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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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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智 1954 年出生于银川
市，上小学三年级时，被老师推荐
参加了银川市文教局举办的中小
学暑假文艺训练班。十岁的徐明智
在该培训班学习了快板，从此开始
接触到民间说唱艺术。经父亲介
绍，少年时期的徐明智得知宁夏有
一位民间说唱艺人夏花花。她是
一位从小失明的盲人，经常敲一对
撞铃或打着竹板演唱，其表演在永
宁县和贺兰县一带非常有名。徐
明智也曾在银川南门广场亲耳聆
听过夏花花演唱的陕北民歌《兰花
花》，也观看过民间艺人张有贵弹
着三弦的说唱表演。两位说唱艺
人生动感人的表演，都给徐明智留
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对其后
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两位老
一辈民间艺人也成了徐明智终身
从事民间说唱艺术的楷模。特别
是夏花花老师，正巧和徐明智的舅
舅、姨妈居住在同一个生产队，使
他能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学习。

1970年，初中文化程度的徐明智
进入银川新城橡胶制品厂当工
人。1974年经人介绍，他跟随自治

区秦腔剧团一位老师学会了
弹三弦，掌握了宁夏
小曲的乐器伴奏技

能。其间，他经常参与银川市文化
馆的业余文化活动，开始注意搜集
宁夏小曲的一些资料，文化馆的一
些文艺工作者在收集花儿、小曲唱
词的时候，也会为他提供相关资
料。20世纪 80年代初，文化部及中
国文联等部门联合发起了中国民间
文学“三套集成”的运动，徐明智见
证了文化馆的老师们带着刚刚流行
的砖头块式样的松下、三洋牌录音
机，骑着飞鸽牌自行车，下乡普查采
录宁夏小曲等民间文学艺术的情
景，这些都激励并坚定着徐明智从
事民间说唱艺术的信念。1981年，
徐明智凭借自身所具备的弹三弦、
说快板、演唱宁夏小曲的才能，在天
津的由文化部组织的曲艺会演中荣
获创作二等奖和表演二等奖。由
此，他被调入宁夏曲艺团（宁夏说唱
艺术团的前身），正式走上了从事宁
夏小曲创作及演唱的艺术道路。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徐明智
尝试宁夏小曲的写作。如他所言：“因
为我们搞说唱的人，没有人给你
写本子，只有靠自己。”在徐明智
的记忆中，20 世纪 60 年代在民间
流传的宁夏小曲，主要是反映解
放前军阀混战的《打宁夏》、调侃
类的《风搅雪》（俗名《男光棍女寡
妇》），艺人们的唱段基本上大同
小异。新社会、新时代，宁夏小曲
必须有反映时代风貌的创新内
容。徐明智大胆尝试，在传统曲

调的基础上，改编出一些
短 小 精 悍 的 唱

段，在句间、

尾部加入衬腔、拖腔、甩腔，增强
了宁夏小曲唱段的艺术性。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改编出
《除四害》和《饲养员》唱段，创作
有《年轻的老汉》《红色的种子》唱
段。1976年他曾代表宁夏参加了全
国曲艺调演。徐明智在创作方面，
加强了宁夏小曲的故事性，使得表
演更具曲艺特色。比如《年轻的老
汉》，根据自身所在居民大杂院的亲
身体会，选择了创作原型，编写了一
位年纪不大的男士，因为早婚、早
育、多子女而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生活一团糟、未老先衰的说唱段子，
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具有正面的宣
传意义，在银川地区家喻户晓，颇有
影响力。

20 世纪 70 年代起，徐明智在
创作宁夏小曲的同时，也亲自登台
表演，经常跟随宁夏说唱艺术团深
入厂矿、部队、农村演出，将创作的
曲目搬上舞台，为广大城乡群众带
来欢乐。多年来自创、自编、自演宁
夏小曲七十多首，其中《白字经》《渔
奶奶回家来》《除四害》等深受群众
欢迎。在长期的宁夏小曲说唱演艺
生涯中，他积极探索研究，规范了宁
夏小曲的伴奏乐器，主张主唱用弦
子、搭档用渔鼓和撞铃等。并在多
年对宁夏小曲、眉户及当地方言整
理、挖掘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宁
夏坐唱”的观点，重新命名了具有宁
夏本土风情的这一地方曲种。宁夏
坐唱集创作、弹奏、演唱于一身，表
演时二人合演，主唱操三弦边弹奏

边说唱，搭档手持简铃及渔鼓边打
击边帮腔，形成捧哏和逗哏的关系，
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宁夏
坐唱由于器具简单、形式活泼、语言
诙谐，至今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常见于宁夏的各种大型文艺演出活
动。徐明智 1997 年创作的《白字
经》，通过和搭档的精彩表演，荣获
全国舞台表演艺术最高奖“文华
奖”。除外，其他作品曾获“牡丹奖”

“群星奖”等国家级奖项。
作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徐明智积极履行传承职责。一方
面，他带徒传艺，曾在宁夏艺术职
业技术学院给自治区文化部门举
办的曲艺培训班的学员传授演
技，对他们进行基础的宁夏小曲
演唱训练，这里不仅有年轻学员，
还吸引来了几位高龄的宁夏小曲

爱好者。而且，徐明智常年在银
川市文化艺术馆宁夏小曲传习所
教授学员，其中不乏六七岁的小
学员。另一方面，徐明智积极培
养独生子徐晨传承宁夏小曲（宁夏
坐唱）。徐晨本来对传统的宁夏坐
唱不感兴趣，比起古老的表演形式，
他更喜欢时尚的吉他及流行音乐。
但在父亲徐明智的言传身教下，徐
晨最终爱上了宁夏坐唱，且刻苦学
习三弦等相关技巧。宁夏大学音乐
舞蹈学院毕业后，徐晨报考了宁夏
文化馆，成为了一名文化工作者，立
志踏上父亲所走过的民间艺术道
路，把传承宁夏小曲作为人生的努
力方向。如今，深得父亲真传的徐
晨，已经能够在舞台上熟练地表演
宁夏小曲，并且和父亲同台演出，配
合默契，成了新一代能弹会唱的名
副其实的宁夏小曲传承人。看着儿
子徐晨的不断进步成长，徐明智深
感欣慰，也衷心祝愿宁夏小曲新人
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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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台北7月20日电“我将
汉字看作一个个符号，背后是我们一
段段厚重的历史。每次临摹先辈名
作，我都能体会和古人对话的美感。”
台湾东海大学学生林暐宸在颜真卿
《争座位稿》的临摹获奖作品前，讲述
与书法结缘 10年的感悟。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20
日在南投县中台世界博物馆举办开
幕式。包括林暐宸作品在内的两岸
及海外百幅优秀临书作品，以及 20幅
书法名家观摩之作亮相。

本届展览主题为“临古开新·共
书辉煌”，由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
协会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
物交流协会、西安碑林博物馆共同主
办。展览采取接力形式在两岸展出，
3月在西安登场，4月移师台北，7月
17日至 8月 25日来到南投，备受两岸
书法爱好者喜爱。

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理
事长陈春霖致辞表示，书法是中华文
化的精髓，不仅有独特内涵，也与生
活息息相关。非常难得本届展览可
以走进位于台湾中部的南投，希望两
岸书法爱好者更好地交流互动。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港澳台事务
部副部长于昕致辞表示，两岸文化同
根同源，两岸书法爱好者笔墨传情、
交流互鉴，体现了喜爱书法、练习书
法、弘扬书法在两岸广泛深厚的社会
基础，更呈现出台湾各年龄段书法爱
好者的深厚书法艺术功力。

展览设立“国宝碑林”和“唐代书
法大观”专区，介绍碑林的前世今生
与唐代名家碑刻，带领观众了解西安
碑林博物馆从典藏历代经典名碑到
成立博物馆的历史变迁，以及 12件唐
代名碑拓片及其背后故事。

现场还设计多款互动体验项目，
如“造字游戏”“书法求签游戏”“填字
谜游戏”等，让书法艺术推广更具趣
味性和互动性，为大小观众提供丰富
多样的书法文化体验。展览期间还
将进行“西安碑林书法艺术赏析”和

“影响台湾书坛的几位前辈书法家”
两场讲座。

高雄市民王先生当日带着读高
中的女儿来到现场。“女儿从小学起就
练习书法，最初是为了让她提升专注
力，后来发现书法对语言能力和思辨
水平都有提高。”他表示，自己小时候
学校都有教授书法，无奈现在孩子只
能在校外报班学习。“孩子报名了下个
月在北京的书法交流活动，很高兴看
到她从书法中收获了知识和快乐。”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
巡回至台湾南投

近日，“与奥林匹克同
行——历届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展”在颐和园开幕，以此
迎接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同时纪念中国奥运金牌“零的
突破”40周年。

本次展览由北京奥运城
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北京市
公园管理中心、奥林匹克博物
馆（瑞士洛桑）共同主办，以国
际奥委会提供的图文资料为
基础，结合中国代表团参加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程，第
一期推出 46 块展板，选用图
片 219张，介绍了 1896年雅典
第 1 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至 2020年东京第 32届夏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概况，展示了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
程，展现了历届奥运会的特色
创新和经典时刻。其中国际
奥委会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
物馆为展览提供了大量珍贵
的奥运图文资料，许多图片是
首次和国内观众见面。

展览开幕式上，中国首枚
奥运金牌获得者许海峰获得
北京奥促会颁发的“奥运精神
传承推广大使”证书。随后他
来到现场观展，并在 1984 年
洛杉矶奥运会自己夺得金牌
时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讲述当
年夺冠的故事。

（据《北京日报》）

宁夏 艺人 宁夏小曲代表性传承人徐明智：

徐 明 智 ，
1954 年 出 生 ，
宁夏银川人 。
2010 年被认定
为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宁夏小
曲）代表性传
承人。

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文化礼堂，暑
托班的孩子在体验舞龙。

暑假期间，不少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度过一个充
实快乐的假期。 新华社发

“与奥林匹克同行”主题展开幕
荷风拂暑意 蝉鸣草木盛

蝉声噪，夏意浓。大暑节气，正
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
年最热的时期。相对小暑来说，大
暑气温更高，阳光猛烈，雨量充沛，

“湿热交蒸”在此时到达顶点。广州
美术学院的师生结合气候特点、节
令花果等元素，运用现代设计语言，
创作出“大暑”主题系列海报。让我
们在这些设计作品中，感受炎炎夏
日的勃勃生机。

《大暑·果香四溢时》（图 1）的中
心视觉是一棵硕果累累的荔枝树，
红扑扑的荔枝密密麻麻地挂在枝
头，象征着夏日的丰收与甜美。荔
枝的红色与树叶的绿色形成鲜明对
比，既展现了夏日的生机勃勃，又突
出了果实的鲜艳诱人。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大暑·夏绿满园新》（图 2）中，

“大暑”二字的字体巧妙地融入了荷
叶、荷花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不仅
美观大方，而且富有韵味，使得整个
字体设计既具有艺术性又充满自然
气息。荷叶代表着清凉与生机，荷花
则象征着美丽与纯洁，二者共同营造
出一种清新脱俗的视觉感受。

《大暑·果香荷韵》（图 3）以盛开
的荷花和舒展的荷叶为视觉元素。
海报的下方巧妙地摆放着西瓜、葡
萄和鲜嫩的桃子，色彩鲜艳、琳琅满
目，不仅为海报增添了丰富的视觉
元素，也让人联想到夏日里清甜的
果香和丰收的喜悦。

《大暑·热浪滚滚》（图 4）通过视
觉元素和创意手法，来表现大暑时
节的酷热感受。热辣辣的人行道和
快融化的字体设计相互呼应，共同
营造出一个高温酷热的场景，让观

众在视觉上感受到大暑的独特氛
围。这种设计理念旨在通过直观的

视觉冲击力来引起观众的共鸣，并
传达出大暑时节的热烈与激情。

在炎热的天气里，亲水戏水，成
为许多人的避暑选择。《盛夏冲浪·畅
享阳光》（图 5）的中心人物是一位正
在冲浪的运动达人，正尽情地乘风破
浪，享受着夏日的速度与激情。海报
背景为宽阔的海滩和汹涌的海浪，展
现了盛夏时节海滩的壮丽景色。海
浪的起伏和冲浪者的动态姿态相呼
应，营造出动感十足的视觉效果。

金蝉破土而出，鸣唱着夏日的
乐章。《蝉出地洞》（图 6）通过描绘盛
夏时节的这一自然景象，传递出大
自然的生命力。苍老的大树与爬行
的蝉，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乡野气
息的生动画卷。

通过色彩、构图和文字的搭配，
设计者们用巧妙的构思成功地营造
出洋溢着生机与活力的夏日氛围，
让观众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感受
到那份恣意的热情与美好。

（据《光明日报》）

大暑·果香四溢时（海报图1）。

大 暑·夏 绿
满园新（海报图2）。

大暑·果香荷韵（海报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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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出地洞（海报图6）。

徐明智
在 电 视 剧

《灵与肉》拍
摄现场，给
剧 中 人 物
郭谝子替身
演唱宁夏小
曲《灵均秀
芝配成婚》。

徐明智和儿子徐晨在 2021 年中国民族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
宁夏小曲《弹起弦子唱丰收》。

把乡音小曲唱出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