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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明百花园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日前，全
国朗诵艺术第十一届朗诵雅集年会在
北京举办，来自全国的朗诵艺术家及
群众朗诵艺术团体代表齐聚一堂，以
朗诵艺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朗诵艺术发展。该活动由中国诗歌
学会朗诵演唱专业委员会、中国戏剧
家协会朗诵专业委员会、北京市语言
学会朗诵研究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年会由表演艺术家瞿弦和代表主
办单位主持。他简要汇报了去年全国
朗诵艺术界的重要活动和精彩瞬间，
重点介绍了“放歌新时代，诵说新辉
煌”活动中，京外朗诵艺术团体在京
展演的情况。他还以现场对话的形
式，从朗诵者如何精进表演、创新朗

诵艺术形式等多个角度，对山东、浙
江、河南、广东等 16 个省区市的展
演进行了点评和研讨。

据悉，今年是“和弦曲朗诵艺术
工作室”在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挂牌
和组织京外朗诵艺术团体来京展演的
第二年。该展演不仅搭建了全国朗诵
艺术界的学习交流平台，也促进了全
国各地朗诵艺术、有声语言艺术和全
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今年将继续由江
苏、河北、陕西、广东等 10 个省区
市的朗诵艺术团体奉献精彩演出。

瞿弦和表示，从事和热爱朗诵艺
术的人要积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主动融入新时代创新发展，在
守正创新中作出新的成绩。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图书馆推出
一系列线上知识推广活动，如《中华
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专题解读线上讲
座，引导读者系统学习，领略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此外，“百馆荐书 全
省共读”数字阅读推广、“泰州方言
读与写”系列短视频等也受到好评。

在泰州市图书馆线上“凤城讲
坛”中，《有滋有味兴化话》《兴化歇后
语例赏》《兴化三字俚语寻味》的主编
罗有高从兴化方言的形成和特点切

入，阐述兴化方言如何造就兴化文风
盛行、群贤辈出的“中国小说之乡”。

泰州市图书馆始建于 1922 年，
2012 年 4 月新馆建成启用。近年来，
泰州市图书馆通过新技术应用，打造
人、书、馆多元交互体系，推出创新
借书服务、数字阅读推广、线上讲座
等一系列功能，“云”集全馆资源，
使读者“一键”触达看书、听书，以
数“智”赋能，构建了一个全方位、
多元化的服务体系。

五彩斑斓的集装箱、高耸如林的桥吊、现代
化的操作设备……一幅现代工业图景在舞台上铺
展开来。日前，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等指导，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演艺集团
联合出品的现代京剧 《弄潮》 在北京中央歌剧院
剧场上演，带来一场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碰撞。

京剧 《弄潮》 以“时代楷模”——山东港口
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的先进事迹为原
型，通过张建峰、王艳、王越3位当代京剧界“角
儿”声情并茂的表演、酣畅淋漓的演唱，把张连
钢、王晓燕、许振超等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
在舞台上，也艺术化地展现了“连钢创新团队”
自主打造智能无人全自动化码头的坎坷历程，再
现了当代产业工人勇担使命、矢志报国的家国情
怀，奋力攻关、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该剧以京剧艺术讲述现代工业题材故事，既
融合传统京剧的美学特征，又在唱腔设计、音乐创
作上守正创新，将情感表达与戏曲唱腔有机结合，
使之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创作团队巧妙运
用多块冰屏和多媒体技术，增加舞台的空间感、
色彩感，艺术化再现现代化、智能化港口的建设。

受邀赴塞 精心备演

由莫言编剧、任鸣导演的《我
们的荆轲》是一部具有中华传统审
美样式和现代精神的作品，曾多次
代表北京人艺登上世界舞台——
2014年到俄罗斯圣彼得堡、2015年
到白俄罗斯明斯克、2019年到法国
马赛等地出访演出都取得成功。富
有思辨意义的主题、浪漫古典的舞
台形式、智慧且不失幽默的台词，
让这部作品跨越语言和文化，吸引
了世界各地的观众。

此次演出是北京人艺受南斯拉
夫话剧院邀请，精心筹划的一次文
化互访。早在2015年，南斯拉夫话
剧院就参加了“首都剧场精品剧目
邀请展演”，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
上演了莫里哀作品 《无病呻吟》，
这也是南斯拉夫话剧院在中国的首
次演出，被誉为塞尔维亚国家级话
剧作品的“破冰之旅”。2017 年，
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的 《茶花女》
应邀参加“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
展演”。几年间，北京人艺与塞尔
维亚国家级话剧团体的交流与合作
持续开展。

虽然剧目至今已经过80余场打
磨，但是主创们依然在出发前早早
投入排练，力图将最好的演出状态
奉献给塞尔维亚的观众。“塞尔维
亚的‘中国热’让中国文化和中国
戏剧受到极大的关注。我们希望通
过这部作品让观众看到中国戏剧的
艺 术 风 格 、 美 学 观 念 和 表 现 形
式。”剧中荆轲的扮演者王斑表

示，饰演这样一位古代“侠士”，
他更希望传递出背后的思想，“这
部作品虽然是古装戏，但传达的思
想具有现代性。如何对待名利，如
何追求爱与和平，这些主题能引起
广泛的共鸣。”

“ 这 部 戏 的 舞 台 呈 现 以 简 代
繁，以少胜多。导演任鸣 （已故）
曾表示，这部作品是现代意识和中
国元素的集合，有一种大写意风
格。舞台上还运用了《史记》里的
文字，也希望产生历史和当下的对
话。”剧中太子丹的扮演者闫锐
说，这样的舞台风格会让观众更容
易感受到东方文化的魅力。

精彩演出 广泛交流

此次演出开票后迅速售罄。塞
尔维亚主流媒体做了广泛报道，引
发当地观众瞩目。

作为莫言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作
品，《我们的荆轲》 首演于 2011
年。该剧以莫言独特的视角、耐人
寻味的语言，重新解读了“荆轲刺
秦”这一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故
事。在贝尔格莱德首演当晚，当大
幕开启，隶书活字印刷形成的光影
背景，一下把观众带入中国的历史
情境中。大气简洁的舞台上，五种
光影配合营造出五个不同的时空转
换，为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增添更
多色彩。演出过程中，无论是演员
用塞尔维亚语的开场，还是剧中荆
轲与燕姬浪漫又不失理性的情感关
系，几位小人物对于“刺秦”的推
动，抑或是易水边“悲壮”送别等
精彩段落，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观众全体起立鼓
掌，纷纷拍下难忘瞬间，反响热

烈。有观众表示，透过这部剧了解
到中国的古典美学思想、哲学思
想，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阐释。谢幕时，莫言与
主创一起上台，莫言不仅表达了对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南斯拉夫话剧
院的感谢，也与塞尔维亚观众分享
了他对于作品的理解：“我刚刚看
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相信大家
跟我的感受一样。一个作家的作品
能够搬上舞台是很大的幸福，一个
作家的作品能由演员带到国外来演
出是更大的幸福。这个剧本是20多
年前创作的，通过现代视角重新解
读历史故事，让历史和现实有了关
联，所以它到现在仍然有生命力。”

《我们的荆轲》 赴塞尔维亚演
出期间，代表团还到贝尔格莱德中
国文化中心参加北京人艺阅读角图
书捐赠仪式，希望借此向当地民众
展示中国戏剧的发展面貌，多角度
传播中国戏剧文化。同时，北京人
艺代表团还与南斯拉夫话剧院、贝
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等艺术院团之间
开展对话和交流，围绕艺术建设、
经营管理、未来发展等内容进行深
入探讨。

此次赴塞演出，是北京人艺时
隔数年后再次走出国门，重启国际
巡演的第一部剧目。“此次演出的
意义和分量非常重，我们来到这
里，不仅带来北京人艺的优秀作
品，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希
望通过这次演出及相关交流活动，
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塞尔维亚等国家
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此次演
出代表团团长、北京人艺党组书记
王文光表示，未来北京人艺将继续
积极推动与更多国家的戏剧交流与
合作，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南 宋 建 炎 二 年（1128
年），孔子第 48 代嫡长孙、
衍圣公孔端友和族长孔传
率族人，奉孔子及丌官夫人
楷木像、唐吴道子画先圣遗
像等南渡，翌年被赐家衢
州 ， 敕 建 孔 氏 家 庙 。 自
此，孔氏大宗在衢州繁衍
生息，衍圣弘道，至今已
近九百春秋。这就是浙江
省衢州市南孔文化的起源。

日前，“南孔今韵·衢
州有礼——2024 南孔文化
北京交流周”活动在北京
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
物馆） 举办。开幕现场以
视频形式展示了孔氏南宗
文献数据库的功能，《孔子博物馆
藏孔府档案汇编·衢州孔氏卷》 同
时发布。

本次交流周活动包括“南孔今
韵·衢州有礼——浙江衢州南孔文化
主题展”和南孔文化北京交流周座
谈会。浙江衢州南孔文化主题展充
分展示了衢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得
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并展现了南孔
文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完整历史图
景，呈现了其精神内核、深厚底蕴
和对外影响。

展品中有一件石碑，摹勒有孔
氏族人南渡时从山东曲阜带走的画

像。石碑上刻有“德配天地，道冠
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16 个
字，背面还刻有诏建衢州孔氏家庙
的示意图。衢州孔庙是全国仅有的
两家孔氏家庙之一，它与山东曲阜的

“北宗”相对，素有“南宗”之称。该庙
始建于 1253 年，于 1520 年迁居现
处，被孔氏称为“第二圣地”。

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体验临
写 《论语》，更深入地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观众还可
以登录孔氏南宗文献数据库，查阅
历代关于南孔文化的 43 种文献的全
文及书影，也可查询南孔宗谱。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乡村创
意与可持续发展教席启动仪式暨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项目设立
于 1992 年，旨在促进不同国家的高
校或研究机构在一定学科或领域内，
围绕科研、培训、信息交流与知识共
享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以携手应对
挑战，服务社会发展。截至目前，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在120个国家设
立了超950个教席，覆盖教育、自然
和社会科学、文化与交流等领域，其
中，在中国设立的教席达 30 余个。
此次揭牌的乡村创意与可持续发展教
席专注于乡村地区文化创意与发展，
是北京大学的第三个教席。该教席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
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担任教席主持
人，目前已汇集了关注文化、乡村领
域的 17 位中外专家学者，并发展了
相关合作机构与企业。

向勇介绍，教席将积极回应和落
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聚焦乡村
文化创意的可持续发展，面向乡村文
化领域的儿童、妇女、创业者和基层
管理者开展各类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和文创实践活动。对此，教席发布了
四大行动计划——“花田课堂：儿童
启美的无界学院”“美丽工场：女性
主理人的就业天地”“共富工坊：乡
创特派员的创扶基地”“向日葵计
划：乡村治理者的育成行动”，以促
进全球乡村地区的创新与繁荣。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秘书长秦昌威表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乡村创意与可持续发展教席，是
中国首个专注乡村发展的教席组织。
教席的设立将为传播中国乡土乡村文
化与创意发展经验，促进全球乡村文
化创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望教席
面向乡村发展需要，围绕当今时代乡
村文化创新发展的重大挑战，通过高
水平的研究培训，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中期战略实施和全球乡村发展作出
贡献。

启动仪式后，相关专家围绕乡村
创意、乡村文化、乡村振兴等话题展
开了学术研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
必虎认为，中国人对乡村的深厚情感
与乡村的风俗、传统、礼仪紧密相关，而
乡村创意文旅的发展应以促进乡村社
区的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在安徽大学副教授左靖、广州美

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渠岩
看来，乡村建设是一项全面的社会设
计工作，包含文化、社会、经济和环境
等多方面因素，需要跨学科合作和社
区参与。乡村建设不仅是物质建设，
更是文化和社区的复兴，希望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研讨会的特别环节，北京大
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智能软件技术
与应用中心研究员张伟分享了教席正
进行的项目——小方智能设计全球助
农计划。该计划以数据驱动的人工智
能包装设计为导向，聚焦农村电商的
包装设计、品牌打造和包装材质优
化。目前，该计划已为阿克苏苹果、
丰宁小米等325家客户提供了普惠技
术方案支持。

活动期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还
开办了乡创与可持续发展工作坊，来
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多位教授围绕教育
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和参与成
员共同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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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朗诵雅集年会举办

泰州市图书馆：

数智赋能，“一键”看书听书
张 曌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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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畔，阿瓦拉山旁，
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街头……
在塞尔维亚掀起“中国热”
之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我们的荆轲》演出代表团
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
德，于当地时间5月17日、
18日晚上，在贝尔格莱德著
名的剧院——南斯拉夫话剧
院为当地观众连续奉上两场
精彩演出。这也是中国话剧
在贝尔格莱德首次亮相。

观众在展览现场体验临写《论语》。

近距离体验南孔文化
本报记者 黄敬惟文/图

近距离体验南孔文化
本报记者 黄敬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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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剧《弄潮》剧照。 出品方供图

塞尔维亚观众走进剧院观看《我们的荆轲》。

话剧《我们的荆轲》剧照。 本文配图由北京人艺提供话剧《我们的荆轲》剧照。 本文配图由北京人艺提供

在泰州市图书馆，孩子们利用电子阅读设备查阅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