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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本报讯 记者徐红报道：王开忠先后在部队、中
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写稿，被多家全
国性媒体聘请为特约记者和特约通讯员。近日，集纳了
作者不同时期作品的 《王开忠作品选与写作谈》 由学
习出版社出版。

这套书共10卷，选收了作者400多篇作品，另有近
200篇写作感想、采写札记，以及稿件背后的故事、经
验与教训等。本书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新闻、理论、
文化工作者而言，具有很好的阅读与借鉴价值。

《王开忠作品选与写作谈》引关注

续写“绣在身上的史诗”
本报记者 陈 颐

续写“绣在身上的史诗”
本报记者 陈 颐

《葡萄架下》、《赶巴扎》、《捡棉花》⋯⋯
盛夏时节，走进新疆麦盖提县，一幅幅反映
农村生产生活的画作映入眼帘，浓郁的南疆
风情扑面而来。

近年来，麦盖提县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
领，依托良好的群众基础，培育和扶持农民
画创作，当地农民画已开始走向产业化。县
委书记文福来说，繁荣农民画艺术，既丰富
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助推了农民增
收，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发挥了积
极作用。

麦盖提县农民画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
末。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精神生活
有了更高追求，绘画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艺
术形式。农民画创作带头人热合曼·阿皮孜
先后培养了 70 余名农民学生，他所在的库
木库都克村，一半以上的家庭有人从事绘
画。目前，全县农民画爱好者已达 2000 多
人，坚持长期创作的有 300多人。

为引导和扶持农民画创作，培养壮大创
作队伍，麦盖提县在部分乡镇设立了创作基
地，每年都划拨专项培训经费，举办绘画培训

班，并邀请外地农民画家进行创作交流，选送
本地优秀农民画作品参加全国比赛，以提高
麦盖提农民画知名度。“农民画艺术之乡”库
木库萨尔乡还成立了农民画合作社，统一宣
传和出售画作。目前，麦盖提县正在搭建网
络平台，将通过电子商务扩大农民画交易。

农民画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创
作水平的提高。最近几年，当地农民画名气
渐响，为创作者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去年，
我通过销售画作、连环画版税，以及描画宣
传墙等，获得 3 万多元收入。”热合曼·阿皮

孜说。据统计，在库木库萨尔乡，农民已累
计创作农民画 10 万多幅，平均价格在千元
以上。其中，《驼铃》、《植树》、《唱歌比赛》、

《计划生育》等画作还被法国、日本等国爱好
者购买收藏。

农民画艺术还为麦盖提县旅游业发展
注入新元素。今年夏天，该县建设的“刀郎
画乡”标志性旅游景区正式开业，景区内设
立了“农民画展厅”，集中展示、销售农民画
作品，游客在此可欣赏农民画创作过程。初
步预计，景区年接待游客可达 3万人次。

新疆麦盖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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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亲民范儿
岩 泉

本版编辑 佘 颖

本报讯 记者秦海波报道：8 月 28 日至 9 月 8
日，画家徐希的个人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
画展是徐希旅美之后首次全景式的画作展示，包括了
其 1972 年至今 40 多年来各个时期的 150 余幅精品，
分中国画、油画、速写、花卉、墨韵 5 大系列，其中
19幅水墨巨作属首次亮相，最高的达 3米多。由徐希
亲自校对审核的 6 集 《徐希自选作品集》 也随画展同
步亮相。由书画家本人自印“真品集”，以确保藏品
的真实性，这在收藏圈还是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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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收藏着许多历经上百年
却依然艳丽如新的珍贵苗绣，也珍藏着苗族人民经历
过的时光。

“苗族是我国人口列第四位的少数民族。他们没
有自己的文字，苗族女人们就把心情与民族审美绣成
瑰丽的绣片，制成绣衣穿在身上。因此，人们将苗绣
形容为‘绣在身上的史诗’。”曾丽，一位苗绣收藏家
和苗绣研究者，向记者讲述起她与苗绣的故事。

曾丽的父亲在上世纪 50 年代曾到贵州采风，拍
摄了许多记述苗寨风貌的图片。2010 年，曾丽踏着
父亲的足迹回访这些地方，但父亲镜头里美丽的“苗
女”们已经不在，只剩下了老爷爷、老奶奶留守在寨
子里面，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了。一天，一位老奶
奶把曾丽请到家里，拿出了一套儿媳妇从城里为她花
700 多元购置的机绣的苗族盛装。老奶奶说，她用毕
生精力手工缝制的苗族盛装已经被出售了。

这让曾丽深感遗憾。后来，在她收集苗绣的过程
中，又常听到五六十岁的苗族妇女说，“我们已经绣不
好了”，“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三四十岁的则说，“我
们都不大会绣了，只绣得出几种”；姑娘们说得更干
脆，“不会绣了，我们要上学，要打工，只有妈妈才会
绣！”谈起这些，曾丽黯然神伤，“现在再想收购到精美
的老绣片已经很困难了。老人们眼花、手抖，拿不了绣
花针了，年轻一代学习者寥寥，很多绣法都已渐渐失
传。苗绣绣片中的图腾也渐渐很难有人再读懂了”。

看着苗绣那奇异瑰丽的色彩和图案，追忆着绣线
与银针所凝聚的古老历史与艰苦岁月，曾丽实在难以
面对这美丽的“史诗”有失传的危险而无动于衷。于
是，她开始了挽救苗绣的行动。

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影像记录是最直接
的。因此，曾丽与佳能公司合作，用影像技术采集并
整理了一套苗族非遗影像数据库，捐赠给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用于未来的保
护研究和传承。

在保护的基础上，曾丽也思考着，如何在古老的
苗绣中挖掘出现代价值，使其重新焕发光彩。最终，
她将苗绣中的文化元素用于制作丝巾，品牌英文名为

“miao's tale”，翻译为“苗疆故事”。这些带有浓厚
苗族风情的丝巾很受市场欢迎，每一条售价超过2000
元。丝巾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苗绣、喜爱上苗绣，同
时，其销售收益也维持着苗绣博物馆的运营。

现在，曾丽和那些热爱苗绣文化的人们正在筹划一
项公益事业，其核心是在苗乡创建“技艺传承学校”，以促
进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曾丽说，“我想让那些为摆
脱贫困而远走他乡的的年轻一代重归故里，在学习传统
苗绣技艺和文化的同时告别贫穷，让她们得益于刺绣并
乐于刺绣，还苗绣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苗绣绣片，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陈 颐摄

简陋的舞台上，

湖 南 常 德 市 九 龙 汉

剧 团 的 演 员 正 在 为

乡亲们演出。

刘 麟摄

随着湖南常德市文化馆正式开馆，民
间艺术大比拼的“百团大赛”再次打响：“狮
子”雀跃、山歌嘹亮、九子鞭清脆悠长⋯⋯
这是常德群众演艺文化的集中绽放。“我们
常德到处是没有围墙的剧院，一把锄头、一
个箩筐就是演员们最好的道具。”常德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刘进能自豪地说，“唱歌
的、跳舞的、杂耍的⋯⋯老百姓天天都在

‘赶文化场’。”

舞台搭在乡间

青山作布景，坪地搭舞台，篝火高几
米，歌声传数里，鼎城区草坪镇罗坪乡长梯
隘风景区银杏客栈前,土家民俗篝火晚会
激情四溢。这是罗坪乡为挖掘民俗文化、
发展旅游产业打出的一张牌。一场篝火晚
会，就是一次对土家文化最直观、最全面的
展示，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大呼过瘾。

与罗坪乡草坪镇类似的乡镇还有很
多。在常德，村村有剧团，组组有演员，
演员们半农半文，演出旺季大伙聚集起来
进行演出，演出淡季就地解散回家务农。
演出的场地因陋就简，田间、禾场、院落皆
是舞台。表演形式也日益丰富，说书、渔鼓、
竹马灯、花鼓戏等民间文化得以传承，杂技、
马戏、魔术及现代流行音乐和时尚歌舞得以
弘扬。桃源县溪河镇的龙凤戏剧团以唱汉
剧、花鼓戏为主，拥有《拔火棍》、《打龙袍》等
经典节目 100 多个；鼎城尧天坪龙狮队在首
届中国农民艺术节中获“精粹奖”⋯⋯民间
演艺业的发展，已成为常德市对外开放的一
张精彩名片。

常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平告诉记
者，为了更好地呵护“群众演艺业”这张文化
名片，常德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搭建发展
平台。从 2006 年起，市财政每年拿出 100
万元，扶持 20 个示范乡镇文化站建设，采取
以奖代投的形式，鼓励 20 个优秀民间艺术
团体；每年举办一次鼓王擂台赛，定期举办
山歌节、说唱艺术节、广场舞大赛等民间艺
术赛事，将民间演艺团体推上大雅之堂。

素材来自田间

对于长期活跃在基层演艺市场的民间
艺人来说，丰富的赛事活动给了他们展示自
我的大好机会，也激励他们不断推陈出新，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
“一号文件到农家，句句都是心里话，春

风吹得千山绿，小康美景迎彩霞。”在澧县澧
阳镇月台曲艺茶社里，民间艺人王芳挥动着
鼓槌，将一段《一号文件到农家》的鼓词演绎
得形象而生动，引得台下 300 多名观众发出
阵阵喝彩声。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当地
优秀的说唱艺术，常德鼓励民间艺人在唱词
创作中不断融入新的内容，既很好地宣传了
国家的相关政策，又为传统说唱艺术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

澧州大鼓是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德的澧县、临澧、石门、安乡等地常年活跃
着 1000 名职业艺人，仅澧县就有 400 多
人。在澧县 32 个乡镇近 100 家茶社的舞台
上，几乎每天都有持续近 4 个小时的鼓艺表
演，每年听众达 300 万人次。在宣传重视家
庭教育、让青少年远离网瘾的过程中，大鼓
艺人们创作了《我劝儿子离网吧》等唱本；针
对农村留守儿童增多、教育成为难题，艺人
们又创作了《查家底》等唱本；在宣传科学发
展观的过程中，艺人们创作了《一件花棉
袄》、《村内村外》等唱本。因为贴近现实生
活，这些唱本都很受群众欢迎。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德丝弦

推出的《枕头风》、《洞房悄悄话》、《旋转的钞
票》等作品吹拂着廉政新风，《俏婆婆上大
学》、《嘻爹嘻事》、《乡里的世界也精彩》等彰
显社会新风的优秀作品进校园、进社区、进
农家，把新风唱进了千家万户。

紧随时代脉搏的创作，还让常德的传统
艺术更上层楼。澧州大鼓《查家底》等作品
获得了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曲艺类群星奖，常
德丝弦《旋转的钞票》获全国映山红戏剧节
一等奖、省“五个一工程”奖，《待挂的金匾》、

《特别新娘》、《俏婆婆上大学》等先后获全国
“群星奖”金奖，《山村喜宴》等 30 多件作品
获省级以上大奖⋯⋯

“以前担心这些传统的小调儿再无什么
用处。”王芳自豪地说，“现在我可有信心
了。这就像是吃菜，吃多了大肉大鱼，就想
吃土菜。新鲜的土菜百吃不厌，总有市场。
传统艺术推陈出新也是这个道理！”

欢乐留在民间

2000 年以前，常德市还只有桃源、石
门、鼎城、澧县等偏僻山村存在少量艺术
团体，表演形式也局限于唢呐、号鼓、龙

狮等传统老把式。2006 年，带有经营性质
的新型农村演艺团体开始涌现。如今，该
市共有各类农村演艺团体 2000 多家，从
业人员达 10 万人，年演出超过 15 万场，
经营收入达 5.9 亿元，农村演艺业已成为
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

在鼎城区草坪镇的演出现场，常德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丁克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草
坪镇 60%以上的男女青年都有登台表演的
一技之长，目前全镇登记在册的农民剧团达
30 个，从业人员 600 多人，占全镇劳动力的
10%，年演出收入过千万元。全镇通过引进
项目和资金，实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500
多万元，仅文艺演出一项就使全镇人均增收
120元。

常德的“明星”演出团还有许多。海燕
歌舞团 1990 年起步，与深圳星河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联手实行产业化运作，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巡回演出 6000 多场，观众达
700 多万人次，演员人均年收入 3 万多元。
尧天坪镇的龙狮表演队，融龙狮制作和表演
于一体，走入湘西北 10 多个县市，收入每年
达 1000 万元。这些泥土里飞出的歌虽然

“乡”气十足，但它们却为群众唱响了欢乐
歌，为演员奏响了致富歌！

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下月即将

拉开帷幕，众多音乐发烧友，尤其是古典音

乐爱好者又将大饱耳福。浏览本届音乐节

林林总总的活动目录不难发现，这个国际音

乐界的盛会如今慢慢放下了“架子”，正以一

种更加亲民的姿态走到人们身边。

首先是贴近大众的票价。本届音乐节

单场门票的定价基本分为 80 元、120 元和

180 元几档，与一些大型商演动辄上千元一

张的票价相比，确实“平易近人”。高质量的

高雅艺术并不等于高票价、高消费，这一理

念已被广泛认同，如国家大剧院几年前就开

始尝试“低价高雅”路线，力求吸引更多观

众。但音乐节的运营模式又与实体剧院不

同，前者一无固定资本，二非全年运作，更需

要长期坚持，才能年复一年形成影响，打出

品牌。那么，“低票价”的音乐节如何才不至

“赔本赚吆喝”呢？目前，对于国内外大多数

音乐节来说，主要的盈利来源一般分为票房

收入、商家赞助，以及乐迷的额外消费 3 大

部分，其中前两项又是音乐节运营收入的主

要部分。走过 16 年历程的北京国际音乐

节，在其多年市场化运作中已摸索出一种新

型的赞助商合作模式。拥有中信集团、美林

美银等赞助商的长期支持，是其能够推行

“低票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音乐节还需有亲民的内容。让

更多观众领略、欣赏到古典音乐的美妙之

处，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践行的理念之一。

音乐能提升人的修养和情操，而音乐素养

的形成却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投入时间

和精力。这就要求爱好者在单纯聆听之外

懂得一些相关的背景和常识，丰富对音乐

的理解。此次音乐节将举办“周末家庭

日”、“大师班”和“音乐会导赏”等公益

活动，这些活动看似“附赠品”，却能对

人们音乐素养的提升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自然也是多多益善。

此外，音乐节真正需要营造的，还是一

种亲民的氛围。笔者曾听国外朋友讲述，

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每年举办音乐节期

间，人们都会穿上好看的衣服，或是打扮成

可爱的动物造型，在音乐伴奏下载歌载

舞。在那 3 天至 4 天的时间里，无论大人还

是孩子，都尽情享受着音乐带来的快乐和

希望。虽然不同音乐节定位不尽相同，但

古典音乐也罢，流行音乐也罢，归根结底都

是为了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让人们能够

融入其中。在营造氛围这一点上，包括北

京国际音乐节在内的国内众多音乐节，都

还需要静下心来细细琢磨。

第 16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办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以“向大师

致敬”为主题的第 16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将于 10 月 4 日开幕。为期 28 天的音乐节将
推出 21 场精彩演出，其中包括儿童音乐
会、都市系列音乐会、中国作品音乐会等
公益活动。据主办方介绍，除交响乐、室
内乐、合唱、跨界等演出形式外，本届音
乐 节 还 将 让 经 典 歌 剧 呈 现 在 这 一 年 度 盛
事 ， 为 本 届 音 乐 节 创 作 的 交 响 史 诗 《九
歌》 将举行世界首演，并特别推出另外 5 部
经典歌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