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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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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从部队退伍的张翠
萍跟随丈夫来到贺兰县，考入
贺兰县文化馆。因工作原因，
张翠萍时常能接触到“山花儿”。
2016年在文化馆的推荐下，张翠萍
参加了文化部非遗司举办的宁
夏“山花儿”培训班，自此，与

“山花儿”结缘。
张翠萍被“山花儿”野性韵

律和乡土气息深深吸引。 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举办国家艺术基金青海湖
至贺兰山花儿青年表演人才培
养项目，从全国报名者中选拔 30
名“花儿”演唱者进行培养，张翠萍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此 次 学 习 让
张翠萍对“山花儿”有了更深入
地理解。“从传统民歌转向‘山花儿’

的过程充满挑战——既要
掌握原生态‘山花

儿’唱腔，又要理解宁夏川区‘山
花儿’的婉转曲调。”张翠萍说。
为了突破瓶颈，她曾多次深入民
间采风，也曾反复演唱同一首歌
数百遍，直到满意为止。

2022年，成为自治区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山花儿”的传承人
后，张翠萍踏上了使命之路。

张翠萍持续探索“山花儿”
的艺术表达。她坚持“守正创
新”，保留传统唱法和文化内
涵，融入现代音乐元素，创造性
转化传统艺术。

在音乐编曲上，张翠萍结
合传统旋律与现代电子乐器，
使“山花儿”更符合现代审美，
同时保留传统元素。她的作品
《獐子吃草滚石崖》融入现代电
子乐器和音效，赋予传统民歌

现代感和节奏感。
在创作新民歌时，张翠萍

结合现代生活题材，创作反
映当代社会生活和情感的歌
曲 ，使 传 统 艺 术 更 贴 近 现
实。她还将“山花儿”与现代
舞蹈结合，把歌词编成舞蹈
动作，创新表演形式，吸引年
轻观众。在 2019 年宁夏春晚
上，她巧妙地将宁夏民俗元
素融入舞蹈中，与“山花儿”

相结合，呈现出了一场别具
一格的表演。这些创新举措
不仅帮助“山花儿”这一传统
艺 术 适 应 了 现 代 社 会 的 发
展，也使其在保持传统精髓
的同时，展现出新的活力和
魅力。

目前，张翠萍正在构思用
小品形式呈献“山花儿”演绎，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让
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山花儿”。

日前，在贺兰县第八小学
戏曲教室内，20个“红领巾”正
踮 脚 模 仿 张 翠 萍 的“ 花 儿
手”——右手画圈如揽月，左手
推掌似拂云。“这是放羊时的拦
羊手势，要想象眼前是望不到

头的山梁。”张翠萍带着孩子们
转圈对唱。

张翠萍以贺兰县第八小
学 戏 曲 社 团 为 试 点 ，结 合

“ 戏 曲 走 进 校 园 ”工 作 ，将
“ 山 花 儿 ”引 入 校 园 。 在课
堂 上 ，张 翠 萍 有 讲 解 、有 演
艺、有互动，孩子们学习热情
高涨。她教孩子们用方言唱
《四季歌》，模仿羊倌吆喝时的
颤音，设计互动游戏，让孩子
们通过角色扮演体验“山花
儿”对唱的趣味……张翠萍每
年宣传“山花儿”近 20 次。同
时，在积极参加区外的交流
演出、比赛和政府公益活动的
基础上，张翠萍整合贺兰县文
化馆资源，开设了公益性质的

少儿班和成人班，吸引了众多
对“ 山 花 儿 ”充 满 兴 趣 的 学
员。在教学的过程中，她告诉
学员，演唱“山花儿”不只是
技巧的展示，更是情感的传递
和文化的传承。

张翠萍成立的“山花儿”艺
术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
因共同的热爱而聚在一起，利
用业余时间排练，参加演出和公
益活动，展现“山花儿”的魅力。
她坚定地说：“‘山花儿’是黄土
高原上跳动的心脏，只要有人愿
意聆听，有人愿意传唱，这片
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就
永远不会干涸，永远
不会断流。”
（图片由本人提供）

宁夏新编京剧《红高粱》
上海首演成功

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4月 21日，在“书香
中卫·黄河九曲望中卫 4·23世界读书日作家见面
会”活动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
得主阿来以“黄河源 自然与人文绚丽交响”为主
题，携新作《大河源》与中卫读者展开深度对话。
活动吸引了当地文学爱好者、文学评论家等百余
人参与。

《大河源》以诗意的笔触描述了黄河源区的自
然景观与地质变迁，承载了这片土地的文化记
忆。“一个人的世界，是从故乡开始扩展的，作为一
名作家，书写的范围亦然。”阿来分享道，这次创作
历程让他不断观察、思考和学习。

签售环节气氛热烈，阿来的作品引发读者强
烈共鸣。中卫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房继农特
意带来了珍藏多年的《尘埃落定》和《阿来散文》
请阿来签名。

此次作家见面会不仅为读者带来文化盛宴，
更搭建起黄河文化传承的桥梁。

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
携《大河源》做客中卫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4月 18日以来，国家艺术基金
202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宁夏演艺集团京剧院新
编现代京剧《红高粱》开启巡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
首演活动以精彩的剧情、精心的舞台编排博得观众热
烈掌声。

该剧以莫言经典小说为蓝本，通过京剧艺术形式全
新演绎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悲壮故事。舞台上，演员
们以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情感，将角色刻画得淋漓尽
致。传统京剧唱腔与现代交响乐融合的配乐，极具穿透
力，令观众沉浸其中。

此次巡演以创新手法推动传统艺术焕发新生，不
仅展现了京剧的当代生命力，更通过跨地域传播促进
了文化交流。主演刘京凭借该剧荣获第 33届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4月 19日京剧《红高粱》
还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进行了该奖项获奖演员的剧
目展演，同样获得观众认可与好评。

《红高粱》国家艺术基金的巡演项目江浙沪一
带的演出将持续至 5 月 6 日。随后，宁夏京剧院将
带着这部满载荣誉的剧目回到宁夏进行总结展
演，给观众献上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表演，用精
湛的艺术呈现和炽热的情感表达，为家乡人民带
来一场视听盛宴。

这是 4 月 22 日拍摄的武都万象街景观（无人
机照片）。

经过近 3 年的建设，甘肃省陇南市文旅新地
标——武都万象街已完成各项运营筹备工作，将
于4月25日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据了解，武都万象街位于陇南市武都区，街
区结合自身地域特色、自然生态和文化等资源
禀赋，打造了沉浸演艺、文化体验、特色餐饮、休
闲娱乐、精品住宿等多种消费业态，是一个将建
筑风格与武都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综合
性特色文旅休闲街区。武都万象街开街运营后
将以特色文旅综合产业吸引游客，持续挖掘消费
潜力，不断激活当地文旅新动能。 新华社发

为迎接第 30个世界读书日，“相信阅读的力
量——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发布暨国家图书馆4·23
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日前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活动揭晓了第二十届文津图书评选结果，
并推荐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年度佳作。《满
世界寻找敦煌》《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
《亮世界》等 20种文津图书和 46种文津提名图
书从 2800余种参评图书中脱颖而出。

本届文津图书书单涉及多个领域，题材丰
富。社科类图书题材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趋势，
涵盖了艺术、人文、法律、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
这些题材紧密联系着大众的日常生活；科普类图
书题材丰富多样，涵盖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
诸多领域，今年国内原创科普著作比例有明显提
升；少儿类图书作品不限于建筑学、生物学、美术
等学科，还包括亲情、友情、神话等题材。

为方便读者阅览，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北区中文
图书区和少年儿童馆分别设置专题书架，并创新版
权征集方式，邀请第一至二十届获得文津图书荣誉
的出版单位共同开展文津图书数字阅读内容的公
益性征集。多家出版单位积极参与，共获得超过
200册图书部分章节的免费阅读权限，并在文津图
书官方网站等设置文津图书阅读专区。（据新华社）

国家图书馆揭晓
第二十届文津图书

宁夏 艺人 源自民间的宁夏“山花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自明代起
扎根黄土高原，融合了多民族的演唱特色和音乐元素，风格独特。“山花儿”以高
亢嘹亮的歌声传唱土地故事与情感，反映了劳动人民朴实的情感。歌词用比兴
手法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眷恋。

今年 45 岁的张翠萍，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花儿”的
传承人，贺兰县文化馆“山花儿”团团长。她多次赢得中国民歌赛事大奖：2017
年，她以独特的嗓音获得西部民歌歌会银奖；2019 年，《绿韭菜》入选中国原声民
歌库；2023 年，《獐子吃草滚石崖》获“熊猫音乐奖”；去年 8 月，她在全国民歌大
赛夺冠，提升了宁夏民歌知名度，促进了“山花儿”的文化传承。

让让““山花儿山花儿””绽放六盘山绽放六盘山
——记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山花儿”传承人张翠萍

本报记者 陈治学 见习记者 刘 媛

从民歌到非遗 一位传承人的蜕变

创新演唱新时代“山花儿”

从校内到校外的传承实践

戏曲 在创新中

三弦骤急，鼓点铿锵，舞台上青年演员
关亚玲甩着水袖旋身跃起，衣袂翻飞间将
现代舞蹈与戏曲旋子完美融合。台下掌声
雷动，有位老人感慨道：“这娃的表演既有
老戏的魂，又有新潮的劲儿。”

在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这样的场景
如今已是常态。在田间地头或镇村广场，只要
商洛花鼓的锣鼓一响，人群便如潮水般涌来。

看着这番热闹景象，商洛市地方戏曲
研究院院长李淼百感交集：“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商洛花鼓总算守住老根，发出新芽。”

商洛花鼓发端于清朝中晚期，2006年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因市场萎缩、人才流失面临存续危机，
一度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2018年，李淼接任商洛市剧团团长时，

商洛花鼓的演员行当不齐、乐队只有 5人；
花鼓音乐传承人已年近八旬，后继无人；想
要排戏大部分演职人员得靠外聘……

唯有解决人才困境，商洛花鼓才有出
路。李淼带领团队细致调研，提出以地方
戏曲研究创作、传承保护为着力点，在商洛
市剧团基础上，设立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
院，核定编制、落实经费。

体制机制“破冰”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逐一展开。从招聘演职人员到实行考核奖
励制度，从推动传承人收徒传艺到选送青
年人才进修培训，从“移植”其他剧种的优
秀剧目到排演原创现实主义大戏……商洛
花鼓的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

“戏曲的立身之本是优秀剧目。作为
地方文艺工作者，长期扎根基层是我们的

优势。只有反映新时代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内容，才能产生共鸣。”李淼感慨道。

为了创作脱贫攻坚题材的剧目《情
怀》，演员们多次走访基层扶贫干部，观察
他们的工作状态，将真实故事融入剧情。
将全国劳模徐升莲创办敬老院的动人事迹
搬上舞台的《若河》，引得观众动情掉泪。
近年来，随着商洛花鼓在全国巡演近百场，
秦岭深处的社会变迁被更多人知晓。

在商洛花鼓戏《情怀》中担任配器与指
挥的解遥星星，曾在西安音乐学院、中国戏
曲学院接受过“学院派”作曲训练。在她看
来，赋予商洛花鼓持久生命力，不仅在于内
容贴近生活，也在于形式贴近时代。

“传统程式是商洛花鼓作曲的根，但现
代观众需要更饱满的听感。”解遥星星说。
她在商洛花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国家一级作曲辛书善指导下，立
足传统框架，引入现代编曲理念，探索将商
洛花鼓从单一的高频配乐转向多频段编
曲，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

这种“变奏创新”效果显著，《情怀》的配
器既保留了传统特色，又以交响化的层次丰
富听感，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时，收获观众

“幽默风趣、青春浪漫，比想象中的地方戏曲
时尚”的好评。

随着越来越多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年轻
人加入，商洛花鼓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据

李淼介绍，目前研究院有演职人员 81人，
平均年龄 36岁。

“90 后”关亚玲是其中一员。在周至
县艺术职业学校就读时，她主攻秦腔小旦，
后被商洛花鼓的婉转细腻、诙谐幽默吸引，
工作后便深入学习。关亚玲说，尽管走进
过大剧院、参加过大比赛，可带给她最多感
动的还是田间地头的小舞台和校园社团课
的小讲台。

两年来，“商洛周周有戏看”文化惠民
演出累计举办演出超百场，吸引观众约 40
万人次；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商洛多所中小
学校共开展 400 余场，童声演唱的花鼓小
调在校园回荡。

戏曲“活化石”的焕新之路，印证了传
统艺术的生存法则——守正不守旧，创新
不离根。李淼说：“只要紧贴土地、拥抱时
代，戏曲就能永远年轻。”（据新华社）

“活化石” 焕发新活力

▼▼这是商洛花鼓戏这是商洛花鼓戏《《若河若河》》的的
演出现场剧照演出现场剧照。。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这是商洛花鼓戏《情怀》的演出现
场剧照。 新华社发

张翠萍进行“山花儿”表演。

◀张翠萍教孩子们用方
言唱《四季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