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责编编：：原原玉玉红红  编编辑辑：：张张芳芳  版版式式：：郭郭敬敬萌萌  EE--mmaaiill：：ttccrrbbssjjjjbb@@116633..ccoomm 22002233年年99月月1100日日  星星期期日日

333铜川日报
TTTOOONNNGGGCCCHHHUUUAAANNN   DDDAAAIIILLLYYY

        编编编编者者者者按按按按：：：：一一一一座座座座极极极极具具具具幸幸幸幸福福福福感感感感的的的的城城城城市市市市，，，，文文文文化化化化艺艺艺艺术术术术让让让让其其其其更更更更具具具具底底底底蕴蕴蕴蕴。。。。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月月月月的的的的时时时时间间间间，，，，省省省省十十十十艺艺艺艺节节节节将将将将再再再再次次次次唤唤唤唤醒醒醒醒群群群群众众众众对对对对艺艺艺艺术术术术的的的的渴渴渴渴望望望望，，，，他他他他们们们们既既既既是是是是观观观观赏赏赏赏者者者者、、、、参参参参与与与与者者者者，，，，更更更更是是是是宣宣宣宣
传传传传者者者者、、、、推推推推广广广广者者者者。。。。铜铜铜铜川川川川因因因因艺艺艺艺术术术术而而而而多多多多彩彩彩彩，，，，因因因因艺艺艺艺术术术术而而而而更更更更具具具具活活活活力力力力，，，，艺艺艺艺术术术术爱爱爱爱好好好好者者者者从从从从四四四四面面面面八八八八方方方方来来来来到到到到这这这这里里里里，，，，共共共共赴赴赴赴一一一一场场场场““““艺艺艺艺术术术术盛盛盛盛宴宴宴宴””””，，，，今今今今天天天天让让让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走走走走近近近近铜铜铜铜川川川川艺艺艺艺术术术术家家家家，，，，倾倾倾倾听听听听他他他他们们们们带带带带
来来来来的的的的故故故故事事事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在铜
川市群众艺术馆，周立文用清脆饱满的歌声向记者
讲述着铜川艺术工作者备战省十艺节的故事。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煤矿诗人’姚筱舟的一
首体现煤矿工人感恩党情的小诗。后来，这首小诗
被雷锋同志摘抄于日记中，又被谱成了脍炙人口的
红歌，唱遍了全中国，这是我们铜川的骄傲。因此，
本次艺术节我们围绕《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了评
书和话剧两种体裁的作品，就是要把铜川人对党的

感恩之情表达出来。”周立文告诉记者。
  周立文是国家一级演员，原陕西省曲艺家协会
副主席、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他8岁学艺，从事曲艺
创作、表演60多年。这位扎根铜川50多年的老艺术
家，用他的笔写出了《绿梦》《寻宝》等经典作品，多次
获得国家级艺术大奖。
  “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讲好老百姓的故
事，创作出感人的作品。”周立文对曲艺创作有着自
己独到的见解。年轻时，他曾在铜川的煤矿当过10
年工人、在陈家河霸王窑当过讲解员，了解煤矿工人
对党的感激。这让他在创作评书、话剧《唱支山歌给
党听》时，往事历历在目，心绪难平，泪水不知不觉打
湿了稿纸。用情写出的故事，必然会得到强烈的
反响。
  “咱们铜川的曲艺表演是强项，这次铜川6个曲
艺类作品全部进入了复赛，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冲击
奖项，为我们铜川争得荣誉。”周立文提起铜川本次
曲艺类作品取得的成绩满是自豪。
  “这次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能够在铜川举办，这
是陕西人民对铜川的信任。我们艺术工作者将群策
群力把这次艺术节搞好，争取在群星奖、文华奖的评
选中取得好成绩，希望通过这次大型艺术活动，影响
一批孩子去喜欢曲艺、学习曲艺，将铜川曲艺发扬光
大。”周立文期盼地说。

  这一次，我们可以不用仰望远方，而近距离地感
受艺术的精妙绝伦。艺术的背后，则是深远澎湃的本
地文化魅力。因此，我们邀请到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
清萍谈谈自己的感受。
  作为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市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
的李清萍，几十年来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从事音乐教
育、音乐创作、合唱指导以及各种文艺活动的组织与
编排等基层群众文化工作。
  “这次在耀州区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带来了新创
作品情景表演唱《红军灯》。艺术创意启发来自照金
镇陈家坡广场上的马灯雕塑，我们将该标志物所凝结
的象征性及蕴含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提炼升
华为舞台化的艺术符号——— 红军灯，通过歌曲演唱和
情景表演的方式，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力求达
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目的。”李清萍说。
  独特的创作视角、优美的音乐旋律、深刻的主题
提炼……在不断打磨修改中，最终造就了《红军灯》在
艺术舞台上的行云流水、撼人心魄。“创作该作品希望
呈现给观众的是栉风沐雨的‘红军灯’，它是引燃革命
的火种，是闪耀在寒夜深处的希望之星，是一轮喷薄
欲出的冬日暖阳。这次艺术节给我们广大基层文艺
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文艺创作成果的平台，使得大
家能相互交流学习。”李清萍感慨道。
  如今，十艺节已经拉开帷幕，李清萍高兴地说：

“我一定会珍惜此次机会，在极力打造参赛作品完成
参赛的同时，也会积极组织团队观摩学习其它地市的
优秀节目，提高我们团队的创作水平。今后，我们将
本着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带领团队深入基层体验生
活、获得灵感，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登上艺术节舞台的情景表演唱《红军灯》必将激
励铜川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扎根泥土、为人民创作，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创作出更多兼具思想性和艺
术性的优秀作品。

  “从第一届至今，每一届我都参加过演出，这一
次艺术节在铜川举办，也代表着咱们铜川艺术文化
氛围浓厚。作为一名秦腔演员，能够在家门口参加
盛会，我非常期待。”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在铜川启
幕，记者专访了市文艺界第一联合党支部书记、市演
艺中心艺术指导、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市戏
剧家协会主席贾万平。

  回忆起参加过的历届艺术节，贾万平收获颇丰。
在第五届陕西省艺术节上，他出演的《玉华传奇》获
个人表演奖；在第六届陕西省艺术节上，他出演的
《耀瓷风韵》中“雪打灯笼”获个人导演奖；在第七届
陕西省艺术节上，他出演的《耀瓷轶事》获个人表演、
导演奖。在即将到来的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上，贾
万平将在音乐剧《千金方》中出演一名反派角色。
  谈及接下来的演出，贾万平略显激动地说道：
“铜川各大剧院将迎来每三年一度的文化盛宴，不仅
观众能够大饱眼福，我们戏剧演员也有机会汲取艺
术家和其他剧种的艺术精髓，努力提升自己的唱腔
和表演，将自己的所知所学展示在舞台上。”
  作为市演艺中心的艺术指导，贾万平还承担着
“师带徒”的重任，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地传授技艺，
帮助年轻演员揣摩剧中人物心里，挖掘人物内心情
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悉心教导，为青年演员传承秦
腔艺术竭尽全力。“唱戏这一行特别苦，体力、脑力、
气力都要用，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练功。戏曲人代代
传承，才有了梨园的百花齐放，希望年轻的后辈们在
这届艺术节期间，多看、多听、多学，积累更多的宝贵
经验，迅速成长起来。”对于“后浪”的未来，贾万平满
心期待、满怀信心。

  一大早，市演艺中心的练功房里人影憧憧。在轻
柔的音乐声中，有人在翩翩起舞，有人在压腿下腰，有
人正走着台步……“腰要挺直，胳膊再举高点。”杜新
会边走边耐心地指导着青年演员们。“我们每天早上
都要练功一个半小时，雷打不动。这样才能把身体调
整到最佳状态，排练《千金方》的效果才会更好。最近
大家都铆足了劲，为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的演出做准
备。”在本届艺术节演出筹备工作中，杜新会将自己多
年积累的演艺经验倾囊相授，担起了“传帮带”的重
任，让艺术之火在新旧接替中得到了传承。
  据悉，杜新会是国家一级演员，铜川市知名秦腔
演员，现任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十几岁的
她就进入铜川秦剧团工作，几十年来先后在《玉蝉泪》
《沉江》《花亭相会》等十几部戏剧中担任主角或配角。
本届艺术节，她在参评剧目《千金方》中饰演长锁娘一
角（长锁是孙思邈的徒弟）。
  杜新会告诉记者：“音乐剧《千金方》讲述的是药
王孙思邈悬壶济世，编写药学典籍《千金方》的故事。”
从2016年开始，《千金方》就开始排演，经过7年的打
磨，如今舞台上呈现出的一幕幕感人场景，其背后饱
含着演员们的心酸故事。为了演好角色，老演员们会
细抠每个动作、表情，青年演员们带伤排练更是家常

便饭。《千金方》能被选为参评剧目，她感到非常骄傲
和自豪，这是对他们多年努力和付出的认可。
  “这次艺术节是展示铜川文化的好机会，也是一
次交流进步的好机会，年轻演员非常珍惜这次展示自
己的机会。我们会在艺术节这个大舞台上演好《千金
方》，让孙思邈的大医精神得到传播，讲好属于铜川人
自己的文化故事。”杜新会说。

  “铜川音乐氛围特别好，是一块能让音乐艺术绽
放的沃土。”王益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朱满长这样评价
铜川音乐工作环境。
  眼前这位头发乌黑、身材挺拔、精神矍铄的老人
正向记者讲述王益区音乐艺术遍地开花背后的故
事。“我在铜川唱了几十年的歌，今年终于盼来了铜
川文艺工作的盛会。”对于即将在铜川举办的第十届

陕西省艺术节朱满长满是期待。
  据悉，朱满长刚工作不久便与音乐结缘，几十年
来，他从单位文艺骨干成长为铜川知名的男中音独
唱演员，这背后是热爱、汗水与执着。几十年来，他
用脚丈量着铜川的角角落落，他的歌声飘进了铜川
的千家万户，是铜川地区音乐界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退休不褪色，余热亦生辉。2019年，朱满长退休
当月就接任王益区音乐家协会主席。“要干就要把事
情干好。”朱满长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吃苦耐劳的精
神，克服种种困难，组织王益区音乐爱好者成功举办
了“唱响王益·追梦飞翔”大型文艺晚会、建党一百周
年大型综艺文艺晚会等艺术活动，将王益区艺术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同时，他组织基层音乐演出活
动，将文艺演出送进了社区和农村，受到了群众的喜
爱。在唱歌之余，朱满长还积极创作了以铜川为题
材的《铜川美丽的家园》《我用歌声唱春天》等二十多
首歌曲，为家乡唱赞歌。
  “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能够在铜川举办，作为艺
术工作者我感到很激动，相信这场艺术盛宴将掀起
铜川人民对文艺活动的喜爱，推动铜川文艺事业的
发展。”朱满长说，他也会抓住机会交流学习，发挥余
热，为铜川人民带来更好的音乐作品。

  展现我市传统耀瓷文化的原创舞蹈《釉见青花》
入围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决赛，该作品正在紧
张排练中。
  “567，走，转，看手，停，走”，在张萌的舞蹈排练室
里，舞蹈《釉见青花》的演员们正在进行动作排练，力
求呈现出最好的状态。舞蹈《釉见青花》以北宋耀州
窑青釉碗为创作背景，通过舞蹈形式展现了当今耀州
窑制瓷工匠们传承传统工艺，勤于钻研、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当接到入选决赛通知时，我们都非常开心，这么
多天的排练与汗水有了回报。”张萌告诉记者。
  张萌是舞蹈《釉见青花》的编导，曾任西安大唐芙
蓉园舞蹈编导、演员。近年来多次参加铜川市大型文
艺晚会，参与节目编导与演出，同时也是省十艺节开
幕式上迎宾演出的舞蹈编导和执行导演。
  张萌是土生土长的耀州人，由于深深热爱着这座
城市，热爱着这座城市孕育、滋生的丰富的物产以及
深厚的文化。从小就对耀州瓷颇感兴趣的他，也被耀
州瓷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卓越工艺所吸引，心生灵
感，创作水到渠成，他以耀州瓷青釉牡丹花碗为素材，
创作出舞蹈作品《釉见青花》。
  “我想通过舞蹈的表现方式呈现耀州瓷的绝美，

从而赞扬其精妙绝伦、生生不息的技艺。”提起创作初
衷，张萌说道。
  说到铜川文艺未来的发展，张萌充满了信心。
  “作为一名铜川的文艺工作者，希望能够有更多
展示自我的平台和提升业务的学习机会。作为一名
青年舞者我也会努力提升舞蹈技能，为家乡文艺事业
发展，奉献青春与才华。”张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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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周立文：

用情书写感恩 用心传承曲艺
本报记者 焦悦 见习记者 郗海琴

铜川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清萍：

十艺节是铜川艺术家的一次机遇
本报记者 张芳

铜川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贾万平：

秦腔传承后继有人 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张欢欢

铜川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杜新会：

传承大医精神 讲好铜川故事
本报记者 张欢欢 见习记者 郗海琴

王益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朱满长：

艺术节丰富了百姓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袁欣 见习记者 郗海琴

铜川青年文艺工作者张萌：

为家乡文艺事业奉献青春与才华
本报记者 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