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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前 呀 哥 子 叫 ，双 手 哟 打 开 呀 门

呀来看 ，依呀子哟呀依子哟……”前不

久，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采茶戏进景

区演出”活动在东生围景区广场举办。

活动现场，一名花旦耍着扇花，唱着婉

转清亮的采茶戏《睄妹子》，另一名丑角

演 员 表 演 着“ 矮 子 步 ”“ 单 袖 筒 ”“ 扇 子

花”等安远采茶戏的经典动作，精彩的

演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观看。

安 远 采 茶 戏 是 流 传 于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的 传 统 戏 剧 ，至 今 已 传 承 400 多 年 ，

安 远 县 被 誉 为“ 中 国 采 茶 戏 艺 术 之

乡”。近年来，安远县依托以采茶戏为

代 表 的 众 多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积 极 探

索“ 非 遗 + 旅 游 ”发 展 模 式 ，让 采 茶 戏

走 进 景 区 ，为 当 地 旅 游 产 业 注 入 了 文

化内涵。

“我 们 安 远 采 茶 戏 没 有 王 侯 将 相 ，

没 有 才 子 佳 人 ，只 有 朴 实 劳 动 人 民 身

边的故事。剧目很多讲的是小人物的

故事。”安远县采茶戏保护传承中心的

采 茶 戏 演 员 钟 金 财 介 绍 ，“ 非 遗 + 旅

游 ”让 采 茶 戏 找 到 了 传 承 发 展 的 新 方

向 。 时 代 在 发 展 ，人 们 的 审 美 观 感 也

在 变 化 ，一 味 地 演 出 传 统 的 采 茶 戏 已

经无法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目

前 ，安 远 采 茶 戏 已 从 传 统 的“ 两 旦 一

丑”三角班表演发展成多人歌舞、多剧

目 融 合 的 表 演 形 式 ，每 一 位 来 到 安 远

的 游 客 都 可 以 化 身 为 采 茶 戏 的“ 名

角”，在亲身体验中感受非遗的魅力。

安 远 县 文 化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截 至 目 前 ，安 远 县 18 个 乡 镇 已 建 立 了

采茶文化广场，151 个行政村建成了采

茶戏小舞台、乡村传习所等，安远采茶

戏 传 承 不 但 实 现 了 县 域 全 覆 盖 ，还 促

进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安 远 县“采 茶 戏 进 景 区 演 出 ”只 是

江西省推动文化惠民“成风景”众多举

措 中 的 一 个 生 动 实 例 。 近 年 来 ，江 西

省 围 绕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文 旅 获 得 感 、满

意度，不断优化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文

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赣

鄱好戏”“百馆千万场、服务来共享”等

群 众 文 化 品 牌 活 动 4500 余 场 ，服 务 群

众 3200 余 万 人 次 ，举 办“ 村 晚 ”“ 赏 年

画·过大年”“贺新春送万福进万家”等

文化惠民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飞入

寻常百姓家”。

前 不 久 ，由 南 昌 市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携手南昌画院举办的第四届南昌艺术

季 迎 新 春 公 益 演 出 活 动—— 民 族 乐 器

合 奏 专 场 ，在 南 昌 市 杏 花 楼 景 点 上

演 。 演 出 以 经 典 曲 目《金 蛇 狂 舞》开

场，竹笛清脆领奏，二胡、琵琶、扬琴等

民 族 乐 器 与 打 击 乐 器 齐 鸣 ，明 快 有 力

的 节 奏 瞬 间 点 燃 现 场 气 氛 。 随 后 的

《花 好 月 圆》温 情 悠 扬 ，古 筝 、二 胡 、阮

等 乐 器 交 织 出 宁 静 祥 和 的 意 境 ，让 观

众 沉 浸 其 中 。 从 经 典 民 歌 到 影 视 金

曲，一段段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欢呼。

南 昌 市 民 张 先 生 说 ：“没 想 到 民 乐

新编这么好听！尤其是用民族乐器重

新 演 绎 流 行 歌 曲 ，很 有 创 意 。”南 昌 市

歌舞剧院乐队队长张立军说：“歌曲串

烧 演 奏 时 观 众 热 情 的 掌 声 ，让 我 看 到

了 民 族 乐 器 的 感 染 力 ，也 坚 定 了 我 们

推广传统音乐艺术的决心。”

“最 近 ，我 们 还 在 杏 花 楼 演 出 了 经

典 采 茶 戏《十 八 相 送》《磨 豆 腐》《南 昌

红》《小 美 满》《敕 勒 歌》等 节 目 。”南 昌

市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民

族乐器合奏专场演出不仅展示了南昌

传 统 表 演 艺 术 的 魅 力 ，也 为 市 民 游 客

提 供 了 一 个 了 解 南 昌 、感 受 南 昌 的 平

台 。“ 未 来 ，我 们 还 将 继 续 举 办 更 多 更

高品质的公益演出活动。”

在 上 饶 市 万 年 县 汪 家 乡 郑 家 村 ，

一 座 砖 瓦 戏 台 上 的 武 旦 身 着 一 袭 红

衣 ，在 表 演 耍 花 枪 ，台 下 坐 满 观 众 ，不

时传出叫好和鼓掌声。这是前不久乐

平市赣剧团 2025 年首场开箱大戏现场

的 一 幕 。 即 使 刚 刚 下 过 雨 ，村 道 低 洼

处 还 有 积 水 ，仍 然 挡 不 住 村 民 看 戏 的

热情。

“这出《虹桥赠珠》唱得好，打戏也

干 净 利 落 。”来 自 上 饶 市 的 柴 先 生 说 ，

他是一个戏迷，十里八乡哪里有演出，

只要有空就会去看。

乐 平 市 赣 剧 团 常 年 活 跃 在 城 市 乡

村 舞 台 ，致 力 于 赣 剧 艺 术 的 传 承 与 发

展。乐平市赣剧团艺术室主任张勇说：

“2024 年，我们剧团共计演出 853 场，足

迹遍布乐平市及周边 30 多个乡村和景

区。今年预计会有更多的演出。”张勇

介 绍 ，乐 平 人 有 看 戏 的 传 统 ，全 市 有

458 座古戏台，包括祠堂台、万年台、庙

宇 台 、会 馆 台 等 。 浓 郁 的 戏 曲 文 化 氛

围，遍布城乡的古戏台，催生了巨大的

赣剧演出市场。今年春节期间，除了乐

平市赣剧团，还有十多个民间赣剧演出

团体活跃在乐平周边城乡。

乐 平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 党 委 书 记

赵江雄介绍，近年来，乐平市充分利用

赣 剧 和 古 戏 台 文 化 资 源 ，深 化 文 旅 融

合发展，打造特色文旅 IP，构建精品旅

游 线 路 ，让 乐 平 文 旅 产 业 迸 发 出 新 的

活力。

江西：“好有戏”遇上好风景
前 不 久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升 级 改 造 后 恢 复 对 外 开

放 。 闭 馆 期 间 ，文 化 馆 积 极 融 合 社 会

力 量 ，拓 展 新 型 文 化 阵 地 ，建 立 了 包

括 新 北 区 文 化 馆 、三 井 街 道 、墨 门 艺

术 等 在 内 的 10 家“ 市 民 艺 术 课 堂 ”教

学 外 延 点 ，并 打 造 了 汉 江 路 井 井 小 剧

场 、“ 青 氧 ”音 乐 角 、“ 转 角 音 乐 会 ”等

一 系 列 面 向 年 轻 群 体 的“ 城 市 会 客

厅 ”，将 馆 内 活 动 延 伸 至 馆 外 ，使 优 质

文 化 深 入 基 层 。 2024 年 以 来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共 完 成 了 270 场 活 动 ，其 中 包

括 172 场 文 艺 活 动 、77 期 培 训 、12 场

展 览 和 9 场 公 益 性 讲 座 ，服 务 人 次 总

计超过 52 万。

在 常 州 ，通 过 公 共 空 间 的 活 化 利

用 打 通 群 众 文 化 服 务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离 不 开 常 州 市 文 化 馆、钟 楼 区 南

大 街 街 道 、新 北 区 三 井 街 道 等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单 位 的 积 极 推 动 和 创 新 引

领 。 这 些 根 植 于 街 区 、公 园 、美 丽 乡

村 的 小 而 美 的 文 旅 空 间 ，已 成 为 市 民

游客不可或缺的文化体验地。

打造文旅融合空间

“ 白 天 可 以 泡 在 书 店 里 ，晚 上 还

能 看 到 常 州 优 秀 剧 团 的 演 出 ，我 觉 得

氛 围 特 别 好 。”常 州 市 民 陈 先 生 住 在

南 市 河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附 近 ，几 乎 每 次

南 市 河 小 剧 场 有 演 出 ，他 就 会 赶 去 观

看。

南 市 河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南 临 春 秋

运 河 南 市 河 ，空 间 布 局 具 有 江 南 水 乡

特 色 ，承 载 着 常 州 传 统 民 居 文 化 和 运

河 文 化 。 南 市 河 小 剧 场 位 于 街 区 核

心 区 域 ，是 南 大 街 街 道 打 造 的“ 演

艺 +”沉 浸 式 国 风 园 林 剧 场 。 在 这 个

800 平 方 米 的 空 间 内 ，融 入 了“ 阅 读 、

文 创、咖 啡、特 色 餐 饮 和 文 化 活 动 ”等

复 合 文 旅 业 态 。 同 时 ，剧 场 引 入 了 常

州 玉 海 越 剧 团 队 ，链 接 常 州 市 、区 文

化 馆 资 源 ，常 态 化 举 办 越 剧 演 出 、国

风 音 乐 会 和 脱 口 秀 等 ，使 小 剧 场 成 为

票 友 交 流 、文 化 惠 民 的 主 客 共 享 空

间。

常 州 市 钟 楼 区 南 大 街 街 道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小 剧 场 自 2022 年 9 月 开

放 以 来 ，已 举 办 各 类 文 旅 惠 民 演 出 活

动 百 余 场 ，接 待 市 民 游 客 超 10 万 人

次 ，是 本 地 居 民 文 化 休 闲 的 好 去 处 ，

也 成 为 年 轻 人 的 文 艺 打 卡 地 。 2024

年 ，南 市 河 小 剧 场 入 选 江 苏 省“ 最 美

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对象名单。

近 年 来 ，文 旅 空 间 与 常 州 优 质 资

源深度嫁接的情况屡见不鲜。在人流

如 织 的 汉 江 路 国 际 街 区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和 汉 江 路 国 际 街 区 联 合 打 造 了“ 井

井 小 剧 场 ”和“转 角 音 乐 会 ”两 大 主 题

IP，开 展 了 非 遗 课 堂 、民 谣 歌 会 、古 典

乐 演 奏、主 题 巡 游、戏 曲 杂 技、潮 流 街

舞、科学实验课题等 280 余场主题演出

活动，进一步激发了街区活力。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馆 长 周 柯 卿 介 绍 ，

2024 年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对 外 发 布 了

《精 品 文 化 下 基 层 配 送 点 征 集 方 案》

和《常 州 市 文 化 馆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项 目

采 购 细 则（草 案）》，利 用 市 级 平 台 整

合 全 市 文 化 服 务 资 源 ，融 合 社 会 力

量 ，建 立 文 化 资 源 库 和 基 层 配 送 点 。

通 过 在 基 层 配 送 点 举 办 展 览 、教 育 培

训、文 化 讲 座、文 艺 演 出 及 非 遗 展 示、

展 销 、展 演 等 形 式 ，在 群 众 身 边 打 造

一 批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实 现 文 化 赋 能 、

教育赋能、社会赋能、经济赋能。

丰富文化服务内容

用 彩 色 的 羊 毛 毡 剪 出 小 蛇 、小

树 、小 苹 果 的 形 状 ，亲 手 制 作 一 部

DIY 绘 本 ；在 非 遗 传 承 人 的 指 导 下 ，

通过捻、揉、捏、搓、切等手法，把惟妙

惟 肖 的 糕 团 堆 花 带 回 家 ；设 计、裁 剪、

上 色 、印 画 ，参 与 小 版 画 藏 书 票 制 作

活 动 ，体 验 传 统 拓 印 技 术 的 魅 力 ……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重 新 开 放 后 ，特 设 了

“ 艺 阁·绘 本 角 落 ”“ 艺 阁·版 藏 工 坊 ”

“创 意 工 作 坊 ”等 儿 童 专 属 活 动 区 域 ，

围 绕 少 年 儿 童 开 设 了 亲 子 互 动 类 、科

技 创 新 体 验 类 课 程 ，吸 引 了 众 多 亲 子

家庭报名参与。

“ 近 年 来 ，常 州 持 续 深 化 儿 童 友

好 城 市 建 设 。 对 此 ，文 化 馆 在 品 牌 打

造 、课 程 设 计 上 ，将 儿 童 友 好 理 念 深

度 融 入 、全 面 贯 彻 ，力 求 为 儿 童 打 造

更 适 宜 的 成 长 环 境 。”周 柯 卿 说 。 目

前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已 与 深 耕 儿 童 美 育

的教育品牌 FunHouse 合作，打造了常

州 市 文 化 馆 首 个 社 会 分 馆 ，并 联 合 推

出 了“儿 童 艺 术 季 ”品 牌 ，策 划 了 以 儿

童 为 主 导 的 儿 童 非 遗 艺 术 市 集 ，面 向

社 会 开 展 亲 子 美 育 课 堂 、亲 子 绘 本 阅

读 、自 然 教 育 实 践 等 公 共 文 化 活 动 。

以 汉 江 路 国 际 街 区“ 井 井 小 剧 场 ”为

载 体 ，每 年 固 定 举 办“ 童 星 展 才 艺 筑

梦 向 未 来 ”“儿 童 绘 画 书 法 艺 术 展 ”等

主 题 活 动 ，聚 焦 少 儿 才 艺 展 示 和 综 合

素质教育。

汉 江 路 国 际 街 区 所 在 的 三 井 街

道 汉 江 路 社 区 ，也 是 常 州 市 儿 童 友 好

社 区 。 常 州 市 新 北 区 三 井 街 道 汉 江

路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居 委 会 主 任 周 耀

清 介 绍 ，未 来 ，社 区 将 以“ 童 心 ”“ 童

趣 ”“ 童 享 ”为 切 入 点 ，把“ 井 井 小 剧

场 ”改 造 成 为“ 一 米 彩 虹 童 趣 汉 江 ”

儿 童 艺 术 空 间 。 依 托“ 彩 虹 艺 术 廊 ”

“井 井 小 课 堂 ”等 儿 童 活 动 场 景 ，同 时

引 入 1 平 方 米 微 展 厅 ，与 辖 区 文 化 机

构、文 化 馆 合 作 办 展 ，将 儿 童 画 作、旧

物 改 造 、城 市 掠 影 等 内 容 进 行 展 示 ，

不 断 完 善 文 商 旅 融 合 街 区 发 展 的 新

模式。

展示常州地域文化

如 今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已 成 为 展 示

常 州 文 化 的 重 要 窗 口 ，跳 动 着 城 市 的

文化脉搏。

在 南 市 河 小 剧 场 的 阅 读 专 区 ，南

大 街 街 道 引 入 了 常 州 民 营 书 店 品 牌 ，

打 造 了 常 州 地 方 文 献 主 题 馆 ，并 设 立

了“阅 ”见 常 州 系 列 主 题 书 柜 ，分 别 展

示 常 州 籍 作 家 主 题 图 书 和 常 州 地 方

文 献 主 题 图 书 ，现 有 常 州 地 方 文 献

5000 余 册 。 同 时 ，还 设 置 了 常 州 地 方

特 色 文 创 产 品 展 示 区 ，持 续 推 出《教

我如何不想她》系列文创产品。

据 了 解 ，南 市 河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位

于 常 州 市 中 心“老 城 厢 ”，东 边 与 国 家

级 旅 游 休 闲 街 区 青 果 巷 相 邻 ，西 边 与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 常 州 古 运 河 南 大

街 文 化 旅 游 区 相 邻 ，北 边 与 江 苏 省 文

保 单 位 盛 宣 怀 故 居 相 邻 ，周 边 配 有 人

民 公 园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江 苏 省 大 运

河 季 子 文 化 展 示 中 心 等 文 旅 资 源 。

未 来 ，该 街 区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演 出 品

质 ，打 造 运 河 边 的 国 风 园 林 音 乐 会 ；

举 办 各 类 文 商 旅 惠 民 促 销 活 动 ，打 造

文 旅 消 费 场 景 ，为 街 区 发 展 和“ 老 城

厢”复兴赋能。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也 在 积 极 探 索 文

化 传 播、文 旅 融 合 的 新 模 式 。“文 化 馆

是 常 州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心 ，如

何 打 好 非 遗 牌 ，用 艺 术 编 排 方 式 更 好

地 展 示 常 州 地 域 文 化 ，使 其 成 为 更 多

外 地 游 客 的 打 卡 点 ，值 得 我 们 重 点 关

注 。”周 柯 卿 说 。 在 践 行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同 时 ，

常 州 市 文 化 馆 还 将 不 断 丰 富“ 公 共 文

化+旅游”的表现形式，通过构建公共

文 化 空 间 生 态 群 ，推 动 资 源 向 基 层 共

享 直 达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能 走 进 来 、

留得住、有期待、有收获。

四 大 财 神 互 动 巡 游 、梅 花 桩 醒 狮

表 演 、南 阳 大 鼓 表 演 、花 婆 送 福 等 民

俗 巡 演 活 动 为 入 园 游 客 送 上 祝 福 ，吸

引 市 民 游 客 驻 足 观 赏 、拍 照 留 念 ……

每 逢 重 大 节 假 日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南

宁 园 博 园 就 会 邀 请 各 级 文 艺 团 体 进

行 非 遗 展 示 展 演 ，壮 族 山 歌 、侗 族 多

耶 、壮 族 八 音 、百 家 宴 等 广 西 各 地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汇 聚 于 此 ，成 为 民 众 了

解 广 西 非 遗 的 重 要 平 台 。 在 今 年 的

非 遗 展 演 活 动 中 ，“ 老 中 青 幼 ”四 代 演

员 们 的 精 彩 展 示 ，不 仅 让 游 客 领 略 了

非 遗 的 巨 大 魅 力 ，更 体 现 出 非 遗 传 承

的 生 生 不 息 。

老幼齐上阵

身 着 传 统 斜 襟 大 花 袄 ，头 戴 笑 容

可掬大头套，一手摇着扇子，一手挎着

篮子，不停地与游客互动，向游客派送

糖果。70 岁的林月兰扮演的就是乐善

好施的“花婆”。

“ 花 婆 粥 ，滚 碌 碌 。 慢 慢 食 ，都 有

福 。 食 了 花 婆 粥 ，一 生 都 有 福 ！”这 是

一 首 南 宁 人 耳 熟 能 详 的 白 话 歌 谣 。

林 月 兰 介 绍 ，蒲 庙 花 婆 节 是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过 去 的 表 演 是 送 粥 ，因 为 在 白 话

里 粥 与“ 足 ”同 音 ，“ 福 粥 ”就 是“ 福

足 ”，寓 意 一 年 福 气 满 满 。 现 在 花 婆

的 表 演 与 时 俱 进 ，送 糖 果 ，也 方 便 与

游 客 互 动 。

林 月 兰 所 在 的 蒲 庙 花 婆 表 演 队 有

四 五 十 人 ，多 为 五 六 十 岁 的 阿 姨 。 虽

然戴上头套很闷热，视线也受阻，但大

家 还 是 充 满 了 干 劲 。 特 别 是 到 春 节 、

三 月 三 等 传 统 节 日 ，表 演 队 演 出 活 动

特别多，进景区、进博物馆是常态。

与 花 婆 一 起 表 演 的 ，还 有 一 辆“飘

色 ”彩 车 ，两 名 儿 童 身 着 古 装 ，借 助 精

心 设 计 的 钢 枝 凌 空 而 立 ，看 不 见 的 色

梗支撑，利用巧妙的力学原理，营造出

“ 飘 ”的 效 果 。“ 飘 色 ”这 种 传 统 民 俗 艺

术 形 式 在 广 西 各 地 还 有 不 同 的 叫 法 ，

如游彩架、扮抬阁等。

“ 我 们 把 这 两 个 孩 子 叫 福 娃 。 他

们 要 一 直 坐 在 架 子 上 直 到 表 演 结 束 ，

巡 游 时 还 要 做 一 些 动 作 ，对 定 力 耐 力

都是不小的考验。”蒲庙花婆表演队的

负 责 人 张 建 勤 说 ，福 娃 一 般 都 是 两 天

就 要 换 ，年 龄 大 些 的 孩 子 可 以 连 续 出

场 3 天 。 花 婆 和 福 娃 都 是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来 进 行 训 练 ，老 老 少 少 非 常 热 爱 本

地 的 民 俗 艺 术 ，也 希 望 能 通 过 自 己 的

表演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这些传统民俗

文化。

中年挑大梁

“咚咚锵！咚咚锵！”广场上，身穿

壮 族 服 饰 的 男 女 演 员 们 擂 鼓 起 舞 ，跳

出新年的喜气洋洋、生机勃发。

南 阳 大 鼓 习 俗 是 流 行 于 南 宁 市 青

秀区、邕宁区、横州市一带的具有地域

特色的民俗。南阳大鼓习俗源于壮族

古老的“岳”（蜂鼓）。用当地出产的龙

眼木、苦楝木等做鼓身，以当地的生牛

皮 做 鼓 面 ，鼓 面 为 单 面 。 南 阳 大 鼓 往

往是多面鼓同时演奏，节奏欢快，慷慨

激昂，非常威武雄壮。近年来，经过吸

收 其 他 鼓 乐 的 演 奏 方 法 ，南 阳 大 鼓 演

奏的曲牌更加丰富，阵式多样。

“我 们 的 表 演 将 大 鼓 、唢 呐 和 舞 蹈

等融为一体，希望通过整个表演，带给

观众一种昂扬振奋的力量。看到现场

观 众 给 我 们 的 热 情 反 馈 ，我 们 也 十 分

开心。”南宁市青秀区南阳大鼓八音队

副队长李玉锋说。

李 玉 锋 介 绍 ：“我 们 许 多 队 员 是 从

青年演到中年，他们技艺精湛，表演时

激情四射，很受游客的欢迎。”

“我 和 家 人 第 一 次 来 南 宁 园 博 园 ，

能 够 欣 赏 到 这 么 精 彩 的 巡 游 表 演 ，也

见 识 了 南 宁 本 地 的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

太幸运了。”来自云南的游客李女士一

边观赏一边点赞。

青年显朝气

清 泉 湖 畔 ，立 着 十 几 根 高 低 不 等

的 梅 花 桩 ，精 彩 的 醒 狮 表 演 正 在 进

行。场边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只

见 一 只 蓝 色 的“ 狮 子 ”一 跃 而 起 ，顺 利

踏 上 高 桩 。 随 即 在 桩 上 摇 头 摆 尾 ，伴

随着鼓点做出各种动作。时不时地腾

空 跳 跃 更 是 引 得 观 众 惊 叹 ，掌 声 不

断。随着鼓声加密，高潮部分到了，舞

狮 头 的 演 员 低 头 躬 身“ 采 青 ”，而 后 跃

到 舞 狮 尾 演 员 身 上 ，使“ 狮 子 ”呈 直 立

状，再从口中吐出祝福条幅，现场爆发

出持续的欢呼和掌声。

为 游 客 献 上 这 一 幕 精 彩 醒 狮 表 演

的是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龙狮队的一

群青年学生。只见他们男生两人一组

舞 起 狮 头 ，身 披 狮 被 ，与 观 众 互 动 ，女

生们则敲锣打鼓为其助威。醒狮还走

到游客跟前眨眼点头，憨态可掬，活灵

活 现 。 游 客 们 纷 纷 伸 手 抚 摸“ 狮 子 ”，

意在祈福接好运。

20 岁 的 程 雯 雯 是 龙 狮 队 的 一 员 。

她说，他们展示的是传统的南狮，舞动

造 型 很 多 ，集 观 赏 性 、艺 术 性 、竞 技 性

于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广 西 外 国 语 学 院 龙 狮 队 的 陈 教 练

介 绍 ：“ 我 们 学 院 龙 狮 队 已 发 展 到 160

多 人 ，校 内 将 龙 狮 作 为 体 育 选 修 课 的

学 生 也 达 1000 多 人 。 同 学 们 不 仅 学

习 龙 狮 的 技 法 ，也 学 习 龙 狮 的 文 化 。”

2024 年 春 节 期 间 ，该 校 龙 狮 队 还 应 邀

到 武 汉 园 博 园 表 演 。 在 平 时 ，他 们 经

常 到 南 宁 市 各 景 区 、博 物 馆 参 加 活

动 ，进 行 非 遗 展 演 等 。“ 这 些 都 是 同 学

们 参 与 社 会 服 务 实 践 的 重 要 形 式 ，也

是 我 们 传 承 非 遗 的 重 要 途 径 。”陈 教

练 说 。

南 宁 园 博 园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负

责人周华介绍，2025 年，南宁园博园将

继 续 凸 显 民 族 文 化 及 亲 子 体 验 的 主

题，结合城市展园及园林景观特色，融

入 更 多 沉 浸 式 展 演 及 互 动 项 目 ，让 景

区成为非遗展示的大舞台。

广西南宁：非遗传承“老中青”齐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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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本报记者 周 晨

□ 孟 萍 文/摄

□
许

瑾

花婆送福

南市河小剧场汉服主题文化活动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 供图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市 南 区 深 挖 当 地

历 史 文 化 ，打 造 了 包 括 中 山 路 城 市

记 忆 馆 在 内 的 一 批 文 博 场 所 ，为 市

民游客提供了更好了解青岛历史和

文 化 的 好 去 处 。 其 中 ，中 山 路 城 市

记忆馆的展览内容生动呈现了青岛

的 历 史 建 筑 和 市 民 的 往 昔 生 活 ，成

为青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和热门网

红打卡地。图为游客近日在中山路

城市记忆馆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深挖城市历史文化
打造“有记忆”的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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