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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7 日晚，由贵州文

化演艺产业集团出品、贵州省花灯

剧院制作的贵州花灯戏经典剧目

《七妹与蛇郎》在北京路大剧院举

行汇报演出。这是为该剧将于 5 月

13 日亮相国家大剧院参加“百戏中

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剧种展

演”做准备。

据介绍，“百戏中华——国家大

剧院非遗戏曲剧种展演”是国家大

剧院举办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旨

在通过展演不同地区的非遗戏曲剧

种，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贵州花灯戏历史悠久，经由历

代花灯人口传心授、以戏代培，已逐

渐形成代代延续的传承谱系。2011

年，贵州花灯戏入选国务院第三批

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是

贵州省花灯剧院。

“此前我们也去过国家大剧院

演出，但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剧目

演出，此次参加展演意义重大。经

典剧目《七妹与蛇郎》登上国家大剧

院舞台，必将绽放非遗之光、经典

剧目之光。”贵州省花灯剧院有限

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龙国洪介绍，

剧院为此次演出组建了优质艺术团

队，在剧目编排中反复打磨，力求

弘扬传统与创新并举，满足观众的

现代审美与需求，让古老的花灯艺

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七妹与蛇郎》作为贵州花灯剧

院的“立团”之作，于 1960 年首演，曾

参 加 1987 年 第 一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

2018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参演纪

念 ，并 入 选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主 办 的

2021 年度戏曲像音像录制工程，是

贵州花灯艺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

经典之作。历经六十余载打磨，四

代艺术家接力传承，《七妹与蛇郎》

不断守正创新，先后推出了 5 个演出

版本。

在当天的汇报演出上，由著名

花灯戏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奖演

员邵志庆与蔡妙禧、罗代航、曹礼杰

等知名演员联合剧院青年演员携手

演绎，讲述了在美丽富饶的蟒山深

处的张家庄，张家小七妹被蟒山蛇

精抓到洞中修炼内丹，被捕蛇青年

蛇郎相救并相爱的故事。该剧以忠

贞不渝的爱情为主线，深刻揭示了

人性的光辉与阴暗，引领观众心灵

向善，是一部扬善惩恶、劝人向善的

传统戏曲佳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本报讯 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

集团出品、贵州省杂技团制作的杂

技剧《脊梁》全面完成各项创排工

作，于 5 月 7 日、8 日晚在贵州省国际

会议中心正式首演。该剧以贵州交

通建设为题材，艺术呈现了贵州交

通的千年巨变，彰显了新时代贵州

精神。

据悉 ，该剧先后在六盘水、贵

阳 、重 庆 、南 宁 试 演 10 场 ，并 作 为

2024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

在贵阳展演。试演结束后，均组织

专家团队对剧目试演情况进行研讨

论证和进一步打磨提升，旨在打造

一部“立得起、留得住、演得开”的杂

技剧。

该剧以小人物见大情怀，展现

了贵州人民追求幸福的奋斗精神。

男主人公“关东方”为了完成父亲

“老满”带领乡亲们“开绝壁、出深

山，老满不惜断筋骨”的夙愿，用新

一代的建筑技术实现“万桥飞架是

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梦想。

作为杂技剧，《脊梁》突显“杂

技”和“剧”的有机融合，创作团队在

省杂技团《空竹》《蹬鼓》《车技》等已

有节目的基础上，新创了 7 个不同类

型的杂技节目贯穿于全剧 7 个章节

之中，同时在剧情演绎中配以“声、

光、电、影、景”等综合艺术，融入舞

蹈、戏剧、魔术等艺术形式，强化贵

州地域文化、民族元素的运用，达到

了“以技传戏，让杂技叙事，让杂技

叙情”的预期效果。

据介绍，《脊梁》创作团队汇聚

了省内外顶尖杂技剧创作专家。中

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担任艺术

指导，制作指导为中国杂技家协会

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李恩杰，原

南京军区文工团优秀编导刘亮任总

导演，艺术总监由贵州省杂技团总

经理陆水莲出任，编剧为贵州省艺

术研究院院长曹海玲。主创团队中

多人多次参与包括“五个一工程”奖

“文华大奖”获奖作品的创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贵州花灯戏经典剧目《七妹与蛇郎》
下周二亮相国家大剧院

当代大型杂技剧《脊梁》
在筑首演

当“大美新疆”遇上“多彩贵州”
——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巡演（贵阳站）艺术沙龙活动侧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5月 5日下午，“打起手鼓唱起歌”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巡演（贵阳站）在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举行艺术沙龙活动，这是此次贵阳站巡演的最后一场活动，标志着贵阳站活动圆满收官。

当“大美新疆”遇上“多彩贵州”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艺术沙龙上，新疆巡演队代表和贵州非遗传承人代表围绕
民族乐器、音乐舞蹈以及民俗文化展开交流和演绎，并与现场150多组家庭观众互动，带领大家感受“大美新疆”和

“多彩贵州”的魅力。

花灯戏《七妹与蛇郎》剧照。

杂技剧《脊梁》剧照。

“大手”牵“小手”领略

“大美新疆”
艺术沙龙活动前一个星期，贵阳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发布报名启事，并根据

活动场地大小给出了 50 组家庭名额。

而在活动当天，签到表上的数字多出了

两倍。

“‘感受新疆文化与贵州文化的艺

术碰撞’‘零距离体验新疆民族乐器、民

族舞蹈’等活动宣传语，对观众很有感

召力。”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相关负

责人说。

活动主持人张喻心来自新疆图书

馆少儿部。活动开始前，她与现场小朋

友合唱《花园种花》热场，并约定“暗号”

以维持现场秩序，“暗号”是“小眼睛，看

老师；小嘴巴，不说话”。巡演导演徐子

莹在演出单上增加了一些节目，便于台

上的艺术家“大手”与台下的观众“小

手”手把手互动。

活动在新疆民族乐器合奏的《春节

序曲》《我们新疆好地方》乐曲声中拉开

帷幕。这一环节即是新增项目：歌曲耳

熟能详、老少皆宜；用于演奏的达卜、艾

捷克、热瓦普等民族乐器独特新奇，引

人好奇。一曲终了，小朋友在“摸一摸”

“打一打”的乐器互动环节中，跟着台上

艺术家的节奏感受民族乐器魅力。达

卜即手鼓，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最喜爱

的打击乐器之一，被誉为维吾尔乐队中

的“灵魂”；艾捷克是弓弦乐器，琴筒呈

球状，琴内侧用蟒蛇皮包裹，用于演奏

民间乐调和木卡姆曲调；热瓦普外形独

特，弹奏出的音乐音色清亮、纯净。随

着哈萨克族民歌《燕子》、刀郎木卡姆弹

唱《勃姆巴亚宛》、江格尔说唱《英雄江

格尔赞》等节目的一一上演，冬不拉、卡

龙琴等民间乐器也一一亮相。其中，哈

萨克族民歌《燕子》由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阿勒泰地区的两位民间艺术家演绎，

主持人以热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

切入点，进一步就阿勒泰、哈萨克族音

乐舞蹈展开深入互动。

演出之余的互动环节，不仅给每一

件新疆民族乐器留出了展示时间，还给

台下小朋友留足了上台体验新疆民族

乐器及舞蹈的时间。“活动合理地分为

表演时间、乐器展示时间和互动时间，

使得整场活动的展示与交流十分高效，

不出门就能一站式领略‘大美新疆’。”

市民申丽娜说。

“不需要我额外地抛话题引导活动

流程，台上台下就唱起来、跳起来、动起

来了。”主持人张喻心说，“贵阳的观众，

是我见过最棒的观众。”

“大美新疆”与“多彩贵

州”美美与共
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

目 巡 演 以“ 石 榴 花 开 筑 同 心 ，大 地 欢

歌耀中华”为主题，组织近 200 名新疆

民间艺人按照东、西两条路线分赴安

徽、山东、天津、贵州、青海、宁夏、甘

肃等地演出，其中贵阳是西线巡演第

一站。

“此次西线巡演，我们遴选了来自

全疆各地州最具代表性的 30 个优秀民

间艺术节目，包含维吾尔族、蒙古族、哈

萨克族、塔塔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歌舞及

曲艺节目。演员都是来自全疆各地州

的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年龄最大的

77 岁，年龄最小的只有 15 岁。”新疆文

化馆调研创编部主任、西线巡演联络员

高伟中说。

在当天的艺术沙龙上，新疆“歌舞

之乡”的魅力得到了集中体现——

新疆民间曲艺有着鲜明的地域特

征，体现着地方文化特色。《江格尔》是

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与《格萨尔》《玛

纳 斯》并 称 “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三 大 史

诗”。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

治县的蒙古族艺术家代表演绎了江格

尔说唱《英雄江格尔赞》，带来震撼人心

的史诗吟唱。

鼓槌起落，是历史年轮的震颤。鼓

点响起，如时光长河奔涌——新疆吐鲁

番地区托克逊县民间艺人表演的打击

乐《高昌鼓韵》，以高昌故城的历史文化

为创作灵感，融合了托克逊县民间音乐

和鼓乐艺术，生动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

荣景象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

情谊。

刀郎木卡姆是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的重要分支，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综

合表演艺术，已作为一种民俗被列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刀郎木卡姆

的鲜明特点就是“原生态”。唱即吼，吼

即唱，从过去唱到现在，从日出唱到日

落。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民间艺人

现场演绎了刀郎木卡姆弹唱《勃姆巴雅

宛》，原始和野性融汇在高亢激越的旋

律中。

贵州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文

化多姿多彩。此次贵阳巡演的节目中，

除了新疆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也融合编

排了一些贵州本土的民族民间节目。

艺术沙龙上，广陵派古琴艺术传承人刘

怡、木叶吹奏传承人陈忠华、苗族姊妹

萧传承人王明贵分别演绎了《阳关三

叠》、《茉莉花》和《老洋调》。

传承人刘怡自幼对古琴艺术耳濡

目染，20 岁时跟随父亲刘汉昌系统规范

地学习古琴艺术，成为贵州广陵派古琴

艺术的第十二代传人。据她介绍，贵州

广陵派古琴艺术是中国古琴流派之一，

发源于江苏省扬州一带。清代艺坛名

宿桂百铸先生宦游京城，将广陵一支引

入贵阳。父女两代传人，以心口相传的

形式培养弟子一百多名和三十多名骨

干，实现了广陵派古琴艺术的活态传

承。“《阳关三叠》原名《送元二使安西》，

安西即位于新疆。”刘怡在现场互动中

说，过去交通不便，故《阳关三叠》有一

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现在交流的机会

多多，“西出阳关，故人多多”。

木叶吹奏传承人陈忠华用一片樟

树叶吹响了《茉莉花》。木叶吹奏在贵

州各民族特别是布依族中最受欢迎和

喜爱，青年人常用木叶吹出乐曲表达对

心上人的爱慕。家住花溪、人称“木叶

叔”的陈忠华除了演绎传统民族歌曲，

《我只在乎你》《忐忑》等流行曲目也随

口就来，让更多年轻人打破对“民族乐

器”的刻板认识。同时，他还向现场观

众传授吹奏技巧：两手捏住树叶两端，

把叶片贴在两唇之间，将叶片卷曲少

许，用适当的气流吹动叶片，使其颤动

发出声音。通过口腔的气息控制可以

改变叶片的颤动频率，松则发音低，紧

则发音高。

清镇市“苗族姊妹萧”项目代表性

非遗传承人王明贵兄弟二人及妯娌二

人组成的姊妹箫演奏团，称得上“艺术

世家”。姊妹箫又名小唢呐，发音轻柔

抒情，高音明亮，低音柔和，多采用两人

吹奏或多人合奏的形式进行演奏。乐

曲多为唢呐曲牌，曲调优美抒婉，情意

绵绵，现场演绎的《老洋调》即是代表。

在贵阳巡演期间，贵州本土节目让

高伟中印象深刻：比如侗族大歌《让世

界听见》，复调式多声部合唱如天籁之

音，尽显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

力；《反排木鼓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舞者们手持木鼓，动作刚劲有

力又不失优美，让观众领略到古老民族

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些节目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现

场观众被深深吸引。加之精美的民族

服 饰 、独 特 的 建 筑 、美 妙 的 音 乐 和 舞

蹈以及丰富的非遗制作技艺，这些民

族民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构

成 了 贵 州 独 特 的 民 俗 文 化 。”高 伟 中

说，“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巡演让疆外各

省市进一步了解新疆、来到新疆、爱上

新疆。此次来到‘多彩贵州’，与当地

的多民族文化、文艺节目相互交流交

融交往，搭建起各民族大团结的展示

平台。”

哈萨克族民歌

《燕子》表演现场。

马伟 摄

姊妹箫演奏团现场演绎《老洋调》。 马伟 摄

新疆民族乐器艺人与台下小朋友互动。 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