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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至 7 日，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
院再度来到宁夏，用 14 场酣畅淋漓的演
出，奏响了秦腔的艺术盛宴。从白发老
者坐着轮椅看得热泪盈眶，到外国友人
全神贯注对着字幕屏凝神揣摩；从午后

《大辕门》的金戈铁马，到深夜《斩秦英》
的荡气回肠，不仅让宁夏戏迷过足了瘾，
更让这门古老艺术跨越国界，架起友谊
桥梁。

安万团队用最质朴的演出，续写着与
宁夏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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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再度来到宁夏演出，这
让安万的忠实粉丝张霞欣喜不已，全程热情参与。今
年 1 月，安万在贺兰县演出时，她放弃了回老家过年，
留在银川专门看安万的演出。这次听到消息后，她便
早早做好准备，演出售票一开始，就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买票。

记者采访时，张霞难掩兴奋之情，现场随机唱起了
《兴汉图・潼关》的经典片段，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赢得
周围观众阵阵叫好。“这是安万老师的拿手好戏，我听了
好多遍，早就记在心里了。”张霞笑着说。售票现场，她拿
着手机开启现场直播，不时对着镜头给网友介绍演出相
关情况。

“90后”戏迷罗文弟是一位来自甘肃平凉的小戏迷。
她小时候时常跟着爷爷看戏，台上演员唱腔激昂，她听得
似懂非懂，只觉得锣鼓声震得人心痒痒。从金戈铁马的
英雄传奇，到市井人家的悲欢离合，每一场戏都是一段鲜
活的故事。她开始学着揣摩戏里的门道，才发现那些听
不懂的唱词里，藏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越琢磨越觉得韵
味无穷。

看台上，几位外国友人格外显眼。他们端坐在观众
席前排，紧盯着舞台两侧的字幕屏，手指不时在手机上
快速敲击，似乎在查询陌生的唱词。当《斩秦英》中银屏
公主跪地求情的桥段上演，演员悲怆的唱腔裹挟着板胡
的呜咽响起时，一位金发女士下意识握紧了同伴的手，眼
中泛起泪光。剧院演出人员登台谢幕时，外国友人与全
场观众一同起身鼓掌。他们或许不懂“秦腔”二字的分
量，却用最朴素的共鸣，见证着这门古老艺术跨越国界的
生命力。

戏迷：
秦腔已是刻进骨子里的热爱

秉持着“做好人、唱好戏”的原则，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再
到宁夏人民会堂，为当地群众献上精彩演出。此次演出不仅带来
了众多新剧目，更通过多种方式回馈戏迷，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
了当地消费，为宁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演出间隙，宁夏人民会堂的后台略显嘈杂，化妆镜前的演
员们补着妆，道具组忙着整理下一场的布景。谈及此次演出，
该剧院董事长安万眼中满是对秦腔艺术的热爱和对戏迷的感
激。“这次带来的剧目，大部分都是上次没演过的新戏，以表达
对广大戏迷朋友的感谢。他们一路支持着我们民营剧团，这
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在心里。”安万说，为了打磨这些新戏，团队
很早就开始筹备，光是剧本打磨就推翻了好几次方案，演员们
更是每天不间断排练，唱腔、身段、眼神，每个细节都反复练
习。民营剧团的生存不易，唯有靠“认真”二字才能站稳脚跟，

“观众花了钱来看戏，我们就得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意，不能有
半点糊弄。”

当被问及在宁夏人民会堂演出的感受时，安万的声音里难
掩激动：“作为民营剧院，能登上这样的舞台，我既激动又自
豪。这不仅是对我们演技的认可，更是对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
肯定。”

演出期间，安万还特意准备了 50本亲笔签名的笔记本，通
过随机抽奖的方式赠予幸运戏迷。“这些笔记本虽然不贵重，但
代表着我们团队的一份心意，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是你们的热爱让我们有动力不断前行。”演出场场爆满的景象，
让安万深受触动。

许多外地戏迷为了看演出，特意来到银川，他们的到来为
当地消费注入了活力。除了品尝宁夏的手抓羊肉、羊杂碎等
特色美食，不少人还在演出前后逛逛周边的商场、特产店，带些
枸杞、八宝茶等特产回去。

这场秦腔之约，既是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做好人、唱好戏”
理念的生动践行，也离不开宁夏人民会堂的悉心保障，更饱
含着戏迷们对传统艺术的赤诚热爱。当古老的秦腔唱腔在
现代化的会堂里回荡，当戏迷的掌声与喝彩声交织成乐章，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场精彩演出，更是文化与经济的双
向奔赴。安万团队用专注与坚守让秦腔焕发新生，宁夏用
包容与热情回馈这份执着，相信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秦腔
艺术会走得更远。

安万团队：
做好人唱好戏 续写与宁夏的不解之缘

演出精彩瞬间。

宁夏人民会堂座无虚席。

剧 院 演 出 人 员
谢幕，感谢戏迷朋友
热情捧场。

近日，“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
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开幕，掀起
了观展热潮。此次展览是上海博物
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
四展，汇聚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
等地 20家文博考古机构的 300余件文
物，生动展示红山考古百年成果及最
新发现。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约 6500 年至
5000年，分布于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
治区东南部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红
山文化发展到距今 5500 年左右，出现
了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礼制建筑，
形成了以玉龙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进
入精神信仰体系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
阶段，成为中国最早迈入古国文明的代
表性考古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
头之一。

在展览的开端，故宫博物院藏C形
玉龙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玦形
玉龙相互呼应，让观众直观地感受红山
文化玉器的魅力。

C形玉龙由一整块黄绿色闪石玉
雕琢而成，造型简洁而优美。头部雕
刻梭形眼、前凸的吻、上翘的鼻，下颚

有两道阴线纹，脑后长鬣飘逸。龙身
光素，弯成 C形，遒劲有力。中部有穿
系孔。据介绍，C 形龙是目前所见史
前玉器中龙的最初形态之一，有学者
认为其造型来源与猪首有关，也有人
认为其祖型是马首，还有人认为是多
种动物的集合体。

玦形玉龙也是红山文化代表性玉
器之一，龙体卷曲如环，头尾切开似
玦。序厅展出的这件为首次考古发掘
出土的玦形玉龙，1984年出土于辽宁建
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 4号墓。

展览第一单元“龙出辽河”重点介
绍红山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红山文
化兴起于西辽河流域，地处衔接东
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
角地带。红山文化继承了本地区文
化传统，吸收融合了东北渔猎文化
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元素，形成了鲜
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红山文化彩陶筒形罐出土于内蒙
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塔拉苏木，为红
陶质地，外绘黑彩，侈口，筒形腹，平
底，肩部有两个小突起。该陶罐汇聚菱
形方格纹、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红山
文化的龙鳞纹，印证了多元文化在辽西

地区交流融汇。
第二单元“龙行红山”汇集红山文

化彩陶塔形器、泥塑仿木建筑构件、
陶塑孕妇小像、巫觋像、玉鸮等重点展
品，反映了红山先民的祭祀体系和原
始信仰。距今约 5500 年，红山文化进
入晚期阶段，聚落等级和功能产生分
化，出现了远离居址、不同规模的礼仪
场所，形成了由神庙、祭坛、积石冢构
成的祭祀体系，体现了以祭祖和祭天
为主要内容的祭祀文化，标志着红山
社会迈入文明阶段。大型礼仪中心牛
河梁遗址群的规划、设计、营建，是红
山古国生产力水平和文明成就的集中
反映。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出
土的巫觋像为灰石质地，通体磨光。
头顶有三重圆饼状装饰，头部近菱形，
面部造型抽象，三角形巨鼻，眉和眼下
斜呈八字形，嘴部无明显饰痕。上身挺
直，两手合于胸腹之前，束腰，跪坐，整
体给人以威严神秘之感。

第三单元“龙衍九州”展示了丰富
多姿的红山文化玉器，如玉蚕、玉龟
壳、龙凤玉佩、兽面玉牌饰、勾云形玉
器、斜口筒形玉器、双人首三孔玉梳背

饰等。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有制玉、用
玉的深厚根基。红山文化继承了兴隆
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传统，将玉器雕
琢技术推向新的高度。以玉为礼器和
龙崇拜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
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其
影响远播黄河、长江流域。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2024年出土
的玉三连璧造型独具特色。器身好似
DNA双螺旋结构交缠而下，末端凸起似
双尾，两侧分别有 3处缺口。多连璧是
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之一，多见双连璧
和三连璧。这件玉器与传统连璧相异，
属首次发现，其造型与伏羲女娲交尾图
有相似之处。

此次展览的空间设计灵感源于红
山文化礼制建筑，方圆结合、中轴对
称。中轴线串联 C 形玉龙、“红山女
神”及“坛庙冢”象征，庄重有序。展
厅以“红山红”“石墨灰”为主色调，整
体“以山为形”，地面勾勒女神庙线
图，用牛河梁遗址沙盘与多媒体阐释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以等比例复
原的积石冢展示红山文化葬俗。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8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博推出红山文化盛宴

红 山 文 化 玦 形 玉 龙 和
C 形玉龙。

“长城如愿——京津冀长城主题摄影联展”7月 8日在
北京市文联创展中心开幕。展览汇集京津冀三地摄影艺术
家的 100幅作品，分为抗战老兵、长城保护员、长城风光 3
部分内容。该展览是北京市延庆区纪念抗战胜利 80周年
的一项重要活动，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
延庆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展览第一板块聚焦抗战老兵群体，通过军装肖像、生
活纪实、历史文物等，呈现英雄们的峥嵘岁月与晚年风
采；第二板块记录长城保护员的日常巡护工作，展现新时
代长城守护者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坚守和传承；第三板块聚
焦长城雄姿，汇集了京津冀三地四季长城主题作品。下一
步，展览将走进机关、企业、学校、军营，同时进行线上传
播，让更多人体会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据《人民日报》）

京津冀长城主题
摄影联展在京开幕

成都世运会颁奖仪式系列物资设计 7 月 8 日在蓉正
式亮相。这组承载“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匠心之
作以“运动无限，气象万千”为主题设计，化巴蜀文化为
魂、以国际表达为形，使三千年古蜀文明与新时代体育精
神交织共生。

颁奖纪念品蜀宝锦仔川剧瑰宝摆件以川剧变脸艺术
为灵感，创新设计了双面一体背对背的“蜀宝”与“锦仔”
玩偶。翎子、水袖、靠旗等传统符号经时尚化演绎，随
360°翻转的动作焕发动静相宜的戏剧魅力。玩偶采用滴
胶材质搭配亚克力磁吸外框，包装纹饰取自川剧华服与
世运标识。

颁奖托盘整体为圆润流畅的扇形，握柄处有太阳神鸟
振翅纹与芙蓉盛放图浮雕，再现了古蜀金沙文明与“蓉
城”千年花事。托盘采用蓝绿渐变釉色，观之如青城叠翠；
内衬防滑绒布印世运几何纹，沿袭大运会模具的梯形握柄
兼顾防滑功能与人体工学设计。

颁奖台以世运标志几何图形解构重组，蓝绿至浅绿的
色块渐变如龙泉山梯田层叠，呼应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这一生态基因。模块化拼接设计
可灵活切换个人与团体领奖场景，两侧衔接扣确保稳固。
其中，模块化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榫卯智慧，渐变色系取意
青城云雾、蜀南竹海，传递“绿满天府、生机不息”的循环再
生生态观。

奖牌包装盒充分挖掘非遗元素，以非遗竹编技艺手工
编织，纵横竹篾织就“方圆周正”之型守护奖牌璀璨，跳
色竹绿点缀如锦江春色。

颁奖志愿者服饰为白衣缀湖绿色。女性服饰为中式
旗袍水滴口立领与马面裙样式，男性服饰为中山装立领
与长裤样式，整体外观大气时尚。旗手服饰样式与男性礼
仪服饰相同，颜色变为更加庄重肃穆的藏青色，织就开赛
仪式上的东方神韵。

（据《光明日报》）

成都世运会颁奖物资亮相

7月8日，演员在彩排环境式沪剧《日出》。
7 月 9 日起，环境式沪剧《日出》将

在上海沪剧院“尚沪·演艺新空间”开
演。演出突破传统舞台限制，演员

们将在老洋房的客厅里诠释角
色，在观众面前近距离演唱

沪剧，呈现海派文化的
艺术魅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