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黎族风情
《黎族家园》由序幕《印迹》、上篇《帕曼和拜

扣》、中篇《山兰与吉贝》、下篇《黎乡三月三》和

尾声《啊！小帕曼》组成。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演
出，将黎族人民拜神、狩猎、制陶、舂米、饮酒、织

锦等生活场景与音乐舞蹈艺术结合，呈现一幅
关于家园与爱的美丽图景，一幅传承民族美好

梦想的音舞长卷。

收获最多掌声的，要数 80岁黎族阿婆吉开
色（见上图）的亮相。她不仅是国家级非遗黎族

原始制陶技艺和黎族织锦技艺的传承者，还熟
练掌握黎族哈方言和银饰制作技艺。“泥巴呀泥

巴，别叫泥粘手，做成陶罐装米酒，飘香千万里
……”空灵的黎语歌声中，制陶女围绕着吉开色

阿婆起舞，阿婆则心无旁骛，专注地对黏土进行
拍打、塑形，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示古法制陶工

艺。接下来的演出，阿婆又多次走上舞台，接连
展示织锦技艺和银饰制作技艺。

“我们想把多彩的黎族文化，分享给全国人
民甚至世界人民。”饰演“大力神”的演员何子平

这样说。何子平是黎族人，但从小在城市里长大
的他，在加入剧组前，对本民族的文化也并不了

解：“很多像我这样的黎族青年，生活习惯早就
被改变了，只有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才能

找到最传统、纯正的黎族文化。我们每年都要进
行多次采风，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寻根’。了解

黎族文化、将它发扬光大，是我作为黎族人、作
为海南人，同时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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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你的文化“菜篮子”里放哪些“菜”？

“菜”的口味有没有变化？今天上午，2022长三
角和部分地级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产品采

购大会在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举行。
160家企业、机构、平台、政府部门参与展示与

交易，吸引市民代表和优秀群众文化团队观
展体验，约 50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上百家

优秀主体，数千产品亮相，邀请大家来挑自己

的“菜”。

本届文采会占地面积 7万多平方米。展
会特设“五个新城”专区，分产业发展、空间品

质、公共服务等内容进行展示，打造具有竞争
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五个新城”文化供给品

牌。展会内容同步在网上平台发布，共有 1079

家机构、5998个产品参与线上文采会展示。今

天“文化配送直播间”还进行了 6小时直播，近

20位嘉宾轮番上场，为网友介绍文采会，全方
位解读公共文化配送的整体情况。

文采会已逐渐成为上海市公共文化内容

供给平台一年中最重要的盛会。虹口区文化
馆党支部书记谢穗儿分管区配送工作，来之

前，虹口区就做了“2021年虹口区公共文化内
容供给市民需求调查”，她和她的同事们要根

据这些需求到文采会上来“淘宝”。嘉定区文
化馆馆长田甜说道：“观众需求不断变化，他

们也期待配送菜单不断更新，‘老人’不创新

容易被‘新人’淘汰。”
一个展区有二三十个咨询接待人员，这

在文采会上实属少见，这个庞大的咨询团是
安徽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的。集团市

场营销部主任吴家宝表示，自己前两天在浦

东新区举行的长三角曲艺大赛中做评委，结
束后他特地去社区做了调研，他们将重点

提供具有安徽特色的文化产品给上海市民，
让吃惯了“三黄鸡”的市民也来尝尝“符离集

烧鸡”。
文采会上还来了一些旅游企业，这是今

年最受瞩目的一群新主体。原来今年上海市

公共文化配送内容新增添了一个类别———文
化微游。疫情之下，旅游企业十分高兴能进入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上航假期常务副总龚飞
表示，这两年他们早就做好了文旅融合的准

备，他们推出的社区文化微游产品将以上海

为阵地进行，上海各博物馆展览馆、金山无人
机基地、长江美景的拍摄、江南美食、花博田

园、临港“长征”徒步等众多设计产品饱含上
海传统、现代文化，都很适合社区。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介绍，下
一步，上海公共文化内容供给工作将进一步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加强文

采会及公共文化供给数字化建设，建立健全
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以更好的产品、更优的

服务、更精准的对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高质

量服务。 本报记者 赵玥

文采会今天上午举行 亮出明年菜单

你的文化“菜篮子”想放哪些“菜”？

蕉叶婆娑下，黎族
少女手捧陶罐、织锦翩跹起舞；热带雨林
里，黎族男子手持弓箭勇敢狩猎……日
前，原创舞蹈诗《黎族家园》从海南远道而
来，亮相上音歌剧院，在金秋十月的上海

刮起一股热烈的黎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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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现代表达
为了将散落在生活方方面面的黎族文化元素搬上舞

台，集合成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黎族家园》采用了不少现

代化的表现手法。编导、主要演员刘子秀介绍：“比如在舞蹈
的尾声，我们有一段不停转圈的舞蹈。它并不是黎族人原有

的舞蹈动作，而是一种现代意象的表达。一圈又一圈，象征
着年轮，一年又一年，欢快的脚步和鼓点，都寓意着脚踏实

地的黎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

以现代的舞蹈语言解读，更凸显黎族文化的质朴和绚
烂，也更能打动生活在都市之中的上海观众。一批上海音乐

学院的学子结伴前来观演，舞台上自然、澎湃的艺术力量给
他们留下深刻印象。2021级音乐学专业学生高瑾之专注于

欣赏黎族的民族音乐：“跳动的旋律、独特的风味，让我仿佛
置身黎族村落。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趟海南，听听那里还孕

育了多少音乐惊喜。”2020级数字媒体艺术学院多媒体专业
学生胡泽赟则认为演出打破自己的想象：“前后幕布营造的

裸眼 3D效果，在现代舞剧中很常见，这次却是和原生态的
表演结合，竟也毫无违和感。还有直接把非遗搬上舞台的做

法，很新颖，也很能让人体会到黎族人的智
慧和特点。”

 3 上海舞台
演出结束，导演蒙麓光长舒一口气，他说：“平时

这台演出，合成就需要 3天的时间。但是这次我们连

卸货带装台再加上合成，一共只有 3天。我做这行几
十年，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的作品。

要不是在上海，有政府、剧场、专业团队的配合，估计
我们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奇迹，上海创造

了这个奇迹。”

此外，上海观众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开放、包
容，以及对不同的美的欣赏，也让蒙麓光赞不绝口：

“来之前我们担心，文化差异比较大的上海市民能否
接受这部作品。但他们热情的掌声，是对我们演员和

整个创作团队最好的鼓励。”蒙麓光透露，11月 4日、
5日，《黎族家园》还将作为“演艺大世界，艺聚大上

海”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剧目在上汽 ·上海文化广场
再次上演。那时，剧组不仅会再度打磨作品、奉上精

彩表演，还会带来海南特产款待上海观众，他们还计
划中场休息时让吉开色阿婆继续在台上展示，让大

家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黎族非遗。
据悉，11 月的演出还将推出全场 80 元的优惠

票，将文化惠民落到实处，促进沪琼两地人民的文化
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吴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