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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丰

11 月 11 日下午，秋雨过后微风拂过，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

寨周末又迎来了一群“歌唱达人”。漫山遍

野十里八村的村民踏着小步，踩着梯田纷至

沓来。

寨子里歌声袅袅，清脆响亮，而省内外的

游客早已翘首期盼，把寨子围了个水泄不

通。这些天，富有民族特色的“好声音”相继

在黎平侗寨、雷山西江千户、凯里下司古镇三

地上演。

一边种田一边练歌

没有人会想到，“村碗”的歌队成员都是

地地道道的村民，他们只能在农忙之余参与

排练，但舞台上那一首首传统民歌唱响，嘹亮

的歌声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10 月 14 日，在肇兴侗寨开始的首场“村

碗晋级赛”，有来自黎平、从江、榕江的 10支参

赛队伍同台竞演，展示侗歌、民族舞蹈、民族

乐器等文化，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超 3000万。

音乐响起，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侗家

七仙女”登场演唱《每唱支歌都在呼唤你》。

一曲结束后，激动的村民一拥而上，与她们共

唱《四季劳动歌》。美妙的歌喉展现世界非

遗侗族大歌震撼心灵的魅力，一首首天籁之

音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不仅博得现场观众雷

鸣般的掌声，还引来直播间网友们如雨般的

弹幕。

最终，小黄侗寨和肇兴侗寨，南花苗寨和

西江苗寨晋级决赛。两场比赛的奖品同样颇

具民族特色。一个是侗乡丰收季最值得珍视

的礼品——香禾糯，一个是苗寨长桌宴上必

不可少的待客珍品——苗家腊肉。

“传承非遗文化、延续民族音乐是很重要

的事情，参赛村民都把闲暇时间拿出来练

歌”。一位黎平县的参赛歌手兴奋地对记者

说，从小到大，她在家唱了四十几年山歌，只

有附近村子里的村民们听过她的歌声。在她

的家乡寨子，每个孩子会唱山歌是基本功，但

从没想到会迅速走红。

“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

儿时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在决

赛圈“村碗巅峰之夜”上，来自南花苗寨的这

首苗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意的《叶木叶趁

木叶青》引得台下观众情不自禁地跟唱起

来。在这个歌队中，绝大多数是做完农活，利

用闲暇之余排练的普通人。

好声音从乡村到舞台

贵州是多民族汇集之地，不仅孕育出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且诞生了侗族大歌、苗

族飞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值得赞赏的

是，当地不少村民认为：传承非遗文化、延续

民族音乐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注重把闲

暇时间拿出来练歌。

“ 这 就 是 我 们 活 动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原

因。为了更好地传播，这次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深度联动的形式，把散落在山川江河

的乡村好声音搬上舞台，唱响属于新时代

的乡村文化民族自信；同时将流行音乐与

民族歌曲相结合，激发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给广大游客、网友、观众带来独特的

视听体验。”采访中，黎平县委宣传部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说。

在比赛机制上，记者了解到，黔东南“乡

村超级碗”延续了“村超”“村 BA”的竞赛思

路，以村庄为单位，前两场晋级赛将从参赛的

20 个村庄里决出 4 个冠军候选村庄，巅峰之

夜从 4个村庄决出总冠军。另有 20位快手泛

娱乐特色作者则化身“返乡人打 call 团”，线

上打 call直播 PK、亲临现场线下应援，带观众

云游肇兴千户侗寨、西江千户苗寨，围观村庄

火热开唱，和村民一起联欢。

“乡村超级碗”的延续效应

每到比赛当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

和省内外游客欢聚在贵州大山深处的苗侗村

寨和网上直播间。田野上的乡村歌会，既让

人们领略到民族音乐传承千年的魅力，也让

大家感受到当代乡村的青春活力、创新精神。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乡村超级碗”在

展示、推广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同时，也起

到了传承和保护贵州民族文化的作用，激发

了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热爱，进而

使得民族文化宝藏得以延续。

“自从‘村碗’开播后，现在在小区里时不

时就听到有人在练嗓子，走在路上就连哼歌

的孩子都多了许多。”采访中，许多黔东南州

当地群众笑着对记者表示，自己家在城里上

学的孩子现在开始缠着长辈要学山歌，这让

他们感到颇为欣慰。

这次黎平县当地文旅部门采取的“非遗+
直播”模式，让贵州苗乡侗寨的地方民俗走进

大众视野，也激发了非遗文化创新创造的活

力。“乡村超级碗”３场直播累计线上观看人

次近 1.2亿。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超 61亿次。

“在过去，芦笙舞、非遗服饰等优秀传统

文化藏在大山深处。而如今，通过互联网，牛

腿琴、芦笙等特色乐器在耳边响起，色彩鲜艳

的民族服饰在眼前呈现，我得以领略景美、人

美、文化美的侗寨。”从广东肇庆过来观看超

级碗比赛的音乐爱好者李飞飞对记者说，他

是一名萨克斯爱好者，之前在网上看到“村

碗”直播后，就被侗族大歌的魅力深深吸引，

这次专程赶到黎平县准备住一段时间寻找创

作灵感。“我想把侗族大歌和萨克斯音乐结合

起来，看看能否创作出更好的音乐。”

而参与“村碗”比赛的过程，从选歌到改

编，从排练到构思参赛宣言，每一位参与者都

在共同为村歌的创作和表演而努力，村民之

间的沟通与合作意识显著提升，更大大增加

了他们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村歌始终嘹亮，在田间地头唱响。一曲

曲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赞歌，在黔东南大地

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长盛。

阅 读 提 示

沙洲

11月10日至12日，8小时俄罗斯经典大

戏《静静的顿河》时隔4年后重返北京，再次引

起轰动。此前时长达5小时的话剧《生命册》

作为“大戏看北京”2023展演季收官之作，亦

赢得不俗口碑。在上海，第22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也涌现了不少超长演出，如瓦格纳

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演出时长达16小时。

近年来，马拉松式演出越来越多，除了国

外名剧，本土佳作也是层出不穷，如时长8小

时的《如梦之梦》、时长5小时的《酗酒者莫非》

等，“戏剧马拉松”正在成为舞台上极具魅力的

壮丽一景。这些超长演出对观众的审美力以

及体力、脑力发起挑战，但无一例外都掀起话

题，令观众痴迷。

在快节奏的时代，这些超长戏剧要靠什么

来留住观众呢？

《静静的顿河》此次来京，引发观剧热潮，

除了很多看过小说原著或电影的中老年人，

更有不少被该剧口碑吸引，慕名而来的年轻

观众。整个演出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中途退

场，人们完全沉浸到这样宏大而复杂的作品

中去。４年前该剧赴沪演出也是取得不俗的

口碑，成为当年申城的“文化现象”之一。有观

众感叹，“8个小时的时长，也装不下顿河的波

澜壮阔”。

可见，观众能不能在剧院坐得住，和戏的

长短没有必然关系，关键要看内容能不能吸引

观众看下去，能否提供有价值的观看体验。如

今，戏剧演出市场异常繁荣，不过也是良莠不

齐，有的戏一两个小时都让人坐不住，而这些优

秀的超长戏剧让人观之不倦，心潮澎湃，往往是

戏结束了，仍意犹未尽。

几天前，8小时央华版《如梦之梦》北京站

演出开票后，90分钟票房就突破500万元。这

部已经演了10年的超长大戏，每次开票之日

都要“拼手速”抢票，但每次都“秒光”的情况，

也让很多观众扼腕叹息。这么多人愿意花费

七八个小时去看一部戏剧，足见观众对有深

度有艺术性的作品接受度之高。

如今，碎片化信息和短视频充斥着网络，

很多人往往对几分钟的内容都缺乏耐心，但

是，那些用心打磨的好作品，无论长短都会吸

引观众，尽管在碎片化时代，人们依旧渴望深

度。一部好的戏剧不会在意时长和速度，更

讲求能否讲得深刻，让观众不只是到剧场里

面去看戏,而是能够进入戏剧,慢慢去体会人

生、品味人生。

观众是优秀戏剧存在的土壤。随着观众

审美品位的提升，人们不再满足于戏剧表达形

式上的创新，如实验性的探索、舞美设计的创新

突破等，还希望获得更丰富的观演体验，期待更

有内涵深度、人文价值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超长戏剧的成长。这些作品的出现，既

体现出创作者们以戏剧手段传达人文精神、表

达对人性和生活本质的深刻认知的努力，同时

也反映了如今观众对戏剧的艺术特征和社会

功能的理解日益全面，戏剧思维、戏剧观念更加

丰富。

《生命册》总导演宫晓东曾说过：“话剧

《生命册》吸引观众，是因为可以复制我们曾经

经历过的欢欣，也能够擦拭我们曾经流淌过

的泪水，这里有已经告别的，这里有我们正在

身处的，更有即将来临的。”其实，这不仅是《生

命册》的魅力，也是优秀戏剧的魅力所在。

戏剧重要的不是长短，而是创作者如何

把观众留住。创作者的能力有多少，戏剧就

能走多远。只有面向更多维度，尽可能地追

求更高的艺术品格，追求更有内涵的人文表

达，才能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

继“村超”“村BA”之后，黔东南州又多了一个火爆流量点，民族文化和流行音乐在这里深度

融合，走出大山、走出贵州、走向世界

“村碗”：将藏在大山深处的好声音搬上舞台
不久前，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的大型村歌竞演活

动——“乡村超级碗”在黎平侗寨举办了

首场晋级赛。这场歌唱大赛被人们冠以

“乡村超级碗”的称谓。

碎片化时代，人们依然渴望深度

南京博物院“玉润中华——
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

特展开幕

日前，“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
史诗图卷”特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作为
南京博物院90周年院庆推出的重磅大展，
该展联合了国内 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
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出土、传世馆藏
顶级玉器艺术品 600余件（组），呈现一场
极致的玉器盛宴。

苏阳 摄/中新社

中国工业博物馆举办民间收藏记忆展
日前，主题为“共和国长子情怀”沈阳民间收藏记忆展在

辽宁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序厅开展。近千件展品全部出自沈
阳民间收藏家之手。用百姓十分亲切和熟悉的“老物件”生动
展现出老一辈工人阶级生产、生活历程。

黄金昆 摄/中新社

周怿

近日，《新时代铁人精神之光》一书由中国石化出版社、中

国经济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部新著既生动描述铁人王进

喜一生的辉煌业绩，又真实展现了铁人王进喜的一代代传人

继承“有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优良传统，高唱“我为祖国

献石油”的主旋律，拼搏奋斗屡立奇功的铁军风采，让铁人精

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

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而铁人王进喜，“中国的脊梁”。他为祖国石油工业

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

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

“铁人”来自大庆油田，是石油的，也是民族的；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时代铸就铁人精神，孕

育其丰富内涵：“为祖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宁肯少活二十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为油田负责一

辈子”“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

夫、真本领”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

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

作家周洪成手中那支与油井之中钻头一样同步转动的

笔，把铁人王进喜及其传人的生命律动抒写得壮怀激烈、气冲

云霄。这部作品是对爱国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英雄主义精神

的张扬，是时代的呼唤，是红色经典在伟大新时代的复现。

捧读这部厚重的新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铁人王

进喜高高耸立在天地之间。

在大庆油田苍莽的荒野上，凡是“铁人”走过的地方，“铁

人”的故事无处不在。在“铁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中，有许

多线索，即便是一些小故事，却是伟大的、崇高的、令人肃然

起敬的。这些故事是我们需要记忆的，诸如铁人王进喜寒

冬腊月跳泥浆池搅拌勇战井喷，还有他为工友吃顿饱饭到

老乡家买土豆，还有迎着寒风端水开钻……当这一段段鲜

活记忆成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时候，它就会深深地烙印

在民族精神史上，并且闪闪发光，照亮且传递这个民族勇往

直前的力量。

踏着铁人脚步走，铁人精神代代传。在工业战线的旗帜

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身后，先后涌现出以新时期铁人王启

民、大庆新铁人李新民等为代表的一代代铁人的传人，大力弘

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继续扛起红旗，在新时期、新时代的征

程上建功立业，续写传奇。

在铁人王进喜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新时代铁人精神之

光》一书，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以文字的形式将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这份我国石油战线的“传家宝”传递给一代代新石油人，

再次凝聚了工人阶级的火热情感，为石油文学、工业文学注入

新生机。

《新时代铁人精神之光》
为工业文学注入新生机

视 线G

贺敬之经典诗歌诵读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乔然）日前，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主

办，“为你诵读”平台承办的“贺敬之经典诗歌诵读会”在京

举行。

诵读会由著名诵读理论家项建新担任总导演。诵读会

上，以瞿弦和、张筠英、王珂迩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用诵读艺

术的形式演绎了《北方的子孙》《生活》《回延安》等经典篇章，

并演唱了《南泥湾》《白毛女》《翻身道情》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这场大型公益诵读活动也是“为你诵读”平台成立十周年

的庆祝活动。

本次诵读会把诵读与演唱融为一体，充分彰显了贺敬之

经典诗歌艺术与现代诵读艺术相融合的魅力，得到现场听众

的一致好评，本次诵读会还通过现场直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诵读之美，艺术之美，在诵读中享受语言的魅力，感受到经典

不朽的力量。

北京丰台首批“书香酒店”挂牌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原梓峰）日前，北京市丰台

区首批“书香酒店”正式挂牌，４家“书香酒店”的欢迎引导词

也相应做了改变，在介绍酒店功能的同时多了阅读的指引。

日前，丰台区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书香丰台建设工

作的实施意见》，并发布《深入推进新时代书香丰台建设工作

重点任务清单》《书香丰台全民阅读行动方案》，构建以公共图

书馆、实体书店、职工书屋、基层书屋为支撑的十五分钟公共

阅读服务体系，全方位打造书香丰台。到 2025 年，依托图书

馆、书城、书店、学校、企业、酒店、医院、园区、公园、家庭等建

立 1000个共读点，形成全民阅读网络。

据悉，首批４家“书香酒店”分别是北京西国贸大酒店、东

方安颐（北京）国际酒店、北京园博大酒店、何所有酒店。

黎平侗寨里歌手情不自禁唱起了山歌黎平侗寨里歌手情不自禁唱起了山歌。。 李丰李丰 吴光辉吴光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