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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7 日至 19 日，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大剧院内，舞剧《咏春》的主演签售会
队伍从剧场一楼排到了二楼，乍暖还寒的气温
下，观众的热情丝毫不减。这是《咏春》继深圳首
演之后走向全国的第一站。
　　今年 3 月开启全国巡演的《咏春》，由深圳
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
是一部致敬平凡人的英雄故事舞剧。它以上世
纪 90 年代一个深圳剧组拍摄的电影《咏春》为
引，将“戏外”的《咏春》剧组与“戏内”赴香港打
拼的叶师傅两条线索在剧中并行展现、无缝切
换，两个故事承载的“拼搏精神”在不同时空中
同频共振、温暖人心。
　　英雄，如戏里的“叶师傅”，从“咏春堂”的挂
牌到亲手摘牌，打破门户之见、将毕生武学毫无
保留地传扬四海，播下了咏春的种子，枝繁叶茂
成一棵参天大树；平凡，如戏外的“电影人”，至
今时今日每一个怀抱着理想奋斗的普通人，皆
是这棵大树的枝枝蔓蔓，每一根枝杈都在尽全
力输送养分，每一片绿叶都在用生命歌咏春天。
　　 3 月开始，《咏春》这部舞剧将在北京、上
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杭州、昆明、苏州、南
京等 30 多座城市演出 80 余场，时间跨度达 6
个月。
　　总编导韩真介绍，《咏春》创作前期，团队曾
在深圳以及周边有过很长时间的采风，一次次
的考察孕育了《咏春》“双非遗”的独特题材。“我
们发现，广东地区对武术喜闻乐见。咏春人物

（叶问）生于佛山，后来去了香港，这是在湾区文
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人物。”除了“咏春拳”，离
乡赴港时贴身穿着的一袭“香云纱”也象征着叶
问对家乡佛山的眷念。
　　编剧冯双白说，叶师傅到香港后，“香云纱”
代表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也代表了母亲的呼唤、
妻子的温柔，是叶问与故土之间永远不可隔断
的精神纽带。主创团队在创作题材中融汇国家
级非遗项目与岭南民俗文化，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咏春拳”“香云纱”为题材与展现形
式，将满满的深圳元素赋予新创舞台剧中，推动
这两个非遗项目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联
结传统与现代，为《咏春》的故事底板注入了深
厚的文化内涵。
　　“双线叙事的结构，两个时代的故事与人，
在剧中彼此呼应和共振，这个故事因‘英雄’而
来，由‘追光者’而展开，最终落在‘理想’，这与
深圳的城市精神一脉相承。”冯双白说。
　　虽然运用了“叶问”这一深入人心的 IP 形

象，但不同于以往的文艺创作，《咏春》不是一部
“单纯讲述一代宗师英雄故事的舞剧”。“我们套
用了拍摄《咏春》电影的方式，用南下打工的大春
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拼搏与剧中叶师傅在香港的
成长经历，在戏里戏外建立了情感的勾连和共
鸣。”总编导周莉亚介绍，剧中人物大春的原型，
来源于深圳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图书管理员，

“他把制片厂的资料安排得妥妥帖帖，曾经上映
过的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大的资料包。资料包里
有当时的宣传文案，也有很多剧照，这些东西深
深打动了我。”
　　韩真表示，关注“叶问”的同时，《咏春》也将
平凡人物的奋斗故事融于国运当中，以“双线叙
事”展现了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将传统武术融于舞蹈之中，是《咏春》的另一
亮点。“中国武术能够展现勤奋、刻苦、技不离身

等特点，同时还可以展现中国人温良恭谦的态
度。”韩真说，以舞释武、刚柔并济，通过古典舞
与现代舞艺术承载厚重的传统文化，“我非常
有信心观众会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舞中带武，武中有舞，赞！”这样的创新
形式果然赢得了“满堂彩”。《咏春》“出圈”之
前，韩真、周莉亚这一对“舞剧双子星”共同执
导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沙湾往
事》《花木兰》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舞剧，强大的

“破圈力”背后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心诠释，更
是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
　　“站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新起点上，要
把准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坚守
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
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韩真说。
　　在传统与现代的联结中，《咏春》照见时

代的倒影。有专家称，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融合的一次新尝试。文化学者胡野秋表示，

《咏春》将非遗文化与岭南民俗风情无缝对
接，融合多种武术和舞蹈语汇，这样突破性的
表现方式“将为大湾区的文化融合探索出一
条新路径”。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表示，

《咏春》以同根同脉的民族亲情和自立自强的
中华儿女本色为立意，塑造了以广东武学宗
师为代表的“中国英雄”形象，以“扶弱小以武
辅仁”的尚武崇德精神凝聚人心、弘扬民族自
信；同时，植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及人文
风貌，紧扣时代脉搏、致敬在“英雄精神”感召
下的平凡人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
和梦想精神。
（本报记者陈凯星、周科，参与采写：黄雨佳）

舞剧《咏春》：英雄精神戏里戏外共振穿越时空
　　新华社拉萨电（记
者曹槟、旦增尼玛曲珠、
孙非）西藏日喀则市扎
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
厂长拉巴琼达最近有点
忙，他要扩建工厂，招收
更多工人。
　　拉巴琼达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
族金属锻制技艺（扎西
吉彩金银锻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1964 年
出生。
　　从 1980 年开始，
他便随父亲学习金银锻
铜技艺，凭着热爱和天
赋，很快出师。1985 年
起担任锻打小组组长，
1996 年出任厂长。拉巴
琼达接手时，工厂正面
临困境，濒临倒闭。
　　“当时厂里的工人
大多是利用农闲时间来
做工，不是很专业，产品
质量不稳定，加上管理
不善，厂子很困难。”拉
巴琼达说。
　　扎西吉彩厂历史悠
久。据考证，七世班禅从
尼泊尔请进工匠，在如
今的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扎西吉彩社区附近建起
加工场地，加工寺庙所
需的金属制品。从那时
起，扎西吉彩就成了金
银锻铜匠人集中区。
　　为了让工厂重振旗
鼓，拉巴琼达实施一系
列措施：鼓励“以老带
新”，让老工匠“一对一”
培训新工人，实现工匠
专业化、职业化；潜心打
磨工艺，满足市场对各
类产品的需求……
　　“扎西吉彩从最早
的扎什伦布寺的专用作
坊，发展到为普通群众
加工生活用品，我们一
直在寻求更大的市场。
现在我们还在研发制作
旅游纪念品，为游客提
供可以从西藏带回家的
礼物。”拉巴琼达说。
　　现在，扎西吉彩金
银铜器加工厂拥有民族
特色产品、寺庙金属制
品、古建筑装饰品以及
旅游纪念产品等四大类
数百种产品。
　　记者了解到，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
现有 20 多位工人，其中 15 人是拉巴琼达带
出来的徒弟。年轻人进厂，前三年学徒期所有
费用全免，厂里还给发放生活补贴。
　　走进加工厂车间，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此
起彼伏。32 岁的巴桑扎西正在制作一个家用
小银碗，他一手捏紧钢钉，一手拿着小锤不停
敲打，“从一块完整的银片到打出一个有精致
图案的碗坯，需要‘捶打’两到三天才能完
成。”他说。
　　除了银碗，巴桑扎西还会熟练地制作茶
盘茶架、腰扣、礼仪酒壶等日常用品，“入行”
6 年的他说：“我的技艺水平只是中等，每月
收入在 4500 元到 6500 元之间。”
　　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的精湛技艺广
为人知、深受欢迎，这些年，他们先后参与了
山南桑耶寺、拉萨甘丹寺、江孜白居寺、甘肃
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等著名寺庙金属制品
的修复和制作。
　　 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西藏自治区和日
喀则市据此先后制定了相关的非遗保护和扶
持政策。其中，《日喀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
例》明确提到对“金属锻造”传统技艺的保护
和传承，增强了拉巴琼达传承、发展这门技艺
的信心。
　　“过去，这门手艺主要通过家庭式传承，
以避免技艺‘外流’，现在无论是谁，只要真心
想学，我都尽力传授。”拉巴琼达说，等新厂房
盖起来，肯定能吸引更多人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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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电（记者詹奕嘉、
黄浩苑、邓瑞璇）

集戏剧、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中国潮汕英歌舞，
相传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当地重要节庆和宗
族祭祀等民俗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英歌舞原先主要是男性表演，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逐渐出现女性的身影。近年来，越来越
多女子英歌队以刚柔并济的舞姿出街登台，受
到海内外群众的关注和喜爱。
　　据《潮阳县志》记载，从明代开始，潮阳始有
英歌。2006 年，英歌舞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潮汕人民对英歌舞的
喜爱从队伍数量可见一斑，仅汕头市潮阳区就
有上百支。女子英歌队虽数量不多，但却在传承
这一古老艺术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汕头西门女子英歌队队员姚嘉璇是一名
“00 后”，她第一次看到女子英歌舞时“非常震
惊”，此前她以为只有男子才能跳英歌。
　　“过去有人认为女孩子抛头露面就是不端
庄，女子英歌队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观念。”姚嘉
璇由此萌生了加入英歌队的念头。
　　 20 世纪 50 年代，伴随男女平等的思想逐
渐深入人心，西门女子英歌队应运而生。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这支队伍诞生后不久便陷入停
滞。2011 年，西门社区重新组建女子英歌队，
让许多热爱英歌的女孩雀跃不已。
　　这支英歌队的资深队员、今年 22 岁的郑
媛轩说，有人觉得女性体能跟不上，还要结婚生
子、照顾家庭等，会影响参与英歌舞的训练和演
出，“但我们可以摆脱偏见的束缚，成为自己的
英雄。”

　　没有工资补贴，每周露天集训，遇到重大
节庆的表演更是要从清晨沿街跳到晚上。“女
子英歌队员练得不比男孩少，手上起泡、膝盖
淤青是常有的事。能坚持下来，是因为真正热
爱。”汕头珠浦女子英歌队教练黄佳祥说。
　　不同于男子英歌取材于《水浒传》，女子
英歌多源于穆桂英挂帅或花木兰从军等中国
古代女英雄的故事。这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女
孩，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给古老的英歌注入
许多创新元素。
　　西门女子英歌队结合舞蹈、太极等元素，
创新了对打“双凤贺春”“百凤齐舞”和单打

“回环太极”等动作阵型。珠浦女子英歌队在
增加侧翻、一字马等高难度动作的同时，将潮
剧舞姿融入英歌舞里，创造了“乾坤”舞步、

“新战舞”等，登场赢得阵阵喝彩。

　　她们改变着英歌，英歌也改变着她们的
生活。为了能长期跳英歌、教英歌，更灵活支
配时间，西门女子英歌队副队长吴燕花辞去
了幼教的工作，转行开了一家美甲店；在广
州读书的郑媛轩在学校组建了英歌舞社团，
招募了 20 多名队员；“小拖拉”姚嘉璇说自
己 在 跳 英 歌 的 过 程 中 成 功 克 服 了“拖 延
症”……
　　英歌舞也进入了当地的学校、社区，越
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战舞，
成为她们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每到女
子 英 歌 队 招 新 时 ，当 地 很 多 女 孩 都 踊 跃
报名。
　　珠浦女子英歌队队员黄娴璇说，她要把
英歌跳下去、传开来，“不辜负自己的热爱，才
是最期待的成长。”

潮 汕 女 子 英 歌 队 展 现 刚 柔 并 济 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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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一个光标就代表
一艘船舶，光标越密就说明辖区内
船舶越多。”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值班长任洪海说。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操作管理部经理李言也深
有同感。“自年初起，作业船舶数量稳
步增加，大家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随着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需求
上升，天津港在外贸码头也开设了
内贸航线，实现“船到船”装卸、“零
等待”中转。
　　今年首月，天津港就迎来了“开门
红”———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约 173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 7%。今年 1 至
2 月，天津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3092.6
亿元，同比增长 19.1%。

　　繁忙的港口，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
企业。
　　连日来，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司办公
室内电话铃响不断，员工洽谈业务、颇为忙碌。
今年一季度，公司计划完成 6000 万美元的新
能源车出口任务。
　　“如果进展顺利，今年首个季度的出口货值
就相当于 2021 年全年的 14 倍。”谈起公司发
展，总经理史运昇十分振奋。
　　开年以来，天津以“十项行动”吹响了全力
抢发展、拼经济的号角，总投资 805 亿元的
160 个招商项目即将落户；2023 年安排重点建
设项目 673 个，总投资 1.53 万亿元……数据背
后，活力正在升腾，一如眼下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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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月 20 日晚，由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四川省川剧院和什邡市委市政府联合
出品，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的剧目《草鞋
县令》在中国评剧大剧院正式开启“ 2023
年全国巡演”。随后，《草鞋县令》将前往上
海、苏州、宁波等城市巡演。 （金子力摄）

“ 2 0 2 3 非遗品牌大会”聚焦培育推广非遗品牌
　　新华社广州 3月 23 日电（记者冯家顺）由
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
非遗品牌大会”23 日在广州启幕。“2023 非遗
品牌大会”以“坚持守正创新 擦亮非遗品牌”
为主题，由开幕式、“非遗之夜”展演、非遗品牌
展、主题论坛等部分组成。
　　“非遗之夜”集中展示粤剧、昆曲、川剧、豫

剧、客家山歌等非遗项目，展现传统表演艺术
类非遗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品牌展主要包
括传统工艺品牌展、研培计划成果展、非遗工
坊品牌展等板块，近 150 个非遗品牌参加了
本届大会，搭建起非遗品牌展示传播交流平
台。主题论坛聚焦“培育和推广非遗品牌”主
题，专家和业界人士将共谋发展路径。

　　主办方表示，“非遗品牌大会”旨在搭建共
创非遗品牌、共话保护传承、共享非遗保护成
果的平台，推出更多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非遗品牌，为
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作出积极
贡献。

《桃源仙境图》：透过画中仙，看尽凡间客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源。天津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明代画
家仇英的代表作《桃源仙境图》，描绘的正是文
人雅士向往的“仙境”。
　　仇英与沈周、文征明、唐伯虎被后世并称为

“明四家”，也称“吴门四家”，其传世作品非常
少见。
　　天津博物馆副馆长、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
介绍，仇英曾拜于唐伯虎老师周臣门下学画，系
统学习了南宋的院体画，并将文人思想融入画
中。仇英早、中期以临摹为主，晚年将青绿山水
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桃源仙境图》即是其中
典范。

　　《桃源仙境图》是一幅绢本设色画，纵
175 厘米，横 66.7 厘米，右下属款“仇英实父
制”，钤“仇英实父”一印。画上另有“乾隆御览
之宝”“石渠宝笈”两方清内府藏印，并有“灵
石杨氏珍藏”“杨曾之印”“燕翼堂”“颍川怀云
子图画”等鉴藏印。
　　这幅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画作，
以精工的画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桃源之景。
其构图采取北宋全景式大山大水的布局特
征，视野开阔，境界宏大，疏密对比强烈。图中
山石矗立，虬松盘绕，图的下方有三位文人雅
士临流而坐，一人乘兴抚琴，一人低首聆听，
一人身倚山石，桥下溪水清澈，坡上桃树林掩
映于山石、树木之间，展现出一个远离世俗、

虚幻缥缈的人间仙境。
　　“《桃源仙境图》是仇英最具代表性的
作品之一，作者运用纯熟技法，巨细无遗地
勾画出世外桃源般的绮丽景象。山体用石
青、石绿大面积勾廓晕染，赋色既浓烈大胆
又清雅脱俗；淡墨细笔勾描云气，亭台楼阁
界画精微；人物衣纹线条匀劲流畅，刻画生
动传神。既体现出作为职业画家的仇英对
于吴门文人画图式、旨趣的熟稔，也将他被
世人称道的‘青绿’技法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驰说，仇英存世可见青绿山水作品的颜
色多偏淡雅，这幅《桃源仙境图》却异常艳
丽，工笔重彩，实属难得一见。
     （记者周润健）据新华社天津电

《草鞋县令》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