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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丛双强、谷雅萍报
道：6月13日，由玛纳斯县委宣传部、福
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联合出品，根据玛
纳斯县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主任、县作
家协会主席杨仲年纪实文学《古城绥来
传播红色思想的第一人——胡廷珍》改
编的大型原创音乐情景剧《胡廷珍》在
玛纳斯县公开首演。

大型原创音乐情景剧《胡廷珍》取
材于真实的历史和人物原型。讲述了胡
廷珍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言传身教下，
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伟
大征程。1931 年，他带着革命的火种来
到新疆绥来县（今玛纳斯县），在这片广
袤的土地上继续播撒希望，直至1933年
壮烈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成为玛纳斯
这片红色热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激励着玛纳斯人民传承红色血
脉，砥砺奋进前行。

演员王世平说：“我们有今天美好
的生活，因为有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

血铸就了今天的生活，参演这部剧对我
来说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观看这部剧
的观众，都会从中得到教育。”

舞台上，来自玛纳斯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县第一中学、县文化馆以及县
金凤凰曲子剧团的50余名演员联袂献
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瞬间点燃了全场
氛围，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观众冉志元说：“第一次现场观看
情景剧的感受很是特别，声、光、音乐的
默契配合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革
命烈士身上的不朽精神，还有让我热血
沸腾的峥嵘岁月，更让我感受到了现在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部剧很让人感
动，很有教育意义。”

该剧目筹备期间，邀请昌吉州、兵
团石河子市和福建三明市、莆田市等地
红色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 2 次，累计征
集各方意见26条，历经1年编排和7轮
修改。

全剧分为序、风雨前奏、革命之路、

风云变幻、到农村去、陕西会馆等13幕，
塑造了胡廷珍、李大钊、黄招娃等和绥
来县（今玛纳斯县）百姓真实的人物形
象，并运用情景演绎、音乐、戏剧等多元
素融合的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胡廷珍
烈士背后的感人故事，深刻体现了先辈
们的奉献精神与爱国情怀，具有深刻的
教育意义与文化价值，让观众在欣赏艺
术的同时，深刻感受到玛纳斯红色文化
的独特魅力。

玛纳斯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
伟策说：“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情景剧这
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
胡廷珍烈士的事迹。剧目筹备过程中，
我们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力求用艺术
的感染力传递红色精神，让红色文化真
正走进大家的心里。”

据了解，大型原创音乐情景剧《胡
廷珍》6 月16 日至23 日在昌吉市、阜康
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开展惠民
演出6场。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报道：6月14日
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昌吉州文博
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以“非遗+文物”创
新融合模式，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引领公众
走近文化遗产，感受历史底蕴。

6月13日晚，昌吉博物馆一楼大厅热
闹非凡，“丝路探索 千年北庭——非遗手
作体验”活动正在这里举办，社教老师讲
解了鎏金铜狮的历史文化背景及艾德莱
斯绸相关知识。今年，昌吉博物馆创新思
路，将艾德莱斯绸相关元素与鎏金铜狮文
物元素结合，推出冰箱贴手作体验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加活动的孩
子们还通过VR互动“亲临”北庭故城与
西大寺，借助文物修复触摸交互装置化
身“小小考古家”，在古今对话多媒体设
备前与历史名人“对谈”，感受北庭故城
和西大寺的历史魅力；参观“寻找大地的
纹脉——袁复礼西北科学考察特展”，通
过袁复礼先生的视角，触摸西北大地的脉
络，被先辈为科学考察事业无私奉献的精
神深深触动。

昌吉州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
院）展陈部副主任马佳说：“我们将继续
开拓思路，开展文物知识进校园活动，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文
物保护知识，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历史
文化的魅力，激发青少年对家乡和历史
文化的热爱。”

6月14日上午，吉木萨尔县丝
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门前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融入现代
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昌
吉州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
第十三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
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现场通过

“非遗”展演、“非遗”集市、“非遗”
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古老的“非遗”
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当地
群众和游客送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非遗”展演：奏响多民族
文化华彩乐章

活动现场，“非遗”展演主舞台
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伴随着铿锵
有力的锣鼓声，参与新疆社火表演
的群众身着艳丽的服饰，踏着喜庆
的鼓点和欢快的节拍，手持各类道
具登场，灵活的瑞狮、蜿蜒翻腾的
长龙、惊险刺激的高跷……热闹喜
庆的氛围瞬间燃爆全场。

舞台上，维吾尔族塔合麦西热
甫集歌唱、舞蹈、音乐等于一体，展
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豪迈；新疆曲
子则融合了新疆多民族音乐艺术，
以其独特的唱腔和丰富的故事性，
深受观众喜爱；“新疆花儿”婉转悠
扬，绽放出别样的风情……展演现
场，奇台歌谣、哈萨克族斯布孜额
器乐弹奏、新疆蒙古族长调民歌等
9 项“非遗”展演交织呈现，令观众
目不暇接，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疆
曲子自治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屹
玲说：“希望通过我的表演让更多
人了解、喜欢新疆曲子，并将新疆
曲子更好地传承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门口’观
看‘非遗’展演，此次展演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节目别具特色，让
我们大饱眼福。”吉木萨尔县居民徐
秀英说。

“非遗”集市：传统与现代
的创意碰撞

在主舞台两侧的“非遗”集市，
主办方还专门设置了指尖“非遗”、
舌尖“非遗”、健康“非遗”、潮玩“非
遗”四大体验区，来自全州的15名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着千
余件“非遗”作品参展，让“非遗”在
潜移默化中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

摊位前，精美的哈萨克族刺
绣、古朴的石刻作品、传统的中药
茶饮和中医按摩，吸引众多群众和
游客驻足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哈萨克族刺绣代表性传
承人古丽娜孜·加尼木汗说：“哈萨
克族刺绣的一针一线蕴含着我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刺
绣也成了我们致富的一项技能。如
今，我们的刺绣产品已远销国外，
未来，我们会继续传承创新刺绣技
艺，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刺绣。”

在舌尖“非遗”体验区，美食摊
位前更是排起了长队，造型别致的
花馍、香甜酥脆的传统糕点以及热
气腾腾的牛骨头丸子汤令市民和
游客垂涎三尺。昌吉州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西域老车牛骨丸子汤制作
技艺第五代传承人车建宏说：“我们的
丸子汤经过五代人的传承已有百年历
史，在今天的活动中，我们专门准备了
500 碗丸子汤供群众免费品尝，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将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活动现场，传统“非遗”与市场需求
相结合，既保留了文化底蕴，又实现了
经济价值，同时也为“非遗”的传承与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非遗”体验：触摸传统技艺
的温度

做花馍、学刺绣、制作漆扇……在“非
遗”集市上，不少群众还参与了“非遗”体
验活动，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妈妈，快看我绣得怎么样？”在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哈萨

克族刺绣展示区，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
体验刺绣。“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
让孩子进一步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传统技艺，还有助于孩子今后的成
长和学习。”王女士说。

在另一边，来自呼图壁县的游客李
江燕正向昌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丝路
花馍技艺传承人甘惠琼学习做花馍。
揉、捏、搓、切……在甘惠琼的指导下，
不一会儿，李江燕就用橡皮泥做出一顶
状元帽造型的花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名中学老师，我会将‘非遗’元素融
入校园课堂，让孩子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感受‘非遗’的魅力。”李江燕说。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副局长朱晓玲说：“今年，我们设置了

‘非遗’集市四大体验区和五大场
景，希望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焕发新活力。今后，我们将会利用
好‘非遗’传习所、‘非遗’工坊、‘非
遗’传承基地，实现‘非遗’产品的
商品化转换，并进行产业化和生产
性保护，让‘非遗’真正融入群众生
产生活，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此次活动通过“非遗”展演、“非
遗”集市、“非遗”体验等形式，将“非
遗”元素融入群众生活，全方位、多
层次展示了新疆“非遗”的独特魅
力，吸引更多人成为参与者和传承
者。它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会，更是
一次传承与创新的探索，让“非遗”
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也让“非遗”这颗文化明珠在新时代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本报讯 实习记者保娜、通讯员宋
姚洁报道：6月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6月12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皮
影戏展演活动在昌吉市文化馆欢乐上
演，吸引70位小朋友前来观赏。

活动现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朱新贵为
小朋友们献上了皮影戏《武松打虎》和

《乌鸦与狐狸》。幕前，在光影的变化中，
色彩斑斓、造型精美的皮影仿佛被赋予
了生命，孩子们瞬间被吸引，随着剧情
的跌宕起伏时而屏息凝神，时而爆发出
欢快的笑声。幕后，朱新贵左手捏主杆、
右手拨动侧杆，灵活操纵皮影完成抬
腿、跳跃等动作。周梓润小朋友说：“这
是我第一次看皮影戏，我觉得很有趣、
很神奇，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观看。”

演出结束后，朱新贵还邀请小朋友
走进后台，近距离接触皮影道具，教他
们尝试操作皮影。朱新贵说：“皮影是中
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
忆，希望通过这次演出，能让更多的孩
子对皮影戏产生兴趣。只要他们感兴
趣，愿意学，就能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
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重温革命历史 感悟信仰力量

大型原创音乐情景剧《胡廷珍》在玛纳斯县首演

大型原创音乐情景剧《胡廷珍》演出现场。 □丛双强摄

6月17日20∶30，昌吉州艺术剧院剧场；
6月18日18∶00，阜康市剧场；

6月19日20∶30，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剧场；
6月20日19∶00，奇台县迎宾馆剧场；

6月23日20∶30，呼图壁县会议中心。
演出相关信息：

昌吉州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主题活动举办
“非遗”焕彩耀庭州 多元盛会展新篇

——昌吉州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十三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付小芳 通讯员 孟昱杉

6月14日，游客在“非遗”集市上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哈萨克族刺绣。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近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
称“文博会”）落下帷幕。今年文博
会携手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深
圳）首次打造演艺出海推介舞台，
由融合武术、舞蹈与岭南文化的原
创舞剧《咏春》领衔推介，再一次赢
得全球观众的喝彩。

在文艺出海的路上，《咏春》并
非独行。《流浪地球 2》《哪吒 2》《黑
神话：悟空》《三体》……从绚丽的
舞台到流淌的文字，从银幕的光影
到沉浸的游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实现“破圈”传播。大批文艺精
品不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与强大生命力表现得淋漓
尽致，更成为海外受众链接中国文
化、了解中国故事的重要桥梁。

华夏大地孕育了悠久的历史
文明与文化瑰宝，这是文艺创作生
生不息的根脉。唐诗宋词、雕梁画
栋等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故事都在
历史长河中激荡升腾。对于海外观
众而言，他们不仅期待充满异域感
的文化表述与新奇的审美体验，更
期待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生动演
绎。因此，文艺出海要在传承中创
新，发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的进取精神，以古人之规矩，开自
己之生面。例如，《流浪地球 2》以

“逐月计划”具象化了国人的家国
情怀，借助一流的影视工业制作呈
现出“带着家园去流浪”的视听震
撼与史诗叙事。《黑神话：悟空》则
将古刹、宝塔等建筑复刻到游戏场
景中，成功打造了具有中国气派与
韵味的拟真文化空间，引人入胜又
扣人心弦。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
艺出海离不开中华文明独具魅力
的传统印记与人文底蕴，更离不开
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蓬
勃气息。

文艺作品的传播热度与人类
共通情感的深层共鸣密不可分。人
们虽身处不同的城市街巷，却有着
相通的人间烟火，对奋斗、团结、勤
奋、亲情、友善这些点点滴滴的人
性温情有着共通的感受和理解。

《哪吒2》以传统神话碰撞现代价值
观，以东方叙事方式呈现反抗命
运、挑战规则的故事，传递出深刻
的人性思考。《咏春》则以舞武同源
创新非遗文化，以勤劳奋斗的时代
精神穿透文化壁垒，塑造了国际化
表达的广度、厚度与温度。文艺出
海不能止于对时代议题的广角俯
瞰，更要用长焦把镜头推到每个人
面前并给予特写，关注宏大叙事中
跳动的字符，让人们的喜怒哀乐与
悲欢离合都能被看清、被感知、被
理解、被表达。唯有将“写人民”与

“人民写”贯通融合，文艺出海才能
沾泥土、带露珠，串联起不同文明
的情感记忆，真正激发“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深层共鸣。

一个个作品、一场场演出、一幕
幕舞台，虽是涓涓细流却通达四海，
在其中见中国、见世界、见文明。面
向未来，文艺出海既要有阳春白雪，
也当有下里巴人，既要昂首上殿堂，
也要俯身进街巷，将高流量产品与
高价值文化结合起来，寓宏大叙事
于优质故事，向世界人民展示一个
可信、可爱、可敬、可感的中国。

来源：光明日报

昌吉市文化馆

皮影戏展演活动举行

6月13日，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专
属冰箱贴。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6月14日，游客在“非遗”集市上学做花馍。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6月14日，游客在“非遗”集市上了解石刻技艺。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文艺出海，世界认识

中国的重要桥梁
□房冠辛

文化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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