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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鱼货架上方悬挂着诗词吊牌“江上往

来人，但爱鲈鱼美”，梨上方悬挂着“庭前八月

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五谷杂粮上方悬

挂着“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荠

菜上方悬挂着“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

菜花”……近日，陕西西安一大型超市因其诗

词创意“火爆出圈”，引得众人纷纷拍照打卡，

更有汉服爱好者现场与顾客玩起对诗游戏。

“走进来，一种古诗词、文字之美涌上心

头，感觉不仅是在购物，更是在体会一种诗情

画意，正如最近热播的国产动漫《长安三万

里》的一句台词：‘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

在’。”西安市民李淼说。

诗词长安：一步一诗，灯火阑珊

西安，古称长安，为十三朝古都。8月 13
日，浙江游客陈振初带着两个女儿慕名而

来。从“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的《清平调》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

颜色”的《长恨歌》，长生殿内，看着 3D全息影

像，陈振初的两个女儿泪流满面。

对于古都西安的“诗词热”，陈振初的记

忆是从 2023 年春节前开始的。位于西安市

大雁塔北广场两侧的步行街热闹非凡，树枝

垂下一句句古诗词。游客纷纷直呼：“自古诗

词天上来，不为人间你我言。”

而在西安“古诗词街”摩肩接踵的人群中，

来自南京的游客王智忍不住感叹：“千年前，数

百位诗人在长安城留下无数极具浪漫的诗篇；

千年后，有人将它们化作满城‘火树银花’，用

诗词描摹和雕刻‘用情至深’四个字。”

“该创意以树木为骨，以诗词为魂，通过

经典诗句搭配唯美灯效，让游客‘一步一诗’，

有种行走在诗词里的感觉，抬头即见千年古

韵，将中国式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诗词爱

好者，西北大学传播系主任、副教授赵爽英评

价道。

一股“诗词热”的春风再次刮过西安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也用行动告诉大家，“我

们的浪漫绝不止于此”。

5 月的一日，刚工作一年的朱明媚踏入

西安地铁四号线，用手拉头顶横杆上的拉环

时，她惊奇地发现拉环与横杆中间的方形卡

片上印有王勃《临高台》中的诗句：“东弥长乐

观，西指未央宫。”其他这样的位置也布满诗

句。行至莲湖区青年路小学门口的步行道

时，“再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少

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鲜衣怒马

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等诗句映入眼帘。

还有一些诗词爱好者在公交车上、地铁

里吟唱诗词，引来大家集体背诵，“古诗词在

西安真‘火热’，处处可见、时时可见，原来这

座古城背后藏着一个诗词长安。”朱明媚说。

诗意长安：一眼一诗，情景交融

佘毅凡是西安市东元路学校四年级语文

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他酷爱古诗词，而他的诗词课堂有一个特

点——诗句与实景相交融，这也备受学生们

的喜爱。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讲到李商隐的《登乐游原》，

他会要求家长和孩子们在周末尽量去乐游原

实地感受，在古人写诗的现场理解诗词的内

容、感情和意境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

关马不前”在蓝田县的古栈道上，适宜冬天

去，“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也在

蓝田；“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在秦岭脚

下；“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临

潼区华清池景区内……

随着“诗词热”在西安不断升级，利用课

后服务时间，佘毅凡也将越来越多诗词与意

境传递给学生。而他的培养方式也取得成

效，孩子们爱上了古诗词，能讲出很多古诗词

相关地点的历史文化。

“老师，我最喜欢高适的诗句‘千里黄云

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暑假我一定要和爸爸、妈

妈去边关塞外感受这首诗。”8 月 15 日晚上，

佘毅凡收到学生悠悠（化名）看完《长安三万

里》后发来的微信语音，他很是欣慰，此前悠

悠已经去过大小雁塔、城墙、大明宫遗址公

园、阿房宫遗址、曲江池等，在各个地方感受

诗词之美。

诗情长安：一境一诗，文旅升级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个店 3000 平方

米，能容纳近 300 人，上午 11 点营业，5 分钟

内全部坐满，订包间要提前两周预约。”8 月

16 日，长安大牌档（西安盛景店）经理高鹏激

动不已地告诉记者。

作为西安本地特色餐饮，这家品牌餐饮

主要以大唐盛世文化为装饰内容和风格。

而西安盛景店地处古陆上丝绸之路的出发

点——大唐西市，随着“诗词热”在西安热度

不断提升，店里从前台到各个美食栏口以及

屋顶都印上了古诗词，形成诗词环境，更在

每日的情景演绎中融入古诗词。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上午

11 点 40 分，演出准时开始，店里的顾客纷纷

放下碗筷，围到舞台前拍照留念，表演到高潮

时，鼓声大作，店里变身大型吟诗背诗现场，

各处掌声、叫好声不断。

“我们将诗词和装饰、装修融合，和舞剧

表演融合，既宣扬传统文化，又增加了一些现

代的内容，是一种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尝

试，让游客在餐饮中也能感受到大唐的繁华

鼎盛和陕西的文化气息。”高鹏说。

在西安，以“诗词热”带动的文旅融合

不断升级。“长安十二时辰”打造沉浸式畅

游唐风古诗，12 处长安城盛景，12 位唐朝代

表性人物，12 首与时辰相关的唐诗，深受游

客 喜 爱 ；“ 穿 汉 服 、化 唐 妆 、逛 古 都 、对 诗

词”，在西安各历史文化景点，“对诗热”正

在兴起，部分诗词爱好者走上街头，邀请穿

汉服的游客与他们对诗，体验诗词的魅力

与乐趣……

“如今，以‘寻找古代韵味’为方向，以诗

词为媒介的文旅融合正呈现勃勃生机，通过

一些好的创意和做法，让诗人和词作者‘走出

书斋’、走近今天的年轻人正成为一种新风

尚。未来，在古都西安，诗词的魅力必将进一

步彰显，让更多爱好者愿意‘远赴人间惊鸿

宴，一睹长安盛世颜’。”赵爽英说。

步行街树枝挂满诗词灯饰、人行道

绘制立体诗词、超市货架上方悬挂诗词

吊牌、地铁拉环卡片印有古诗词……西

安正全面掀起“诗词热”。

阅 读 提 示

刘颖余

史上最热的夏天里，《中国好声音》依

然很火，虽然骂声一片，但收视率照样居高

不下。

“边看边骂”是常规操作，这说明了什

么？说明节目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粉丝和

观众。一个能办到 12 个年头的综艺，是否

绝无仅有不知道，但至少称得上殊为不易。

“国民音综”，这一称号，如果“好声音”

不敢领，其他音综就更不敢当。

当年的“好声音”为何万人空巷？当然

还是因为那些好声音足够好，足够惊艳，转

椅子的操作够新鲜、够刺激，导师抢人的桥

段够有趣、够反转，各种因素似乎都不能

少，但归根到底，“好声音”还是要靠好声音

说话，靠音乐主打。

后来的“好声音”为什么式微？除了观

众的审美疲劳，最重要的还是那些能打动

我们的好声音，那些能让我们听着便起鸡

皮疙瘩的好声音少了。

说得通俗一点，是好学员不够用了，以

致每年的“好声音”都有“回锅肉”。“回锅肉”

好不好吃另说，但至少观众觉着不新鲜。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好学员不够用，似

乎导师也不够用了。

今年的四位导师，主打青春牌，自然

也未尝不可。只是年轻导师抢戏心切，似

乎有点发力过猛。薛之谦对音乐够热忱，

不过他也是综艺咖，刘宪华中文不太好，

却也是各种综艺的常客。两人在一起碰

撞，综艺感满满，却常常越过音乐的边界，

无厘头不说，似乎也不那么有趣。比如有

一期节目，刘宪华竟坐到薛之谦腿上，玩

起双簧，实在太辣观众眼睛。如果这也能

拉动收视率，这样的收视率，我看还是不

要为好。

作为导师中咖位最正的周华健，被网

友戏称可成为“其他三位导师的导师”，却

入戏不深，话少人不狠。要知道，本季“好

声音”，许多人都是奔着童年偶像周华健来

的，结果他老人家在节目里成了小透明和

隐形人，这或许是华健大哥性格使然，但不

管怎样，“最不容置疑导师”的节目效果没

出来，终归是有些小遗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三者缺一

不可。是故，能当导师的人，不只是要有音

乐成就，还要有人格魅力，这和年龄无关，

却和人生阅历、个人修为有关。

我们为什么怀念 2018 年的“好声音”？

因为李健、谢霆锋、周杰伦和庾澄庆一起组

成的“175club天团组合”，音乐实力强劲，人

生阅历丰厚，谈吐优雅有趣，彼此化学反应

亦相当出色，节奏、尺度都刚刚好。这样的

导师阵容，自然不会有人吐槽。

其实，够格的导师还是有的，罗大佑、

韩红、齐秦、张学友、陈奕迅……这些名单，

不只是为乐迷期盼，相信也令节目组眼热，

但问题是，你有情，人家未必有意。那些爱

惜羽毛的大咖，也害怕真人秀会毁了自己

一世英名，“未曾开言先转腚”殷鉴不远，各

种“黑幕”传说又甚嚣尘上，有资格当导师

的人自然难免要慎之又慎。

导师不够用，本季“好声音”只好又开

发出明选赛道，一来开拓学员队伍，二来也

便于和年轻导师衔接。用意不错，但效果

一般，观众也不怎么领情。毕竟，“好声音”

比的是声音，如果比唱跳，那它和其他男

团、女团的选秀节目，又有何区别？

日渐式微的“好声音”，也毕竟是好声

音。希望节目回到音乐的初心，在发掘“真

正的好声音”上做足功夫，用足资金，而不

必围绕综艺效果打转。倘能如此，以中国

之大，人口之众，“好声音”会有的，好音乐

也会有的。

导师也不够用了吗？

《浴血瑞京》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

全总文工团运用多媒体科技开展民乐演出
本报讯 近日，全总文工团最新力作乐舞诗画《国韵·匠

心》上演。用音乐梳理国乐，绵延千年的历史溯源，用美妙的

音乐奏响新时代的匠心传承，从描写悠悠绵长的历史长空到

描摹工匠精神，全总文工团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和卓越的表

演水平，为广大职工打造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民乐演出。

演出中，全总文工团的演员们运用自己独特的演奏技巧

和表演风格，将中国传统民乐演绎得淋漓尽致。同时在灯光

以及多媒体视频上更是采用数字化技术，抛弃原有的整体大

屏幕的搭建，采用横向的数控吊装，在视觉上显得更加轻盈，

同时升降起来大气辉煌。

灯光设计更是贴合民风以及匠心，利用条形灯的特性，将

其藏在檐幕中，在节目《流水》中根据古琴唯美的音乐律动，它

好似是卷帘在随风飘动；在节目《天工开物》当中随着音乐，条

形灯亮起并结合着视频，犹如宫殿的屋脊一般气势磅礴。并

且在前期的预演过程中，整体的灯光根据“金木水火土”这五

个大的主题在天幕上显现出来，给观众带来了更加清晰明了

的视觉效果。

在灯光及多媒体相互配合、融合下，乐器的韵律和旋

律在演奏家巧妙的技巧下，整场晚会充满了激情和动感。

通过这次演出，职工们能够感受到文化艺术的魅力，提升

自己的审美情趣，同时也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增强

了文化自信。

（王耀康）

处处可见处处可见、、时时可见时时可见，，古古城西安掀起城西安掀起““诗词热诗词热””——

““只要诗在只要诗在、、书在书在，，长安就在长安就在””

本报讯（记者刘旭）日前，现代京剧《江姐》分别在辽宁

省文化馆、沈阳市群众艺术馆上演。据悉，这是辽宁省职

工京剧团继《沙家浜》《蝶恋花》后排演的又一部现代京剧。

这支京剧团成立于 1957 年。那个年代，能看场电影就

是很大的精神享受，至于看京剧、话剧、歌舞等高雅艺术表

演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为满足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沈阳市总工会决定成立职工京剧团，并购买了京剧行

头、道具、服装、乐器等，在沈阳市文化宫排练、演出。2019
年 11 月 6 日，辽宁省总工会为他们授予了“辽宁省职工京剧

团”牌匾。

辽宁省职工京剧团现任团长、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

院退休老师刘斌告诉记者，现在京剧团还有 40 多人，以企事

业单位退休职工为主，年龄最大的已经 81岁。但这 40多人个

个是老京剧戏迷、资深票友，痴迷京剧表演艺术，因此，并不满

足于唱选段，演出折子戏，而是希望排演全本戏。于是，2019
年排演了《沙家浜》；2021 年，排演了以杨开慧革命事迹为题

材的《蝶恋花》；今年又排演了《江姐》。

因为是业余职工京剧团，排演需要的服装、道具等主要靠

自己解决。比如排演《江姐》，国军、警察、便衣特务服装及道

具枪等都是扮演江姐的卢翠出资购买。

三部现代京剧导演都是今年 68岁的乔立莉。先当演员，

后担任京剧教师，乔立莉说，她一生都没离开京剧。虽然已经

晋升为有孙子孙女的奶奶级老人，但一接到排演任务，立刻倾

情投入。排演《江姐》，为了更深入了解江姐的英雄事迹和革

命精神，她特意去了渣滓洞，将江姐等人的事迹抄录下来，再

结合剧本等认真揣摩如何将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京剧“四

功五法”运用到人物塑造上。

今年 48 岁、在沈阳市民政局下属企业工作的卢翠在《蝶

恋花》中扮演杨开慧，在《江姐》中扮演江姐。为了演好江姐这

个角色，她下载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京剧《江姐》

等，反复观看认真揣摩“江姐”表演的一招一式。排练时，认真

听导演讲戏。即使在家，也对着镜子练习，力求将江姐演得形

似神似。

学习音乐教育的沈阳音乐学院研究生林秋馨根据导师建

议以研究京剧艺术为毕业论文，因此，在职工京剧团排练时她

就过来体验生活，结果也爱上了京剧，在《江姐》中扮演了游击

队员、老百姓等多个群众演员角色。

多年来，辽宁省职工京剧团始终坚持公益演出，拥有许多

铁杆戏迷。《江姐》首场演出，不仅吸引了许多沈阳京剧戏迷，

还吸引了抚顺、铁岭、阜新等临近城市票友前来观看。

全本上演全本上演《《江姐江姐》》《《 沙家沙家浜浜》《》《蝶恋花蝶恋花》》

辽宁省辽宁省职职工京剧团工京剧团
大力弘扬大力弘扬国粹艺术国粹艺术

“云上天青”汝官瓷艺术展在昆明展出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8月 15日，“云上天青”汝官瓷艺术

展暨瓷器艺术交流会在云南省图书馆举行，弦纹尊、莲花碗、

玉壶春瓶、纸槌瓶、汝瓷邮票四件套等 42件作品展出，市民游

客可近距离感受汝瓷“千峰碧波翠色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

极致之美。

汝官瓷出自我国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

陶瓷史上有“汝窑为魁”之美誉，胎质细腻，工艺考究，釉色独

特，色泽随光变幻，观其釉色，如雨过天晴，温润古朴。金灭北

宋之后汝窑随之消亡，只存在了不足 60 年。1987 年，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朱文立成功将汝窑天青釉复原烧制出来，使失传

断代近千年的汝瓷再现于世。

展览首日，大国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文立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华

山街道赠送汝瓷天青釉贯耳瓶，此瓶为香灰色胎，天青色釉，

釉面有蝉翼纹开片。

“我和父亲特别为翠湖准备了‘文华汝瓷 瓷青水翠’联

名款花口杯，制作和设计出发点来自美丽的翠湖以及周边极

具内涵的文化氛围，将中国青瓷之美与翠湖水之美结合起

来，有着极致美好的意境。”朱文立的女儿、青年陶瓷艺术家

朱宇华说，汝瓷与翠湖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之美交相融

合，既能够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又能够碰撞出新

的生命力。

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静表示，希望以“文化汝瓷

瓷青水翠”联名花口杯的诞生为起点，将汝瓷所蕴含的优秀历

史文化底蕴带入翠湖文化圈，并以本次活动为开端，引领和带

动更多的高端文化活动在翠湖边聚集、交流与碰撞。

该项目吸纳周边该项目吸纳周边20020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演艺和景区运营管理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演艺和景区运营管理。。

▲演出场地由废弃石场矿坑改造而成。

8月14日晚，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
镇洁源村，《浴血瑞京》红色实景演艺正
在上演。

节目以“大柏地战斗、苏维埃共和国
成立、长征出发”3个重大历史事件为篇
章，通过现代声光技术融合，生动再现苏
区时期战火纷飞、建政为民、军民鱼水情
深的感人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红色
故都的红色文化。该项目采取山体修
复、边坡加固、生态复绿、废石再利用等
措施，按照废弃石场矿坑现状，因势就
形、变废为宝改造而成，吸纳周边200多
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节目演艺和景区
运营管理。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