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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龙呈瑞，春晚送福。2月 1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

晚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春晚

节目和技术创新应用亮点，龙年春晚

动画宣传片《看春晚 迎龙年》也同时

上线播出。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

晚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汲

取创作灵感和创新动力，于细微处凸

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信心与追求，为

全球华人送上温暖的新春祝福。

此外，今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春晚还设置了辽宁沈阳、湖南长

沙 、陕 西 西 安 、新 疆 喀 什 四 地 分 会

场。春晚“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

氛围洋溢四方，展现出奋进新征程

上祖国各地的新气象。

东方韵味 情感共鸣

节目组倾心创作的创意年俗节

目展现丰富多样的中华饮食文化，

寄寓龙年五谷丰登、别开生面；传统

“八段锦”的创新演绎，在活力四射

的 情 境 中 为 广 大 受 众 送 上 健 康 无

恙、福气常在的美好祝愿。93 岁的

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

常沙娜首次亲手为春晚设计《年锦

图》，优美典雅、别具韵味的中国传

统纹样，寓意吉祥喜庆和对幸福繁

荣的美好向往，将长乐安康、富贵如

意的祝福送给广大受众。

真挚的新春祝福在节目中随处

可撷，展现出浓浓的生活气息，真切

反映出人们的内心所愿。一首首动

听的歌曲唱出“岁岁无忧”“事事如

意”的新春美意，带来充满东方韵味

的情感共鸣；舞蹈节目还原锦鲤在

水中的灵动婀娜之姿，意涵年年有

余、好运连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精研细磨

各类节目创编，倾力打造一道欢乐

吉祥、喜气洋洋的“文化年夜饭”。

沉浸体验 视听享受

今年春晚将针对电视、公共大

屏和手机三类终端的呈现需求，全

面 实 现 超 高 清 制 作 。 持 续 提 升 节

目超高清视音频制作质量，不断深

化全媒体广泛传播，为全球华人带

来耳目一新的沉浸式视听享受，奉

献 美 好 丰 盛 、科 技 感 十 足 的 春 晚

“年夜饭”。

据介绍，今年春晚创新引入VP电

影制作模式，打造 XR+VP 虚实融合

超高清制作系统，通过动态分镜预演、

虚实光影联动等全新拍摄手段，呈现

美轮美奂、栩栩如生的虚实空间。

今年还首次在演播大厅部署沉

浸式舞台交互系统，自由视角超高

清拍摄系统全方位采集演员动作，

捕捉节目中的精彩瞬间，通过 AI 制

作、AR 实时渲染，带来人景合一的

视觉效果。

此 外 ，移 动 端 直 播“ 竖 屏 看 春

晚”通过 5G 场景下的移动拍摄、AI

实时制作等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

丰富的竖屏内容。

共迎新春 真诚邀约

在第二、三次春晚彩排中，“弹钢

琴的建筑工人”易群林和喜欢写诗记

录农田生活的“田鼠大婶”裴爱民；感

动无数网友的“辖区管家”民警马怀

龙、乖巧懂事的“阳光女孩”小豆豆、乐

观积极的“饼干小哥”魏忠帅入座嘉

宾席。春晚剧组向辛勤挥洒汗水、追

求美好生活的普通人发出盛情邀约。

收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

等着你”的邀请函之后，易群林和裴

爱民在网友们的一路关注下到了北

京，被不少网友称为“咱在春晚剧组

的新人脉”。

“田鼠大婶”是甘肃省民勤县薛

百镇上新村的一名村民，爱写从地

里长出来的散文诗。在她的诗里、

画里，小羊饮食规律、茁壮成长，田

野四季可爱、万物可亲。

春晚不仅是一场晚会，更是除

夕夜的陪伴。（本版编辑综合整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

浓浓祝福 欣欣家国

一队武士，黑衣、黑裤、黑靴、黑幞头，身

背牛皮长鼓，手执枣木鼓槌，在一阵由轻而

重，由缓而急，初似铮铮流泉，渐如惊雷奔电

的隆隆鼓声中击鼓起舞。那沉着而稳健的

步伐，那冷峻而刚毅的神情，那力贯千钧、震

人心魄的敲击，还有那忽而如雁翎般展开，

忽而如长蛇般疾冲，忽而旋走太极，忽而列

成方阵的进退变化，即刻把人们带进了金戈

铁马的古战场，如闻刀枪撞击、铁骑奔突，如

见浴血奋战、出生入死……这，就是凉州攻

鼓子的表演场景。

武威，亦称凉州，历史上与将士出征、行

军 御 敌 、沙 场 征 战 等 兵 家 之 事 结 下 不 解 之

缘。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民间习俗、

文化遗传等，也与军旅驻行、军民往来等紧

密相连，息息相关。

凉州攻鼓子由汉唐军旅乐舞演变流传

到民间，成为“凉州社火”中一个耀人眼目的

重要节目，经千百年历史嬗递，依然光彩照

人。

凉州攻鼓子在中国传统鼓乐中属腰鼓

一 类 鼓 舞 ，但 它 与 一 般 的 腰 鼓 风 格 迥 然 不

同，从它的道具、化妆、服装到表演，都给人

以威武雄壮、粗犷豪放、勇往直前、正气凛然

的美感，具有强烈的军旅气势与西部特色。

凉 州 攻 鼓 子 在 凉 州 社 火 队 伍 中 又 叫“ 鼓 子

匠”。传统的攻鼓子队伍一般由 8 人、16 人、

24 人、32 人、48 人至更多偶数组成。攻鼓子

表演者装束皆为古代武士打扮，头插两根红

色野雉翎，取“上净天宇、下扫风尘”之意。

身背牛皮长鼓，手执枣木鼓槌。打起鼓来要

心到、手到、眼到、神到。讲究“手、眼、身、

法、步”的统一。

凉州攻鼓子的基本打法可以用四句口

诀来概括，即：“双手胸前划弧线，交错击鼓

轮 换 翻 ，上 步 踏 地 凭 脚 力 ，挺 胸 抬 头 身 不

弯。”要求表演者上身要昂首挺胸、精神饱

满，双臂挥舞有力，舒展大方；下身要前弓后

蹬，前足弓步踏地，后足用力外蹬，大有与敌

相搏，蓄势待发之状。

凉州攻鼓子的基本动作是“雄鹰展翅”

“奔马腾飞”“鹞子翻身”“凤凰三点头”等。

踢打跳跃，矫健有力，举手投足，优美大方。

场面变化主要有八个阵法，即“猛虎出山阵”

“双将对斗阵”“三箭突围阵”“四门兜底阵”

“五福捧寿阵”“六出祁山阵”“七擒孟获阵”

“八卦连环阵”，变化莫测，出神入化，令人眼

花缭乱，目不暇接。队形变换主要有：“一字

长蛇”“两军对垒”“三军演示”“四门斗故”

“五子登科”“六朵莲花”等六种，进退开合，

井然有序；左顾右盼，互为照应。凉州攻鼓

子的套路衔接，还有“集合”“拉花”“拜坛”

“祭阵”“连套”“对攻”等招式程序。舞者时

而马步对攻，时而振臂划鼓，时而跃起凌空，

时而落地生根。跃起时如巨龙腾飞，落地时

如泰山压顶，对攻时如猛虎逼视，拉花时如

紫燕穿云。整个表演过程中，每一位鼓子手

都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神情冷峻刚毅，潇洒

自如；步伐沉稳矫健，步步为营。

依照民间习俗，每年正月初二或初四，

是凉州社火“开锣”（开闹）的日子。一到这

一天，各村、各社的社火队全部都聚集在村

头场地上，由“春官老爷”率领社火队到所在

各村各户农家“拜年祈福”，名曰“串庄子”。

“串庄子”结束以后，从正月初六开始，凡东

北乡各村社的社火都要抵达王城堡大庙“会

面”，民间名曰“碰梆子”。“碰梆子”实际就是

一种各社火队的会演比赛。在表演过程中，

各家社火，每个帮子、每一角色都使出浑身

解数尽力表现，大有你追我赶、互不服气之

竞赛意味。但这毕竟是一种充满喜庆、各显

神通的和平竞技方式，于是各个社火队在各

部分“会面”表演完毕，也便各自收军，尽兴

而 归 了 。 唯 独 鼓 子 匠“ 会 面 ”，叫 做“ 会 鼓

子”，又叫“斗鼓子”。此处特别强调突出一

个“斗”字。“斗鼓子”表演达到高潮时，几十

队，甚至上百队鼓子汇在一起，由数十面大

鼓 配 合 指 挥 ，掌 握 节 奏 ，外 加 锣 镲 烘 托 气

氛。几百人、几百个鼓子同敲一个鼓点，同

踏一种步法，游走变化，配合默契，进退开

合，协调统一，造成一种排山倒海、山呼海

啸、雷霆万钧之势，给人以极大的震撼，鼓舞

与鞭策，令人奋发，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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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覆盖的大地上，在绵延起伏的群

山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

乐，用优美的舞姿，用古老的乐声，上演着流

传千古的故事。正是由于这样的执着，生活

在“梯田王国”的庄浪人，代代口传心授，把

古老的地摊从远古搬到今天的艺术舞台。

春节，耍社火、演地摊是庄浪人亘古不

变的习俗。节日里，庄浪农村张灯结彩，锣

鼓 喧 天 ，村 头 的 社 火 表 演 更 是 一 摊 接 着 一

摊，成为夜晚的一道亮丽风景。

庄浪县韩店镇武家村曾以习武唱曲而

得名。每年春节，武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唱小

曲，扭秧歌，送祝福，品民俗，贺新年。用村

里 人 的 话 说 ，武 家 村 几 乎 人 人 都 喜 欢 唱 小

曲，耍地摊，一个家庭就是一个舞台。

庄 浪 地 摊 由 于 在 夜 间 装 扮 演 出 ，又 叫

“夜社火”“夜故事”。它的表演形式多样，有

小曲、笑摊、秧歌、舞狮、跑旱船、纸马、吆牛、

耍杂技等。地摊的表演时间主要集中在农

历正月初四到二月二这段时间，并且演出前

后都有既定的规程。

一个正月走了，另一个正月会来。同样

的地方，上演着相同的故事。轻扬曼妙的曲

调间，人们偷得正月的浮闲，把正义与邪恶

的较量、生死离别的凝重，表演得淋漓尽致，

让观者的心灵得以净化，感情得以升华，真

善美得到完美表现。

狂欢之余，人们不禁会问，这种娱乐形

式从何而来？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孙志勇研究地摊艺

术 40 多年，主要从事小曲唱词的搜集与整理

工作，对地摊的起源有独到的见解。他说：

“地摊起源于元明时期的说唱艺术，是熔舞

蹈、戏曲、曲艺、工艺美术于一炉的民间艺

术。庄浪地摊中的小曲来源于历史神话故

事和取材于当地实事史实的曲目，在小曲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民歌，

加上当地的劳动号子以及民俗仪式的民谣，

也极大丰富了庄浪地摊的内容。”

地摊有文武之说，文地摊有小演唱，有

曲子戏，用锣、鼓、板胡等乐器伴奏；没有演

唱，只有锣鼓伴奏，狮子、旱船、纸马、毛驴舞

动，或人物列阵变换，则为武地摊。从演出

形式看，庄浪地摊与陇东其他地摊不同，以

文为主，以武为辅，文武结合，并且在迎、接

过程中有“说议程”的表演项目。

地摊表演至今遵循旧时的套路。首先锣

鼓开路，春官说诗，演员列队入场，随后锣鼓

开场，演出就算正式开始。接着，在曲调优美

的乐声中，装扮一新的村民展开优美的舞姿，

亮起动听的唱腔，把土而不俗、嬉而不谑的一

些传统节目奉献给观众。

小曲是庄浪地摊演出活动的核心，它的

表演形式独特，多半以四男四女表演，男角

简单化妆或者不化妆，每人手执蝇刷或霸王

鞭，身后尾随一个小旦，伴随着锣鼓相继出

场；有的是三小旦一丑旦，绕圆场一周后男

角集中合唱，女角绕周载舞，丑旦做各种逗

乐动作，唱一节，锣鼓伴奏一节，直到一曲结

束。逗乐的丑旦是最活跃的人物，化妆丑到

了极点，大脚片，麻子脸，大嘴几乎斜到耳

下，尤其是她的诙谐表演，让人哭笑不得。

庄浪县南坪镇沈坪村以唱小曲而远近

闻名。近年来，沈坪人年年唱小曲，演笑摊，

把传统节目唱出了小山村，演到了县城。

庄浪地摊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根植

于 民 俗 文 化 的 土 壤 ，它 的 表 演 语 言 通 俗 易

懂，诙谐生动，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然而，当地人知道，要想使这种愉悦成

为永恒，就必须通过以老带新、以师带徒的

形式，加强对地摊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武家村的武生田，14 岁唱曲，20 岁小有

名气，是庄浪地摊的传承人。如今，武生田

已到古稀之年，但他仍然乐于演出，向新人

传授所学。

名为小曲，实为大戏。地摊，是庄浪人

的生活之歌。

□ 苏志刚

多彩的生活之歌

在即将到来的甲辰龙年，书法

家秦理斌的几项书法展览计划，都

和“龙”有关。其中，包括在广州举

办龙字书法展以及龙年龙城龙字

书法巡回展等。

以“ 龙 ”字 为 主 题 的 书 法 创

作 ，算 得 上 是 秦 理 斌 书 法 作 品 展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近年

来 举 办 的 多 场“ 龙 舞 墨 韵 ”书 法

展 ，一 直 为 业 界 所 乐 道 。 更 早 则

是 在 1997 年 ，秦 理 斌 在 全 国 龙 字

书法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当年那个获奖的龙字有近 2

米大，是在地上（铺上纸）一气呵成

的。”时隔 20 多年，对那一次创作经

历，秦理斌记忆犹新。“这之前我也参

加过一些书法展览比赛，每次创作都

要写多遍才能有较为满意的效果，但

这个龙字，一笔写就，这也确实符合

了‘妙笔神龙奖’的题意。第二天去

办公室再次过目后，更加明确了——

就是它。然后决定邮寄投稿。”

龙 的 形 象 广 泛 应 用 在 各 种 艺

术形式中。在书法创作中，“龙”字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不同时

代、风格迥异的“龙”字，或遒劲，或

飘若游云，诠释着“和而不同”的龙

文化。

“龙”不仅仅是书法创作的艺

术 品 ，作 为 一 种 文 化 的 凝 聚 和 积

淀，更是活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融化在民族血液中。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国书

法尤其看重这一点。

秦 理 斌 觉 得 自 己 一 笔 而 就 的

那个龙字，就表达了一种“内化”。

“我想要写的龙字，不能脱离汉字

字体，不能没有汉字的严肃性，它

应该是兼具汉字的尊严与艺术性

的，同时，结合龙这一中国人想象

中的独特形象，我还想要在书写中

表达出它的飞腾感，因为这个飞腾

感体现的是我们中国人对龙所具

有的神秘性的一种敬畏。”

一 直 以 来 ，秦 理 斌 被 业 界 视

为 学 者 型 书 法 家 ，在 长 达 五 十 多

年 的 书 法 研 习 中 ，他 始 终 坚 守 着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精 神 家 园 ，其 笔 墨

意 趣 、美 学 精 神 饱 受 中 国 传 统 文

化及中国古典诗词滋养。

这 些 年 来 ，秦 理 斌 的 龙 字 书

法 创 作 呈 现 了 更 多 的 艺 术 形 态 ，

有的龙腾飞跃，有的神韵犹存，但

不 论 怎 么 变 化 ，都 是 精 神 饱 满 。

无 论 是 对 龙 字 书 法 独 特 的 热 爱 ，

还 是 秉 持 的 写 意 书 法 的 创 作 理

念 ，可 以 说 都 是 他 坚 守 传 统 文 化

立场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个

体现。

“ 通 过 这 些 和 龙 文 化 有 关 的

书 法 展 览 活 动 ，希 望 让 更 多 的 人

了解和欣赏到龙字书法的魅力之

外 ，更 多 的 还 是 希 望 人 们 感 受 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秦理

斌说。

（本文配图为秦理斌书法作品）

□ 雷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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