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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明霞）由省文
联、省教育厅主办，省戏剧家协
会承办的“戏剧进校园”演出活
动近日在德阳市实验小学和东
汽小学举行，绵阳市艺术剧院的
儿童戏剧《哪吒》参加演出，赢得
了师生们的赞誉。

演出中，绵阳市艺术剧院
的演员走上舞台，带来那一曲
曲振奋人心的音乐，一阵阵欢
乐无比的笑声，还有一声声催
人泪下的哭泣，引领着同学们
走进戏剧，感受戏剧的魅力。

《哪吒》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
故事，在戏剧演员的演绎下让
故事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形
象，更加引人注目。10 岁的哪
吒，本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却

在危急关头，舍弃自己的生命，
阻止龙王作恶，如此大义，感动
了观众。

3D儿童剧《哪吒》是绵阳市
首个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
的舞台剧，取材于“哪吒闹海”的
神话故事，改编时，作品从少年
儿童的情感角度出发，展示了哪
吒行侠仗义、敢作敢当的品质，
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中关于“礼、智、仁、义、信”
的精髓，对当今青少年儿童教育
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据悉，在此次由省上组织的
“戏剧进校园”演出活动中，“绵阳
造”儿童剧《哪吒》还将到成都演
出。此外，还有5场戏曲演出将走
进绵阳的5所大专院校。

绵阳儿童剧《哪吒》
参加全省“戏剧进校园”演出

本报讯（记者 郑金容）市图
书馆近日启动了“童音诵古韵·
经典有新声”2018 年全国少儿
诗词在线诵读活动。活动面向全
市6至12岁少年儿童及其家庭，
开展在线诵读比赛。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
2018年全国少儿诗词由国家图
书馆主办，市图书馆协办。参与
者可以进入市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点击菜单“读者服务”，再点

“少儿诵读”进入“诵读小助手”，
从 20首素材中挑选一首古诗词
开始录制，内容分别为田园、咏

物、咏怀、送别、边塞五大题材，
均选自国家图书馆“文津经典诵
读”在线诗词数据库，然后将自
己的诵读语音或视频进行上传。

据了解，作品征集阶段 6月
30 日截止。活动将邀请专家进
行三轮评审，并结合大众点赞
数，评选出 10名诵读优异者和
50 名诵读优秀者。诵读优异者
由国家图书馆授予“数字图书馆
诵读小状元”称号，诵读优秀者
则被授予“数字图书馆诵读小达
人”称号。评选结果将于今年 8
月初揭晓。

市图书馆启动
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本报讯（记者郑金容田明霞）
8日，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由绵阳市歌剧舞剧院、绵
阳市艺术学校打造的原创大型音
乐剧《溜溜跑马山》在绵州大剧院
再次上演，感动无数观众。

“跑马溜溜的山上，月亮升
起的地方……”在清新的音乐旋
律中，大幕缓缓拉起，女孩卓玛跳
着舞出现在观众视线中。伴随着
舞蹈，一个独特的爱情故事呈现
出来，音乐剧《溜溜跑马山》讲述
的是20世纪初，甘孜城边的“卓玛
锅庄”女主人汉族杨妈妈，在藏族
丈夫去世后与女儿卓玛相伴。青
年王康、扎嘎与卓玛是青梅竹马

的好友，两人都深爱着卓玛，而卓
玛却不知道自己到底爱谁。直到

“跑马山”之夜，卓玛才知道自己
爱的是王康。婚礼那天，王康却没
有出现。有人说他在桃坪与表妹
结婚，卓玛前去寻找真相。原来王
康因故双目失明，为了卓玛的幸
福，他请求扎嘎和卓玛成亲。台上
演员们将跑马山上这一幕爱情与
人生选择的故事动情的演了出
来，让台下观众感动不已。

该音乐剧 2017年获得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于2018年1月启
动排练。11日至12日，该剧还将
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举行演出，演
出后将启动巡回演出。

原创大型音乐剧《溜溜跑马山》
绵州大剧院上演

本报讯（记者郑金容任露潇）
昨（9）日，由共青团绵阳市委、市
关工委、绵阳市电影协会主办的
绵阳市“光影造梦公益观影基
地”授牌仪式暨绵阳市第五届儿
童电影节开幕仪式在绵阳中环
悦影绘影城举行。电影节以“童
心童梦，影享童年”为主题，让小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充分感受光
影的魅力。

在本届儿童电影节上，首先
对绵阳市“光影造梦”公益观影
基地进行了授牌，该基地由涪城
区特殊教育学校、游仙区特殊教
育学校与中环影城共同打造，是
专门针对特教儿童设立的一个温
暖安全有爱的活动基地。基地将
定期在中环电影院开展丰富多
彩、健康向上、特教儿童喜闻乐见
的读书、文体和娱乐活动，丰富特
教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

开幕式上，来自绵阳晚报小
记者俱乐部和幼稚园的小朋友

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随后，现
场还放映了《熊猫石的奇幻旅
行》, 300 多名小朋友观看了电
影。电影放映结束后，剧组导演
吴晓东，小演员杨佳麒、唐钰潇
还空降观影现场，与小朋友进行
交流。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持
续到7月31日，期间周六周日以
及端午节，中环影城涪城店，科
技馆店,悦影绘店将设置儿童电
影节专场,放映《赛尔号1：寻找凤
凰神兽》《冰雪女王》《泰迪熊》

《白雪公主之神秘爸爸》等优秀
儿童电影，并将面向广大青少儿
群体开展看电影、画电影、写电
影、唱电影、放电影、跳蚤市场、
公益认购等系列活动。

绵阳市儿童电影节自2014年
起举办，已成为少年儿童公益电
影活动品牌，几年来展映儿童影
片 50 多部,观影少年儿童超过
10万人次。

绵阳市第五届儿童电影节
昨日开幕

本报讯（谭汝江 记者 郭若雪 文/图）
昨（9）日，由壤塘县委、县政府，绵阳市委
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文广新局、市旅发
委主办的壤塘文化活动周文化展演在绵
州大剧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
总工会主席李亚莲出席观看演出。

自我市对口帮扶壤塘县工作 2012年
启动以来，以绵壤两地文化交流筑基，用

“壤塘文化周”活动筑桥，不断拉近绵壤两
地人民的心。在壤巴拉艺术团带来的《打
墙舞》中拉开演出的帷幕，随着强劲有力
的藏族民乐，演出人民变换着夯打土墙的
步伐和节奏，唱起欢快而抑扬顿挫的歌
谣，展现了藏族儿女劳作的场景以及淳朴
的民风；“悬天净土壤巴拉，财神居住的地
方……”在歌舞《悬天净土壤巴拉》中，在
悠远的歌声中，现场观众仿佛来到了辽阔
的大草原，听袅袅梵音，听牧歌悠扬，置身
于壤塘的蓝天白云之下。

而由绵阳高新区火炬三小、绵阳外国
语实验学校带来的《梨园新秀非遗情》正
是我市非遗项目创新发展，推进非遗进校
园的生活实践之一。舞台上，演员们化身

一位位小戏迷，敲起喧天的锣鼓、玩转精
湛的变脸绝技，演绎盛世非遗。现场就座
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仿佛也成为了追逐
非遗文化的“小戏迷”。当观众还未回过

神来的时候，极具藏族地区特色的女子群
舞《则曲博姆》又将观众拉回到圣洁壤塘
天蓝水碧，悬天净土牧歌悠扬中，舞蹈演
员身穿安多藏族服饰，随着缓缓流淌的音

乐，在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浑
然天成。

男子群舞《赛马称王》、山歌《赞歌》、
女子群舞《香呀里罗》的演出更是将全场
气氛推向最高潮……台上灯光汇聚，两地
非遗文化大放异彩，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
场文化饕餮盛宴。台下观众争相叫好，将
眼前的精彩画面用手机拍摄下来转发到
微信“朋友圈”与君同乐

在绵州大剧院一楼展厅内，市民更是透
过一幅幅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气息的精美唐
卡，一件件极具藏族风情的藏族服饰制作技
艺，加深着对壤塘文化的了解。在《五尊唐卡》
前，市民刘珮云感受着唐卡画师笔尖下勾勒
出绝美的线条，忍不住拿起手机将其“珍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和历
史变迁的‘活化石’。透过这个展览，让我感受
到壤塘深厚的文化底蕴。”刘珮云说。

最后，随着《天地吉祥》的歌声中，壤
塘文化活动周圆满落下帷幕，悠扬的旋律
犹如温暖而强劲的风，吹进绵阳和壤塘人
民的心里，传达出藏汉一家亲，绵壤兄弟
情的深情厚谊。

壤塘文化活动周文化展演举行

藏汉一家亲 绵壤兄弟情

源于南宋传播文昌文化

“梓潼年画起源于南宋，鼎盛于明清，
衰落于清末民初，是流传于文昌帝乡绵阳
市梓潼县及周边地区的一种传统艺术，甚
至一度在民间消失。”梓潼文昌文化学会
会长周朝海说，宋元时期，由于文昌文化
的广泛传播，梓潼涌现大量的木雕年画工
匠艺人，他们采用木刻雕版印制文昌经
诰、插图、文昌画像，到明清时期，文昌文
化传播达到鼎盛，使得以文昌文化为表现
形式的梓潼年画的制作水平，亦达到登峰
造极的高度，不愧中华文化瑰宝之誉。

周朝海介绍，元仁宗敕封梓潼神为文
昌帝君后，推动了梓潼年画的进一步发
展，木刻雕版印刷《文昌阴骘文像注》等经
诰出现大量插图，笔调简约，富有神韵。其
时，梓潼木版刻印庄遍布城乡，除为庙宇
刻印经卷外，民间画匠、刻工们还大量刻
印梓潼年画如《文昌加冠（官）》《文昌晋鹿

（禄）》《麒麟送子》《披红状元》等，为我们
留下了不少梓潼年画的珍品。

记者来到七曲山大庙明朝所建配殿关
帝庙，看到大门上刻有四幅文昌帝君门神
年画，左侧两幅，文昌帝君身后皆有侍从擎
着宫扇，上有蓝天白云，下有古树花卉溪流，
其中一幅文昌身后“游鹿”顾盼，隐喻“有
禄”。右侧两幅，文昌帝君画像威武，一幅文
昌身后侍从手托盘中梅花鹿，另一幅文昌
身后侍从手托盘中一顶官冠，分别隐喻“晋
禄”“加冠”，两扇门画连接起来，就叫文昌帝

君“加冠(官)晋禄”，是为文昌文化精髓之一。
“如今，在梓潼的寺庙、古建筑及乡村

老屋，仍有大量壁画及门神年画遗存，如许
州、仙峰、仁和、大新、双板、长卿等乡镇，都
能看到残存的梓潼门神年画实物。在梓潼
本地，明清至民国时期，从事年画生产的作
坊达20余家。20世纪以来，因为胶版印刷
的出现，梓潼年画逐渐衰落。至20世纪70
年代，梓潼年画这一传统木刻文化技艺，一
度在梓潼民间消失。”周朝海说。

近30年挖掘重焕光彩

20世纪 70年代，梓潼年画技艺逐渐
失传，成为了梓潼人尘封的记忆。

1989年底，调入梓潼县文化馆工作的
罗智婉，到成都与她的姐姐、著名画家罗
智慧见面时，一位画界前辈建议她：“梓潼
文昌文化丰富，你应该去画本地特色文
化。”于是，罗智婉就开始与梓潼年画“结
缘”，一画就是20多年。

从那以后，罗智婉一有空，就去造访七
曲山大庙，在大庙建筑群、文昌经诰中，她发
现了不少文昌木刻图，了解到以文昌文化
为元素的梓潼年画曾经风靡一时，让她兴
趣陡增。她还专程登门向著名画家龚学渊
请教梓潼年画的文化脉络，学习梓潼年画
的绘画技法。

1990年初夏，罗智婉创作了她自己的第
一幅梓潼年画《文昌加冠》。此后，她利用休息
时间走访民间，搜集到武将门刻画、文官门刻
图、《鹿鹤同春图》木刻图等大量梓潼年画木

刻图本，丰富而极富内涵的素材，激发了罗智
婉的梓潼年画创作激情。

梓潼年画最初都是木刻版，但因刻版技
艺遗失，罗智婉就采用线描、手绘方式进行创
作。先是根据年画素材手绘初稿，经过反复修
改定稿后，再以宣纸拷贝，勾出线条后上色。
罗智婉还改变原来梓潼年画色彩单一的缺
点，综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合理的色彩
搭配，让梓潼年画变得色彩鲜艳起来。

近年来，在梓潼县委、县政府支持下，
梓潼年画开始复苏。以罗智婉为代表的新
一代传承人，对梓潼县境及周边地区进行
实地调研考察，收集了数百张木刻画、壁
画、年画、石刻画等素材，潜心整理研究，
不断摸索创新，经过二十余年的辛勤努
力，创作出一系列传统风格的梓潼年画。
2006年，梓潼年画被列入“绵阳市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罗智婉入
选“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梓潼年画
代表性传承人”。

成为沟通两岸文化交流纽带

近期，罗智婉等人挖掘、整理、创作的
梓潼年画，参加了第五、第六届中国成都
国际非遗节年画展演，参加了在梓潼七曲
山大庙举办的第二、第三届中华海峡两岸
文昌文化交流活动，成为沟通海峡两岸文
化交流连接的纽带。在家乡梓潼，罗智婉
等先后印制 15000余张年画画历，走村进
户赠送父老乡亲，免费发放机关单位。罗
智婉还受聘担任梓潼文昌二小、绵阳安昌

路小学、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辅导老师，
辅导学生学习创作梓潼年画。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让穿越千年中华文
明瑰宝之一的梓潼年画，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杨家埠木版年画源于四川梓潼。”山
东潍坊同顺德画店第19代传人、92岁高龄
的杨洛书老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杨家埠年画代表性传承人，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杨洛书老人在画谱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说出杨家埠年画的来源。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与苏州桃花坞、
天津杨柳青的年画，数百年来为我国三大
年画。而山东潍坊年画却是由四川梓潼民
间艺人杨氏在明代东迁山东后，在潍坊繁
衍发展起来的。现在潍坊杨家埠的杨姓画
坊，多达 103个，是中国民间年画艺术的
重要产地。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史志办在编写地
方志时，为了探索四川《梓潼年画》与山东

《潍坊年画》渊源，区史志办副主编谭家政
两次入川梓潼，查清了梓潼杨姓与潍坊杨
家埠杨姓有着血缘关系，并带给梓潼杨家
埠的杨氏族谱、碑文，赠送梓潼88幅明清
潍坊年画样品。据调查，梓潼县城中和街
及城东杨家拐杨氏一族，相传为杨家将后
裔，直至清末，杨氏家族尚开有书画铺，并
经销年画。据考证，迁往山东潍坊的杨氏，
正是梓潼县杨氏一脉。杨家埠木版年画与
梓潼七曲山关帝庙梓潼门神年画、梓潼壁
画、文昌经诰中的木刻雕版画具有许多相
似甚至相同之处。

振兴梓潼年画

穿越时空 打捞遗落的艺术

遗落民间重面世，
穿越千年遗墨香。近
日，市级“非遗”项目梓
潼年画展在梓潼中学
开幕，展出了梓潼年画
唯一代表性传承人罗
智婉，历经 20多年苦
心创作钻研的30多件
梓潼年画精品和上百
件梓潼年画文创产品，
引人入胜，让穿越千年
遗落民间的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瑰宝——梓
潼年画，再一次以古朴
而焕发生机的面貌，展
现在世人面前。

□冯松 陈仁康
本报记者 陈荣 文/图

起源起源

传承传承

影响影响

歌舞歌舞《《悬天净土壤巴拉悬天净土壤巴拉》》

梓潼年画非遗传人罗智婉指导小学生梓潼年画非遗传人罗智婉指导小学生 文昌出巡图文昌出巡图

瑰宝瑰宝

据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宴
会，欢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
外方领导人。

6月的青岛，山清海秀，生机盎然。位
于黄海之滨的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灯光
璀璨，色彩缤纷，同海湾对岸的城市夜景
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

晚7时10分许，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
员国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
抵达。车队沿滨海大道依次前行，贵宾
们沿着灯光红毯前往宴会厅，各国国旗
和国际组织旗帜一一投射在宴会厅正
门上。道路两侧，热情洋溢的当地青少
年，挥舞手中的国旗、花球和荧光棒，跳

起欢快的舞蹈，喜迎四方宾朋。
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在巨幅工笔

画《花开盛世》前合影留念。
宴会厅内，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在

悠扬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同贵宾们共同
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领导人和国际
组织负责人。习近平指出，山东是孔子
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儒家的“和
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
处。在“上海精神”引领下，上海合作组
织不仅在安全、经济、人文等合作领域
取得丰硕成果，在机制建设方面也迈出
历史性步伐。如今，上海合作组织已成
为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完善

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强调，青岛是著名的“帆船

之都”，许多船只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
梦想。明天，我们将在这里举行上海合
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全面规划本
组织未来发展蓝图。让我们以青岛峰会
为新起点，高扬“上海精神”的风帆，共
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宴会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习近平同各国领导人亲切交谈，共同祝
愿本地区各国发展繁荣、人民幸福安
康，祝愿上海合作组织的明天更加美
好，祝愿青岛峰会圆满成功。

宴会后，习近平同贵宾们前往宴会厅
外观景平台，观看在浮山湾海面上演出的

《有朋自远方来》灯光焰火艺术表演。

习近平欢迎出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外方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