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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丹青颂祖国
澳珠中江老年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在珠开幕

在第17届中国吴桥国际
杂技艺术节石家庄会场，一段
段场面宏大、舞美精良的杂技
节目轮番登场。《夜光空中飞
人》《高空钢丝》《凌云狮
秀》……这些由海内外专业杂
技院团策划包装的节目，在展
现杂技演员身体技巧的同时，
以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赢得
观众喜爱。

与此同时，在距石家庄
200多公里的吴桥杂技大世界，
年近古稀的老艺人高福州带领
徒弟向到场观众展示着中国的
传统绝活。徒手劈砖、肚皮切
菜……几段精彩的硬气功表演
结束，老先生已是满头大汗。

“近些年主流节目发展势

头很快，一部分节目被国家级
专业院团列入演出目录，成为
对外文化交流和展示国家形
象的代表作品。但那些散落
在民间的杂技绝活，究竟应该
怎样传承？”河北省杂技家协
会副主席周良田提出的问题
让高福州有了共鸣。

周良田说，杂技兴盛于民
间，也应该回归民间。现阶
段，一些不适合大型舞台演出
的节目散落在民间，面临被遗
弃的风险。这种家族式、作坊
式的传承，很难实现市场化，
节目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一
旦失传观众将很难再次看
到。因此，关键在于保护那些
游离于主流团体之外的老艺

人，为艺术传承保留“火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牛玉亮认为，即
使是民间杂技团，也应该像国
家院团那样加强人才队伍的
管理。他认为，民间杂技团水
平良莠不齐，演员在多个杂技
团之间频繁跳槽，这样不利于
演员沉下心来研习艺术。

“吴桥县从事杂技演出的
民间团体有几十家，在承接商
演的过程中，团体之间出于竞
争相互压价，最终形成了杂技
演出的‘买方市场’。”河北吴
桥杂技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恩
和说，民间杂技团的经营管理
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有关部门
加以规范。

官方和民间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进一
步加强澳门、珠海、中山、江
门四地文化交流，4日，“翰
墨丹青颂祖国”澳门珠海中
山江门老年书画摄影作品联
展在我市开幕。

在展览现场，有众多
书画、摄影爱好者前来欣
赏这些艺术作品，一些爱
好者在作品前驻足停留并
互相探讨。展览开幕式
上，澳珠中江四地的老书

法家还即席挥毫，为开幕式
增添了意趣。

据市委老干部局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珠海是本次联展
的最后一站，珠海站的展期为
4日至15日。本次联展共展
出作品247幅，其中书画作品
157幅、摄影作品90幅。这些
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
容广泛、品味高雅，从不同角
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充分表达了“胸中有大义、
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
下有乾坤”的爱国情怀。

在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的情
况下，演员应该恪守师承还是
广招学生？传播杂技文化应该
依靠官方团体还是民间力量？
当前杂技艺术的发展究竟处于
上升期还是衰落期？在日前举
办的第17届中国吴桥国际杂
技艺术节系列活动中，专家们
抛出的一系列问题，令现场众
多杂技从业者深思。

杂技在中国已经有2000
多年的历史了，从两汉时的

“百戏”到隋唐时的“散乐”，
虽然几易其名，但杂技作为
一种展现身体机能和协调技
巧的表演形式，耳提面命、口
传心授式的“师徒”教学模式
一直是杂技得以传承的基
础。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
行在个人’，年轻演员自己不
努力，即使拜了名师也很难有
成绩。”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教
务处副主任刘春晓说，现在家
家只有一两个孩子，父母见不

得孩子吃苦，师父也不好过多
责骂，过去那种师父教徒弟、
师兄带师弟苦练功的情况越
来越少了。

“徒弟和学生是有本质区
别的。”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高福州说，过去徒
弟入师门就要跟师父一辈子，
师父不收一分钱，供徒弟吃
喝，教徒弟手艺，徒弟学成之
后也要回报师父，这种“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情分让杂
技千百年不衰。

高福州坦言，现在很多杂
技演员不愿意收徒了，一些人

更愿意办兴趣班或到杂技学
校去教书，这样做也是迫于生
活压力，只有教学生才能收取
学费。但这种批量式、阶段性
的教学很难达到师徒模式的
教学效果。

“传承，不能和普及画等
号，教学生能做到普及，但只
有师徒才叫传承。”文化和旅
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
陈通说，杂技类非遗的发展更
应该注重传承人的培养，要培
养更多“择一业终一生”的杂
技演员，让各种独特技艺都能
得到梯队化传承。

随着中国吴桥国际杂
技艺术节的举办，一场“杂
技热”在全国各地悄然兴
起。“近些年，文旅融合成
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
潮流，以《印象丽江》《敦煌
盛典》为代表的一系列大
型实景演出融入杂技元
素，为杂技演员提供了更
多演出机会。”河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书记
杜云生说。

刘恩和认为，技巧上处
于上升期，但人员队伍跟不
上时代需要，这是杂技艺术
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他看
来，年轻演员基本功不够扎
实、一味追求创新，虽然现在
杂技演出花样繁多，但文化
内涵严重不足，对人体极限
的追求也远不及老一辈演
员，失去了杂技应有的“味
道”。

“在吴桥杂技处于上升
期，但从全国来看略显衰
落。”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
员周大明说，吴桥杂技是一
种区域文化品牌的象征，但
作为一门艺术整体性的保护
明显不足。她建议组织专家
修订杂技艺术名录，由专业
演员收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单项动作，并据此整合创作
新的节目，实现对杂技类非
遗文化的系统性研究和保
护。
新华社石家庄11月4日电

上升和衰落徒弟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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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河北省杂技团演艺有限公司演员在表演《“生丑炫技”——倒立》。新华社发

新华社东京 11 月 4 日
电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4日在
日本东京首映，240 余名在
日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到场
观看。

本次影片在日本的上映
和发行由“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日本上映委员会”筹备组
织。筹备方表示，希望借影片
上映唤起在日华人的爱国热
忱，增强凝聚力。同时通过在
日本展示优质华语影片魅力、
传播中国影视文化来促进中
日民间交流。

影片出品和发行方、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国际
业务主管袁泉表示，推动《我

和我的祖国》在日本上映的目
的就是希望能让在日华人在
影片中找到跟祖（籍）国的联
系、找到情感的共鸣。同时，
希望借这次与日本市场磨合
的机会，未来让更多的中国影
片进入日本市场，助力中国电
影更好地“走出去”。

首映会后，《我和我的祖
国》还将分别于16日、23日、
24日在东京上映。大阪、名
古屋、福冈等日本其他城市的
上映安排也在筹划中。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演
绎7组普通人与祖国大事件
息息相关的经历，以小人物见
证大时代。此前，该片已陆续
在北美、欧洲等地区上映。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东京首映

11月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广场举行“奇妙
光影”灯光秀文化节。 新华社发

圣彼得堡上演灯光秀圣彼得堡上演灯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