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NXI ECONOMIC DAILY

周刊
山西经济日报6

主编：文化产业部 电话：4660919

组稿·责编：王媛 组版：吕游

校对：小连

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山西经济日报

人文视野

文化资讯

文化重磅

“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
是盛唐”。2021 年河南春晚《唐宫
夜宴》仅2月16日单个视频片段在
社交平台就累计观看千万次，相关
话题数据也在持续增长。“河南春
晚出圈”“河南春晚真中”等留言活
跃在各大网站。

《唐宫夜宴》是郑州歌舞剧院
排练演出的，央视元宵晚会总导演
丁伟近日表示，拟邀《唐宫夜宴》参
加央视元宵节晚会。

传统文化激发华人文化共鸣

“河南春晚之所以广受赞誉，
其支撑点是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
和出彩河南的精神风貌。”河南广
播电视台负责人表示，作为河南省
的省属主流媒体，河南广电始终把
讲好“黄河故事”作为内容生产的
第一要务来抓。围绕这一大背景，
导演组为 2021 年河南春晚确定了

“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传承
基础上不断创新”的总基调，立足
兼收并蓄五千年文明的黄河文化
进行内容创作。

《唐宫夜宴》从舞蹈的编排到
场景的展示，从演员的妆容到身上
的服饰都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

它以黄河文化、中原精神、民族文
化为根基，以一组黄色、绿色为主
色调的唐三彩乐俑为原点，对唐代
服饰、色彩、形态以及文化之美进
行了高度还原，充分彰显了令人震
撼的黄河文化之美。

更为出彩的是，《唐宫夜宴》将
《捣练图》《簪花仕女图》《山东徐敏
行墓壁画备骑出行图》《千里江山
图》以及出土于河南的妇好鸮尊、
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文物融于场
景，舞者犹如穿行于古画之中，将
观众带入大美华夏独有的美学空
间，彰显出华夏文明天然的自信心
与自豪感。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
羽衣舞”“唐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
夜”等出现在评论和弹幕中，网友
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更有
不少人点赞其“不迎合、不媚俗、不
煽情”，在坚守传统中大胆创新，让
民族艺术、传统文化彰显出强大的
时代活力。

用技术活化传统文化资源

如果说文化自信为《唐宫夜
宴》注入了灵魂，技术赋能则让这
场河南春晚变得活灵活现，很多年

轻人觉得“可以在其中get到的炫酷
的视觉盛宴”。

《唐宫夜宴》是由 2020 年郑州
歌舞剧院在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中的参赛作品《唐俑》改编而
来。河南卫视春晚总导演陈雷介
绍，改编后的《唐宫夜宴》并未对
本就具有韵味的舞蹈进行大的改
编，只是调整了时长，加入了水墨
画、国宝、VR 等特效，让虚拟场景
和舞台结合，尽量从电视包装的
角度给这支舞的呈现效果加分。
正是高科技在河南春晚舞台的灵
活运用，让一块地板、一个空间组
成的传统舞台，升级成为拥有无
限可能的更为立体的宇宙空间，
打造更为唯美、多元、多维度的视
觉美术效果。

在技术传播方面，河南卫视春
晚也采取了与传统电视类节目不
同的做法。“2月10日晚，我们的电
视直播是19点30分开始，而在快手
上 19 点就开始直播。移动端比大
屏端提前半小时开播，要放在以
往，很少人敢这么干。”在河南广播
电视台相关负责人看来，“移动端
提前半小时开播”，充分体现了传
统媒体主动适应新传播形势的改
革思路。

用艺术再现传统文化资源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
自天涯”。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一条润泽万物生灵、亘古奔腾
不息的文化之河。

“我们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
不应仅陈列在博物馆里，更应当用
多元素的艺术手法加工提炼并传
扬下去。”河南广播电视台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说。

拿《唐宫夜宴》来说，当看到博
物馆里极具特点的乐舞俑造型后，
编导开始思考如何用艺术手法让
唐 代 舞 乐 俑 背 后 的 历 史“ 活 起
来”。最终确定14名女舞蹈演员用
婀娜多姿、秀逸韵致的舞姿，将大
唐盛世的传统文化形象进行呈现。

不仅如此，穿着宇航服打太极
的太极表演《天地之中》，国乐大师
方锦龙吹响千年骨笛、与河南博物
院华夏古乐团以及电声乐队合作
的《国乐新春畅想曲》，都以融合古
今的大气创作被网友盛赞为“现代
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完美交融！”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认为，黄河
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黄河文化是中国

文化的基本根脉。中华文化的基础
就是黄河文化。中华文明探源，会上
溯至夏、商、周。河南又是一个文化
资源大省，是河南文化强省建设的重
要基础。《唐宫夜宴》这个节目，把传
统的文化资源，以“现代表达”的形式
呈现，完成了非常好的艺术表达，给
我们利用文化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启
示。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这些年掀
起了一股热潮，这说明，社会公众对
传统文化是非常有兴趣的。但这些
年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上
往往要么求高求雅，要么恶搞媚俗，
没有找到面向大众的良好形式。

面对厚重的文化资源，在现代
条件下只有进行艺术表达和再现，
才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才能走进
新生代的内心。而《唐宫夜宴》是
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条件下进行
艺术再现的成功尝试。

“河南春晚秉承认真对待文化
的态度，将传统与技术，高雅与平
白，庄重与俏皮结合其中。”在陈雷
看来，2021河南春晚的基本原则是

“华夏文明现代表达”，从古老厚重
的宝贵文化中萃取我们想要表达的
精华部分，以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呈
现，展现一种勇立潮头的文化自信。

（王胜昔 崔志坚 杜 倩）

《唐宫夜宴》：华夏文明的现代表达

牛年人勤。
2月20日是牛年正月初九，也是

牛年伊始的第一个周六，太原小井峪
文化产业园区选择在这个日子开
市。经过了春节的正常歇业，这个文
玩市场一开市就热闹非凡，除了街道
两旁的商铺正常营业，各种非遗、旧
书、钱币、瓷器等老物件也出现在马
路中间的“地摊”上，吸引了众多收藏
爱好者前来游逛“淘宝”。

千年古村落
省城文化新地标

正月初九上午，在铿锵有力
的太重锣鼓声中，记者走进了小
井峪文化产业园区，感受华北地
区最大的文玩市场的新年新气
象，同时也来体会一把地摊经济
的红火和热闹。

小井峪村地处太原市万柏林
区西南部，其历史可追溯至1300多
年前唐代永徽(唐高宗李治年号)年
间。村内曾挖掘出一座唐代墓葬，
碑文记有“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
附椁必誠必信送歿礼備與夫人何
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東義
井村北”等文字，永徽六年即公元
655年。资料显示，清代中期，小井
峪村名仍为“井谷”。前街有一株
古槐树，直径超过 2 米，树高 20 余
米，枝繁叶茂，历经千年，巍然耸
立，现在已经成为村里百姓口中的
一株“神树”，庇佑着这方百姓的平
安。村中还有一个古戏台，迄今为
止，每逢大集，就会大戏上演，引来
围观群众无数。

2011 年，小井峪村展开“城中

村”改造，至今，已高楼林立，一派
现代化城市景象。该村党支部书
记魏满福说，“之前，办有涉煤、仓
储等村办企业，村民多靠租赁自建
房产；现在，面临着土地资源优势
不再、粗放型企业转型等发展困
境。”为了在困境中突出重围，该村
决定成立小井峪文化产业园区，以
文玩、文创等文化产业为依托，促
进转型发展。

园区首期约 7 万平方米，设有
文创大厦及 600 个坐店商铺，涉及
非遗、瓷器、玉器、字画、药茶等几
十个品类，并于周边设置近3000个
摊点。

看着牛年开市人气爆棚的景
象，小井峪文化产业园区总经理张
广文说：“小井峪的目标，是打造山
西的‘潘家园’，使其成为古玩、藏品
及现代文化创意产品等山西及中国
民间、民族、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

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意经
顾客“淘宝”有门道

2019年底，被誉为仅次于北京
潘家园、华北第二大民间收藏文化
市场——太原“南宫古玩市场”闭
市，其中不少商户迁至小井峪文化
产业园区。

位于6号楼8号商铺的“珍石阁”
就是一家在南宫市场经营了20余年
的老店，去年10月份，“珍石阁”落户
小井峪文化产业园区，经营面积从原
来的 50 多平方米扩大到了现在的
200平方米，经营范围在原来玉石、矿
物晶体化石等奇石的基础上拓展了
书画、文房四宝等内容。老板王晋告
诉记者：“生意比原来要好一些，老顾
客都跟着来了，周六日的地摊市场又
带来了一些新客源。”虽然说园区是
初九开市，但是王晋的“珍石阁”大年

初六就开门迎客了，因为有内蒙古、
山东的老顾客前来洽谈生意。

说到门口的地摊，王晋得意地
说：“‘淘宝’要有一双好眼睛，我也经
常出去捡漏儿，前一阵子我很便宜收
了一个小物件，转手卖了5000元。”

由山西工美产业联盟、山西省
文房四宝协会合力打造的“山西三
宝、文房四宝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展
销基地”也在小井峪文化产业园区
落了户。这几天，该基地正在紧锣
密鼓地收拾和布置，预计正月十五
前后正式在线上线下同时开业。工
艺美术业内资深专家领导李荣钢介
绍说：“工美产业也要跟上时代的步
伐，在这个直播时代，工美产业也要
请网红主播带货，线下门店让顾客
看到我们的一手货源，线上直播通
过把山西的国大师、省大师请到网
红直播间，让观众看到货真价实。”

据了解，山西三宝的代表作品、

以及国大师薛生金、梁中秀、薛晓东
的代表作品、以及山西药茶、宇达青
铜器、稷山螺钿漆器、绛州云雕漆器
等都会在该基地悉数亮相。

台湾人刘先生是一名画家、艺
雕设计师，同时还是一名收藏家，他
在高雄有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因为
太太是山西太原人的缘故，他把自
己的私人藏品也带到了太原，刘先
生在小井峪文化产业园区开了一家

“谈古论今典藏阁”，里面展示的藏
品很多都是在国内博物馆鲜见的，
刘先生说：“我是为情怀而来，典藏
阁的东西都是只展不卖，希望太原
的藏家能来看看真正的官窑珍品。”

“阿涛钱币”是另外一种经营模
式，来自运城的兄弟二人采用直播
方式带货，每晚固定时间直播，第二
天基本就是在打包发货中度过，一
年的收入非常可观。记者采访时，

“阿涛钱币”没有开门，但是他们已
经在该园区成为一种传说。

经营有方法，顾客淘宝也有门
道。李赟其，旧书市场上的常客，他
每周都会来小井峪市场捡漏，并因
此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我作为
书籍收藏爱好者，将周末来淘书当
做收藏者相互交流的切入口。时间
长了，知道谁喜欢什么类型的书，就
会将这个专门给他留下。”

“小井峪文化产业园以文玩市
场为主打领域，以古井、古槐、古戏
台、唐代恒州史郭行墓壁画、开元寺
为景点支撑，还有东支线火车公园、
党建公园为休闲内容，未来再建一
座观砚楼、美术馆、演艺中心、文旅
酒店，努力成为吃住行玩一体的3A
级景区文化打卡地。”张广文说。

一个村庄，因为有了古井、古
庙、古树、古戏台有了灵魂，因为有
了村民生生不息的守候焕发了生
机，因为有了文玩、文创的延续，小
井峪千年的文化积淀得以外延。

太原小井峪文玩市场开市：

千年古村落 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 王 媛

春节假期过后，相信回到工作单
位上的你一定听到有同事说“给您拜
个晚年”。那么正月初几过后拜年才
是“拜晚年”？“拜年”这种年俗文化又
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呢？

作为中国传统的年俗文化，拜年
是人们辞旧迎新、互相表达美好祝愿
的一种方式，已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
基因中。

初一天一亮，拜年就开始了。传
统民俗中，拜年的顺序是从家里到家
外，首先是祭拜祖先，人们献上供品，
烧香点烛。随后，儿孙们按照辈分从

小到大的次序轮流给长辈拜年。给
长辈拜完了年，同辈的兄弟姐妹之
间，也会说着吉祥话互相拜年。如果
小孩子不小心打碎碗盆，还要说一句

“岁岁（碎碎）平安”，以图化解。
到了初二，人们走出家门开始给

亲朋好友、左右邻居拜年；直到初五
后就不拜年了，转为见面打招呼，说
声“拜个晚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陈连山接受采访时表示，“一般说
来，在前三天，该去拜年的对象都已
经拜得差不多了；之后再去和稍微远
一点的亲戚朋友拜年；再往后，和其

他人见了面打招呼，就说声‘拜个晚
年’。”可见，一般情况下，拜年越早越
好，感情越深拜年越早。

与“拜晚年”相对，大年初一前有
“拜早年”的说法。俗话说“过了腊八
就是年”，有人便觉得腊八节过后就
可以说“拜早年”。陈连山则认为，这
句俗语其实只是说从腊八节开始为
过年做准备，这时距离大年初一还有
一段日子，“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三，南
方是腊月二十四，也就是‘小年’之后
可以说‘拜早年’。”当然，早年和晚年
都属避免遗憾的应急或补救性质，有

谚语说，“有心拜年，十五不晚。”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繁文缛节的

拜年形式逐渐淡去。但不论我们采
用哪一种形式拜年，扎根的仍然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表达的仍然是中
国人的情感维系。正如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所说：“人
情味正是中国人最深的年味。”

唐代的时候还发明了一种“拜年
帖”，类似于今天的贺年卡。宋代时，这
种拜年帖开始盛行。宋代周辉在《清波
杂志》中说：“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
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这种名刺是用

上面写着受贺人的姓名、居住地址和恭
贺新年的吉利文字。倘或坊邻亲朋太
多，就遣仆人带“名刺”去拜年，称为“飞
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
两字，作盛放飞帖之用。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
日，喜庆祥和的气氛从腊月二十三日
开始一直延续至元宵节。到了正月
十二，人们开始准备元宵节的庆祝活
动，选购灯笼，搭盖灯棚。有童谣云：

“十一嚷喳喳，十二搭灯棚，十三人开
灯，十四灯正明，十五行月半，十六人
完灯。”陈连山表示，“过年从一开始
只是与家人互相拜年，到后面走亲访
友，一直延续至所有人一起参与的元
宵节，体现着地缘关系的不断扩大。”
大型的庆祝活动将过年的热闹氛围
再度推向顶点，并为春节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元宵过后，许多地区的年
节也就结束了。 （韦衍行）

给您“拜个晚年”——

年俗文化体现浓浓“年味”

“锣鼓敲起来，张灯又结彩。”
过年最有乡土味、最有意思的当属
闹社火、唱大戏。春节假期虽已结
束，但古都大同年味不减。日前，
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消息，

“古都大同中国年”群众性民俗文
化活动正式启幕，活动荟萃了民俗
社火表演、传统戏曲演唱等内容，
让古城再次成为民俗文化的欢乐
海洋，也让市民红火热闹过大年，
本次群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26日（正月十五）。

从2月20日至26日（正月初九至
正月十五），每日上午9∶30—11∶30，
下午2∶30—4∶30，古城清远街有跑
驴、秧歌、小车灯、划旱船等民俗社火
表演。2月19日（正月初八）至2月
26日（正月十五）上午9∶30—11∶30，
下午2∶30—4∶30，华严广场每日进
行综艺节目展演，关帝庙广场和纯
阳宫广场还有传统戏曲表演。

（张 强）

大同开启“古都大同中国年”

特别关注

“过大年，看大戏”历来都是我
国迎接农历新年的传统。新春佳
节，自然少不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牛年新春，山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山西省演艺集团联合推出2021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迎新春”山西省精品剧目网络展
播，晋剧《于成龙》、上党梆子《太行
娘亲》、话剧《立秋》、说唱剧《解放》、
舞剧《吕梁英雄传》等 11 部精品剧
目，在“学习强国”山西学习平台亮
相受到广泛的欢迎。

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由运城
市蒲剧团承办的“红梅报春”“群星
争艳”“经典传承”专场演出，汇集

《挂画》《打神告庙》《黄鹤楼》等戏曲
经典剧目，戏迷们“云赏艺”，看着蒲
剧过大年。直播平台数据显示，超
过60万人次在线观看了节目，“云点
赞”“云喝彩”接连不断。评论区的
热闹点评显示，网友认为这几场演
出思路新、规格高、场面大，体现了
运城市蒲剧团的特色和水平。

运城市蒲剧团团长贾菊兰介
绍，蒲剧团在此前的“空中蒲苑”网
络戏曲直播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线
上演出经验，今年春节期间的线上
演出更在节目选择、环节设置、趣味
性、互动性等方面作出周密考量，每
台晚会都设置了不同主题。其中，

“红梅报春”由运城市7位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联袂演出；“群星争
艳”是蒲剧团的蒲剧名家和青年新
秀共同亮相；“经典传承”由部分梅
花奖获得者与其弟子同台演出。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
长李伦表示，这些剧目均为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剧目或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剧
目，展示了近年来山西省舞台艺术
优秀成果。线上展示让优秀剧目受
众更加广泛，目前这些剧目共播放
逾10.4万次。

“过大年，看大戏”

“线上文艺”遍地开花受欢迎
本报记者 王 媛

收藏爱好者在小井峪文化产业园区“淘宝”。本报记者 王 媛 摄

近日，山西省歌舞剧院发布消
息，从4月开始，由山西演艺（集团）
出品、山西省歌舞剧院演出的舞蹈
史诗《黄河》将开启全国巡演，在合
肥、泰州、株洲、珠海、海口、昆明、
南宁、厦门、福州等地演出20场。

大型舞蹈史诗《黄河》，通过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之水天上
来》《黄河入海流》三个乐章舞出

“黄河摇篮曲”“上河”“拽着黄河
走”“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
愤”“保卫黄河”“红绸舞黄河”“黄
河滩”“黄河追梦人”“船歌”，以血
肉之情为寄托，以黄河气魄为载
体，迸发出新时代中华民族最动
人、最壮美的力量。 （李 佳）

舞蹈史诗《黄河》4月份开启全国巡演

我读我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