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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处 福 建 西 北 部 武 夷 山 脉 南 麓

的 三 明 市 泰 宁 县 ，是 千 年 古 县 、文 化

名 县 与 旅 游 大 县 ，拥 有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等 旅 游 品 牌 ，红 色 资 源 丰 富 ，创 建

了 全 国 县 域 旅 游 发 展 模 式 —— 泰 宁

路 径 。 旅 游 业 是 泰 宁 县 的 支 柱 产

业 。

前 不 久 ，记 者 跟 随 中 央 媒 体 青 年

编 辑 记 者 增 强“ 四 力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采访团来到泰宁县 ，走进上青乡崇际

村、开善乡池潭村、杉城镇际溪村、新

桥 乡 岭 下 村 、明 清 文 化 产 业 园 、泰 宁

古城、大金湖景区、九龙潭景区等地，

实 地 调 研 采 访 泰 宁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情

况，感受老区发展新面貌。

文旅产业促振兴

实 践 活 动 期 间 ，采 访 团 来 到 新 桥

乡岭下村老游击队员黄炳茂之家 ，见

到了岭下村老支书黄建华。

黄 建 华 还 记 得 ，1999 年 7 月 7 日 ，

时 任 福 建 省 委 副 书 记 的 习 近 平 同 志

来 到 村 里 调 研 ，作 出 了“ 不 要 忘 记 老

区，不要忘记老区人民，不要忘记‘五

老’和这些革命老干部”的殷殷嘱托。

如 今 ，24 年 过 去 了 ，岭 下 村 依 托

本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建设美丽新

岭下 ，村民人均支配收入由不足 1000

元增长至 2 万余元。

村 民 的 增 收 得 益 于 农 业 、文 旅 产

业的发展。近年来 ，岭下村将红色文

化 、绿 色 资 源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 ，重 点

培育峨眉古稻、峨眉笋等“峨眉”系列

特色农产品 ，保护开发了老游击队员

黄炳茂之家、红军标语墙等革命历史

景点，新建了“一杯米酒的老区情”主

题展厅、廉政文化展厅、家风家训堂、

初心公园等红色展馆 ，打造了红军食

堂、米酒技艺传习所、岭下酒坊、岭红

酒 体 验 馆 、知 青 民 宿 、黄 桃 采 摘 基 地

等增收项目，带动 20 余户村民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

在 来 到 岭 下 村 的 前 一 日 ，采 访 团

在 开 善 乡 池 潭 村 的“80 影 视 小 镇 ”了

解 当 地 通 过 发 展“ 影 视 +旅 游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带 动 村 民 致 富 的 经 验 做

法。

走进“80 影视小镇”，记者看到整

条 街 遍 布 着 老 邮 局 、老 厂 房 、老 式 宿

舍 楼 、老 街 道 、老 操 场 、老 集 市 、老 式

居 民 楼 等 体 现 20 世 纪 80 年 代 风 貌 的

民 居 、特 色 建 筑 ，是 得 天 独 厚 的 天 然

片场。

池 潭 村 以 旧 景 为 媒 、以 山 水 为

底 ，打造了以乡村年代剧为主的影视

拍 摄 外 景 基 地 和 福 建 省 首 家 大 学 生

影视创作实训基地。“通过发展‘80 影

视小镇’，村民不仅享有分红收益，在

老 家 就 业 困 难 的 问 题 也 解 决 了 。 现

在，村里有 60％的劳动力在从事与旅

游 影 视 产 业 相 关 的 工 作 。”池 潭 村 党

支部书记张汉隆说。

沪明合作迈新阶

在 位 于 杉 城 镇 南 会 村 的 泰 宁 锦

江国际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

正干得热火朝天。

“ 这 个 项 目 作 为‘ 环 大 金 湖 旅 游

度假区 ’旅游资源整合提升项目的子

项 目 之 一 ，是 沪 明（上 海 、三 明）对 口

合 作 的 示 范 项 目 和 目 前 落 地 投 资 体

量 最 大 的 单 体 项 目 。”锦 江 国 际 度 假

酒 店 及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负 责 人 何

罗拳介绍。

这 个 项 目 是 沪 明（上 海 、三 明）对

口 合 作 赋 能 泰 宁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的 缩

影 。 2022 年 ，上 海 与 三 明 对 口 合 作 ，

上 海 虹 口 区 与 泰 宁 老 区“ 结 对 子 ”。

沪 明 两 地“ 牵 手 ”以 来 ，对 口 合 作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不 断 拓 展 ，在 以“ 影 视 +”

“ 红 色 +”为 代 表 的 文 旅 项 目 建 设 、文

旅 品 牌 推 广 等 领 域 的 合 作 成 果 不 断

凸 显 。

“ 今 年 以 来 ，泰 宁 县 以 沪 明 对 口

合 作 为 契 机 ，依 托 百 里 湖 山 、宋 明 古

城、千年村落、古朴民俗、丹霞岩穴文

化 、状 元 文 化 等 自 然 人 文 资 源 ，学 习

借 鉴 长 三 角 地 区 影 视 发 展 的 先 进 经

验和做法 ，打造了全国知名影视拍摄

基 地 、红 色 题 材 影 视 拍 摄 基 地 、影 视

高校毕业生作品创作设计实践地、短

视 频 和 网 络 剧 生 产 聚 集 区 。”泰 宁 县

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

3 月 8 日 ，沪 明 两 地 影 视 产 业 合

作 座 谈 会 在 泰 宁 召 开 。 上 海 电 影 集

团 党 委 副 书 记 、总 裁 王 隽 表 示 ，泰 宁

县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是

一个“天然摄影棚”，上海电影集团将

积极组织剧作家到泰宁县采风 ，尽快

落地一批优秀作品 ，让观众感受泰宁

县的独特魅力。

泰 宁 县 苏 区 办 工 作 人 员 伍 求 荣

介 绍 ，面 对 沪 明 对 口 合 作 新 机 遇 ，泰

宁县主动融入三明市旅游发展大局 ，

以红色、影视等旅游资源整合提升为

抓手，以扩大“大金湖”旅游品牌影响

力为重点，持续做强文旅经济板块。

今 年 上 半 年 ，三 明 市 共 接 待 上 海

游 客 25.9 万 人 次 ，上 海 已 成 为 三 明 市

第一大省外游客市场。

泰宁越夜越精彩

“ 以 前 游 客 过 来 游 玩 ，大 部 分 人

是白天在景区里逛一圈 ，晚上就回酒

店 休 息 了 。 现 在 我 们 很 多 景 区 景 点

打 造 了 夜 游 景 观 、推 出 了 夜 游 项 目 ，

晚 上 大 家 也 有 的 吃 、有 的 看 、有 的 玩

了 。”泰 宁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的 记 者 刘 清

香说，每到傍晚，泰宁古城、九龙潭会

迎来大批游客，比以前热闹了不少。

晚 上 9 时 许 ，位 于 泰 宁 古 城 红 光

街 17 号 的 拾 年 私 影 咖 啡 馆 刚 刚 送 走

了一拨客人 ，又有游客不断走进院落

打探问价。

“ 拾 年 ”的 前 身 为 邹 氏 书 院 ，是 一

幢 二 进 的 明 末 清 初 建 筑 ，古 朴 典 雅 、

开 阔 明 亮 。 古 建 经 福 建 泰 宁 明 城 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修缮后 ，由县交通局

认养 ，再由交通局委托返乡创业青年

伍华晖进行管理、营运。

“ 拾 年 私 影 咖 啡 馆 是 今 年 8 月 8

日 开 业 的 ，几 个 月 来 生 意 火 爆 ，超 出

我的预期。”伍华晖说。

近 年 来 ，为 提 升 泰 宁 县 夜 间 经 济

活 力 ，丰 富 市 民 游 客 夜 间 休 闲 生 活 ，

泰 宁 县 坚 持 以 用 促 保 、活 态 传 承 ，积

极 推 出 文 旅 夜 间 消 费 新 业 态 、新 场

景 、新 产 品 ，不 断 满 足 游 客 多 元 化 消

费需求 ，为广大游客展现泰宁夜经济

的独特魅力。

夜 幕 降 临 、华 灯 初 上 ，漫 步 在 位

于泰宁县中心的古城中 ，在豆香上青

馆品尝游浆豆腐、聆听悠扬的上青古

乐，在岭红馆内品米酒、倾听“一杯米

酒 ”的 故 事 ，在 尚 品 苑 擂 茶 馆 喝 着 擂

茶聊着天 ，在望芸阁汉服体验馆换身

装 扮 ，穿 着 汉 服 游 古 镇 …… 泰 宁 ，越

夜越精彩。

采 访 团 还 在 九 龙 潭 景 区 体 验 了

“梦境·九龙潭”夜游项目。记者们行

舟 水 上 ，看 光 影 与 山 水 共 舞 、赏 科 技

与自然结合 ，身临其境体验夜晚水上

峡谷的空灵、幽静与梦幻。

“ 梦 境·九 龙 潭 ”夜 游 项 目 将 九 龙

潭水上丹霞地貌、岩石、洞穴、丛林等

原生态实景与现代声光电相结合 ，通

过 5D 全 息 投 影 、装 置 艺 术 、灯 光 秀 、

山 水 实 景 演 出 等 形 式 ，打 造“ 丛 林 穿

越”“仙境奇峡”“光影奇秀”三大特色

景观，为游客带来“一弯一景、一程一

貌”的新奇体验。

白 天 观 山 水 有 看 头 ，夜 晚 赏 光 影

有玩头。日前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 布 了 2023 年 福 建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科

技教育项目名单，泰宁县“梦境·九龙

潭”夜游项目入选数字文旅应用场景

示范案例。

“ 八 山 一 水 一 分 田 ”的 泰 宁 如 今

已 是 三 明 市 旅 游 的“ 龙 头 县 ”。 据 统

计 ，2022 年 ，泰 宁 县 接 待 游 客 596.5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47.03 亿 元 。

每年 ，县委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旅游

的 ，第一个全县性大会都是旅游产业

大会——这件事，泰宁已经坚持了 25

年。

福建泰宁：旅游兴县“志不改、道不变”
□ 本报记者 王若溪 文/摄

甲骨文，又称“契文”或“龟甲兽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脉。前不久，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出品的大型诗画情景剧《众里寻他》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众里寻他》以甲骨文这一重要的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符 号 为 切 入 点 ，通 过 主 人 公 解 密 探 寻 甲 骨 文 ，追 溯 华 夏 文 化 根 脉 ，以 诗 为 引 ，以 歌 舞 、器 乐 再 现 生 动 、恢 宏 、浪 漫 的 场

景。这是今年中国煤矿文工团继《古籍里的古曲》系列音乐会、肢体戏剧《俑立千年》后，与文博场馆合作探索的又一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创作精品剧目 浪漫再现古代中国
——中国煤矿文工团以创新思维和创意表达服务于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 本报记者 王诗培

《众 里 寻 他》总 导 演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副 团 长 何 利 山 介 绍 ，《众 里 寻 他》

的 主 创 团 队 曾 两 次 赴 河 南 安 阳 殷 墟 、

安 阳 市 中 国 文 字 博 物 馆 采 风 ，与 殷 商

文 化 有 关 专 家 进 行 交 流 探 讨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反 复 论 证 打 磨 ，才 有 了 这 场 传

统文化盛宴的精彩呈现。

“这部剧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寻

的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根 ，寻 的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脉 络 ，寻 的 是 如 今 中 国 人 的 文 化 自

信 。 通 过 诗 句 的 朗 诵 、舞 蹈 的 运 用 以

及 人 物 性 格 的 挖 掘 等 ，我 们 想 把 甲 骨

文 用 新 的 艺 术 形 式 表 现 出 来 ，展 示 我

们 悠 久 的 文 化 历 史 。”何 利 山 谈 及《众

里 寻 他》的 创 作 初 衷 时 说 ，“ 我 们 希 望

给 观 众 营 造 一 场 与 文 字 的 恋 爱 氛 围 。

在《等 你 千 年》的 音 乐 伴 奏 中 ，众 里 寻

‘他’，寻的是传统文化的活水之源、未

尽之意，寻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格局气韵。”

在《众 里 寻 他》的 彩 排 现 场 ，记 者

看 到 ，由 青 年 舞 蹈 家 何 将 扮 演 的“ 考

古 学 家 ”在 认 真 研 究 着 由 青 年 舞 蹈 家

李 艳 超 扮 演 的“ 甲 骨 文 ”，紧 接 着 更

多 的“ 甲 骨 文 ”开 始 用 肢 体 语 言 展 现

甲 骨 之 魂 。 随 后 ，“ 考 古 学 家 ”通 过

对 这 些“ 甲 骨 文 ”的 破 解 ，引 出 相 应

的 节 日 和 诗 词 ，从 而 构 成 清 明 、端

午 、中 秋 、春 节 、元 宵 5 个 篇 章 的 舞 蹈

诗 。 在 这 几 个 传 统 节 日 的 不 同 场 景 、

不 同 氛 围 里 ，朗 诵 表 演 者 在 古 琴 、

埙 、箫 的 伴 奏 下 ，吟 诵 唐 代 杜 牧 的

《清 明》、先 秦 屈 原 的《离 骚》、宋 代 苏

轼 的《水 调 歌 头·明 月 几 时 有》等 ，通

过 诗 词 之 美 和 舞 蹈 的 情 景 演 绎 ，解 读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神 内 核 。

何 利 山 介 绍 ：“ 从 一 个‘ 雨 ’字 到

‘水’字，从一个‘月’字到‘元’字，这些

字 样 都 能 代 表 我 们 的 节 日 ，每 个 代 表

中 国 节 日 的 汉 字 都 是 有 根 源 的 ，我 们

通过对文字的解剖、演员的演绎，让甲

骨文活起来。”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歌 舞 团 副 团 长 李

娜 介 绍 ，《众 里 寻 他》的 舞 美 、灯 光 、多

媒体、沉浸式音响设计等现代技术，以

及 具 有 中 国 传 统 气 韵 的 服 装 、造 型 和

道具设计，与演员的表演交互融合，能

给观众带来入情入境的视听体验和审

美享受。

10 月 8 日 ，《众 里 寻 他》建 组 会 在

中 国 文 字 博 物 馆 举 办 ，剧 中《等 你 千

年》和《甲骨之魂》两段精彩舞蹈片段，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大厅亮相。何利山

说：“我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大厅演出

时，立刻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围观，他们

对 这 种 短 剧 的 表 现 形 式 非 常 感 兴 趣 。

追 随 演 员 的 演 绎 ，大 家 纷 纷 猜 测 这 是

甲 骨 文 的 什 么 字 。 还 有 观 众 说 ，文 博

场 馆 应 该 多 一 些 这 样 的 演 出 ，会 更 加

生动活泼，增强观展的趣味性。未来，

《众里寻他》将在安阳市进行常态化的

演出。”

何 利 山 介 绍 ，今 年 4 月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与 安 阳 市 政 府 签 署 了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将 发 挥 专 业

优 势 ，深 入 挖 掘 殷 商 、周 易 、曹 魏 、岳

飞 等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创 作 更 多 文 艺 精

品 ，为 安 阳 提 升 城 市 知 名 度 、美 誉

度 。《众 里 寻 他》建 组 会 在 中 国 文 字 博

物 馆 举 办 ，标 志 着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和

中 国 文 字 博 物 馆 将 共 同 服 务 于 文 物 、

古 籍 、文 字 活 化 ，共 同 以 创 新 的 文 艺

表 达 助 力 打 造 安 阳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名

片 。

与文字谈一次“恋爱”

“这 场 舞 台 剧 十 分 出 乎 意 料 ，没 想

到 能 以 这 样 极 简 的 手 法 ，如 此 深 入 俑

的 灵 魂 ，探 讨 一 种 贯 穿 古 今 的 人 格 变

化 ，让 俑 真 正 地‘ 活 ’了 过 来 。 全 剧 以

梦开篇，以悟结尾，好像带领观众沉浸

入 俑 的 视 角 ，感 受 千 年 繁 华 喧 嚣 与 沉

静寂寞的强烈对比。特别是舞者用身

体的律动，结合语言与戏剧的表达，配

合 精 心 设 计 的 音 乐 ，以 一 种 非 常 新 颖

的 叙 事 手 法 ，带 观 众 神 游 一 场 直 击 灵

魂 的 精 神 之 旅 。”观 众 莲 华 在 看 完《俑

立千年》后对全剧非常赞赏。

9 月 26 日 至 28 日 ，原 创 肢 体 戏 剧

《俑立千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试

演 3 场 。 这 是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和 中 国

煤矿文工团自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后 共 同 制 作 的 首 部 文 物 活 化 剧 目 ，也

是“ 博 物 馆 +院 团 ”跨 界 融 合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的 生 动 实 践 。 未 来 ，双 方 还 将 在

共 同 开 展 文 物 活 化 创 作 、打 造 国 博 小

剧场系列展演项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

《俑 立 千 年》以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馆

藏 精 品 陶 俑 为 创 作 灵 感 ，随 着 唐 代 少

女 —— 伏 睡 女 俑 的 苏 醒 ，一 尊 尊 来 自

不 同 朝 代 、不 同 行 业 、造 型 各 异 、个 性

明 显 的 人 俑 焕 发 出 生 命 …… 兵 马 俑 第

一 次 见 到 了 现 代 人 ；三 彩 女 立 俑 一 直

注 视 着 一 位 少 年 的 背 影 ，但 这 个 少 年

其 实 是 彩 绘 男 装 女 俑 ；绿 釉 戏 弄 俑 和

击鼓说唱俑卖力的表演让周围观看的

人 们 很 快 乐 ；来 自 蜀 地 的 各 种 女 子 俑

正在奏响属于她们的花期与生命的交

响 …… 远 处 行 来 一 匹 骆 驼 ，骆 驼 的 背

无限大，无论有多少朋友，它都能轻易

驮 载 。 它 是 三 彩 釉 陶 载 乐 骆 驼 ，也 是

一艘丝路上的方舟，它载着胡人、汉人

轻歌曼舞，载着每一尊俑，让他们在骆

驼的背上相逢。随着来自现代的声音

响起，俑们回到了现实，抽象的场景回

到了博物馆客观的环境中。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创 作 室 负 责 人 、

话剧团副团长郝姗姗介绍：“在剧中我

们 选 择 了 唐 朝 的 伏 睡 女 俑 作 为 串 联 ，

当她醒来、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时空

穿 行 之 间 ，一 切 都 活 了 。 从 她 的 视 角

看博物馆，不单单是今人看古人，也是

古人看今朝。”

《俑 立 千 年》选 取 了 11 种 俑 、8 个

场景，运用戏剧独白、戏剧表演、独舞、

情 景 舞 段 等 多 种 表 现 形 式 ，在 情 节 发

展 中 展 现 传 统 文 化 的 内 容 ，在 情 感 基

调 里 表 现 不 同 的 历 史 观 ，在 人 物 塑 造

中打开时代的哲学思考。

在剧目创作初期，中国煤矿文工团

邀请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学术专家为项

目提供相关学术支持，帮助创作者们梳

理史料、进行文献资料研究。同时，中国

国家博物馆还开展座谈会、历史培训课，

为创作者讲述相关历史文化知识，为大

家创作剧目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俑 立 千 年》选 择“ 俑 ”这 一 主 题 ，

是因为“俑”的造型感贴近生活化的肢

体定格，适合用更生活化、更具生命力

的肢体语言去讲述故事、表达情感、展

现 生 活 。 郝 姗 姗 说 ：“ 话 剧 +舞 蹈 的 表

演 形 式 ，加 强 了 人 物 形 象 和 俑 表 演 的

表现力，简练的布景+夸张的色块再融

合科技+影像等现代技术手段，一次博

物馆的奇妙夜之旅就此开始。”

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除了《众里寻他》《俑立千年》等体

现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的 优 秀 剧 目 外 ，中 国

煤矿文工团还打造了很多“接地气、留

得下、传得开”的优秀作品。

3 月 31 日 ，《古 籍 里 的 古 曲》系 列

之音乐剧场《广陵绝响》在北京大华城

市表演艺术中心歌剧院首演。《广陵绝

响》以“ 竹 林 七 贤 ”古 籍 记 载 为 创 作 源

泉，将“寻找嵇康”作为主线，讲述了阮

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和王戎六人

在 竹 林 间 向 世 人 发 问 、向 自 我 寻 找 真

理 的 故 事 。 灵 动 悦 耳 的 现 场 演 奏 、清

新 雅 致 的 视 听 风 格 ，为 观 众 献 上 了 一

场“跨界共鸣”。

开 场 ，音 乐 剧 演 员 高 杨 饰 演 的 向

秀，以一曲琴歌将观众带回魏晋时期，

摇 曳 的 竹 林 明 暗 不 定 ，营 造 出 动 荡 不

安的气氛。青年古琴演奏家杨茜不时

抚琴弄弦，古意葱茏的《风入松》、知音

相遇的《流水》、和煦明媚的《白雪》、酒

醉 酩 酊 的《酒 狂》、慷 慨 激 昂 的《广 陵

散》等 经 典 琴 曲 贯 穿 全 剧 。 打 击 乐 演

奏家田薇用舞台两侧的十余件打击乐

器进行现场演奏。舞台上的“六贤”或

谈或跳或吟或唱，对谈则幽默深沉，吟

诵则饱含深情，舞蹈则热情洒脱。

记者了解到，《广陵绝响》是《古籍

里 的 古 曲》系 列 的 第 四 部 。《古 籍 里 的

古 曲》由 中 国 煤 矿 文 工 团 与 国 家 图 书

馆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共 同 制 作 ，以“ 让

古 籍 可 听 、让 古 曲 可 观 ”为 创 作 理 念 ，

从 古 籍 中 选 取 古 谱 加 以 编 配 ，通 过 演

奏 、吟 诵 、吟 唱 、戏 剧 讲 述 以 及 古 色 古

香 的 氛 围 营 造 ，引 领 观 众 感 受 古 曲 的

韵味，探寻古籍的故事，追寻古人的情

感。

郝姗姗说：“《古籍里的古曲》系列

音 乐 会 自 2022 年 9 月 国 家 图 书 馆 建 馆

113 年 之 际 推 出 ，之 前 先 后 演 出 了《汇

流澄鉴》《望月怀远》《人生况味》3 场音

乐会，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这也增强了

我 们 继 续 做 这 个 系 列 作 品 的 信 心 。”

2023 年 9 月 8 日 至 9 日 ，《古 籍 里 的 古

曲》系 列 音 乐 会 第 五 部 ——《天 地 英

雄》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首演。这

场 音 乐 会 分 为“ 成 败 ”“ 诗 剑 ”“ 不 让 ”

“壮怀”4 个篇章，分别讲述了刘邦项羽

不 以 成 败 论 英 雄 、古 代 文 人 的 诗 剑 情

怀 、巾 帼 不 让 须 眉 的 女 子 英 姿 以 及 笑

对生死天下为公的大丈夫气节。

“ 通 过 参 与 创 制《古 籍 里 的 古 曲》

这 个 项 目 ，主 创 团 队 越 来 越 感 受 到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越 来 越

感 佩 古 人 的 智 慧 与 创 造 力 。”郝 姗 姗

说，“我们有责任讲好中国传统文化的

故事，将古人的声音传递到今天，赋予

当 代 的 审 美 表 达 ，让 今 天 的 观 众 特 别

是年轻观众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我们尝试让古琴古曲幻化成

戏 剧 角 色 如‘ 嵇 康 ’等 ，让 这 些 角 色 一

起 在 舞 台 上 进 行 戏 剧 交 流 ，与 观 众 真

情 对 话 。 音 乐 会 既 有 叙 事 性 的 讲 述 ，

又 有 咏 叹 调 的 抒 情 ，在 器 乐 演 奏 和 戏

剧表演之间，构建了全新的戏剧关系，

打开戏剧空间，表达戏剧语汇，真正做

到让古籍可听，让古曲可观。”

通过《广陵绝响》和《俑立千年》，中

国煤矿文工团还制定了“青年跨界人才

培 养 项 目 ”和“ 青 年 双 创 人 才 培 养 项

目 ”。“ 例 如 ，先 后 在 创 排 期 间 ，针 对 戏

剧、舞蹈演员和民乐演奏员提供专业古

典身段训练；邀约资深视觉总监、音乐

总监指导舞美、灯光、作曲创作；组建导

演组着力激发主创和演员潜能，致力共

创一台有戏、有曲、有歌、有舞的演出。

这些做法激发了优秀青年人才的创作

活力，锤炼了专业技能，实现了跨界艺

术创新与尝试。”郝姗姗说。

讲述更多古往今来

近 年 来 ，山 东 省 临 清 市 宛 园 景

区 积 极 将 传 统 文 化 展 演 和 当 地 特 色

非 遗 展 示 引 入 园 区 ，让 景 区 的 旅 游

业 态 更 加 多 元 ，也 让 游 客 获 得 了 丰

富的游览体验。

图 为 宛 园 景 区 前 不 久 举 办 的 文

化展示活动。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传统文化进景区
旅游业态更多元

池潭村“80 影视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