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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波

　　“3年的时间里我率主创团队来过9次铜川，3次登上薛家寨凭吊在此
长眠的英烈。曾先后给长眠在寨上的李妙斋烈士和他的警卫员武功鞠过
9次躬，他们血染的土地，是一部不朽的红色传奇。这次我们选择用音乐、
舞蹈等艺术跨界融合，缅怀革命先辈，弘扬照金精神，展现了我们对剧目
思想性、史诗性、艺术性、人民性、创新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品质追求。”当
大型交响情景组歌《红色照金》在铜川剧院隆重开帷，史诗般的震撼瞬间
打动了现场观众。本报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组歌总体设计、艺术总监、总
导演——— 国家一级作词、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组歌作词曲波。
　　“铜川历史文化资源深厚，是一座红色文化宝库。近年来，铜川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挖掘与弘扬，将红色元素融入文化创新创造
之中，精品力作多有亮点。”曲波认为，一批富有铜川地域特色、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迭出，归根结底是用好、用活、用足了红色资源。
　　此前，曲波已独立策划并担纲《劳动创造幸福》《沂蒙红崖》等15部大型
组歌全部曲目作词、总体设计、艺术总监或总导演，是目前独立创作大型组
歌较多的词作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时刻牢记嘱托，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歌
唱，为人民起舞。希望通过这部组歌，在为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好幕的
同时，把人们带回当年的峥嵘岁月，让心灵在热泪中洗礼，让精神在激动中
升华，而且不光走进剧院激动一阵子，更能走出剧院受益一辈子。”他说。
　　“感谢铜川领导和父老乡亲，给予我们组歌创演全方位的支持，我们
将努力把这部凝聚了200多名演职人员心血的作品，铸造成一轴跨越时空
的史诗画卷，一曲震撼人心的磅礴交响，一卷发人深思的红色启示，一把
励人奋进的冲锋号角，一部无愧于新时代的红色组歌力作。”曲波期待这
部大型组歌能够常演常新，永不落幕。

  国家一级作词、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理事曲波：

争铸永不落幕的红色音舞史诗
本报记者 张欢欢

　　“这次到铜川参加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我感到很荣幸，也很高兴。”
作为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受邀嘉宾，今年79岁的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
友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铜川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我来过很多
次，这一次艺术节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铜川，铜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环境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马友仙是著名秦腔旦角表演艺术家，秦腔“马”派创始人，国家一级演
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秦腔表演艺术家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代表作主要有《窦娥冤》《蔡文姬》《三堂会审》等。在马友
仙看来，承办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对铜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她说，“铜
川举办艺术节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认识铜川、了解铜川，对于
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个学习交流的好机会，必将对铜川乃至全省文化艺术
创作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友仙说，陕西是文艺大省，近年来，我省文艺人才不断壮大，文化交
流繁荣发展，各个社团和剧院文艺创作氛围浓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精品力作不断涌现。“铜川既是革命老区，又是‘药王故里’‘好人之城’‘幸
福之城’，有着丰厚的红色革命素材和历史文化资源，这片红色热土为新
时代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滋养，通过多样化文化活动的举办，有力地宣传
了铜川。”
　　谈及铜川文化艺术产业发展，马友仙有着独到的见解。她说：“艺术
源于生活，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创造过程，好的文艺作品要走入群众服
务群众。铜川应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产业相结合，大力开展历史题材、革
命题材和现实题材的作品创作，注重精品创作，打造品牌文化，创作出一
批贴近新时代、贴近老百姓生活、独具铜川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
品；铜川文艺工作者要扎根基层、深入生活，更好满足广大群众不同层次
的文化需要，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衷心希望本届艺术盛会圆满
成功。”

国家一级演员、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友仙：

艺术就要走入群众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 李由

　　“我曾多次到访铜川，近几年，铜川的变化日新月异，不仅环境越来
越好，文化事业也正在强势崛起。”9月10日，记者采访了三意社社长、戏
剧梅花奖得主侯红琴，她表示，“铜川声音”在全省文化艺术界越来越有
影响力、传播力。
　　侯红琴说，铜川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尤其是八阵鼓，作为铜川
宝贵的非遗项目，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鼓手身着华丽的古代战服，
中间的‘武将’身插靠旗，鱼贯而出，整个队伍在‘武将’的指挥下，形成
不同阵型的鼓阵，鼓声慷慨激昂、气势磅礴……”侯红琴还记得第一次
欣赏到八阵鼓时的感受。“听得人激情澎湃，久久不能忘怀。八阵鼓这
一传统文化遗产是研究铜川历史的活文物，也是铜川文化宝库的一颗
明珠。”
　　铜川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戏曲文化事业？侯红琴表示，传承和弘扬
戏曲文化，离不开大力开展戏曲教育和广泛培养戏曲人才。同时，还应
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掘戏曲中爱国主义精神等内涵。除此之外，扎实
开展“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军营、进机关”志愿服务活动，
以实际行动打通文艺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市民感
受到文艺的魅力，体会到丰富的“文化烟火气”。
　　在侯红琴看来，铜川承办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非常荣幸此次受邀参加十艺节，加强全省各地戏曲艺术交流
合作，为全面展现历久弥新的戏曲艺术魅力搭建了学习交流的平台
和载体。”
　　作为三意社的社长，她表示，三意社将把更多更好的舞台艺术作品
奉献给铜川的老百姓们，让更多人亲近戏曲，领略中华戏曲之美。未
来，三意社将继续与铜川文艺界互相赋能、互相成就，进一步探索优秀
传统文化与演艺资源深度融合发展的合作交流机制，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三意社社长、戏剧梅花奖得主侯红琴：

铜川文化事业正在强势崛起
本报记者 王艳

　　1967年初，冬天还未过去，时年18岁刚高中毕业的柏雨果和几位同学
一起徒步从西安北上铜川，拜访了英雄女矿工冯玉萍，并留下了一张珍贵
的合影，现在这张被翻拍的照片还收藏在柏雨果的手机里。从这第一次
铜川之行开始，柏雨果便与铜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铜川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煤都’‘窑都’、工业之城，当时开的
玩笑就是‘铜川有20万人，都是‘地下工作者’，这些煤矿工人为国家的能
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柏雨果坦言。
　　多年来，深耕在摄影领域的柏雨果带着他钟爱的相机，足迹遍布世界
七大洲，拍摄的作品以较深的文化内涵及追求唯美的画面结构受到广泛
的好评，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影视评论学会会员，
现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成为研究生导师后，他多次带学生到铜川实习、采风，去过铜川多个
大型的煤矿和工业遗址，也曾应自己铜川籍研究生的邀约来铜开展摄影
讲座，这些都让他对铜川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几十年，铜川的变化是
翻天覆地的，几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到处绿草茵茵、花团锦簇，一改往常
我们对‘煤都’的刻板印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更是成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提高了铜川在全国的知名度。”柏雨果感慨道。
　　这次省十艺节，柏雨果和其学生的部分摄影作品被列入摄影作品展。

“这不，我带着我的同事和学生一起来参加十艺节，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可不容错过。”柏雨果笑着说。
　　柏雨果表示，在陕西着力打造文化强省的当下，铜川文化资源丰厚，
文化底蕴深厚，这次省十艺节在铜川举办，对铜川市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相信铜川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把文化
自信所蕴含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激发出来，为陕西打造文化
强省提供坚定支撑。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柏雨果：

铜川为陕西打造文化强省提供坚定支撑
本报记者 焦悦 　　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在我市召开之际，记者采访了相声演员苗阜，作为铜川

人，苗阜觉得，铜川是一座遍地是文化、处处有故事的城市。“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深挖本土文化，讲好铜川故事，为家乡，为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作出应有的贡
献。”
　　苗阜，国家一级演员，西安市青曲社创始人。担任中国文联全委、中国曲艺家
协会理事、全国青年曲艺工作者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曲协相声艺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大使、陕西省青联副主席、陕西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等。
编导小品30多个，创作、表演相声400余段，在全国、省、市比赛中多次获奖。
　 苗阜说，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的省十艺节在铜川的举办，让全
省的文艺爱好者齐聚铜川，展示全省3年来的文艺成就，也给铜川文艺工作者带
来了学习机会，为铜川市民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铜川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唐代书法家柳公
权、北宋山水画家范宽、唐代史学家令狐德棻等名人的故里，可谓处处都有故事。
这几年，铜川坚持‘以文载城、以文化人’，建场馆、兴文艺，打造铜川公共文化体系
升级版，作为铜川人，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的妈妈就住在铜川，她经常参加各类
文化活动，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铜川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很让人欣喜，铜川
籍的朱鹮就达到200多只，作为铜川人，看到这些变化我非常骄傲。我常说自己是
一个行走的铜川‘故事汇’，在我的表演中，几乎都能看到铜川的影子，听到铜川的
故事，像铜川的美食、好人故事、药王故事等，我都介绍过，讲好铜川故事是我的责
任。”苗阜说道。
　　对于铜川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苗阜建议，应坚持围绕传统文化加大传承创
新力度，深入挖掘本土地域文化，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出了一批立得住、叫
得响、传得开的精品力作。同时，多举办交流研讨活动，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铜川的
历史和文化，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和体验铜川文化建设进程。
　　“本次艺术节，我回来参观铜川的文化场馆，深入了解铜川本地文化，也为自
己的创作增添点素材。今后我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相声作品，也会在更多的作
品中介绍铜川、推介铜川文化，做好铜川故事的传播者。”苗阜说。

　　“一提到铜川就会想到蕉萍老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
是一首伟大的作品，我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陕北民歌手郭涛
表示，数年前曾到访铜川为煤矿工人献唱，对铜川的山山水水
以及深厚的艺术文化底蕴印象深刻。
　　现在是一个全媒体时代，举办省十艺节对于铜川来说，不
仅会让群众欣赏到一场场文化盛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更
会带动整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城市知名度。郭涛告诉
记者，“这些年，铜川举办了许多文化活动，新建了不少文化设
施，城市魅力不断提升，给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
　　郭涛是土生土长的榆林子洲人，省十艺节期间她代表榆林
带着参演作品——— 歌舞剧《黄河船夫》到访铜川，她表示，近年
来如何将陕北民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
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是榆林一直在探索的。“同样，铜川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孕育发展了优秀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建设
文化强市具有重要意义。”
　　“铜川搞歌唱工作的队伍在逐年壮大。”郭涛说，近年来，
铜川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创作出的作品也贴近生活，使人欣
喜。她建议，铜川的艺术家要多创作关于铜川的作品，表现铜
川人的新生活，讲好铜川新故事；艺术家要走出去，多进行交
流，这样才能碰撞出艺术火花，激发创作欲望，提高创作
水平。
　　郭涛说，要想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仅依靠专业人才可能
远远不够，形成社会参与的格局，同样至关重要。
　　当了解到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墓坐落于耀州区时，爱好书法
的郭涛当即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切身感受铜川的文
化魅力。

陕北民歌手郭涛：

传统与创新融合焕发艺术新活力
本报记者 王艳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文联全委苗阜：

深挖本土文化 讲好铜川故事
本报记者 李阳

马友仙 侯红琴

柏雨果
郭涛苗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