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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乐厅体验中数字音乐厅体验中

这里，可以开演唱会，可以
做艺术展览；这里，可以利用科
技体验最极致的音乐……这里
是“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一
个月前，“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
厅”揭牌仪式暨“校地共建绵阳
市全民艺术普及示范基地”签约
仪式在绵阳博物馆揭幕，经过一
个月的调整和测试，丰富完善后
的“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将
于7月底正式与市民见面。

□ 本报记者 郑金容 文/图

公共性、开放式的沉浸式
体验空间

日前，“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揭
牌仪式暨“校地共建绵阳市全民艺术普
及示范基地”签约仪式在绵阳博物馆举
行，这也是我市首个全息声音技术与交
互式体感技术相融合的数字媒体影音科
技体验馆。数百位市民走进音乐厅观看
电影、舞蹈、音乐会等，身临其境感受到
高科技运用下声乐的魅力。

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项目于去
年 10 月启动，今年 6 月完成建设。该厅
位于绵阳博物馆三楼，室内面积约 300

平方米，由“数字媒体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和我市共同建设，内容包括 33.2 声
道全息声场交互体验系统、交互式可
视化系统、人体动作体感影音系统、适
合少年儿童的音乐乐器体验、高保真
全息欣赏、录音棚体验等，并运用“科
技+数字音乐”的模式，在博物馆建立
了一个全新的公共性、开放式的沉浸
式体验空间，“绵阳市数字音乐厅”将
作为博物馆固定的免费开放区，市民
们可以走进音乐厅，零距离感受数字
音乐厅的独特之处。

据悉，“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今
后还将与“数字媒体艺术四川省重点实
验室”一道，共同打造出更丰富的体验项
目，丰富我市市民的文化生活。

“文化+科技”模式 我市
文化艺术展示的平台

记者了解到，“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
厅”揭牌仪式后，经过一个月的调试，增
加了一些东西，丰富了音乐厅的内容，

“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将在本月底正
式对市民免费开放。

“每周三、周六对市民免费开放，分
为个人和团队两种方式体验，个人平均
体验 15分钟，可以通过添加微信了解体
验具体方式。团体为 30分钟。”市文化馆
数字管理中心主任陈黎明介绍，团队体
验需要通过文化馆的微信和网站提前预
约，以便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视听体验。

作为我市数字文化馆建设的一个重
要项目，“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不仅
是我市首个全息声音技术与交互式体感
技术相融合的数字媒体影音科技体验
馆，也是全国文化馆系统第一个建立数
字音乐体验厅的文化馆。“用数字手段模
拟真实的音乐厅，让市民能够体验到更
高音质与水准的音乐。这是我市‘文化+
科技’的一种完美的结合。”陈黎明说，今
后“绵阳市数字音乐体验厅”不仅可以体
验音乐的魅力，还可以利用空间优势，不
定期举办音乐沙龙、音乐分享会、名家讲
座等。功能完善后的“绵阳市数字音乐体
验厅”，将作为绵阳本土文化展示的一个
平台，让更多市民通过科技的方式来了
解绵阳的文化艺术。

让市民体验更高水准的音乐
我市首个数字音乐体验厅即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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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喃清语，蜀地风情，
一曲弹唱，娓娓道来……
日前，在四川省第二届农
民艺术节“群星奖”评选
中，我市四件作品获奖，其
中一件是绵阳女孩魏宝懿
带来的四川清音《峨眉
茶》。随着娱乐的方式越来
越多，曾经流行一时的“四
川清音”逐渐小众化甚至
濒临失传的尴尬境地。但
在绵阳始终有一群人，他
们喜欢清音，他们去演出、
去参加比赛，在享受四川

清音带来魅力
的同时，他们也
希望更多人能够
了解四川清音，
让四川清音这一
民间曲艺能一直
传承下去。

独具四川特色的曲艺

“绵州的山山水水哟，美如画哟
喂，绵阳的旅游景点分布很广……”每
周一下午两点，绵阳市文化馆清音队
成员们都会准时来到市文化馆练习，
弹琵琶、拉二胡、唱清音……各种乐器
配合的乐声与唱腔完美搭配，悠扬婉
转的音乐四下飘荡。

他们唱的是“四川清音”，一种蜀地
特有的民俗文化曲艺形式。一般而言，传
统的四川曲艺可分为说、唱两大类，四川
清音就归属于“唱”。说到四川曲艺，最早
可以追溯到秦汉，而绵阳博物馆镇馆之
宝的东汉说唱俑，也表明了早在东汉时
期说唱艺术在古绵州已经流行。明清时
期，苏、杭一带的民歌小调传入四川，与
本地流行的民间说唱相渗透、融化、演
变，逐步形成具有四川特色、别具一格的

四川清音。清朝中后期，四川清音发展迅
速，不仅在泸州、宜宾、重庆、成都等大中
城市盛行，甚至与四川相邻的云南部分
地区也活跃着四川清音演唱者。

记者查阅《四川省志·文化艺术
志》了解到，四川清音称谓甚杂，也名

“唱月琴”、“唱琵琶”、“唱小调”、“海湖
班”等。1930年前后，重庆、成都等地相
继成立“清音歌曲改进会”等艺人的行
会组织，恢复了“四川清音”这一名称。
最初，四川清音演唱者多为一人坐唱，
后改为站唱，演员右手敲竹鼓，左手拿

“提手”打板，用月琴、琵琶等做伴奏。
四川清音的曲目丰富，清末时约在400
个以上，近年搜集到约200个曲，大多根
据小说、戏曲改编，如《尼姑下山》、《小乔
哭夫》、《断桥》、《花木兰》、《昭君出塞》等，
内容多样，曲调动听，受到了众多老百姓
的青睐。

流行一时的四川清音

早期四川清音演唱队一部分固定
在城市的茶园、书场卖艺演唱，另一部

分则常年流浪于乡镇集市，四川清音
的曲调与四川方言方音结合十分紧
密，浓厚的“川味”，让四川清音成为一
时的流行娱乐方式，大范围内传播。

1950年以后，四川清音逐步走向
舞台，并经变革，表现力更强，不再仅
局限于一人演唱，而是多人结合的专
业团体演出。这期间，四川清音除了有
大量的专业艺人外，还拥有一些艺术
造诣较高的业余爱好者，俗称“小玩
友”，表演者和爱好者们共同造就了四
川清音的辉煌。

市文化馆清音队队长李昌蓉见证
过四川清音最辉煌的时代。“那个时候，
我还是小娃娃，只要有人来唱四川清
音，我就会跑去看，一边看台上演员的
演出，一边自己跟着学唱。”李昌蓉说，
因为喜欢，12岁那年她加入了射洪县曲
艺队，开始学习四川清音。一年之后，她
便跟着曲艺队到处演出，唱《小放风
筝》、唱《蜀绣姑娘》……上个世纪80年
代后，随着娱乐方式的逐渐多样化，四
川清音开始走下坡路，演唱清音的人也
日益减少，李昌蓉也另择他业，到了
3536厂上班，再也没能像之前一样，跟
着曲艺队到处去演唱四川清音了。

文化馆里的四川清音“老乐队”

为保护四川清音这一民俗文化，
市文化馆在 2007年组建了清音队，退
休后的李昌蓉成了清音队的队长，有
专业底子的她除了是队里主唱外，还
负责指导其他成员们唱。而另一个主
唱严丹，因为喜欢唱歌，被李昌蓉推
荐加入了清音队。“最初我什么都不
会，但后来慢慢的爱上了四川清音，
尤其是它的曲调很优美动听，唱词也
很诙谐风趣，深刻地表现出了我们四
川的民间风味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严
丹说，如今她已经唱了十多年四川清
音，因为要照顾孙女，现在住在成都，
但只要清音队有演出，她都会从成都
赶回绵阳。

记者了解到，市文化馆清音队的
成员，大多不是科班出身，为了提高清

音队的演唱质量，队员们会定期来市
文化馆练习。“我们现在有5个演唱者，
8个乐队成员，负责弹琵琶、拉二胡，弹
扬琴等等，加上其他人员总共有二十
多位。”李昌蓉告诉记者，最初因为人
员不够，她还教自己6岁的外孙女魏宝
懿唱。魏宝懿从小在外婆的熏陶下，很
快学会了四川清音，并跟着清音队去
各地演出、比赛，她也成为四川清音最
小的传承人。

目前魏宝懿已经进入高中学习，更
多时间要投入到学业中，演唱清音的时
间少了，而清音队剩下的成员几乎都是
平均年龄在50岁的中年老人，这些乐观
的老人笑称清音队是‘老乐队’。

坚守传承四川清音

为推广四川清音，市文化馆经常
组织清音队去学校、乡村进行公益性
慰问演出，并积极参加省市各级文艺
演出。而且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发展，还
专门找人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重新
作词，创作了如《绵阳是个好地方》、

《绵州颂》等反映新时代下绵阳社会新
变化等作品，受到了广泛好评。

虽然四川清音在不断发展与变
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面临着受众
少、关注度低的现状，四川清音已然不
复往日的辉煌。“每次去演出还是有观
众，但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一代不
仅没有听过，甚至都不知道有‘四川清
音’这种民间曲艺，所以我们想通过我
们的演出让更多人知道四川清音这种
四川民间特有的曲艺形式。”李昌蓉告
诉记者，四川清音并不好唱，尤其对声
音要求特别高，想要把最纯正的四川
味道唱出来更是需要一定功底，所以
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四川清音演唱者最
好能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

一曲唱罢，百转千回，蜀音绕梁余
三日，声声吟唱传久远。虽然“老乐队”
的队员们始终保持着对四川清音的喜
爱，坚持唱四川清音，但对他们来说还
是希望有年轻的元素加入，让四川清
音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

一曲唱罢 清音仍在

蜀音绕梁余三日 声声吟唱传久远

□本报记者 郑金容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田明霞）昨
（21）日，从相关部门传来消息，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
的惠民演出，今年 9月将引进由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出品、华晋舞
剧团演出的《一把酸枣》、《粉墨
春秋》两部大型舞剧。

《一把酸枣》以独具特色的
民族文化形式，编织出一幅清末
民初晋商生活的历史画卷。着力
表现当时山西商人审时度势的
睿智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歌颂了
山西商人诚信为本、以义制利、

顽强拼搏、忠贞爱情的崇高精
神。该剧将于 9月 5日晚在绵州
大剧院上演。

《粉墨春秋》突破了艺术门
类的界限，创新性地把传统戏曲
表演融入民族舞蹈语汇中，通过
描写民国初年，梨园戏班三个武
生师兄弟的人生经历，展现中国
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弘扬了中
华民族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创
新变革的民族精神。该剧将于 9
月 7 日晚 7 时 30 分在绵州大剧
院上演。

绵州大舞台惠民演出
9月引进两部大型精品舞剧

本报讯（记者 郑金容）儿童
文学作家杨红樱“小樱桃”见面
会暨图书签售活动近日在新华
文轩绵阳书城举行，吸引了上千
读者。这也是杨红樱时隔 13年
后再次来绵阳进行签售。

记者在新华文轩绵阳书城
看到，当天下午还没有到签售时
间，书店一楼大厅里早已经聚集
上百位读者，大家提前购买了杨
红樱的相关文学作品在大厅有
序地等待着作家的到来。当天
下午，作家一走进书店，便引起
了读者热情的欢呼。随后，签售
活动正式开始，读者们拿着书籍
一本本地让作家签名。

“女儿今年 12岁，是杨红樱
的忠实粉丝，今天提前了两个

小时到书店，拿到作家亲自签
名的书时，特别高兴。”读者张
建蓉告诉记者。

书店工作人员介绍，杨红樱
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喜欢，在书
店也属于畅销书。

13年前杨红樱首次带着新
书来一次绵阳，这是第二次来绵
阳签售，吸引了无数读者。

据了解，杨红樱是中国新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
家，她的作品知识性趣味性相
融，很有感染力。如：《男生日
记》、《女生日记》、《淘气包马小
跳》、《笑猫日记》等脍炙人口的
作品深受小读者的喜爱，是儿
童文学的常青树，伴随了一代
又一代人的成长。

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
来绵签名售书

魏宝懿魏宝懿

本报讯（记者 许星 文/图）
为切实关爱留守儿童，助力精准
扶贫，17日至 20日，市、区帮扶
单位携手，在安州区秀水镇金埝
村举办了第三届留守儿童夏令
营，为金埝村 70名留守儿童带
来了关爱和欢乐。

“金埝村第三届留守儿童
夏令营”由绵阳市司法局、绵
阳日报社、安州区人大办、安
州区地税局、秀水镇供电所指
导，安州爱心协会、金埝村共
同主办，安州汇森山庄承办。
在为期 4 天的夏令营活动中，
主办方邀请成都孔子学院副
院长、北大国学特聘讲师曹武
林为孩子们授课，还邀请了安
州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安州区
巨匠口腔医院医生、安州区旅
游局负责人、以及绵阳师范学
院音乐系和广西大学外语学
院的大学生志愿者、消防支队
花兴中队战士等，为留守儿童
们讲授了国学故事、儿童口腔
保健知识、剪纸艺术、中国传

统文化、感恩教育、青少年预
防毒品知识、军事队列训练，
开展心里辅导，组织留守儿童
们到红色教育基地，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深入警营观摩等。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
们增长了知识，调动孩子们的
积极性，让孩子们在不同主题
的活动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并
提高他们的动手动脑能力。同
时让留守儿童感受社会的关
爱和温暖，健康快乐的成长，
拥有幸福美好的童年。

活动期间，绵阳市、区各帮
扶单位的领导还专程来到夏
令营，看望留守儿童，并为 70
名孩子赠送了软抄笔记本、文
具盒、橡皮筋跳绳等文化体育
用品，鼓励孩子们要勇于克服
困难，从小树立奋发图强的拼
搏精神，长大成才，为国家和
社会作贡献。留守儿童们纷纷
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做
好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感恩和
回报社会。

帮扶单位携手贫困村举办夏令营

金埝村：
留守儿童欢乐多

孩子们欢乐学习

孩子们体验剪纸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