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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艺人

▲张树林及其飞叉。

在宁夏银川市，就有这样一位将
飞叉技艺掌握得炉火纯青的人物，那
就是国家二级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树林。张树林
1948 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
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在其故乡东光
县，过去很多家庭都以杂技表演谋生，
张树林的父亲张金顺也不例外，自幼就
跟随舅舅学艺，习得了飞叉、水流星、
鞭技、口技等多种杂技技艺，走南闯北
赚钱谋生，是小有名气的杂技艺人。
张金顺最为拿手的技艺就是飞叉表
演。在新中国成立后，张金顺凭借着
娴熟的飞叉技艺，被招进中华杂技团
（后改名“中国杂技团”），从一名江湖艺
人成长为中国第一代杂技演员。20世纪
50年代，张金顺跟随中国杂技团多次出
访各国，展演中华传统民间艺术，通过
杂技向全世界宣介新中国。他走遍了
欧洲各国，仅在苏联各大城市就连续巡
演 120多天，一次又一次完美地展示了
飞叉技艺，被誉为“飞叉王”。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
际，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纷
纷踊跃报名支援宁夏建设，张金顺也
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携次子张树林
来到宁夏，与中国杂技团的其余 9位演
员，共同组建了宁夏有史以来的第一
个杂技团 （后改名“银川市杂技团”），
飞叉技艺也由此传入宁夏。从此，年
仅 10 岁的张树林作为杂技团的一员，
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飞叉等技艺。1960
年，张金顺的三子张树国也来到宁夏，
兄弟俩都成了张金顺的徒弟。张树林
主攻飞叉技艺，弟弟张树国则掌握了
父亲的水流星等技艺，父子三人一起
训练，同台演出。由于银川市杂技团
刚组建不久，训练条件十分艰苦，没有
专业的排练厅，只能和京剧团、歌舞
团、越剧团、话剧团等其他几个团的文
艺工作者们，共同挤在一个文化大院
里练功。许多艺人吃不了苦，返回了
大城市。但张金顺父子三人却初心不
改，凭着对杂技艺术的执着和热爱，一
直坚持了下来。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
丰富基层的文化生活，杂技团承担了
下乡慰问演出的重要任务，常年深入
宁夏各地农村、部队、工厂及矿山演
出。在过去经济落后的年代，道路崎
岖、交通不便，下乡演出时，往往是生
产队派马车拉道具，演员们步行到演
出场地。而演出场所或是一座土台
子，或是一块土场地。有的地方还没
有通电，只能点上几盏汽灯进行表
演。但这些困难从未浇灭张树林对舞
台的热爱和渴望，面对场场爆满的观
众及追着杂技团赶场子的老乡，年少
的张树林无数次鼓足干劲，表演自己
最熟悉的飞叉，把最佳的状态展示给
观众，也将欢乐传送给每一位热情的
观众。20 世纪 60 年代，银川市杂技团
成为宁夏最受群众欢迎的演出团体。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0年代末，银
川市杂技团解散，张树林和其他演员
被分配做其他工作，几乎没有了演出
机会。本来张树林想调到外地杂技团
另谋出路，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一边
在样板戏里跑龙套、演配角，一边等待
重新登台表演杂技的机会。1975年，杂技
团终于恢复演出，20多岁的张树林再次
回归杂技表演，并担任演员队队长，活
跃在杂技舞台上，不仅表演飞叉，还表

演爬竿、排椅、皮条等杂技节目，并自
创了惊险刺激的飞车项目，一度极受
欢迎，不仅在银川上演，还应邀到新疆
等地演出。80年代前后，张树林多次随
杂技团到宁夏各地及甘肃等地演出，受
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张树林在 1983 年
宁夏全区青年演员大奖赛中荣获三等
奖。为了更好地培养传承人，他打破
了家族式传承，向更多喜爱武术的人
传授技艺。1983年他培养周笑天为传
人，周笑天先后获得过西北大赛三等
奖、西北五省一等奖。

1986 年以来，张树林根据上级安
排，先后调任银川市文化稽查大队、市
文化局等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然
而，在杂技舞台上施展才艺30年的张树林，
对杂技情有独钟，总是难以割舍这份事
业。1996 年，年近 50 的张树林又重新
回到银川市杂技团，担负起培养下一代
杂技新人的重任。他和其他教师共同
深入农村招生，寻找到 30多个具有天赋
和能吃苦的孩子，组成了一支学习队。
张树林主要负责指导孩子们学习“皮
条”技艺，其表演形式为表演者双手持
悬挂的软皮带，利用软皮带飘忽不定的
特点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具
有极强的力量美感和欣赏价值。2000
年，张树林率队参加全国杂技比赛，获
得宁创文学艺术基金奖二等奖；2002年，
他编排的《皮条》节目荣获自治区第六
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二等奖；2002年，
他撰写的论文《杂技学员训练心理初
探》在第六届宁夏艺术论文研讨会获得
二等奖。张树林曾带着学生应邀到北
京人民大会堂演出，也曾和学生被公派
至俄罗斯参加演出交流活动，为宁夏乃
至我国的杂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今，张树林年逾七十，但身体健
硕，雄心犹存，他依然心系飞叉技艺的
传承。他由衷表示，只要杂技团需要，
他随时可以回去指导和教授飞叉项目，
将这门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技艺传承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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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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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技 ，古 时 又 称“ 杂
伎”或“杂技乐”，起源于秦
代，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表
演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
和 广 泛 的 受 众 。 杂 技 飞
叉，属杂技中的耍弄类节
目，始于明代。飞叉由古
代兵器钢叉演化而来，表
演时通过舞弄飞叉，借惯
性使飞叉悬空、旋转，在表
演者的肩臂、腿部、腰胯处
滚动飞舞，形成行云流水、
花样繁复的表演效果。由
于 飞 叉 技 艺 可 以 强 身 健
体，且极具审美观赏性，逐
渐成为老百姓喜爱的娱乐
表演项目。在 1936 年举办
的 第 十 一 届 柏 林 奥 运 会
上，中国武术队员郑怀贤
在出场式上表演飞叉，为
中华儿女赢得了世界瞩目
和赞誉。

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

问：“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您如何看待其重大意义？

答：本次申遗成功，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部门
协同推进、以申遗工作带动北京老城整
体保护取得的成果。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文明突
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包括天安门广场
及建筑群在内的全部 15个遗产构成要
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哲
学思想在全球范围的重要价值，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世界
广泛认可。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核心，
承载了北京千年历史文脉和文化传
统。在开展“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过
程中，实施《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2035年）》，健全央地协同、多部门
协调的管理体制，实施《北京中轴线申
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正阳门、太
庙、鼓楼等一批重要文物建筑修缮，取
得正阳桥、南中轴路遗址等一批城市考
古新发现，建立遗产价值展示体系和监
测预警系统……申遗保护工作，对保护
传承北京老城历史格局、整体风貌和历
史文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本次申遗工作是推动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
举措。在申遗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将
保护诉求与发展诉求有机结合。比如，
支持和指导北京市加大对腾退文物建
筑的保护力度，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文
物建筑对外开放，优化老城居民生活环
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申遗之路收获 4方面经验与启示

问：十几年申遗之路，我们从中能
获得哪些经验与启示？

答：2012年，国家文物局将“北京中
轴线”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北京中
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
收获了一些方面的经验和启示。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物本
体保护修缮。我们始终将文物本体保护
作为工作立足点，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等规范下，科学、有序推进文物本
体保护修缮，充分发挥北京市文物工程

质量监督机制作用，持续改善文物本体
保存状况，获得国际组织高度赞赏。

探索阐释传承，依靠科技手段提升
保护展示水平。我们构建起以综合展
览为主线、各遗产点现场标识和专题展
览为补充、统一规范的遗产价值展示体
系，向公众深入阐释遗产价值。通过建
立“北京中轴线”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和
数字展示平台，采集遗产本体、风貌、环
境和管理等信息，探索预防性保护、突
发灾害应对的有效手段，提高了遗产保
护展示能力。

强化央地协同，完善遗产保护管理
工作体制机制。“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
素丰富，遗产管理现状多样，历史遗留问
题复杂。为有效推进申遗保护工作，国家
文物局、北京市探索建立高位统筹、央地
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形成“北京中
轴线”申遗保护的强大工作合力。

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

问：下一步，我们对“北京中轴线”
的保护和管理有什么安排？

答：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我们将
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先进理
念，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带动北京老城
整体保护更上新台阶，建设历史文化与
现代生活交相辉映的大国首都。

首先，完善协调机制，强化保护管
理能力。我们要重点完善保护管理体
制机制，强化央地协同、多部门协调的
管理体制，做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

心，提升“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能力，
进一步巩固“北京中轴线”及其周边环
境整体保护的目标，统筹文化遗产保护
与城市建设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文旅
融合发展的关系。

其次，加强资源调查，丰富历史文
化内涵。持续开展“北京中轴线”历史
文化价值研究，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开展重要遗址考古与保护展示，挖
掘保护北京老城各类文物资源，进一步
深化对北京老城文化内涵的理解认识，
夯实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工作基础。

再次，强化整体保护，提升保护展
示能力。严格保护北京老城各类文物
资源，推动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
貌、文化生态、景观环境整体性保护，保
护传承北京老城历史文脉。持续开展
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不断提高应对自然
灾害能力，强化“北京中轴线”展示阐释
的整体性，突出遗产构成要素展示的个
性，积极探索活化利用手段，让文物和
文化遗产“活起来”。

最后，强化旅游管理，提高公众参
观体验。研究制订“北京中轴线”展示
与旅游发展规划、计划，逐步扩大展示
区域范围，推出主题展示游径，增加文
化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活动调控能力，
逐步改善游客参观游览体验，减少旅游
活动对遗产区、缓冲区及其居民的
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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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林带领学生前往俄罗斯演出
杂技。

张树林带学生到北京表演杂技。

据新华社南京7月 26日电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
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47场活动 26日
在江苏省扬州市图书馆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
所研究员、所长卜宪群作题为《中国历史上的廉洁文化及其
价值》的演讲。

卜宪群从中国历史上廉洁文化产生的背景展开，通过
深入剖析大量史料，分析了历史上腐败现象的多种形态及
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所在；讲述了廉洁文化在不同朝代的
主要内容和传承教育形式；阐释了新时代学习借鉴历史上
的廉洁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卜宪群说，中国历史上的廉洁文化是历代政治家、思想
家和人民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关于反腐
倡廉的思想与智慧，其内涵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
文化。其中的思想文化，包含了以廉为本、民惟邦本、贤者
在位、德为才帅、居官无私、正身律己、家国同构等丰富的内
容，值得我们深入学习思考与借鉴。

本次活动由扬州市纪委监委、扬州市委宣传部、光明网
承办。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一个风筝的传奇，两代人心里的非遗”——儿童小说
《亲爱的风筝》图书分享会在第 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上举行。 该书是作者鲁鸢南儿童小说创作的处女作。

《亲爱的风筝》是第三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
银奖作品。作者以家乡山东潍坊为小说背景，紧紧围绕非
遗——风筝制作技艺这个主题，书写少女杨青青与杨婆婆
从不了解、不喜欢对方，到她们在制作“龙头蜈蚣”风筝的过
程中彼此温暖和疗愈的故事。

儿童文学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接力杯“曹文轩儿
童小说奖”评委李东华表示，作为一个从山东潍坊走出去的
游子，“风筝”一词饱含浓郁的乡愁，同时也是潍坊的一张文
化名片。《亲爱的风筝》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巧妙新颖的构
思，把风筝这项非遗传承、少女杨青青的成长、风筝大师遗
孀杨婆婆的内心疗愈，十分妥帖自然地融会在一起，让这个
有些沉重的故事，像风筝一样轻盈地飞起来，承载着朴素而
美好的温情、民间工艺的匠心。

接力出版社少儿分社社长李雅宁说，作者将风筝非遗
纳入儿童小说创作之中，交织呈现两代人的内心波澜、命运
浮沉，让风筝通过文学作品被更多读者了解，也引发读者思
考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据悉，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
小说奖”启动以来，六年举办了三届评选工作，现已出版获
奖及优秀作品 44种，图书发行量 124万册。接力杯“双奖”
已出版的作品中，已有 27种作品输出到美国、韩国、埃及、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据中国新闻网）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第147场在扬州举办
宣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洁文化

在四川省白玉县日通草原上，当地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
7 月 27 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第二届“盛德

白玉·草原最牛”乡村民俗文化活动在阿察镇日通草原启
幕。文艺汇演、牦牛选美、挤奶比赛、赛马等活动在接下来
两天里将轮番上演，吸引当地牧民和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

儿童小说《亲爱的风筝》
借非遗技艺讲述民间工艺匠心

7 月 26 日在海南疍家博物馆拍摄的疍家人用于造船的
各式工具。

海南疍家博物馆位于海南陵水，是综合性疍家文化主
题博物馆。该馆于 2023 年 9 月开馆，致力于收藏、记录与传
播疍家人的人文与历史。

疍家，是一个视水为陆、以舟为室、浮游江海的群体，广
泛分布于中国南方沿海和江河湖口地带。疍家人特殊的生
产、生活环境，形成了迥异于陆上居民的水上社会。尤其是
在海南，一代代疍家人根植南海、繁衍生息。他们捕鱼采
珠，衣食节庆、语言歌谣、习俗信仰等都彰显着独具特色的
疍家文化。 新华社发

以申遗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 开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新局面
——专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在印度
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对此，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接受了
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