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级贵州省歌舞剧院委培班

毕业成果展演在筑举行

上海电视节 6 月 24 日至 28 日举行

5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部作品角逐白玉兰奖

本报讯 4 月 8 日， 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文化艺术演艺集团主办的“2018 级

贵州省歌舞剧院委培班毕业成果展演” 在

北京路大剧院举行。 展演以“未来已来” 为

主题，分“基本功教学展示” 和“中国民族

民间舞剧目展示” 两个环节，共演出 30 余

个节目， 全方位展现全体委培班学员出色

的学习成果和舞蹈实力。

据介绍，2018 年启动实施的 “贵州省

歌舞剧院委培班” ，是贵州省歌舞剧院实施

的艺术后备人才实践性项目，旨在落实文化

和旅游部 “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和革命老

区” 人才支持计划以及我省多彩贵州民族

特色文化强省建设的部署。委培班由黔粤两

省宣传部、文旅厅、教育厅等单位指导和协

调，贵州文化演艺集团、贵州省歌舞剧院从

省内近千余名报名学员中， 选拔出 29 名舞

蹈学员送入广州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进行为

期 6 年的职业化培养。入选的学员来自我省

30 余个县（区），涵盖汉族、布依族、侗族、

苗族、毛南族、彝族、穿青人等。

六年间，贵州省歌舞剧院整合相关资源，

做到精心选拔、精心培养，在寒暑假等节假日

期间搭建演艺实践平台， 学员先后参加了第

16 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文旅展演、2023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2022 至 2024 年贵州

省委团拜会等重大演出活动。

本次毕业成果展演， 是全体委培班学

员学成归来之后的首次集体亮相， 他们集

体返回贵州从事舞蹈艺术事业， 有望成为

推动贵州演艺事业的新生力量。 演出结束

后，他们将投入到 2024 年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巡演交流项目大型民族舞剧 《天蝉地

傩》、新创舞剧《王阳明》（暂名）等大型舞

台剧目的排练工作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7

文化

2024年 4 月 11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龙震宇 / 版式：陈猛

时讯

图片新闻

第三届新疆喀什“帕米尔之声” 民族音乐节文艺晚会近日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上演。 来自北京、乌鲁木齐、喀什等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帕米尔高原，为观众带来

一场多元荟萃的艺术盛宴。 图为演员在表演木卡姆《我的爱献给祖国母亲》。

新华 / 传真

4 月 7 日， 由故宫博物院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 “‘宫’ 邮万里 四季安

康———甲辰系列主题邮品”发布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 本次发布会，故宫邮局推出《四

季故宫》藏书票、《甲辰太和》《九龙壁》个性化邮票、《龙抬头》《龙腾紫禁》邮册等多款甲

辰系列主题邮品，在邮票方寸世界中呈现故宫四时美景与院藏珍宝。 图为《龙抬头》邮册。

新华 / 传真

博洛尼亚童书展开幕

中国童书加速“出海”

新华社电 第 61 届博洛尼亚国际儿

童书展 4 月 8 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中

心开幕， 中国主办多场活动推动中国儿童

图书加速“出海” 。

中国受邀担任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首

次设立的“市场焦点国家” 。据悉，中国是本

届书展唯一的“市场焦点国家” ，展位空间

增大、参展商增多，并将在参展期间举办中

国市场焦点活动。 60 余家中国重点出版集

团、少儿出版社和印刷企业参展，通过精品

图书展览展示、作家对话交流和印刷产品推

介等系列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少儿出版业

发展成果，积极推动中国童书走向世界。

中国图书展区精选 2500 多种童书参

展，重点展览展示《习近平讲故事（少年

版）》《少年中国说：我读 <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等，集中展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

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等

精品丛书套书，以及《三体漫画》《青铜葵

花》等原创精品儿童文学图书、绘本和科普

读物， 以书为媒讲述弘扬真善美的中国故

事，增进各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对当代中国

的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童” 心圆。

市场焦点活动期间， 中国将举办世界

少儿出版发展论坛、“卓越大师·中国” 插

画展等 40 余场活动，曹文轩、熊亮等著名

儿童作家、 插画家和世界各国同行开展对

话交流。

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始创于 1964

年， 是世界少儿图书和多媒体行业最重要

的展会之一。 今年展会吸引了来自约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500 家参展商。

2024 世界牡丹大会、 第 33 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

旅游节在山东菏泽开幕

向游客发出一封赏花邀请函

本报讯 四月的菏泽，满城芬芳，万千

牡丹和各类花卉将菏泽装扮成花的海洋。 4

月 8 日，2024 世界牡丹大会、 第 33 届菏泽

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在山东省菏泽市会盟

台开幕，邀请全世界游客前来赏花。

曹州牡丹园是菏泽市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 湖区北侧的牡丹花早期品种少女裙

已次第开放，远远望去，粉红色的花朵分外

鲜艳。 曹州牡丹园高级园技师赵信勇介绍，

曹州牡丹园今年对园区内的牡丹进行了增

补，前几年选育的早期和晚期牡丹新品种也

会在今年呈现出比较好的观赏状态，整个园

区的牡丹花观赏期从 4 月初持续到 5 月。

菏泽百花园种植有百年牡丹 800 余

株，拥有国内最大的“百年牡丹王群” 。园内

观花长廊已粉刷一新，“百年牡丹群” 重新

做了木质围栏，整个观花区与园区的唐风建

筑风格相得益彰。 菏泽百花园负责人李慧介

绍，园内牡丹花已进入盛花期，园区还精心

策划了《牡丹与穿越千年的 TA 们》沉浸式

主题活动，将武则天、西施、李白、杨玉环、蒲

松龄等历史名人与牡丹的传奇故事融入其

中，让游客亲身感受牡丹千年的韵味。

为满足游客赏花体验， 菏泽市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中国牡丹园， 今年打造了

一处牡丹暖棚，多个品种的早花牡丹在暖

棚内已完全盛开。 目前，园区内大田牡丹

长势良好， 预计 4 月 15 日左右进入最佳

观赏期。

此外，菏泽市还在机场、火车站、高速

路口等地设置“因为牡丹花，爱上菏泽城”

“菏泽欢迎您”“中国牡丹之都欢迎您” 等

欢迎语和牡丹元素装饰， 让来菏泽的游客

不仅第一时间感受到牡丹花开的气息，更

能感受到花样菏泽满满的诚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第 29 届上海电视节定于 6 月

24 日至 28 日举行。除了被视为中国

电视行业风向标的白玉兰奖评选，

为期五天的活动还将包含 “白玉兰

星辉” 开幕仪式、“白玉兰视界” 电

视市场、“白玉兰对话” 电视论坛、

“白玉兰飘香” 优秀节目展播、“白

玉兰绽放” 颁奖典礼等。

每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评选

荟萃前一年 4月至当年一季度的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力作， 折射行业

风貌。第 29届上海电视节征片自去年

底开启，至 3 月 31 日结束，征集到近

千部作品，为近五个征片周期中最高。

增幅主要出现在海外剧板块， 从上一

年度的近 110 部增加到近 170 部，增

幅为 53.7%。 动画片板块相较于上一

年度也有 16.7%的增长。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评奖报

名参赛作品来自全球五大洲的 57

个国家和地区，比上届 49 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与同样有进一步的提升。

其中， 报名参加纪录片板块评选的

近 340 部作品中， 海外参赛作品占

到六成。

上海电视节预计将于 5 月公布

本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白玉兰绽

放”颁奖典礼将于 6月 28日晚举行。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电视

节，创办于 1986 年的上海电视节通

过白玉兰奖评选推动中国电视事业

精品涌现、人才辈出。 观众期待那些

广受好评的精品力作入围、 问鼎白

玉兰奖的同时， 也希望通过评奖认

识更多被忽略的佳作， 丰富自己的

屏幕清单。

电视节期间的“白玉兰飘香” 优

秀节目展播， 让上海电视节更加彰

显人民节日的属性。 去年，除了在传

统电视平台和互联网视频平台展播

优秀白玉兰奖报名作品之外， 上海

电视节还大规模地在全市 18 个文

化场馆进行惠民放映， 并组织多场

见面会， 由剧组主创或剧评人现场

为市民进行导赏。 今年的第 29 届上

海电视节， 线下惠民放映活动将进

一步融合新场地，并策划体育竞技、

前沿科学等新单元， 吸引更多年轻

观众参与。

电视市场将于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其中展览

展示将邀请影视制作公司、 播出平

台、拍摄基地、后期制作公司、互联

网平台等覆盖影视全产业链的展商

参与， 市场活动则主要包括项目推

介、IP 推介、产业沙龙和一对一洽谈

等。 展台和市场活动申报通道目前

均在开放中。

同样将在展览中心举办的白玉

兰论坛，包括主题论坛、大师班、网

络电影和微短剧系列活动等。 其中

主题论坛将聚焦电视剧、 纪录片和

动画片的创作发展以及科技创新、

国际合作等议题。 本届电视节期间

还将举办网络电影创投大会， 激发

网络电影创作活力， 推动视听行业

多层次多元化建设。

张熠

来自乡土的音乐

一张黑木八仙桌稳稳地立在

舞台中央，桌上摆满了不同型号的

唢呐、笙、大海笛、铜喇叭、把攥子

等民间乐器，还有鼓、铙钹、镲、云

锣等打击乐器。七八个演奏者走上

舞台，拿起桌上的乐器，以合奏的

形式开始了演奏。 《梵字调·万年

红》《庆贺令》《小开门》《雁落沙

滩》《双管对棚》 等曲目逐一上

演。 演奏的乐曲时而活泼轻快，时

而高亢激昂， 刚柔并济的艺术效

果，引得现场观众掌声连连。

据“周家班” 第五代大班主周

本鸣介绍，“周家班” 是土生土长

于菠林村的民间吹打乐班，家族传

承数百年。 自明代以来，有文字记

载的就有七代人，目前周姓嫡系传

承人超过百人， 徒系传承达千余

人，横跨苏、鲁、豫、皖等地，形成了

庞大的民间音乐族群。

“周家班” 传承的灵璧菠林喇

叭，自清末形成以来，就以曲牌丰

富、音乐独特、彰显礼仪、盛传不衰

而著名。 上世纪，在灵璧县和周边

地区，有着“请不到‘周家班’ ，男

不娶，女不嫁” 的说法。 后来，“周

家班” 开枝散叶，影响范围扩散到

山东、河南、浙江、江苏、辽宁等地。

2014 年，由“周家班” 所传承的唢

呐艺术———灵璧菠林喇叭，入选第

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在乡村，这是迎生送亡的音

乐，婚丧嫁娶、节庆典礼、庙会祭祀

等场合都会用到， 在乡间传奏千

年，不曾中断。我们通过演奏，以歌

诉真情、敬祖先，形成了今晚舞台

上几近仪式化、制度化的乡土音乐

演奏形式。 ” 周本鸣说。

此番来京，周本鸣带着他的国

际巡演团队，在京城高校间展开了

一场由中国传统乐种演奏的音乐

盛宴：“周家班” 率先在中央音乐

学院上演吹打专场音乐会并举办

工作坊，后又登上北京大学百年讲

堂的舞台，再到此次在北京语言大

学演出。

“我们想把来自乡土的音乐

展现给今天的观众，唤醒大家血脉

中的民族文化基因。 ” 周本鸣说。

登上国际舞台

很多成员还清晰地记得 ，在

2018 年 7 月，“周家班” 开启了为

期一个月的美国巡演。巡演所到之

处，既有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这样

的艺术殿堂，也有芝加哥大世界音

乐节等大型节庆活动，还有哈佛大

学等高等学府，可谓是中国传统民

间音乐在美国的一次精彩亮相。

爱尔兰科克大学音乐系教授、

中国音乐专家施祥生（Jonathan�

Stock）认为，“周家班” 的音乐根

植于传统， 也深谙当下的音乐品位

与时机。“美国观众可能会惊异于自

己如此容易融入‘周家班’ 带来的

文化体验。 中国音乐家技艺高超，奏

出的音乐美妙动听。 ” 施祥生说。

由于 2018 年巡演的成功 ，

2020 年 1 月，“周家班” 再次受到

美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在美国连续

巡演几十场，其中一场专场音乐会

是在纽约法拉盛市政厅举办的。周

本鸣还记得，当天演出是下午 2 时

开始的。 他的表演状态非常好，音

乐演奏得张弛有度，高潮部分激情

四溢。 “有好几次，一首曲子刚演

奏完， 就听到观众发出‘WOW’

的赞叹，然后爆发出掌声。 ” 周本

鸣回忆说。

法拉盛文艺中心工作人员雅

云介绍， 纽约的文化很多元 ，居

住在法拉盛的华人也很多，因此，

他们在策划引进演出时会特别关

注亚洲文化， 亚洲演出大概占比

10%。 在雅云看来，“周家班” 的

演出， 为多元的纽约文化平添了

一抹亮色。“他们的音乐很真诚，

很有生命力。 我们策划的演出大

多是比较优雅的表演， 但好像少

了点什么———就是生命力。 这种

旺盛的生命力，在‘周家班’ 身上

找到了。 ” 雅云说。

传承需多方合力

如今，很多民间艺术都面临着

传承困境，“周家班” 也不例外。

75 岁的周本祥是演奏者中年

龄最大的一位。 他从五六岁就开始

学习， 几十年的磨砺造就了他的音

乐演奏绝技。 这些乐器在他手上，仿

佛是孙悟空展开了七十二般变化，

生发出千种姿态。 他能用唢呐扣上

碗吹奏， 再用极其复杂的震颤音运

气，吹奏黄梅戏、京剧的唱段，模仿

起小生、旦角的声韵也极富神采。

“过去，民间艺人为了打擂成

功，会使出浑身解数，各种炫技，甚

至七天七夜不重样。为保住家族荣

誉， 每个艺人都练就了十八般武

艺，除了演奏技艺外，魔术、杂技也

都信手拈来。 ” 周本祥说。

可是，周本祥所能表演的这些

绝技，在年轻一代中几乎失传。 演

奏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是 “周家

班” 第七代传人周全。 他坦言，自

己刚开始尚未深谙这门艺术的魅

力， 只是从小在父辈那里耳濡目

染， 习得这门技艺。 2015 年，“周

家班” 受邀在中国音乐学院演出，

作曲家瞿小松惊叹地说这是 “最

具元气的声音” 。 “我也曾失去过

传承的勇气和信心。在父辈们的坚

守与努力下，越来越多人喜欢上这

门艺术，我看到了希望，于是我决

定回来好好干，一定要把传统技艺

传承下去。 ” 周全说。

在周本鸣看来，非遗的保护和

传承，需要传承人、社会和政府多

方合力。“灵璧菠林喇叭已入选国

家级非遗项目，如果能够得到更多

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将更能激发

传承人的信心，使非遗焕发出更加

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 周本鸣说。

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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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吹打乐奏出亲切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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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众说“‘周家班’ 代表着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 ，BBC 评价他们的演出有“惊人的能量” ，《卫

报》称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先锋” ，《泰晤士报》则认为是“一台赏心悦目、生机勃勃的节目” 。

不久前，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报告厅，来自安徽省灵璧县菠林村、传承数百年的民间乐班“周家班” 为现场观众

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民乐演奏会。当晚，舞台上聚集了“周家班” 爷孙三代，年龄最长者 75 岁，最幼者 26 岁。 激越与俏

皮并存的民间曲调，令观众仿佛走进昔日楚汉争雄的古战场，来到广阔无垠的黄淮平原，在层层麦浪间，倾听一曲曲

亲切的乡音。

除了在国内巡演，“周家班” 也不时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周家班” 在英国、德国、瑞典、爱尔兰、比利时等国的巡

演也大获成功。 这个来自皖北民间的家族乐班，把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带到国际舞台。

“周家班” 演出人员合影。 资料图片

“周家 班 ”

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