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
远）12月 2日-3日，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期
间，三大非遗传承活动在雍溪古镇“相遇”，通
过川剧文化追忆、传统文化研学、中外文化交
流等创新形式，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观
赏性、互动性、趣味性俱佳的非遗文化盛会，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为更好推动川剧传承发展，本次活动
中，主办方组织老年票友到现场听戏、拍照
打卡，追忆儿时喜欢的戏曲记忆；邀请大足
区内大学生深度参与本届川剧旅游文化艺
术节，切身体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魅力；还
邀请了日本、缅甸、匈牙利国家领事官员，
他们通过切身体验戏服变装、汉服变装、听
川剧等，推动川剧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

活动期间，川剧变脸、踩高跷、舞狮子等
经典技艺也在雍溪古镇轮番上演，游客和市
民近距离欣赏各种非遗技艺展示的同时，也
可以更深入地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根，不仅代表了重庆深厚的历史积
淀，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大
学生徐梦槿认为此次非遗传承的形式新颖，
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更多的
人了解非遗、感受非遗、传承非遗，非遗才能
源远流长。”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
远）当传统文化艺术——川剧，遇上新媒体网
络的传播，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12月
2 日，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在雍溪古镇开
幕。戏楼里，名角好戏齐荟萃；戏楼外，网红
达人、市民、游客一同探访雍溪古镇、追寻川
剧记忆、打卡互动游戏，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
川剧元素。

从11月27日开始，“我与川剧有个约会”
短视频征集大赛于开幕盛典提前“登台”，“寻
宝雍溪里”、非遗才艺秀、非遗集市……层出
不穷的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大家
在雍溪古镇里打卡拍视频，体验画川剧妆，穿
戏服……拿起手机拍摄与雍溪、川剧相关的
短视频，步入一场穿越古今的盛会。

“今天到雍溪古镇，真的感受到了非常
浓厚的川剧氛围，我去了古戏台、茶馆、非遗
集市，还参加了‘生旦净末丑’打卡集印章活
动，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和视频，我也希望
通过这种新媒体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雍
溪，了解川剧这种传统文化艺术。”重庆工程
学院学生胡渝苓一大早就和同学们一起来
到雍溪古镇，拍完视频之后，她用剪映在手
机上剪辑素材，特意配上解说后发布在抖音
平台。

据了解，此次短视频征集活动设置了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若
干，游客拍摄与雍溪、川剧相关的短视频，发
布抖音并带上话题#我与川剧有个约会，即可
参加此次短视频征集大赛，活动截止时间为
12月 5日，最终评选结果将根据视频点赞排
名和专家评审（视频内容、画面、质量等）进行
综合评定，最高可得2000元奖金。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崔晓玲）12

月 2日，在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期间，一
场“寻宝雍溪里”，打卡收集“生旦净末
丑”印章兑换川剧门票的活动格外引人
注意，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当天，记者
也化身“川剧寻宝迷”，同八方而来的游
客一起，逐一打卡雍溪老街五个点，在游
戏中领略古镇和川剧两相碰撞而产生的
独特魅力。

流水潺潺，寒风瑟瑟，但黄桷古树下
的老桥头却并不冷清。记者来到现场
时，已有不少游客簇拥着KT板等着拍照
打卡。大家或撑纸伞，或戴脸谱，或身着
川剧服饰，和老街的白墙黑瓦青砖融为
一体，一个个像是从川剧中走出的古典
人物。

记者在街上看到，无论是墙面还是
街边，到处都有川剧元素的绘画和立

牌。甚至在人群中还有零距离、面对面
的川剧变脸正在上演。观众围成的一些
方小天地，就成了表演者最好的舞台。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路来到猜
谜集印章打卡点。与记者同行打卡的是
一对雍溪本地的爷孙俩。孙女胡柠拿着
活动地图单，领着爷爷“按图索骥”每个
打卡点，就是想兑换一张古戏楼的观戏
入场券。

“爷爷是个老戏迷，年纪大了，用不
来手机，所以只能守着电视看戏听戏。
今天正好我放假，所以一大早就领着他
来参与打卡游戏，圆一圆他现场听戏的
梦。”胡柠说。

话音刚落，爷爷的声音立马响起：
“川剧都唱到了家门口，哪有不来看的道
理！”

告别爷孙俩，来到了笑声最密集、最

受孩子青睐的打卡点——飞纸飞机。
孩子们把打卡点围了个满满当当，

当纸飞机脱离小朋友的手中晃晃悠悠穿
过洞口又缓缓降落地面，记者仿佛看见
川剧穿越漫漫历史，把接力棒稳稳当当
交到新一代传承人手中。

来自大足区双路街道的居民卢女士
和丈夫带着儿子在这个特殊的节会一起
来到雍溪镇，目的就是为了让从来没听
过川剧的儿子，现场感受一下川剧文化。

卢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家里以前都
没有接触过川剧，但是却觉得这一文化
艺术瑰宝应该好好传承下去。“小孩子都
爱凑热闹，在玩玩游戏、听听戏曲的过程
中，没准就能萌发出新的‘种子’，激发出
他的兴趣爱好。”

在雍溪镇、在大足区……看川剧、学
川剧从来不是冷门活动。市民不仅在重

大节会听戏曲、品香茗、庆佳节，本地川
剧艺术还走进了校园、景区和社区，越来
越多年轻人因此受到影响，让川剧真正
成为了大足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隐藏在古镇茶馆后的投壶射箭打卡
点，需要游客用心去寻找和发现。在这
里，来自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姚玉成，在他集印章的纸单上，已经盖有
好几枚红色的戳印。

姚玉成告诉记者，这场活动特别有
意思，在找寻一个个打卡点的过程中，就
能把古朴美丽的老街逛个遍，这也是除
了收集印章之外的另一种收获。

在序幕花园，记者集齐了最后一枚
“末”字印章，兑换川剧门票后便随着人
群一起前往戏楼看戏，而古戏楼那边，已
经隐隐传来了好戏登场的鼓声……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12月 3日，由
重庆市文旅委、四川省文旅厅主办的“川
渝乐翻天”202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喜
剧幽默节目交流展演暨渝西片区文化馆
联盟戏剧曲艺专场展演在大足区文化艺
术中心举行。

活动以经开小学曲艺班表演的四川
车灯《飞花令》拉开帷幕，随后潼南区文
化馆带来了戏剧小品《学直播》，用诙谐
幽默的语言讲述了正发生在当下的乡村
振兴故事，江津区文化馆带来曲艺故事

《大爱无悔》，綦江区文化馆带来四川评
书《英雄机长》，他们运用曲艺艺术载体，
向广大群众讲述了排雷英雄杜富国和全
国道德模范刘传健的英勇事迹，表演生
动形象、催人泪下。

当天，作为本次演出的两场压轴戏，
著名偕剧表演艺术家、群星奖、牡丹奖获
得者凌淋带来了反腐偕剧《电话响过之
后》，著名曲艺家、巴蜀笑星李伯清带来
散打评书《成渝地·巴蜀情》，他们的表演
诙谐幽默而又充满哲理，让人拍手称

绝。演出过程中，人山人海的剧院沸腾
起来，掌声雷动，笑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观众发自内心的快乐在剧场弥漫，为 12
月寒冷的冬夜平添许多温暖。

据悉，此次展演是“川渝乐翻天”品
牌活动在 2023年的第 10场演出，作为
今年收官之作，本次活动邀请到川渝两
地的喜剧名家、曲艺达人，以充满幽默
风趣的戏剧、曲艺作品进行交流演出，
让公共文化服务的温暖跨越巴蜀，惠及
群众。

成渝地 巴蜀情

川渝戏剧曲艺专场乐翻天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文/图）“大足
真是卧虎藏龙的好地方，今天来了才晓
得这里还一直保留着传统制香技艺！”在
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上，来自四川省内
江市的和香爱好者李泽芳惊喜地说道。

12月 2日，在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

上，集地方非遗文化产品与地方美食于
一体的古镇集市显得十分“受宠”。宝
顶冬菜、大足和香、龙水五金、灰包松花
蛋……数十项大足非遗文化产品琳琅
满目地陈列在集市里，吸引无数参展游
客驻足观赏、把玩、消费，整条老街可谓

是摩肩接踵，好不热闹！而在一个个摊
位前，有的外地人第一次了解到大足和
香制作技艺，有的第一次品尝到丁家坡
洋芋的香辣，有的则第一次体验大足石
雕的雕刻制作。可以说，大足传统非遗
产品借着节会的“东风”悄悄然地走出
了“深闺”。

“把节会作为地方性传统非遗对外
展示的重要窗口，是大足非遗文化产品
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的关键举措。”大足
非遗中心负责人唐雪梅告诉记者，节日
会展能够为本土非遗提供一个高效集中
的展示机会，一方面节日会展由官方机
构主办，可为非遗传承人节省商业会展
带来的费用成本，另一方面大型节会媒
体关注度强、人流量大，能够为非遗文化
产品宣传、销售带来利好的机会。例如
在今年 11月，大足石雕非遗项目亮相于
第六届进博会，得到央级、市级媒体的关
注、推广，在会展期间，承接了 20余万元
的大订单。

“事实上，要想借‘东风’趁势而
上，让传统非遗走出本土，走向大众，
仅是简单地在节会期间陈列产品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在非遗活化创新以及
展会设计上精心布局。”唐雪梅介绍

道，近年来，大足区在主办或承办多项
节日会展中积累经验，探索出将非遗
活化与节日会展相融合的创新路子。
今年 10月，大足区主办第九届中国（重
庆）大足国际五金博览会，为让本土非
遗“借船出海”，博览会期间，开辟出系
列活动——“大足好礼”旅游商品大
赛，鼓励非遗传承人及有关企业对传
统非遗项目进行活化创新，开发出彰
显大足内涵、符合现代生活美学、适应
市场需求的现代非遗文创产品。大足
石雕活化文创产品《壹诺玖鼎》、龙水
五金活化文创产品《邓家刀·臻享系
列》、大足剪纸活化文创产品《水月观
音》不仅获得“大足好礼”旅游商品比
赛的前三强，还成为博览会期间炙手
可热的展销商品。

“此次双城‘梅花’盛典让我们对接到
更多经销商，不少经销商邀请我们进企业
进校园向年轻人传授传统制香技艺。作
为大足和香制作技艺传承人，我们将持续
向内挖掘传统和香的文化价值与当代表
达，开发出更多具有体验感、参与度的非
遗文化产品，让大足和香走出‘深闺’，走
出大足，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大足和香
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春丽说。

大足非遗产品：

乘“风”破“浪”走四方

12月2日，部分出席川剧旅游文化艺术
节的“梅花奖”嘉宾，到大足石刻景区参观游
览，深度感受文化魅力。

新渝报记者 罗婷婷 崔晓玲 摄

节会搭舞台
“非遗”唱大戏

打卡“雍溪里” 老街来“寻宝”

短视频打开
川剧传承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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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曲艺家、巴蜀笑星李伯清带来散打评书《成渝地·巴蜀情》。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游客购买非遗产品。

新渝报讯（记 者 陈
安林 欧柚希）12 月 2 日，
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隆
重开幕。开幕式上，大足
区融媒体中心唱作人杨
永港，重庆市川剧院院长
沈铁梅弟子、星光大道周
冠军覃行首唱主题曲《花
谷醉》。

《花谷醉》由大足融媒
体中心原创音乐团队历时
3年，编曲录音十余次后，
制作完成。整首歌曲，从
词曲创作到编曲，采用中
国“羽”调式，赋予歌曲浓
厚的中国风。歌曲中加入
的“变宫”，使歌曲悠扬婉
转，娓娓道来。此外，作为

“川剧节”量身打造的曲
目，歌曲中以川戏锣鼓适
时点缀，并加入川剧唱腔、
念白，更是为歌曲画上了

“点睛之笔”。
“在歌曲演绎方面，我

们采用了通俗唱法和戏腔
交叠的方式，并在副歌部分

通过和声将戏腔和通俗唱法进行编排融
合，以达到‘我中有你、音色包容’的听
感。”杨永港介绍说。

“传统文化也需要有新鲜力量的
创新传承。”创作过程中，沈铁梅等

“戏剧大咖”针对出现的“偏流行化、
川剧唱腔不够专业化、更像中国风”
等质疑，对创作者们表示了支持。

“这个MV拍得太好了，深深的情
怀，催人泪下。传统文化要传承要发
展，就是要多一些这样的片子，多一
些这样的年轻人。”来自云南的网友

“陈老大”说。《花谷醉》mv在抖音、视
频号发布后，网友们好评如潮。随
后，《花谷醉》还将在全网多个平台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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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互动。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