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7日、8日，阳泉市豫剧团带着新创
排的传统剧《穆桂英挂帅》，参加了2020年

“两节”期间山西省优秀剧目展演，在省城
太原华夏剧场亮相。本次展演剧场观众
爆满，演员尽情展现精湛技艺，赢得观众
满堂喝彩。

作为一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阳泉市
豫剧团创排的传统剧《穆桂英挂帅》主要
讲述了北宋时期西夏进犯中原，宋王决定
通过比武选帅领兵抵抗，杨家小将杨文广
在校场刀劈王伦夺得帅印归来，其母穆桂
英深感朝廷刻薄寡恩，不愿再为其效力，
最终在佘太君的劝勉下慨然接印，整肃军
纪，领兵出征的故事，歌颂了杨家将世代
忠良、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以及杨家将

“一门忠良、为国分忧”的爱国主义情怀，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阳泉市豫剧团成立于1956年，拥有一支
高素质的创作和演出队伍，曾多次参加国家、
省、市级赛事，演员及作品频频获奖，被授予

“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李 静）

阳泉市豫剧团

传统剧《穆桂英挂帅》亮相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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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文化重磅

锣鼓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族
音乐，山西与锣鼓音乐有着悠久的
渊源。《山海经》和《太平御览》中都
江堰市记载了这样一则上古神话：
黄帝与蚩尤作战时，蚩尤非常厉
害，“铜头啖石，飞空走险”，长着一
副铜头，把石头当饭吃，可以飞空
走险。后来，黄帝得到了一种奇特
的野兽，叫做夔（kui），用夔的皮做
鼓面，用雷兽的骨头做鼓槌，最后
通过“声震三千八百里”的鼓声，震
慑蚩尤，终于降服蚩尤。

远古时期，山西锣鼓多用于战
争，是一种激励战士勇猛杀敌的鼓
乐，一直以粗犷、剽悍、雄奇而著称于
世。几千年来，由于自然的地域特
色，表现黄河儿女纯朴、率直、激昂、
豪迈的威风锣鼓，被誉为“中国第一
鼓”。山西锣鼓种类繁多，最著名的
威风锣鼓、绛州锣鼓、太原锣鼓，内容
丰富，节奏欢快，场面壮观。

威风锣鼓主要流行在临汾地
区的霍州、洪洞、汾西、吉县等地，
是典型的汉民族戏曲艺术，打击乐
器以雄壮威武、壮观场面，演奏出
内容丰富、形式多姿的鼓乐，所以
俗称为“威风锣鼓”。据史料记载，
锣鼓演奏形式始于尧、舜时代，从襄
汾院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算起，距
今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传说帝
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
做妻子，从此娥皇、女英二女便以万
安村为婆家，羊獬村为娘家。每年
农历四月初八，娥皇、女英回娘家
时，万安村群众便会敲锣打鼓为她
们送行。回到羊獬（xie）村时，当地
族人又敲锣打鼓送她俩回婆家，以
示威风。从那时起，就有了威风锣
鼓。经过几千年世代相传，演变成
现代大家熟悉的节奏快乐、场面壮
观、声威强大的威风锣鼓。

绛州锣鼓又称绛州大鼓，泛指
山西新绛县汉族民间流行的锣鼓
乐和吹打乐。新绛县有三大区域：
汾北片、汾南片、河槽片，汾北片以

穿箱锣鼓、汾南片以车鼓、河槽片
以花敲鼓著称。

新绛县有着演奏鼓乐的传统，
鼓乐是民间文艺活动的主要内容，
更是当地“社火”活动中最流行的
节目之一。绛州鼓乐以花敲干打
著称，这种鼓乐的演奏者充分利用
鼓的各个部位以及鼓槌、鼓架的最
佳声音进行演奏，演奏起来宏厚博
大，气势磅礴恢宏、声韵铿锵，粗犷
豪放而有力度。

绛州鼓乐据史籍记载可追溯
至初唐。619年（唐武德二年）十一
月，李世民率兵从龙门渡黄河，屯
兵柏壁秦王堡，讨伐刘武周。新绛
县还遗存着李世民屯兵柏壁时用
的擂鼓台。据说当时的人们为庆
祝秦王在各个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创作了一部表现李世民部队的车
轮声、马蹄声、人喊马叫声，并具有
气壮山河气势的乐曲《秦王破阵
乐》。《旧唐书·音乐志》载：“自破阵
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
声振百里，动荡山谷。”秦王李世民
也因军民为歌颂他而创作的这首
擂鼓喧天的乐曲《秦王破阵乐》感
到自豪。李世民继任皇帝后，将此

曲调入宫中，凡遇大典盛宴，无不
表演这首燕乐大曲，以炫耀自己在
灭隋建唐时的功绩。清朝《直隶绛
州志》曰：“岁时社祭、夏冬两季，又
乡镇多香火，扮社鼓演剧，招集贩
粥人甚便之。”民国时出版的《新绛
县志》也曾说：“每逢赛社之期，必
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如锣
鼓。”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80年代
中期，绛州锣鼓一直是当地民间社
火中的主要项目，也是祭祀、庆典、
婚嫁和庙会活动中的主角。目前，
大家还能欣赏到绛州鼓乐的精华
作品《小秦王乱点兵》《叽呱啦》《厦
坡滚核桃》《老虎磕牙》《牛斗虎》等
300余首曲牌。

太原锣鼓是流行在太原和晋
中一带的锣鼓音乐。曲牌有：“流
水”“一二五”等多种。太原锣鼓中
的“流水”，相传始于公元947年，后
汉高祖刘知远的妹妹所居住的太
原南郊古寨村。据说，当年皇姑一
出动，便用锣鼓迎送，演奏的曲调
就是传自今天的“流水”，取“福如
东海长流水”之意。其实，这种传
说未必经得起推敲，“流水”也未必
就是“福如东海长流水”之意。但

是，从这些传说中，起码可以得知
太原锣鼓已是代代传承，并结出曲
牌套路丰富的硕果。“一二五”则是
根据马锣击打节奏而得名。

文水鈲（gu）子流传于山西中
部的文水及其周边地区，是一种古
老而独特的民间音乐艺术，起源于
当地古代祭祀、祈雨仪式。文水鈲
子，诞生于文水岳村，其兴盛发展
与文水县“接姑姑”的祈雨仪式密
不可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祭祀
文化的缩影。其中，麻衣仙姑的民
间信仰和元宵节习俗，为文水鈲子
的百年流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
存动力。文水鈲子的音乐表达、表
演形式以及其中表达的巫术观念
在其民俗模式中都有着鲜明的反
映。随着时代变迁，逐渐与民众的
生活习俗结合，成为迎神赛社、正
月十五闹元宵时的“社火”活动，以
及日常迎宾的仪仗音乐。文水岳
村鈲子可以用鼓和镲两种乐器打
击出大自然中的风雨雷电和人世
间的喜怒哀乐。目前，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流行于永济的背冰插花锣鼓，
起源于古老的河祭。表演者全是

男性，他们光膀赤腿，每人身上背
一块冰，再背一铁棍，上插花束。
然后手提锣鼓，边走边打，给人以
粗犷激越的野性感，有一种古朴的
意境。

“背冰”主要以永济长旺村的
《背冰插花锣鼓》为主要正源。现
在是当地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种
民俗活动。“背冰”旧时还俗称“亮
膘”，指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一个
个赤背的男子，仅穿一条红色短
裤，将一块约0.2米厚的大冰块贴
身背在脊背上，是一种仪仗队列式
的原生态民间舞蹈。相传清朝咸
丰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北征攻打蒲津渡时，清军将领强拆
民房，准备当太平军攻城时点燃木
料架构作为防御体系。起义军部
将相福录（长旺村人）献策，让大家
下黄河凿冰，然后背冰块灭火破
城，果然成功。相福录解甲归田
后，在本村组织民众创编民间舞蹈
反映当时的场景，展示农民起义军
勇敢、大无畏的气概。该活动被当
地群众自发传承，逐渐形成春节期
间闹红火的风俗。

太平鼓，因为此鼓的造形像蒲
扇，所以也叫扇鼓，是一种说唱鼓
舞，起源于神祀。流行于晋南曲
沃、晋北朔州一带。1987年山西曲
沃县任庄村一位叫许世旺的农民，
献出一部清末抄本《扇鼓神谱》。
该村根据此抄本和老艺人的回忆，
于1989年原汁原味地恢复了湮没
半个多世纪的扇鼓傩礼演出。傩
礼具有民俗节日特点，演出于农历
正月初七至元宵节期间。这是迄今
为止唯一在黄河流域保存的、以扇
鼓为特征的社祭形态傩礼。它包括
祀神、驱傩和献艺三个部分。演出
的主体由本村十二名训练有素的农
民组成，称为“十二神家”。显然，这
是东汉大傩中“十二神兽”、唐代大
傩中“十二执事”的历史衍变。这

“十二神家”翻穿杂色羊皮袄，头戴
清代官员的圆锥顶“凉帽”，手持扇
鼓，扇鼓类似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地
区流行的单鼓。扇鼓表演者集说、
唱、舞于一身，说唱内容随时代更
新，贴近群众，很受欢迎。

缤纷多姿话鼓乐
本报记者 王 媛

历添新岁，春满山河。伴随
着多年不遇大雪天气预示着的

“丰年”好兆头，开启了21世纪20
年代的时光之门。1 月 8 日晚，

“2019人民网山西体坛风云暨‘二
青记忆’颁奖盛典”在太原隆重举
行，来自山西体育界的风云人物
及数百嘉宾，在浸润着清冽和微
润的美好夜晚，共同见证了三晋
体育之高光时刻。作为二青会期
间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文体助
力活动之一的世界首位一笔空心
字成功挑战吉尼斯纪录的杨拴明
先生，荣膺二青记忆特殊贡献奖。

颁奖盛典上，山西省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赵晓春表示，对山
西体育来说，2019 年是大事多喜
事多的一年，特别是二青会的成
功举办，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上了一份厚礼，也实现了山西举
办全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零的

突破。体坛盛会为山西留下弥
足珍贵的“二青记忆”，其中，饱
含着二青元素的各类体育文化
活动丰富多彩。一如“后二青”
体育与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和“相
约二青盛会 喜迎祖国华诞”首
届中国·太原体育电影展；一如
杨拴明为助力二青，以毛笔书写
一笔空心字巨幅《毛泽东诗词》
经典诗篇、一气呵成 814.269米长
卷，创吉尼斯“最大的折页书”世
界纪录，成书赠予山西省体育博
物馆永久收藏。

回顾精彩，点赞拼搏。在红
毯区杨拴明接受采访时表示，之
所以选择以挑战世界纪录的形式
助力二青会，不仅仅是因为自己
喜爱书法、喜爱一笔空心字、喜爱
体育活动，最重要是作为一名山
西人，唯有挑战世界巅峰的竭尽
全力，才能够尽情阐释独属于山

西风貌的二青记忆。“文化注重传
承，体育彰显奋进。让文化与体
育相结合，我想到最好的方式就
是用体育精神展示传统文化的魅
力。”杨拴明说，二青会期间，他创
作的一笔空心字合体字“青春的
约会，拼搏的舞台”作品，作为镌
刻着二青会、饱含着山西情怀的
礼物，赠送给了参赛的 34 家体育
代表团，成为了当时体坛山西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挑战吉尼斯世
界纪录的助力活动好似昨日盛
景，时隔半年后，这次杨拴明同样
为颁奖盛典送上了自己的独特

“贺礼”——一笔空心字写就的
《体育颂》，是他连续创作 5 个小
时、长达 16 米的精美之作。纵观
全篇670余字一气呵成，行云流水
间风华、豪迈一览无余。在颁奖
舞台上，当他将书写着“体育山
西、健康山西、幸福山西”的一笔

空心字作品赠予活动主办方时，
台下掌声雷动。我们知道，这不
仅代表着山西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上刚刚提出的推进全民健身的宏
伟目标，不仅是本届山西体坛风
云网络评选活动的主旨所在，更
是每个山西人心底对于美好山西
的共同祝福。

体育因文化而神采飞扬，文
化因体育而意气勃发。他平凡而
生动，数十年人生拼搏皆为重信
尚义；他执着而坚定，为理想从
不畏艰难险阻、一路向前；他情
深而豪迈，立志为文化与体育事
业 相 融 并 济 写 就“ 一 笔 ”华 章
——不及百字的颁奖词，仿佛一
下子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挑
战现场、拉回到了十五个小时后
获得吉尼斯认证的舞台……颁奖
盛典间隙，记者见到了从舞台落
座的杨拴明，他感慨，2019年对于

他来说，也是大事多喜事多——
挑战了、助力了、捐赠了，也获奖
了。“从开始准备挑战，到现在已
经将近一年时间。”杨拴明说，以
前他理解的文化和体育概念，是
自己喜爱的书法和篮球比赛的关
系，但是通过助力二青会、挑战吉
尼斯世界纪录，“让我对文体融合
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们虽然表现
方式不同，但无论是在彰显传统
文化魅力，还是中华精神风貌上，
都能够实现最为契合的‘形异而
神同’，而这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
向所在。”以文化培根铸魂，用拼
搏引领时代风尚。助力二青会，
文体结合是众志成城，一笔空心
字是锦上添花，浓缩了二青记忆
的“山西礼物”无论是对于杨拴
明，还是将这份记忆珍藏的所有
人，这将都是山西、是二青会给予
的岁月厚礼。

2019山西体坛风云年度评选颁奖盛典闪耀龙城 ——

“一笔空心字”荣膺二青记忆特殊贡献奖
本报记者 王 媛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东西方综合实力对比呈
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发展中国家
对于变革世界秩序的需求日渐突
出，中国也亟需提升自身的国际话
语权。然而，我国的国际法教学、
研究与实践脱节较为严重，各类国
际法学著述难以充分满足国家条
法外交的实际需要，成为制约我国
提升软实力的重要瓶颈。近日，由
黄惠康教授独著的《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与国际法》一书由法律出版社
出版，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有益
借鉴。本书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全方位展示了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中的条法工作图景。条
法工作千头万绪，作者聚焦于和平
安全外交、海洋蓝色外交、气候变
化绿色外交、追逃追赃红色外交、
网络空间数字外交、“一国两制”条
法事务六大热点与前沿领域，详细
介绍了六大领域各类规则的产生

背景、现实挑战以及我国政府的总
体立场，深入分析了各国在规则谈
判中的利益冲突之所在，以及我国
对港澳条法事务作出相应安排的
具体考量，启发读者为完善、革新
相关规则积极建言献策。

二是归依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时代使命。“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是我国外交理论创新的
重要成果，既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思想精华，也符合世界的发展

潮流。作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界定为和平共处、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可持续发展
五大原则，充分展示了全世界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国际法的
创新发展指明了价值追求。

三是彰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
精神与职业操守。黄惠康教授从
事国际法教学、实践30余年，先后
任教于中、美两国的法学院，曾任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外交部

法律顾问、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
特别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等职，现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委员、中国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
员会主任委员，理论功底深厚，实
践经验丰富。本书的字里行间，
也无不体现着作者复兴中华民
族、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殷切期
望，充分运用国际法律武器捍卫
国家利益，也应当成为新时代中
国国际法学人的共同使命。

充分运用国际法律武器捍卫国家利益
—— 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

1月10日，大同市演出行业协会成立
大会暨一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大同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大同市演出行业协
会选举办法》《大同市演出行业协会章程》
和《大同市演出行业协会管理办法》，选举
产生了第一届演出行业协会及领导班子
成员，年权当选协会会长。

大同市演出行业协会是由大同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管的一级社会团体，是演出
单位和演出从业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市性、
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大同市演出
行业协会下设剧场委员会、演员经纪人委
员会、票务委员会、舞美舞台工程企业委
员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艺术普及教育
委员会等11个分会和专业委员大同市演
出行业协会。这一协会的成立，为进一步
规范和正确引导演出行业行为，促进该市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刘 涛）

为促进大同演出行业的健康发展

大同市演出行业协会成立

日前，由安泽县委宣传部牵头，县文
化和旅游局、县文联、县书法协会、县新华
书店联合承办的2020年安泽县“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在安泽县府城
镇启动。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做好 2020 年春
节期间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文化文艺工
作。同时，为了让城乡老百姓共享文化成
果，活动以送春联、送图书、送文艺节目、
送温暖为载体的文化下乡活动，让基层群
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鼓
励脱贫群众充满信心、鼓足干劲、自力更
生、发展产业，不断巩固脱贫成果，不断追
求致富梦想。 （李 强）

让基层群众感受关怀和温暖

安泽县文化进万家活动全面启动

近日，长子县被中国曲艺家协会正式
授予“中国曲艺之乡”称号。

长子县是远近闻名的曲艺大县，曲艺
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拥有长子鼓书、
长子道情、长子钢板书、长子莲花落、长子
扇鼓、长子鼓儿词等多种曲艺形式。特别
是长子鼓书，这是长子县土生土长、以本
土方言为主的一种说唱曲艺，并在长期的
演变过程中吸收了长子道情、钢板书、河
南坠子、梆子、落子等曲种，自成一种风
格。2011年5月23日，“长子鼓书”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
子鼓书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约形成于
宋元时期。其前身是鼓儿词，现今成型的

“长子鼓书”是在1942 年由长子县抗日政
府组织盲人曲艺队发展来的。

据悉，长子县投入专项资金扶持，制定一
系列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还建设了曲艺排
练室、曲艺展览厅和曲艺办公培训室，一大批
曲艺爱好者成为专业演员，一大批曲艺领军
人才脱颖而出。其中，有10人加入了中国曲
艺家协会，50 人加入山西省曲艺家协会。
2014年以来，鼓书《常回家看看》《腊月天》等
剧目均荣获牡丹奖。150多个曲艺说唱艺术
团年收入可达1000多万元。 （张文举）

曲艺文化历史悠久

长子县荣获“中国曲艺之乡”称号

绛州锣鼓绛州锣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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