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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引起
热烈反响，人们都在热议阿勒泰，热
议哈巴河，由此也引发了我遥远的
记忆。

我曾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
10月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普及大
寨县工作团团长阿克木·加帕尔副
州长的秘书和翻译，在这里工作生
活过一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7年 6月，我们准备到
最边远的白哈巴村看一看，同行的还
有工作团副团长、阿勒泰地区托合
塔·木拉提副专员和哈巴河县纳斯甫
县长。我们乘坐两辆北京212吉普车
由县城出发，向横亘于北面的阿勒泰
山开去。在翻越了一道山梁后，绿色
的草原展现在眼前，正是杜鹃花绽开
的季节，花海一片灿烂。背阴处的针
叶林也在迎接这个夏天的到来，那都
是落叶松，新的针叶正在吐绿。到铁
热克提之前是砂石路，过了边防站以
后便是土路了。好在北京212越野能
力极强，一路颠簸着攀上山梁又开进
谷里，风尘仆仆而来。

到了白哈巴，那种梦幻般的美
景令人惊叹。那个小小的村落，就像
一个童话般镶嵌在那里，村旁有一
个白哈巴边防连。无论是村里人还
是边防连，每年大雪封山之前都要
屯足所需所用，不然大雪封山以后是出不去的。

到了这里才知道，白哈巴其实是一条河名。而在下游，白哈
巴又回流为哈巴河，著名的白桦林景区，就在哈巴河的河套里。
我曾经在那个冬天，乘着一驾马车，穿行于这片白桦林间，到牧
村去传达文件。那一切丝丝缕缕就在眼前。

我们在白哈巴住了一晚。翌日清晨，顺着牧道穿过松树林翻
越山岭，劈开草浪驰行于一片草原花海之中，终于来到喀纳斯河
畔，越过吱嘎作响的红松木桥，来到对岸牧村的牧业办公室。稍
事安顿，纳斯甫县长就带着我们两个年轻人，到喀纳斯湖边钓
鱼。喀纳斯湖是纯净的，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宝石蓝，那湖面宁
静而安详，积蓄着某种力量。纳斯甫县长是个垂钓高手，不一会
儿就钓到一条大鱼。他说，走吧小伙子们，这条鱼足够咱们几个
吃的了。于是，回到牧业办公室，让主妇以独特的哈萨克人的做
法，把那条大鱼切成块，用面糊一滚再下油锅炸，霎时满屋飘香，
七八个人围在那里大快朵颐，十分惬意。

喀纳斯湖水流到下游就称之为布尔津河了。那时候只有牧
道连接没有公路，汽车从布尔津河方向是开不过来的。但是，这
里的景致旷世绝伦，博勒巴岱山就在眼前，那从雪线以下铺展到
谷底的红松林，就像一幅巨幅壁毯垂挂在那里，曼妙无比。那里
面有熊、有鹿、有狍子，还有山雉。有一年那片森林失火，但是一
两年后就又自我恢复了。这也是森林的秘密之一。

第二天我们辞别喀纳斯湖，越过昨天的山岭，挥别白哈巴
村。归途中，发现昨天行过山洪，那天我们来时的谷底已被冲刷
殆尽，满眼都是巨石，无法挪动。那两位司机让我们下车，他们一
辆一辆把车开出那条谷地。北京212的四个轮胎颠颠当当轮番
落地，有时是落在这块石头上，有时是点在那块石头上，十分惊
险。不管怎么说，两位司机好汉硬是把北京212从那一块块的巨
石脊梁上几乎弹跳着开了出来。那一幕迄今难忘。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白哈巴村，第一次是经过冲乎尔沿着河
岸颠颠当当地走了很久才到的喀纳斯。第二次来看喀纳斯时，居
然建起了沿着山脊而行的高速公路，我们的大巴驰骋在山岭与
森林之间，无比惬意。再从喀纳斯到白哈巴村，也是一水的标准
公路，我们一群作家坐着大巴车直接开到白哈巴村观景台，兴奋
地在那里留影。环视四周，满眼的绿色苍翠欲滴，诗人们在说，这
真是人间仙境。

又有一次，我随一个采风团来到白哈巴村，是从喀纳斯机场
旁的哈勒屯草原，越过阿克不拉合牧村，再次经过铁热克提时，
这边的路也已经是一派的标准公路，汽车奔驰在满眼绿色的草
原上，真是爽心悦目。那曾经我们被困的山谷，现在的公路竟然
从山腰切过，再无被洪水和恶石困顿之虞。而再度来到白哈巴村
时，我们的导航失灵，居然在纵横交错的村道上、在那一排排木
屋间绕来绕去，找不到前车所去之处。

我们只好不断地拨通手机，但他们也说不清他们的位置。是
一位民警告诉了我们准确地址，我们才找到他们的所在——白
哈巴派出所，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警民联欢活动，派出所的一位民
警正在用冬不拉自弹自唱一首哈萨克歌曲，他的琴技娴熟歌声
嘹亮，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琴声和歌声回响在白哈巴村上空，飞
向那苍茫的森林雪峰……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是琴声和歌声并举，那优美的《黑走
马》舞舞姿迷人，那一幅幅风景画般的阿勒泰的山水背景，更是
吸引观众，相信阿勒泰会引来一个火爆的美丽夏天。

的确，到阿勒泰来，不仅饱览好山好水美景胜景，还要体验
独特的人文文化，就像《我的阿勒泰》所展现的各民族人民相互
尊重、相互借鉴、相互欣赏、相互融入，成为一家人，真是一家亲
的其乐融融的生活。可以去赛马，叼羊，甚至可以跟着牧人去放
牧，真实体验一种草原文化生活。当然，到了冬天一定要来阿勒
泰这个雪都来滑雪……

（作者系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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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泥巴玩泥巴””的传承之道的传承之道

轻轻舀起一瓢清冽的净水，洗去手
上灰尘，送上美好祝福；亲手制作、品
尝苦刺花、黄花粑粑等春天美味；轻揉
陶泥，塑造一片片花瓣，春天仿佛在手
中绽放……今年清明节，建水县新春幼
儿园的小朋友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在
充满传统文化节日氛围的活动中，亲近
自然、感受民俗，成了一个个中国传统
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每当看到一双双揉泥的小手，一对
对闪着亮光的眼睛，田静的嘴角总是泛
出微笑。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小女
孩的身影——一蹦一跳走在青石板路
上，吃着奶奶用紫陶汽锅炖的鸡汤长
大；在碗窑村老手艺人的作坊“玩泥
巴”，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感受着紫
陶技艺的艺术魅力。不过，当这个小女
孩说自己要以紫陶为业时，却没有什么
人看好。“那个时候想学习紫陶技艺很不
容易，东家学一点，西家学一点，人们
对传统文化也缺乏了解。现在不一样
了，传统文化屡屡掀起热潮，尤其是年
轻人用他们的青春活力，自信地展现着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回首几十年前的往
事，田静欣喜于当前传统文化守正创新

的良好氛围和机遇。对她来说，一路走
来，把紫陶从爱好变为职业并取得优异
的成绩，现在最为关切的，便是让更多
的人尤其是青年和儿童走近紫陶，亲
身、静心体验，有所感、有所悟，为弘
扬传统文化尽一份力。

2018年，田静在自己的传习工作室
基础上成立了建水县紫陶技能传习中
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活态
传承的存在，过手 108 道工艺，一道道
映入眼帘”，对于紫陶技艺，田静很自
信，不过如何架起人与艺的桥梁，还需
要探索创新，于是，“小小传承人孝亲计
划”便应运而生了。

“‘小小传承人’系列活动主要面
向儿童，以‘亲情、亲自然、亲乡土’
为主题，围绕建水紫陶非遗技艺和民俗
传承进行讲授、开展活动，目前已经开
展了 100 多期，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好奇
心，也为非遗传承注入更多的新鲜血
液。”几年下来，孩子们的专注力和奇思
妙想带给田静不少惊喜。

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同样能找
到适合自己的课堂。去年暑假前夕，中
央民族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张锦
生正在寻找暑期社会实践的项目，他在
网上看到了自己家乡的云南省建水县紫
陶技能传习中心大学生“返家乡”社会
实践活动，立刻报了名。从揉泥到拉
坯，再到造型、烧制，
经过几十天细致的体验
和学习，张锦生深刻体

会到，原来自己从小就知道的紫陶，其技
艺竟如此复杂、精深。田静告诉记者，大
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利用寒假和
暑假时间进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通过非遗保护、乡村美育的主题可
以帮助大学生懂得传承的意义所在，找到
自己的文化之根，同时还能培养“乡土即
热土”的家乡情结，更加了解家乡的发展
变化和需求。

在田静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内
容、形式、工艺过于复杂，仅用文字与实
物是无法实现传承的，要对其实施“活态
传承”，不能光用眼睛看，或者光是讲道
理，一定要上手体验、尝试，这也决定了
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人”。年轻人具备
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旺盛的创造力，正是
非遗传承的重要力量，要尽可能为他们提
供尝试和传承的机会和环境。

期待后浪推前浪期待后浪推前浪

“师父，我新做了一把壶，您看看怎
么样？”

“你为什么要做这把壶？为什么这样搭
配？”

孙国涛今年26岁，跟随田静学艺多年。
在学校读书时，他听了一次田静的讲座，就
此和紫陶结缘。毕业后孙国涛进入田静的
田记窑工坊工作，此后经历去昆明学习紫
陶销售，回建水开设自己的工坊等，去年又
回到田记窑。有新的作品出炉，他便会去找
师 父 探 讨 一 番 ，还 会 带 上 一 个“ 秘 密 武
器”——“师父让我先讲讲自己的想法，各

个部位怎么搭配，然后她再给我一点一点
仔细分析，实操示范，也会讲老一辈的经验
和她自己在制作上的改进。每次交流时间
都很长，我就带上录音笔录下来，之后再慢
慢听，慢慢消化。”

在孙国涛的记忆中，最开始做紫陶只
觉得是做产品，能卖钱就好，在师父的引
领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逐渐意识到，
传承不是简单重复做产品，而是守正创新
全心创作作品。用孙国涛的话说，这几年
自己在技艺、审美、文化等方面都收获颇
丰，但越是深入学习，越能体会到什么是
艺无止境。对于徒弟的这种感觉，田静很
欣慰，因为这表明他爱上了紫陶艺术，爱
上了传统文化，并且眼界和见识都有所提
升，具备了更加深入精研的素质能力，积
聚了创新发展的潜力。“建水紫陶108道技
艺，就算你每个环节都尽善尽美地做好
了，最后出窑的成品仍然可能有瑕疵，甚
至有裂缝，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心性的
磨 炼 ， 去 除 浮 躁 ， 锤 炼 面 对 困 难 的 能
力。”田静说。

2008年，田静开始常年免费招收以农
村青年为主的学员，开展紫陶技能培训，
十多年来，经由她教授培养的制陶各项技
艺人才已达 500 余人。作为师父，田静不
喜欢说教，而是带着年轻人多感受、多体
验，日复一日地积累、丰盈，生发出新的
创造。“这其实就是传承创新的过程，两
者是融为一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
更比一代强， 我非常期待有年轻人来对
我说，我比你强！那我可要请他吃饭。”
田静笑着说。

打造非遗传承打造非遗传承““升级版升级版””

从工作室到传习中心，再到美术馆，
田静似乎一直没有停下来过。“信息时
代，电子产品迭代迅速，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也不能原地踏步，而是要随着时代发展
迭代升级。”作为青联界的全国政协委员，
田静的履职也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调研
和思考。在她看来，当前要打造非遗传承的

“升级版”，需将非遗传承与青少年美育教
育有效衔接，让广大青少年接触非遗、熟悉
非遗，让学校教育更好参与到非遗传承保
护工作中来。以美育教育为载体，拓宽非遗
传承的有效渠道，不仅为非遗传承活化增
添内生动力，也能持续深化青少年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坚
定文化自信。为此，她建议明确教学任务，
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加强研究，做好相关
课程设计、设置；推动实践教学和活动开
展，加强非遗与思想品德教育、美育、劳动
教育等贯通教学；加强与非遗传习中心等
机构开展联合教学，形成教学合力。

“这就好比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一颗颗
种子，看到它们那起初极小的根须在传统
文化滋养下无限生长，慢慢开出姹紫嫣红
的自信的花朵。”田静认为，并不是要每
个年轻人都成为非遗传承人，而是要让每
个年轻人都能尊重和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了解中华文明的面貌。“这是我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的具体实践。”她说。

播下种子静待花开
——走进陶艺世界，听田静委员讲述建水紫陶的“青春活力”

本报记者 谢颖

近年来，我国杂技剧迎来了创作高
峰和品质的整体提升，涌现出一批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
品。从让传统技艺焕发出创新活力的
《天鹅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化蝶》，到深度挖掘革命故事内涵、探
索借鉴当代艺术表达方式、打磨具有时
代精神的品质之作 《战上海》《先声》
《渡江侦察记》《铁道英雄》《聂耳》，再
到 反 映 横 跨 70 载 援 疆 历 史 的 《天 山
雪》、反映乡村振兴题材的作品 《我们
的美好生活》、为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立
传的 《大桥》、展现新中国兵工建设伟
大成就的 《兵工厂》，现代军旅题材杂
技剧 《第三战队》，讲述警察父子“一
门两忠魂”感人故事的 《呼叫 4921》，
以及致敬中国杂技人突破自我、不惧失
败、锐意创新精神的 《天鹅》 ……从神
话传说甚至童话题材，到讲述红色故
事，再到反映现实生活，杂技剧以精益
求精的艺术追求、观照现实的思想主
题、人民群众的口碑，对文化普及与人

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独特的作
用。

杂技剧题材丰富、艺术手段多样、
风格鲜明，在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上不
断开拓丰富，实现了新时代语境下的突
破性发展，显示出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无
限的可能性。如由金牌“杂技伉俪”

“肩上芭蕾”首创者吴正丹、魏葆华演
绎的杂技剧 《化蝶》，以梁山伯和祝英
台凄美浪漫的经典爱情作为故事基线，
以梁祝化蝶的意象作为爱情的象征，结
合 庄 周 化 蝶 的 哲 学 思 想 ， 紧 紧 抓 住

“蝶”这种意象，既有杂技技艺的展
现，又有道具、物像、多媒体声光电的
多维探索。在意境的创造上，用技艺演
故事、塑人物、展精神，打造出抒情
化、诗意化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审
美意境。加之象境结合所呈现的动势之
美与内蕴之丰厚，亦充分展现了“气韵
生动”的美学境界。

杂技剧创作的蓬勃发展态势，彰显
出杂技界成熟的创作能力、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鲜明的进取品格。杂技工作者以充
沛的文化自信涵养创作自信，牢固锚定历
史方位，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
在勇立时代潮头中感悟艺术脉动，在推进
艺术创造中展现时代画卷，不断推出紧跟
时代步伐的优秀杂技作品，塑造彰显时代
精神的典型形象，唱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昂扬主旋律。

当前，杂技艺术高质量发展与新质
生产力赋能息息相关。在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形势下，探
索杂技艺术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发
展的新路径，为杂技艺术的专业结构、
理论建构、表演形态及传播方式的现代
转换与发展带来了历史新机遇。杂技艺
术自古以来带有鲜明的科技基因，在英
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著作 《中国科学技
术史》 中即有所体现。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杂技正在慢慢成为艺术与科
技的结合体，“艺术+科技”已不仅仅是
一种形式，而是为了在强化杂技艺术既
有内涵外延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实现杂

技文化创意与智能制造的双向赋能，更
好助力以人民为中心的杂技发展方向。
新科技、新手段在杂技作品中的应用，
打破了原有的学科分野，营造出沉浸式的
跨时空视听体验。杂技工作者积极拥抱新
技术，促使其更快应用到创作生产过程
中，从而提升了杂技作品的创作质量和叙
事表达能力。当然，我们不仅要在艺术实
践层面去积极创新，还要在理论层面去探
讨新质生产力的美学价值，思考其如何进
一步为杂技艺术的发展创新服务，给传统
杂技艺术的理论研究提升学术底蕴和科研
活跃度，增加行业新的智力结构。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
能限也。新时代新征程，要充分激发杂技
工作者创新创造活力，使杂技艺术体现时
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用审美
的方式鼓舞和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高远的
境界，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新文化，谱写杂技艺术时代华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技家
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杂技艺术焕发时代光彩
唐延海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
在云南建水，一座雅致的美术馆
诞生了。走进田记窑窑尚美术
馆，观众可以在多种艺术维度以
及精彩的艺术故事中感受建水紫
陶艺术的精神内核。

这座美术馆是全国政协委
员、云南省建水县紫陶技能传
习中心理事长田静十几年的心
愿——将传统艺术融入现代生
活，加强传播与教育，研究各
领域艺术与非遗技艺的结合创
新，搭建艺术家桥梁、培育青
年人才，打造更具创造力的美学
生活艺术平台。

作为一名以“火”为笔传承
紫陶文化及艺术的“守艺人”，
田静希望通过传习中心、美术馆
等丰富的文化空间，为青少年提
供亲近、了解传统文化的最为生
动的环境，让他们成为文化传承
发展的蓬勃力量。

田
静
为
青
年
学
生
展
示
紫
陶
技
艺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是琴声和歌

声并举，那优美的《黑走马》舞舞姿迷人，

那一幅幅风景画般的阿勒泰的山水背

景，更是吸引观众，相信阿勒泰会引来一

个火爆的美丽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