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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2023年 12月 29日晚，2024年新
年戏曲晚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
当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群
众一起观看演出。

整台晚会以 15个节目展现了新
时代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繁荣气象。
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芳林村》（选段）
二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首次亮相
新年戏曲晚会，迎来高光时刻。

国内规格最高的文艺演出

据悉，作为规格最高的文艺演出
之一，新年戏曲晚会前身为新年京剧
晚会。自 1999年新年京剧晚会开始，
每年元旦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
集体出席，观看戏曲晚会，辞旧迎新的
传统就此固定下来。2014年新年戏曲
晚会首次打破京剧的“垄断”，从此让
全国更多剧种有展示的机会。

2024年新年戏曲晚会节目单，也
是星光熠熠，共有10个剧种同台争辉。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张宜评价：

“今年（晚会）有更多的新剧种上台，特
别是涌现民营院团，意义更不一般。”

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介
绍，对于已有近 400年历史的地方稀
有剧种台州乱弹而言，这次演出具有
里程碑意义。作为民营院团，浙江台州
乱弹剧团能够登台亮相新年戏曲晚
会，是全国首例。“这样高规格、高层次
的演出，在台州乱弹剧种发展史上尚
属首次，更是台州文艺的高光时刻。”

最严格的选拔标准

2024年新春戏曲晚会于元旦在央
视一套、三套等黄金时段播出。

“芝麻开花一年高一年……”催人
奋进的旋律，让现场氛围渐渐高涨，台
州乱弹《我的芳林村》（选段）唱出了新
农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介绍，此次《我的芳林村》（选
段）演出内容是“分红”一折，以呼应时
代脉搏的故事情节、特色鲜明的地方
唱腔、荡气回肠的情感表达，展现了台
州乱弹艺术的独特魅力，赢得观众的
阵阵掌声。

早在去年 10 月，2024 年新年戏
曲晚会开始筹备，面向全国征集戏
曲节目。

11月下旬，台州乱弹《我的芳林
村》通过层层选拔，在全国众多优秀作
品中脱颖而出，晋级为新春戏曲晚会
的节目之一。

12月14日，尚文波接到演出排练
通知。隔天，剧团 30位演职人员便整
装出发前往北京，开始半个多月的封
闭式排演。

对于演员们而言，最难熬的是不
到最后一刻登台，一切都是未知数。

“彩排期间，导演组仍会对节目进行调

整筛选，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都面临被
淘汰的可能。”其间，尚文波坐镇现场，
数十次修改文本，上百次排练打磨，十
多次彩演审查，最终才迎来台上的华
彩亮相。

《我的芳林村》“女一号”饰演者鲍
陈热说：“新年戏曲晚会以前都坐在电
视机前看，此次能够随团参演，我感到
无比荣幸和自豪。特别是跟全国各剧
种大师名家同台献艺，学习机会难得，
让我受益终生。”

精心打磨的大戏

台州乱弹是台州现存的唯一的地
方剧种，距今已有近 400 年历史，于
2006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芳林村》是
由台州乱弹剧团历时三年创排的优秀
创新作品。这部大戏是“八八战略”践
行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取材于新农村
建设的真实故事，讲述了 21世纪初，

芳林村党支部书记芳华慧眼独具，找
准集体经济转型方向，带领村民将芳
林村建设成为富裕村、带头村的感人
故事。

《我的芳林村》自首演以来，好评
如潮。2023年成功登上国家大剧院舞
台，获得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
目奖（是台州首部入选该节的剧目）、
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省戏剧节兰花奖·特
别奖等荣誉，具有较高影响力。

此次台州乱弹荣登新年戏曲晚
会，是剧团紧跟时代步伐、传承创新发
展的一个缩影。该剧团不仅在营造传
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中，贡献
台州文化力量，也以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思维，让台州乱弹焕发新时代
光彩。

“台州乱弹是历史文化遗产，让古
老剧种活起来，让百姓在生活中触摸
历史，对我们古老剧种传承保护工作
者来说，是一种责任。”尚文波说，台州
乱弹继续焕发青春，不断在国家和国
际平台上闪耀光彩，今后的路还很长。

《我的芳林村》（选段）亮相新年戏曲晚会

台州乱弹再迎高光时刻
胡小卫

爱，看不见，只能感受得到。可是，你见过橙皮糖的爱吗？我就见过。
说起来，还与叔叔有关。
叔叔今年七十岁了，退休前，还是一名处级干部。
那天是叔叔的生日，我除了送红包，还送上了一包妻子做的橙皮

糖。这糖，可是他一向爱吃的。其实，这糖，还是叔叔从台州“引进”的
呢。他年轻时，在台州当兵。久而久之，就爱上了当地的美食，而橙皮
糖，就是他的最爱。

复员回到湖南后，叔叔便把从台州学来的制作技艺传给家人，让
家人也吃上了橙皮糖。

现在，面对橙皮糖，叔叔很高兴，拿起就吃。他脸上笑着，嘴里也
不停着。可是，吃着吃着，他却突然停下了，若有所思，放下了橙皮糖，
用手指着我，说：“这橙皮糖，很好吃，不过，我要吃你亲手做的。”

我奇怪了，说自己不会做。可叔叔像中了邪，说一定要我自己去
做，他才肯吃；如果不是我做的，就不吃，而且，我不做就是瞧不起他！

这就奇怪了，我真的不会做橙皮糖！小时候，都是奶奶做的。可
是，奶奶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只有妻子跟着奶奶学着做过。市场上也
有人会做，干嘛不去买来吃呢？

可是，叔叔真是中了邪，说，我教你做糖。
我哑然失笑，只好答应。谁叫他是长辈呢，再说，从小到大，叔叔

没少疼我。
接下来两天，我正好休假。于是，在叔叔的亲手指挥下，我学起了

做橙皮糖。
家乡产橙子，而且颇有名。可是，那橙皮呢，一般是用来晒干后泡

水喝的，或者是用来辅助做菜去腥味的，没有其他用处了。可在我家，
橙皮大有用处，可以用来做糖，是我家的“特产”，全村闻名。

按叔叔的指点，我把吃掉橙肉后剩下的橙皮，一点点收集起来，
用刀除去皮上的白絮，然后，加入盐、清水，在锅里煮沸，煮软；然后，
滤水，再加入盐，泡五六个小时，去除涩味，捞出备用。再在锅中加麦
芽糖，融化后，再加入橙皮，一起煮。水煮干了，就炒，炒出糖霜，垫上
油纸，晾干，就可以吃啦。

这一过程，写下来是挺简单的，可是，却花了我两天的时间。开始
弄时，不是糊了，就是涩了。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挺好的，因为有叔
叔的全程指点嘛！

做出来的橙皮糖挺好吃的，酸甜可口，清香四溢，还能止咳化痰
和消食。

叔叔很满意，快乐地吃着我做的橙皮糖。
不过，我心中的那个疑问号却越来越大。我忍不住问他：“叔叔，

为什么你一定要吃我亲手做的橙皮糖呢？”
“咳咳，是这样的，我年纪大了，我也知道你爱吃橙皮糖，就趁自

己还能动，把做橙皮糖的手艺告诉你。这样，以后我不在了，你也能自
己做橙皮糖吃了。”

我听了，满是感动，泪水差点掉下来。
但是，我感觉这事没有这样简单，再一想，就问他为什么一定要

这样郑重。
叔叔语重心长地说：“前不久，你刚提了正科级，或许很享受

春风得意的感觉吧。可是，作为过来人，我要告诉你，有的酒，是吃
不得的；有的人，是交不得的。咱家的家风，就是戒贪勤廉，清白做
人。你吃橙皮糖时，要想到，做糖不易，更要想到老百姓的不易，要
为人民服务。”

他又说：“你知道吗？这橙皮糖，还与戚继光有关。那时戚家军驻
扎在台州，打击倭寇，粮食不够了。台州的老百姓，本身也困难，仍然
发挥智慧，制作了橙皮糖，送给戚家军。这则传说告诉我们，作为官
员，要为群众办好事，有群众的支持就会战无不胜；反之，则寸步难
行，就有可能吃败仗。”

我重重地点点头。
那些橙皮糖，此刻已不是美食，更像是一个个重重的感叹号，在

警示我，提醒我，不要走错了路，要像戚继光那样，做老百姓的真正
的公仆。

聚“椒”台州美食征文摘登⑦

橙皮糖的爱

周凌华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据新华社报道，2023年12月22
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春节何以成为联合国假日？因为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春节展示的普天同庆的氛围，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相同。十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并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并推动
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十年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促进全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起强大合力，
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响应。

中国推动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的务实行动，同时也体现了联合国倡导的多元、包容文化
价值理念。这既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又体
现了东西方世界在文化层面的互相尊重、了解，将有助于促进世界不同
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东西方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良好开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
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
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
的，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了人
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会更加丰
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

春节是中华民族万家团圆的传统佳节，不论身处何地，都希望不远
万里赶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顿年夜饭，图的是一个团圆。春节同时体现
了辞旧迎新，春节，寓意春天的开始，饱含人们对万象更新的期盼。在21
世纪国与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拥抱春节，也
在期待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倡议，世界响应。春节喜庆祥和，体现了中华文化和睦、和谐、
和平的精神内核。“我们愿同世界一起庆祝春节，希望不同文明和谐共
处、相互成就、交流互鉴，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携手同行，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一席话，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春
的祝福！

春节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艺术家驻村、教授团队驻村、文创
团队驻村……当下，我市艺术乡建正
在火热进行中。它由“外援式”建设，向

“内生式”发展演变，且培养出了一大
批农民艺术家。

以“艺”赋能乡村振兴

在温岭市横峰街道马鞍桥村文化
礼堂的广场上，一支文艺队伍载歌载
舞，把欢声笑语带到乡村。

这支“银发”文艺服务队，是横峰
街道马鞍桥村的“夕阳红文艺团”，队员
们有的擅长舞蹈、有的喜欢唱戏，还有
的爱奏二胡等乐器。节目的创作和编排
者，则是温岭市横峰文化站的陆汝兴。

陆汝兴擅长主胡、大提琴等乐器。
在“夕阳红文艺团”组建初期，陆汝兴
对队员们的特长进行了摸底调查，再
根据队员的实际情况来创编节目。彼
时，该村新的文化礼堂还未建成，活动
都在简陋的旧文化礼堂进行，但大家

乐在其中。陆汝兴率众队员，每周坚持
排练。2021年，他还精心编排了一些情
景剧，比如《小曲好唱口难开》，村民们
都很喜欢。

马鞍桥村“夕阳红文艺团”现有队
员20多人，他们不断给村民输送精神食
粮、推动家乡产业发展，成为横峰街道
的“明星团队”。除了参与本村的文艺演
出，他们还经常到街道各村演出交流。

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陆汝
兴见证着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从“有
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见证着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由全覆盖向高效能转
变；也见证着每一位“草根演员”的自
我成长。

他潜心文艺创作多年，排演出大
量接地气的原创节目。他创作了歌曲
《红色的乐章》《横峰街道抗疫情之歌》
《公筷公勺要铭记》，诗歌《镰刀铁锤
颂》《梦乡情》《民兵也是兵》，越剧小戏
《石塘骄子·郭文标》《安全宅家顶重
要》《烽火硝烟》《居民物业一家亲》，快
板《众志成城渡难关》《移风易俗新篇
章》，小品《厚皮书记》《和谐川安·美丽

华庭》，歌舞《文明横峰》等。其中《石塘
骄子·郭文标》《梦乡情》和《居民物业
一家亲》等作品，获省、市级多个奖项。

2022年，他多了一个新角色——
马鞍桥村驻村文艺家。

“文艺家驻村，是温岭市文联近年
推进艺术乡建‘八大行动’中的一大行
动。该活动的举办，是为了促进文艺家
深度参与艺术乡建，将更多高品质文艺
服务送到基层。”陆汝兴说，在艺术乡建
工作中，他要进一步发挥特长，担当文
化使命，培养更多的基层文艺人才。

播下文化“种子”

越剧是黄岩乡村艺术文化基因的
一个隽永符号，曲调婉转、优美动听。

黄岩区北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里越音袅袅，外面的寒风抵挡不了
村民的学戏热情。越剧授课老师章子
清，来自黄岩区文化馆。

“在戏曲表演中，为了准确地把人
物情感传递给观众，让他们产生共情，
我们首先要了解剧本，同时要把握好
人物基调。我们先通过学习模仿，掌握
好基本功，再根据对人物的解读把握
好表演尺度，展现剧中人物的内心活
动和精神气质。”章子清说。

章子清演绎花旦与闺门旦身段，
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吸引越剧爱好者
的眼球。随后，她又从唱腔、气息、指
法、台步等方面进行了示范。

来现场学习的村民中，既有小孩
子，也有老戏迷。“我平时就爱哼曲，但
缺少指导，只是自娱自乐。现在跟着专
业老师学，确实不一样了，我已经把上
课时间都空出来了。”北城街道后庄村
村民叶秋月说。

近年来，北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通过“百姓点单、中心派单、志愿
者接单、群众评单”的精准配送模式，
联系专业老师送来系统培训，如王海
音竹笛课、吴庆扬绘画课、王坚书法课
等，并积极搭建平台，组织开展各种学

习成果展演和赛事。
“这是黄岩区‘文耕乡野’活动的

一个缩影。黄岩区文艺名家工作室和
文联下属协会，分别与乡镇（街道）结

‘对子’，以‘文耕乡野’为载体，推动文
艺资源下沉，开创‘活动平台共建，人
才资源共用，文艺成果共享’的新局
面。”黄岩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
主席王野说。

绘就城乡同建新画卷

文艺家带头执笔，让乡村变成“艺
术空间”。在艺术乡建的浪潮里，城乡
同建是不断掀起的精彩浪花。

台州文联系统通过完善组织构
架、开展文艺家驻村、开设乡村艺校等
途径，持续为乡村培育文艺人才。

织密组织体系，推进乡镇文联组
织建设。温岭市于 2016年成为全国首
个乡镇文联全覆盖的县级市，台州市
于 2021年全域实现乡镇（街道）文联
组织全覆盖。因地制宜，细化基层文艺
工作单元，结合乡村人才实际情况，设
立戏剧小组等乡镇文联下属文艺组
织，推动基层文艺工作向精细化和扁
平化转变。

进一步完善帮扶机制，提升基层
人才扶持精准度。推进文艺家驻村机
制，选拔一批与乡村发展需求相适应
的文艺人才，与乡村开展结对帮扶。分
层级推进文艺家协会联系服务工作，
组织市级文艺家协会重点结对市级艺
术乡建示范村，县（市、区）级文艺家协
会组建多支文艺小分队结对各乡镇文
联，进驻各文艺特色村，有针对性地开
展艺术乡建指导。

打造乡村艺校，提升基层文艺培
训的覆盖面。以县（市、区）文联为主
体，定期开展面向乡村文艺爱好者、
涵盖各文艺门类的基层文艺培训，建
立温岭“乡村艺校”、黄岩“文耕乡
野”、天台“文艺百师团”等乡村文艺
培训品牌。

台州艺术乡建之城乡同建篇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文化眼

后台排练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亮相2024年新年戏曲晚会的台州乱弹《我的芳林村》（选段）。

黄岩区开展“文耕乡野”活动，组织专业老师送培训到基层。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