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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赖睿）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
“2022 中国顶尖舞者之夜”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作为“2022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最终阶段的呈现

形式，演出集结了舞蹈界优秀舞蹈家与“年度顶尖舞
者”“顶尖舞者希望之星”等，集中展示了年度中国舞
蹈界的优秀人才和作品。

当晚的演出在舞剧 《大国芬芳》 选段 《云裳花
容》中拉开帷幕。在随后的2022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
划选手集锦中，作品 《月光》《醉清波》《浅云间》

《宫》《惊鸿》《献给那个爱我如命的人》 片段相继登
场。群舞 《雄鹰》 以民族舞蹈语汇诠释舞者丰富的精
神世界，舞蹈 《悠然见南山》 呈现“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淡然之境，舞蹈《春之萌》以细腻、灵动
的身体语言刻画出生命的浪漫与奔涌，舞蹈 《二月红
棉》 弘扬革命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多种舞种语汇闪
耀舞台，带给观众丰富的审美体验。

演出还重现了优秀舞剧的精彩片段，包括舞剧
《昭君出塞》 片段 《初见》、古典芭蕾舞剧 《天鹅湖》
第三幕选段《黑天鹅双人舞》、舞剧《骑兵》片段《从

军别》以及舞剧《杜甫》片段《丽人行》，让经典再放
光彩。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为强化
聚焦“做人的工作”而开办的舞蹈人才选拔、人才培
育工程，于2021年首次推出。2022年，中国舞蹈家协
会组织近百名专家教师打造人才梯队，打磨高峰作
品，经过视频报送评选、全国总推选、全国百强集
训、年度作品展演等多阶段遴选，从全国近3000家院
团院校及舞蹈培训机构选报的万余名选手中，选拔优
秀青少年舞者角逐出“双年度顶尖舞者”“双年度顶尖
舞者希望之星”“年度顶尖舞者”“年度顶尖舞者希望
之星”等。

在培养选拔的过程中，年轻学员们不仅提升了专
业技能，还在老一辈舞蹈家的言传身教中进一步增强
了对职业道德与品行素养的认识，努力成长为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舞蹈艺术事业接班人。

本报电（闻逸） 当动人旋律邂逅精美书画，一场视听盛
宴正在上演。1 月 4 日晚，“中国美术馆之夜”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美术馆与德中文化交流基金会共同主办，以

“中德友谊·爱的旋律”为主题，为冬日的北京增添了一抹文
化亮色。百余名中外友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当晚，青年指挥家范妮、青年小提琴家刘芳蕾、青年钢
琴家叶霖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奏。演奏乐曲既有钢琴小提琴奏
鸣曲，又有中国经典曲目，包括《G 大调钢琴小提琴奏鸣
曲-KV301》《茉莉花》《爱的旋律》等。演奏结束，观众在动
人旋律编织出的美妙氛围中移步展厅参观展览。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中国美术馆之夜”是中
国美术馆的品牌项目，已成功举办多次，获得社会广泛好
评。该项目通过文艺演出与展览欣赏，沟通情感、增进相互
了解，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

“2022中国顶尖舞者之夜”上演——

展示年度优秀舞蹈人才作品

▲ 舞蹈《春之萌》剧照 主办方供图

美术馆奏响“爱的旋律”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 就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新 辉
煌。”西安易俗社是鼻祖剧
社 、 文 化 剧 社 、 革 命 剧
社，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单位。
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上，
西安易俗社有着自身的担
当和使命。

新时代以来，我继续
秉承西安易俗社“移风易
俗 、 启 迪 民 智 、 辅 助 教
育、推陈出新”的办社宗
旨，强化精神传承、剧种
传承、剧目传承、人才传
承，倾力打造西安易俗社
文化研究院，收集整理百
余年来西安易俗社珍贵文
献资料，对老字号品牌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的 剧 本 、 场
馆、剧目、历史资料等实
施全方位保护。

传 承 经 典 ， 保 护 非
遗。我与同仁们一起抢救
复排易俗社原创经典传统
剧目 《三滴血》《双锦衣》

《软玉屏》《貂蝉》《夺锦
楼》 等本戏、折子戏本 （折） 80多部，同时不断打
造精品剧目，创排大型秦腔剧目 《柳河湾的新娘》

《秦腔》《易俗社》，推出《百年易俗社》纪录片，并
将 《三滴血》《柳河湾的新娘》 拍摄成秦腔 3D 电
影。《三滴血》还被拍成动画片在巴基斯坦等国家的
电视台播放。

易俗社不断挖掘整理百余年来博大精深的戏曲
文本，同时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创排了大量现实题
材作品，唱响时代主旋律。2020 年，为迎接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根据同名京剧移植改编秦腔
现代戏《党的女儿》；2021年，在秦腔现代戏《织梦
人》 中，我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获得
者，饰演了20世纪50年代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赵梦
桃，打造“以劳模演劳模”；2022 年是易俗社建社
110 周年，我们推出了眉户剧现代戏 《滚烫的年
华》、新编秦腔历史剧 《昭君行》、秦腔历史剧 《程
婴救孤》 等，同时出版了《中国戏曲典藏·百年易俗
社》等10余部系列丛书、20余部剧目音像制品。

为了提升和弘扬易俗社的学术价值，我积极推
动易俗社走进高校进行演出和讲座，开展戏曲研
学。活动期间，我和同事们会示范剧目片段、唱
段，示范秦腔、眉户、碗碗腔、弦板腔、商洛花
鼓、阿宫腔、线腔、同州梆子、陕北道情、汉调二
簧等多种剧种，让学生们由体验、体会而至体现，
了解秦腔和易俗社。

2020 年，作为陕西省人大代表，我在多次调研
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秦腔的立法性保护。《陕西省
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2022年1月1日起正式
实施，为秦腔艺术的保护传承发展提供了法律和政
策保障。

秦腔艺术历史悠久，如何更好地融入时代发
展，绽放时代光彩？在我看来，不断守正创新，才
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根本。打造易俗社文化街
区，让秦腔与易俗社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便是
其中的重要举措。

早在 2016 年，我和同事们就以 8 间女生宿舍的
场地，打造了一个微型的易俗社展陈馆，介绍易俗
社历史，引发社会各界关注。随后，我提出了以文
旅融合促发展的思路。在各级政府的关注与支持
下，2021年9月，易俗社文化街区正式开街，包括易
俗社百年博物馆、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还有露天
戏台、老字号美食等，集“馆、展、演、旅游、体
验互动”为一体，现已成为当地文化旅游新地标。

踏上新征程，我将继续以身作则，带领易俗社
进一步以传承、保护和发展秦腔事业为主要任务，
不断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独具秦风秦韵的文艺精品。

（作者系党的二十大代表、西安易俗社社长）

从一个人开始的绘画之路

唐卡，指用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福建漆画，则是从依附于工艺美术脱胎成
为纯艺术的架上绘画形式。在福建省援藏工作队的努
力下，它们融合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唐卡漆画。

7 岁开始学习传统唐卡，青年画师仁青郎加被称
为唐卡漆画的“第一人”。出身唐卡世家，仁青郎加从
小就在父辈绘制的唐卡下牙牙学语；长大后，他跟随
曾祖父嘎玛德勒和父亲曲英江村一笔一笔地学习绘制
唐卡。

2018年，在昌都市文化局的委派下，仁青郎加来
到厦门，参加了福建省艺术馆在厦门举办的首届中国
农民漆画高级研修班。那是他第一次与漆画相识——

“怦然心动！”哪怕时间过去许久，他依旧记得自己第
一次看见漆画的心情。那时，他的内心如触电般闪过
一个念头：“这些东西如果拿来画唐卡，会是怎样？”

“出生地”相距千里，唐卡和漆画两种艺术形式有
许多不同。福建省青年画院特聘画师朱莉燕介绍，从
颜色来说，唐卡用的是牛骨熬的胶，而漆画用的是漆
树的汁液，唐卡偏亚光，漆画更明亮；在绘画语言
上，唐卡主要采用渲染、叠加的手法，而漆画则侧重
研磨、黏贴、镶嵌等技法。

然而，不同之间孕育共通，差异之中存在互补。
据朱莉燕介绍，漆画的技法，会让唐卡在画面的立体
感、空间感和材质对比感上有更丰富的展现，借用漆
的元素，唐卡材质变得更高级，表现也更精美。

福建美术馆馆长邱志军认为，唐卡漆画的出现不
是简单的“跨界”或是工艺创新，而是一种当代美学
的主动选择，它打开了艺术样式的另一扇门。

尝试并不容易。漆画的创作材料是天然大漆，过
敏是漆画初学者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一次用漆画
的手法创作唐卡，仁青郎加需要跟大漆打交道，因为
过敏，他的双手肿得无法弯曲，脸也肿得通红。但他
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最终克服了过敏反应，创作出自
己的第一幅唐卡漆画作品。

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与肯定

在福建学习的过程中，仁青郎加又完成了自己的
第二幅作品。“第一次创作唐卡漆画，画作显得很稚
嫩。第二幅作品经过认真打磨，唐卡漆画的融合更加成
熟，我觉得可以拿出去给更多人看看了。”仁青郎加说。

这幅作品后来被推荐参加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乡
野漆彩——中国农民漆画展”日本东京站的展出。展
会现场，四周人来人往，仁青郎加焦急地等待着。不
一会儿，一名男子来到这幅作品前仔细端详。听了介
绍，他问仁青朗加：“这画出售吗？什么价格？”买下

画作后，他还专门留下了仁青郎加的联系方式，希望
以后有机会继续购买他的唐卡漆画。

“看来，这项创新不但有人欣赏，还有一定的市
场，这或许是我可以探索的方向。”仁青郎加想。带着
自己在福建创作的作品回到家乡，仁青郎加向父辈们
介绍了唐卡漆画和自己的想法。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仁青郎加的曾祖父嘎玛
德勒非常开明——看着仁青郎加的新作，他对这种新
手法大为赞叹，对孙子的尝试也表达了支持。但不是
所有人都认可仁青郎加的创作。一些唐卡画师表示不
理解：“传统唐卡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搞唐卡漆画？”

“创新手法，是为了丰富唐卡艺术本身。传承了千
年的唐卡，可以有更多新门类，也能让更多人接受唐
卡。”仁青郎加这样回应。有人认可，有人怀疑。仁青
郎加知道，得自己先干起来，“用成绩说话”。

最大的支持来自漆画的故乡福建。听说了仁青郎
加想要创作唐卡漆画，福建省援藏工作队立即找到了
这个年轻人，希望以唐卡漆画为切口，推进文化产业
援藏工作。

按照中组部开展“小组团”援藏工作的要求，福
建省援藏工作队同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艺术馆和昌都市文化局组建“唐卡漆画文化产
业小组团”，将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实施的农民漆画艺
术精准扶贫模式推广到昌都，培养唐卡漆画画师。

做大唐卡漆画朋友圈

2019年，作为文化和旅游部“春雨工程”项目之
一，福建省艺术馆与昌都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第一期闽
藏唐卡漆画培训班。

仁青郎加在培训班里当起了助教。学员白马次仁
让他印象深刻：在实践环节，白马次仁选择了相对复
杂的创作主题。为了能按时完成作品并参加展览，白

马次仁每天下课后都在教室加班绘制。一天晚上两点
多，仁青郎加发现教室的灯仍然亮着，他过去一看，原
来是白马次仁在专注创作。最终，白马次仁在 35天的
培训期内如期完成了创作。这批作品后来都在昌都市
博物馆展出。看着画作前的观众，白马次仁笑容满面。

作为培训班教师的朱莉燕十分欣慰，“唐卡漆画的
出现，是在西藏播撒了漆画的种子，不久将会生根发芽。”

开办培训班，就是最直接的播种方式——近 3 年
来，昌都已经开设了 8期唐卡漆画培训班，越来越多
人开始投身唐卡漆画创作。

如今，仁青郎加手机里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
里面都是各地学习过唐卡漆画或者对漆画感兴趣的唐
卡画师。昌都市各县的画师们在这里咨询问题、分享
作品、交换订单，每天都十分热闹。“未来我们可以在
昌都成立唐卡漆画协会，以体系化的方式推动唐卡漆
画发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仁青郎加说。

福建援藏干部、昌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李聆介绍，
下一步，福建省援藏工作队将以“唐卡漆画文化产业
小组团”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唐卡漆画文化产业。
通过政府扶持、个人主动投资等方式，昌都将持续举
办“唐卡漆画技艺培训班”，设立唐卡漆画工作室，培
养更多融通理论和画艺的各类人才，并从中挖掘高水
平绘画人才，推出一批代表性画师，创作出更多精品
画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认为，
福建作为漆艺大省，有着国内最为活跃的漆艺创作和
经营团体。福建省艺术馆在西藏昌都开展的唐卡漆画
技艺培训，既是技术输出和文化帮扶，也是一次互惠
的文化交流。

闽藏协奏山海歌，唐卡漆画相映红。历史上，民
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共同铸就了开放包容灿烂的中华
民族文化。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里认为，大漆艺
术和唐卡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穿越千年的

“跨界碰撞”，诞生出唐卡漆画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
大漆的温润、包容，与唐卡的圣洁、庄严，艺术性地融合
在一幅幅作品中，就如同民族之间感情的深度融合。

雪域高原的唐卡和大海之畔的漆画相互激扬，唐卡
漆画成为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这是
艺术与文明的融合，更是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唐
卡漆画从产生到壮大，凝聚着一批又一批福建援藏干
部的共同力量，它是民族的交融，也是传承的创新。
唐卡漆画相结合的艺术扶贫模式，帮助当地藏族同胞通
过绘画的融合，提升扩大了销路，改变了生活方式，为他
们带来了更多收入。”福建省援藏工作队领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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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奏现场 主办方供图

跟随福建省艺术馆艺术创作部副主
任何肃先，记者走进一个面积超300平方
米的大厅。这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卡若区的文创展示中心——唐卡漆画展
陈大厅，也曾是开展培训的“教室”。四
周桌子上，一幅幅大小不一的漆画摆放
有序。看着这些画作，这名福建援藏干
部瘦削的脸上难掩骄傲。

走近一幅画作细看，宽近 1米，高
足1米有余，画面是雪山，蛋壳、漆料等多
种原料在画布上有序排列，贡献各自的色
彩，绘就了一幅高原特有的日照金山景
色。据何肃先介绍，这是这期新参加培训
班的画师创作的。

参加培训的唐卡漆画画师，大多是
昌都从事唐卡创作中的年轻一代。在福
建省援藏工作队的积极推动下，唐卡漆
画在昌都落地生根 4年有余，先后已有
160多名本地画师参与其中。

▲ 唐卡漆画作品《天路》 仁青郎加作

▲ 唐卡漆画作品《白塔桃花风景图》 阿旺曲扎作

▲ 藏族青年画师仁青郎加 （右一） 在自己的工作
室指导学徒创作唐卡漆画作品。

▲ 在福建省援藏工作队大力支持下已建设完工
的昌都唐卡漆画基地。

（本文配图由昌都市文化局提供）

▲ 在福建省援藏工作队大力支持下已建设完工
的昌都唐卡漆画基地。

（本文配图由昌都市文化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