠群芳共滋华》、耿
心入的《嬿婉如春》以及潘闻丞、冯容、李梦蝶、尹晨合作的《行歌
2023——看贵州》；版画作品四件：梁浩周的《航天逐日》，梁练方
的《新芽》，王建山、杜善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物之蔡元培》，
周庆的《越山跨海——中国特大桥》。 （据《贵阳日报》）

7 月 6 日，小朋友们在福州新华书店鳌峰坊书城内读
书纳凉。

连日来，福建省福州市持续高温，市区各图书馆、图书
商城成为市民消暑读书好去处。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河南省禹州市孔家钧窑的展厅里观察一件
钧瓷作品（7月2日摄）。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钧瓷烧制技
艺”的发源地。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
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而闻名于世。

近年来，禹州市积极推动钧瓷产业品牌化、精品化发
展，探索钧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目前，禹州市有钧瓷企业 200 余家，年产销钧瓷 220 多万
件（套），从业人员达2.8万多人。 新华社发

近年来，赵桂琴的刺绣不仅享誉
宁夏等地，还随其参与对外文化交流
活动，被宣介到海外一些国家。2011
年，赵桂琴随宁夏代表团参加阿维斯
文化基金会、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中国
文化部主办的阿联酋迪拜中国文化
周，展示了中国民间刺绣的独特技
艺。2012年应塞舌尔文化部邀请、受
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委派，赵桂琴
前往非洲东部岛国毛里求斯授课历时
40天。之后，前往韩国参加中韩民间
文化交流活动。在一次次的对外交流
交往中，赵桂琴把精美的中国民间刺
绣艺术分享给了很多国外的民众。

赵桂琴自身的刺绣事业有成，同
时也不忘带领更多的农村姐妹靠手艺
脱贫。2008年以来，赵桂琴应邀担负
起了培训农村绣娘的艰巨任务。2009
年在银川市文化城宁夏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性开发产业孵化基地，赵桂琴
正式成立了“桂琴民间刺绣培训班”。
2013年“宁夏赵桂琴刺绣有限公司”成
立，2016年经自治区扶贫办批准，该公
司成为自治区刺绣技能培训基地。为
积极响应自治区扶贫开发政策，更好
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赵桂琴十多年来为培训农村绣娘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共培训贫困
地区妇女及残疾人千人左右，其中具
有一定刺绣水平、能够协助赵桂琴承
接刺绣订单的徒弟约百人，她们将成
为宁夏地区民间刺绣的有生力量。

如今，赵桂琴作为自治区级非遗
传承人，一方面积极拓展公司的刺绣
业务，努力使公司的手工绣品成为高
端艺术品、收藏品、装饰品，并将绣品
远销欧美、日本、非洲等国际市场，尽
心竭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
面，她认真履行所担负的传承职责，
在培训众多农村绣娘的同时，也积极
培养两个女儿王倩和王婧。在她的
言传身教之下，女儿深得母亲真传，
刺绣技能进步很快，已经成为母亲的
得力帮手，在母亲繁忙的情况下，能
够接替母亲完成一些刺绣作品。女
儿的成长，自己的刺绣事业后继有
人，让赵桂琴感到无比欣慰。

（本文摘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实录·银川卷》
作者：武宇林 杜 丹 张 洁 马慧玲
图片为书内插图）

刺绣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琴：

赵桂琴，1966 年 3 月
出生，宁夏同心县下马关镇
红城 水 村 人 。 2008 年 被
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刺绣）代
表性传承人。

宁夏 艺人

赵桂琴 1966年 3月出生于宁夏同心县
下马关镇红城水村一个农民家庭，这里位
于宁夏南部山区边缘，地处宁夏中部干旱
带，自然条件较差。但此处自古流传着传
统的刺绣民俗文化，在赵桂琴儿时的记忆
里，村子里的女娃娃及已婚妇女在农闲时
节都会围到一起，绣鞋垫、绣枕套，而且，还
要比赛刺绣技艺。在如此的耳濡目染之
下，儿童时期的赵桂琴就对刺绣产生了极
大的兴趣。从 8岁开始，她就忍不住跟着
二姨偷偷学刺绣。因为是农家孩子，有空
还得帮助大人干些农活。后来，母亲看她
的确喜欢刺绣，而且很有悟性，便开始教
她绣花。赵桂琴家中有六姐妹，小时候，小
妹上学，大姐二姐一边务农一边为家人做
衣服、做鞋，三姐和赵桂琴及五妹都学会了
刺绣，且一个比一个热爱刺绣，目前都是自
治区级非遗刺绣传承人。在母亲和二姨的
悉心指导下，在姐妹的相互激励下，赵桂琴
的刺绣技艺日益见长。尤其是图案配线，
她似乎对色彩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从来
无须母亲的指点，便能根据所绣的图案，自
己搭配出协调秀丽的色彩。还有对各种刺

绣针法的领悟，赵桂琴都要优于周围的姐
妹们，正如绣娘们所评论，一样的图案，赵
桂琴绣出来的效果，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很早以来，赵桂琴就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
刺绣才能。

赵桂琴从事刺绣四十多年，历经多年
磨砺，掌握了打籽绣、平针绣、斜针绣、穿插
绣、乱针绣、裹针绣、硬褙绣、掇绣等多种绣
法，且刺绣技艺日臻精湛，能够得心应手地
运用各种刺绣技法，创作出琳琅满目的精
美绣品。她的绣品题材非常广泛，有花鸟、
人物、山水，突破了西北刺绣以花鸟为主的
常规，尤以绣制古今人物见长，具有“精、
细、雅、洁”的艺术风格，能够将人物的表情
神态展现得细致入微。主要作品有《金陵
十二钗》《青花瓷》《九色鹿》《我的母亲河》
等。近年来，赵桂琴的许多绣品在各种展
会上获奖。2008年荣获宁夏首届旅游产品
展示银奖。2010 年作品《青花瓷》获全国

“七夕女红手工艺大赛”铜奖。2011年获第
四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博览会交易会最佳
文化精品铜奖。2013年作品《九色鹿》获宁
夏首届文化创意设计大奖赛三等奖。2013
年获第二届西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银川镇北堡）金奖。2015年获第三届西北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银川镇北堡）一等
奖。2016年荣获中国文化馆年会·文化艺
术博览会暨银川“一带一路”特色文化产品
博览会非遗展优秀非遗项目奖。2019年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书法美术摄影民
间工艺作品展中，绣品《神奇宁夏雄浑贺
兰》荣获三等奖。在“非遗进万家·文旅展
风采 2020 年宁夏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
大赛”中绣品获二等奖。2021年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民间工艺作品展中
绣品《我的母亲河》获二等奖。2021年，宁
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福建省委和政
府赠送了题为《闽宁协作山高水长》的宁夏
刺绣插屏，以此向二十五年如一日无私援
助宁夏脱贫攻坚的福建省表达诚挚谢意，
传递宁夏人民对福建人民的深情厚谊，铭
记闽宁协作的山海之情。该作品的承担者
为赵桂琴团队，选用真丝面料、优质蚕丝
线，采用双面绣的手工技艺，用了 45个日
日夜夜精心绣制而成。作品两米多见方，
采取薄玻璃夹裱工艺，配以花梨木屏风外
框和鸡翅木基座，插屏整体长 2.65 米、高
2.18米，尽显高雅韵致。该绣品被收藏于
福建省福州市档案馆。另外，其绣品《金
陵十二钗》被中国博物馆收藏，《青花瓷》
被广东博物馆收藏。鉴于赵桂琴精湛的
刺绣手工技艺，于 2019年被评为宁夏一级
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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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刺绣在保护传承中绽放光彩

赵桂琴作品《金陵十二钗·探春》
（张洁摄于2008 年）。

用“人类初音”吹响宁夏民间乐音
郭思萍

7 月 6 日，2024 宁夏固原六
盘山花儿（民歌）歌会在西吉县
火石寨景区举办，来自六盘山区
及周边地区的百余名原生态花

儿歌手，以原生态清唱、对唱、
合唱等形式，配以大型花儿
歌舞，载歌载舞，在现场展示
“六盘山花儿”的独特魅力。

歌会分为“花儿开了”
“花儿红了”“花儿香了”三
个篇章，精选 12 个独具民
族特色的歌舞依次上演，
100 余名表演者以歌代言、
以舞抒怀，展现民族特色、地

域 特 色 、风 土 人 情 和 时 代 风
貌，表达对祖国、家乡的无限热
爱之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充分展示了六盘山花儿的
风采和魅力。

本报记者 邓 蕾 摄

文化中国行

“花儿”演唱家现场高歌。

来自周边地区的近百名原生态花儿歌手，载歌载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