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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11月24日下午，日
本绘本大师宫西达也带着新书《我是熊猫》来到珠海
容闳国际幼稚园出席“恐龙爸爸之旅”活动并为珠
海的大小朋友们签名售书。

“孩子的心灵应该有一个基石：善良、爱、希望
和梦想。我把这些长久以来一直思考的东西融入
了自己的绘本，使它有了感人的色彩。”宫西达也
在活动上说。16年前，宫西达也开始创作“恐龙系
列”，他希望通过绘本故事把爱和善良传递给孩子
们。让孩子懂得：重要的是你如何去感知这个世
界，如何处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只要你真诚
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找到一种属于自
己的方式并将其表达出来。

宫西达也是日本最具人气、也最具亲和力的
绘本作家。当天他虽然讲的是日语，但生动形象
的肢体动作加上绘声绘色的表达，还是让现场的
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

据悉，此次“恐龙爸爸之旅”活动由阅潮书店
和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共同举办，主办方希望通
过故事分享将亲子共读的理念传递给大家，让家
长能够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读书，使孩子从小
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记者看到，活动现场的氛围
热烈，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孩子们的积极响应。

让故事传递爱与善良
日本绘本大师宫西达也携新书来珠签售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11月23日-12月5日，
由香洲区美术家协会主办的苏荣坚扇面画展在珠海市
图书馆一楼展厅展出，共展出扇面画80幅，包括山水花
鸟等。作品在传承中体现创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苏荣坚，笔名苏坚，广东省揭阳市普宁人，自幼酷爱
绘画，昔承师教，先学花鸟，后学山水人物。从艺数十
载，画过油画、国画、宣传画等，经长期实践探索，其作品
独具风格，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感。其作品多次入选两
岸四地书画交流展和中韩文化艺术交流展，并多次在
《中国美术报》以及港澳台专业杂志和报刊发表。现为
珠海市香洲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珠海市西江书画院常
务副院长。其擅长画花卉、山水，尤擅画竹、小鸡，一墨
抺出小鸡神态，各异其趣，备受好评。

据苏荣坚介绍，扇面画是中国画中形式最具特色的
一种，是欣赏层面最为广泛的艺术品之一，它具有独到
的艺术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虽然它是中国画门类中
最小的单位，却有更为浓厚的装饰和艺术意趣。

业内人士表示，苏荣坚醉心于中国画研究，在传统
中继承先人之法，在现实中探索创新之法而修艺术新
界。他笔下的景物，均取材于自然，来源于生活，无论葡
萄藤蔓还是百合牡丹，无论山川河流还是枯树寒鹊，都
一一尽收腕底。城市闲庭，农家宅院，是他着墨最多的
地方，其画风随岭南一脉，却又独辟蹊径，自寻心意。

苏荣坚扇面画展开展
80幅山水花鸟作品体现传承与创新

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主办的“此物最相思——《粤剧
表演艺术大全》首发式”于昨晚在广州大剧
院举行。

来自各地的200位名家新秀会聚一
堂，精彩的演出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粤剧
迷人的魅力，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
传承。

粤剧保护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成果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纂项目于
2017年6月启动。经过全体编纂人员2年
多的努力，如今，在编委会设置的全书五大
卷中，“做打卷”已完成编纂并出版，其余四
卷（唱念卷、锣鼓器乐卷、排场剧目卷、化妆
服具卷）也将陆续出版。昨晚举行了“做打
卷”的首发式。

今年是粤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
周年，首发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王福州在致辞中表示：“十年来，粤剧的
保护传承取得了很多成果。《粤剧表演艺
术大全》是集海内外粤剧界的集体力量，
用活态艺术形式进行的全面传承，为中
国戏曲遗产保护和现代传承做出了最好
的示范。”

首发式上的赠书环节，主办方向广东
粤剧院、广州粤剧院、粤剧艺术博物馆、广
州图书馆等单位赠送了《粤剧表演艺术大
全》“做打卷”。

《粤剧表演艺术
大全》是粤剧保护传承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
果。编纂人员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
心，对粤剧表演艺术进行追根溯源的发掘
和梳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图、文、音、
像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
反映粤剧表演艺术的整体面貌，把粤剧近
百年来最有特色的表演形式记载下来，为
粤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扎实可靠的基
础。《大全》具有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
数字化的特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辞书、
工具书、教科书。

阵容鼎盛：200位名家新秀共聚
一堂

首发式后，随即举行了演出，来自广东
粤剧院、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广东舞
蹈戏剧职业学院、深圳粤剧团以及香港、澳
门、珠海等地的200多名粤剧名家新秀同
台献艺，合力为1600多位观众献上了一台
精彩的粤剧大餐。

昨晚，演出阵容鼎盛，星光熠熠，其中
包括16位梅花奖得主、25位国家一级演
员，以及50多位年轻有为的武打演员。倪
惠英、丁凡、欧凯明、曾小敏、阮兆辉、彭炽
权、冯刚毅、黎骏声、梁耀安、曾慧、郭凤
女、陈韵红、梁淑卿、蒋文端、麦玉清、琼
霞、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黄伟坤、林家
宝、彭庆华、孙业鸿、张雄平、郭建华、陆敏
渭、黄春强、邓志驹等一众粤剧名家悉数
登台。

精彩丰富：观众称“仿佛走进了粤
剧博物馆”

演出分为三个篇章，由象征团结、吉祥
和谐的传统例戏《六国大封相》拉开帷幕，
这部“豪华大戏”让观众领略粤剧风貌的同
时，也了解了粤剧的舞台官话。

在第二篇章《唱念做打》中，有粤剧专
腔古曲联唱，展现了百年前粤曲的古老韵
味；有粤剧传统功架、特技表演，展示的降
龙伏虎架、韦陀架、桃花女架让人眼花缭
乱；有粤剧八大流派唱腔联唱，观众通过各
流派唱腔传人演唱的经典唱段了解薛腔、
马腔、芳腔、新马腔、凡腔、红腔、虾腔、风腔
的特色；还有高难度的独具岭南特色的南
派武技表演，其中有一些是失传已久，经挖
掘抢救再现舞台的绝技绝活，例如“打五
件”之挞烂台、高台照镜、高台铲椅、高台大
翻飞椅等，接踵而来的绝技绝活令人目不
暇接。尤值一提的是，在南派武技表演中，
由30人表演的群体南拳，体现了整齐、雄
壮、昂扬、灵巧的南派风格。

第三篇章，精选了当代优秀剧目《伦文
叙传奇》之“纱巾曲”、《花月影》片段、《刑场
上的婚礼》之“拜堂”、《白蛇传·情》之“水
斗”，粤剧名家新秀的精彩演绎为演出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新华网）

新华社福州11月24日电 在泉州南派布袋戏
表演者的指导下，来自马耳他的约瑟夫·查尔斯·
凯特库蒂终于成功让自己右手上的布袋木偶，做
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武术动作，而凯特库蒂的身
体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木偶动了起来。

正在福建泉州举行的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以下简称“海丝非遗展”）上，48
个泉州本土非遗代表性项目竞相亮相，泉州南派
布袋戏亦是其中之一。

本次海丝非遗展是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以下简称“海艺节”）的活动之一。本届海艺节
以“多彩海丝、文明互鉴”为主题，还包括国际木偶展
演、“一带一路”艺术演出周、海丝书画小品展等活动。

在国际木偶展演活动中，来自韩国、荷兰、意
大利等国家的表演队伍和十多个国内团队，将展
示包括提线木偶、掌中木偶、杖头木偶和皮影戏等
多种偶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
馗说，中国偶戏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理想和精神，不
同文化的交流和借鉴过程，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中
国偶戏的文化自信，同时展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实现文化共享。

国内外表演队伍

齐聚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小小木偶戏
“牵线”中外文化交流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为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全面加强员工队伍建设，讴歌时
代发展，展现员工风采，11月24日下
午，工商银行珠海、横琴分行在珠海
传媒集团演播大厅举行“红歌嘹亮心
向党 携手奋进新时代”红歌汇报演
出。来自工商银行珠海、横琴分行逾
700名干部职工以激情高昂的歌声
唱响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汇报演出以香洲支行的朗诵《致
中华儿女的一封信》拉开帷幕，20个
汇报演出单位以合唱为主、结合舞蹈
和朗诵的形式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
爱之情。《映山红》《延安颂》《军民团
结一家亲》《我的中国心》《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封未寄出的家
书》《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国家》

《我的中国梦》《我爱你，中国》《团结
就是力量》等歌曲，在歌唱者深情的
演绎下，点燃了全场气氛。

致敬先烈，畅想未来。工商银
行珠海、横琴分行发出倡议，号召
全体员工要把爱党爱国歌曲唱响，
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踏踏实
实落实好新时期加强党建的各项
工作要求，搭建活动平台、创新活
动形式，以更加认真的态度、更加
主动的作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时代担当，投入到银行的经
营发展之中。

据了解，本次红歌汇报演出活动
是工商银行珠海、横琴分行深入开展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激励银行
员工弘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时刻不忘
作为金融人要落实好“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
三大任务的使命，坚定不移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牢记初心使命
支持经济建设

讴歌时代发展 展现员工风采
工行珠海、横琴分行举行主题教育红歌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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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荣坚扇面画展开展，观展者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苏荣坚扇面画作品。

图为主题
教育汇演演员
合影。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做打卷”封面。

《白蛇传·情》之“水斗”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