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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道蜡染纹路都是
祖先留下的精神密码，蓝
白之间藏着做人做事的
道理，这或许比单纯的说
教来得更生动、更有效。
在新春开学季里，四川珙
县将目光瞄准了当地特
色法宝——苗族蜡染，通
过“非遗宣讲进校园”系列
活动，开辟思政教育的“新
赛道”。

用刻刀的“自白”
启迪孩子心灵成长

画蜡，是蜡染工艺中
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一
步，是花鸟鱼虫还是礼乐
射御，这一步是白布蜕变
的关键，也是持刀者内心
世界最直观的表达。

玉和苗族乡凤凰村的
“蜡染思政课”上，传承人
握住孩子小小的手，一笔

笔还原铜鼓纹的模样。“纹路要对得齐，心才能摆得
正，苗家先祖翻过无数座大山，始终记得公平公正，你
们做人做事也要这样。”刀锋流转间，传说变得具象
化。画布前小小的手还不太握得稳刻刀，但眼神却越
发坚毅。

一旁的苗家小姑娘是个蜡染老手，正有模有样地
临摹飞鸟纹，“阿爸常画这个，他说飞鸟每展开一次翅
膀，都得逆着风往云上挣一挣。”她抹了把脸上的汗，

“等回家，我要让他看看我画的翅膀。”
白布从零开始，人生起步亦是如此。珙县此次

活动的第一环，就是在全县各小学校组织开展“非
遗匠心”蜡染实践课。非遗宣讲老师用刻刀把过去
的故事讲给未来听，期许更多的白布变成可圈可点
的艺术。

用蓝白的回响
传递清白自律之声

染色——画好的蜡片处理后放进蓝靛染缸，在蜡
封的保护下，蓝白交相辉映。这种“不染”的情结，恰似

“廉洁因子”。
“蜡染是苗族人民信仰如磐、勤俭自强、执着坚守、

艰苦奋斗等精神文化的有形表达，由蜡染工艺做出的苗
族服饰，更有‘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的美誉。”教室里，学
生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蜡染中的廉洁基因》——一部
珙县本土创作，借蜡染讲廉洁自律、性格养成的片子。观
影之后，各抒己见，“蓝白对话”研讨拉开序幕，初二（3）班
的“影评达人”大方开麦：“回形纹的每个弯道都在说，跌
倒多少次不重要，能转回正路就好。”

“非遗传承是看得见的乡愁，更是立得住的价值
观。中学阶段是孩子们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希
望通过这种相对轻松的形式，尝试在社会实践中引导
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此次活动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用文化的交融
共绘民族团结美丽画卷

去蜡，清水煮沸，蜂蜡从染好的布艺褪去，逐渐显
现出图案，是蜡染定型的重要步骤。打破桎梏，共荣共
生，是蜡染传承的智慧，也是多民族地区发展的艺术。

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珙县第一高级中学的
学生们在开展研学活动，“以前只知道有蜡染服饰，没
想到还有蜡染手提包、抱枕、鞋子，这个玩偶也很可
爱！”面对琳琅满目的展品，孩子们兴趣盎然。蜡染的
形千变万化，蜡染的意代代流传。

作为有2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珙县也将此次
活动当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契机。在罗渡苗族乡
中心校，彝族学生与苗族学生合作完成石榴花蜡染作品；
洛表民族中学的“青春品格解码”主题班会上，学生们共
同“破译”传统美德的密码……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浸润
中自觉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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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2 月 14 日有点不同寻常，中
国电影市场发生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
事件：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下称《哪吒 2》）与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
《美国队长 4》狭路相逢，同日上映，其结
果是《美国队长 4》首日票房仅获 3824.1
万元，《哪吒 2》则成功突破百亿票房后
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一路高歌猛进。这部
现象级作品不仅拿下中国影史总票房、
总观影人次的双料冠军，还超过《狮子
王》票房，成为首部挺进全球票房榜前
10 的亚洲电影。

在这场角逐中，由饺子编剧并导演的
《哪吒2》不仅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神话的解
构与重塑，更在代际审美差异中架起桥
梁，将中国动画推向了文化输出的战略高
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动画工业的崛
起，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觉醒的宣告仪式。

/ 符号矩阵 /
颠覆传统美学的神话重构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产手绘动画电
影《大闹天宫》以金石篆刻般的传统美学
震撼世界，而数字时代的《哪吒》系列则
借助 Blender 等开源软件，用数字化笔触
重构神话。《哪吒 2》所采用的动态捕捉
技术赋予了传统美学新的生命维度：混
天绫的粒子特效既保留丝绸质感，又增
加流体动力学视觉冲击；皮影戏的镂空
技法转化为三太子机甲纹样；山河社稷
图的泼墨场景，通过 3D 晕染实现“人在
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当《大闹天宫》里那只目光如炬的美猴
王化作哪吒额间的莲花印记时，中国动画实
际上已经完成了一场颠覆性的美学转向。

《哪吒2》的创作者们将传统年画中圆润的
线条基因与赛博朋克的机械元素杂交，让
三头六臂的哪吒蜕变成手揣裤兜的朋克少
年。这种“萌化”策略绝非简单的审美降维，
而是深谙儿童心理的视觉攻心术：哪吒肉
嘟嘟的脸颊藏着上古神力的反差，混天绫
化作智能武器的科技，太乙真人川普口音
的方言，共同构成新一代的文化符号矩阵。

《大闹天宫》与《哪吒2》这两座相隔半
个世纪的美学高峰，共同勾勒出中国动画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进化轨迹。据相
关统计，影片上映后相关衍生品销量已突
破 5 亿元，证明《哪吒 2》已成功突破次元
壁，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抢手货。

/ 代际和解 /
反叛父权的温情转码

看过《哪吒 2》的观众，一定记得哪吒
那句震耳欲聋的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它是暗示当代青年以抗争达成与命
运的和解密码，那么东海龙王敖光饱含深
情地对儿子敖丙说的那段台词“父王只是
想用自己的经验为你谋个幸福，但现在看
来，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你
的路还需要你自己去闯。今后忠于自己内
心的选择吧”，无疑是对父子间冲突关系
的温情和解，特别是《哪吒 2》将传统故事
中“剔骨还父”的悲剧情节改编为李靖夫
妇“换命符”的无声守护，暗合了当代年轻
人的精神诉求，他们身上所承受的职场压
力、房贷车贷与啃老躺平行为形成对冲的
焦虑，在既承载着反叛父权的原始冲动、
又渴望家庭温情港湾的哪吒身上产生强
烈共鸣。敖丙与哪吒的镜像关系，恰似自
家孩子对“别人家的孩子”的复杂情绪，最
终两人携手对抗天劫的设定，这种“反
叛－对立－理解－共生”的叙事逻辑，无
疑为无数年轻观众和父母之间代际对抗
焦虑寻找到了一条双向化解途径。

/ 文明对话 /

新神话的语法规则

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席卷全球的
今天，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的巨大成功，
不仅是一部电影的胜利，还是中国电影工
业体系成熟度的试金石，更是中国电影人
与世界展开的一次文明对话。

《哪吒2》强调的是集体主义，而《美国
队长4》将个人英雄主义推向神坛，主角斯
蒂夫·罗杰斯那身用超级血清强化而成的
肌肉，不过是生物科技的结果，也是美式
成功学的肉身图腾。如果对比《美国队长
4》输出殖民文化的暴力美学，那种“孤胆
英雄拯救世界”的老套叙述模式，实则是
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像注脚。《哪吒 2》
展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底色，当漫
威英雄忙着书写“世界警察”的霸权叙事
时，哪吒团队用万龙甲构筑的防护结界，
隐喻了闪耀着东方智慧之光的另一个选
项。影片中陈塘关百姓从误解到接纳的转
变，暗合和合共生的文化逻辑——这种叙
事策略，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引发西方
影评人惊叹：原来超级英雄不必摧毁城
市，救赎可以来自集体善意的能量汇聚。
正如哪吒最终没有选择暴力屠龙，而是与
敖丙共担天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斗
而不破”的东方哲学智慧，正在重构全球
文化交流融合的语法规则。

世界正在觉醒，人们开始渴望看见盾
牌之外更加辽阔的文明星空。当北美院线
里金发孩童模仿着哪吒的结印手势，当东
南亚观众为李靖的父爱泪湿眼眶时，我们
非常欣喜地看见：属于中国的文化编码，正
在全球影院黑暗空间里投射出中华文化光
谱。或许这就是新神话的终极使命——不
是一味重复地讲述古老神话传说，而要在
大胆改革创新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
懂东方价值的现代之声。

本报讯（王晋朝）2月26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产业
联盟在重庆市永川区正式揭牌成立。

该联盟由重庆文化旅游集团与四川省旅游投资
集团共同发起，联合川渝两地区县政府、文旅企业、科
创平台、高等院校等280家成员单位组建，旨在通过市
场化运作深化两地文旅资源整合，打造全国文旅协同
发展样板，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立大会上，联盟与14个区县政府、14家金融机
构及14家市场主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获金融机构超
500亿元授信额度，并计划拉动产业投资超50亿元，
用于开发标志性文旅项目及精品线路。

活动现场，联盟发布了六条成渝双城精品线路，包
括“巴蜀逸趣·山水都市休闲游”“巴蜀绿脉·长江云水

生态游”“巴蜀幻境·光影艺术文化游”“巴蜀古韵·世遗
文化穿越游”“巴蜀寻踪·人文自然研学游”“巴蜀峥嵘·
红色征途传承游”。这些线路融合自然景观、文化遗产
与新兴业态，旨在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巴蜀文化体验，推
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重庆文化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冉斌表示，联盟力争3年内成员单位突破1000家，
年均为川渝文旅产业贡献增加值超600亿元，构建“文
旅旗舰国企+产业联盟”的协同发展格局。

自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启动以来，川渝两地通
过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已形成“成渝古道文化旅游
带”“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游带”等三大旅游带和七大
特色旅游区。2024年，两地互访游客超1亿人次，文旅
综合收入达1.2万亿元。

不囿于对历史题材、人物塑造的程式
性表演，积极对现实生活作出艺术表达与
回应，这是现代川剧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来
源。前段时间，现代川剧《马多福的金饭
碗》由四川省达州市文化艺术中心、达州
市艺术剧院携手出演，该剧以“金饭碗”为
引、“播种稻谷”为由，讲述发生在4位家庭
成员间的故事。

聚焦粮食安全的时代叙事

《马多福的金饭碗》讲述了男主马多福
一家为继承财产回乡种稻、历经困难终获
成功的故事，通过小家庭的视角来呈现粮
食安全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主题，同时
结合个人对精神根源的追寻，映射出现代
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内心迷茫。这种巧妙的
结合让观众可以找到自己渴望精神回归和
心灵慰藉的影子，引起共鸣从而审视自身。

矛盾冲突和解的鲜活人物

戏剧的本质在于矛盾冲突的展现，缺
乏冲突戏剧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石。该剧
以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农事时令为叙事
脉络，通过“立春寿宴”“雨水返乡”“惊蛰
犁田”“谷雨插秧”“大暑谷长”“秋分收获”
6 场戏，细腻描绘了稻谷从播种至收获的

全过程，其中人物设定与叙事线索并行，
剧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融合舞台艺术的观演创新

作为现代戏，《马多福的金饭碗》在戏
曲舞台融合创新呈现上展现出川剧艺术
的当代风采。在演唱方面，演员与帮腔字
字清晰，余韵悠长。唱词雅俗兼具，语言精
练易懂，意蕴深远。

在念词上，该剧将四川方言的幽默运
用得可谓恰到好处，如“爪子、咋个、装莽、
惯侍、板眼儿、淘神、焦人、甩火腿”等为舞
台表演增色不少，不仅令四川本地观众倍
感亲切，也让外地观众领略到川剧幽默风
趣的语言技巧、贯通表里的乡土气息和

“悲情喜演”的独特艺术感染力。
该剧灵活运用不同表演程式，在描绘角

色内心活动时，采用超越现实的表演手法，
通过舞台调度、灯光设计等巧思，展现角色
的内在情感，使观众沉浸在剧情之中。在众
人各怀鬼胎欲夺“金饭碗”的场景中，4人各
具特色的步法形态揭露了其心中贪欲。

此外，该剧还将生活化动作进行艺术
加工，转化为富有美感的舞蹈小片段。如
第四场兄弟插秧的场景中，女舞者轻快的
舞步与男舞者插秧舞相映成趣，绘就了田
间农作美景；第五场暴雨里的“锄头舞”，

通过挥舞锄头泄洪的生活化动作与翻身
等技巧动作的结合，展现了村民的团结英
勇和泄洪的紧张艰辛。

为“金饭碗”铸魂的启迪

“金饭碗”到底是什么，是该剧的重
要线索。随着剧情推进，谜底在马多福一
家思想的转变中被解开——原来大家梦
寐以求、象征财富的“金饭碗”并不存在，
只有代表勤俭节约、拼搏奋斗精神的“土
饭碗”。

从剧作开场时的铺张浪费，到最后
抬着箩筐进粮仓时，洒落的谷粒也要小
心翼翼地捡起；从刚返乡时第一次煮米
饭的窘迫、抱怨到最后吃到自己辛勤劳
动成果时的欣喜、满足，马多福一家的变
化，既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也是对当代
人生活理念的思辨——真正的幸福并非
源自物质的堆砌，而是心灵深处的满足
与精神世界的丰盈。戏至尾声，马多福决
定投资家乡建厂助力村民致富，主题再
度升华。

现代川剧《马多福的金饭碗》作为一
部反映现代人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戏剧
力作，以其独特的选题视角、深刻的主题
内涵以及演员精湛的艺术呈现，触及观众
心灵。

本报讯（信文）近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在乡建
博览园举办大型非遗展演。

十里水乡、多彩田园，乡建博览园化身千年国风
剧场，以“非遗焕新”为脉络，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民俗
文化盛宴。活动以“国风场景+历史文脉”为内核，将信
阳的豫风楚韵融入田园水乡，通过汉服巡游、国乐雅
集、非遗工坊等30余项互动体验，吸引超8万人次参
与。青瓦白墙间，皮影戏的锣鼓声、古筝琴韵与游客的
欢笑声交织，重现清明上河图般的烟火盛景。

漫步博览园，步步皆景致。道路两侧，泥塑传承人
指尖翻飞，顷刻间捏出灵动的生肖瑞兽；剪纸摊位上，
孩子们正用红纸剪出“福”字窗花；茶舍内，茶艺师身
着唐装，以古法煎茶，带领游客品味千年茶香。夜幕降

临时，十里水乡化作光影画卷，湖心水幕上，《簪花仕
女图》表演将唐代仕女的优雅与风韵展现得淋漓尽
致；压轴登场的《凤凰飞天秀》呈现凤凰展翅的壮丽景
象；岸边汉服达人手提鱼灯结队巡游，点点灯火倒映
水面，恍若星河落人间。

文化振兴，铸魂乡村振兴。据介绍，近年来，信阳
市平桥区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意策划与现代科
技手段相结合，让传统民俗焕发新活力。“古法造纸”
工坊体验，投壶、射箭擂台赛上争夺“国潮盲盒”，“诗
词飞花令”挑战等传统文化的嵌入，让乡村更具文艺
范。同时，通过汉服模特秀与情景剧相结合的方式，生
动再现了春申君、司马光等信阳历史名人的传奇故
事，更让广大群众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讯（记者 严崛）近日，记者从四川川剧院
获悉，由苗勇长篇传记小说《晏阳初》改编的大型
现代川剧《晏阳初》正紧锣密鼓排演，4 月将与观
众见面。

“晏阳初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致力于平民教育与乡
村改造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晏阳初是读懂中国的重要
标识，也是不得不讲的中国故事。今年是平民教育家
晏阳初诞辰135周年，用川剧《晏阳初》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出精品、出人才、出成果，对于打造文艺精品、四
川川剧振兴、以民间外交推动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
义。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可亲可敬可爱中国形象，我
应尽一份力。”苗勇说。

据该剧策划人文犁介绍，该剧已策划3年多时间，

其间召开了5次大型研讨会，剧本已修改打磨38次。
据悉，该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政府文化艺

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得主陈智林担纲主演，中国
曲艺最高专业大奖“牡丹奖”得主秦渊担任编剧，一级
导演刘毅担任导演。

文犁介绍说，巴中市委市政府、四川川剧院高度
重视该剧，盯紧时间节点，统筹力量、倒排工期，确保
第十二届巴人文化艺术节时能正式演出；在人才培养
上，统筹川剧界优秀艺术人才AB角排演，推动既出成
果又出人才；在服务保障上，全面梳理全流程排演、宣
传、巡演等工作，确保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目前该剧排
演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将在4月份开幕的巴人文化
艺术节上为观众呈现。

《哪吒2》：让世界听懂东方价值的现代之声
◎ 曹文润

大型川剧《晏阳初》即将与观众见面

陕西省榆林市土多、沙多，石头也多，凭借优质的石料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孕育出了享誉全国的石雕艺术。其中尤以绥德石狮闻
名遐迩。绥德县享有“石雕之乡”“石狮王国”的美誉，绥德石雕雕刻技艺是国家级非遗。一刀一刻一世界，一石一人一乾坤，一代代石
雕手艺人以錾为笔，以石为纸，将陕北人的生活、精神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定格于精美的石雕艺术中。图为绥德石雕省级传承人薛
联银边雕狮边传承技艺。 白英摄

现场指导现场指导。。张忠秋张忠秋摄摄

现代川剧《马多福的金饭碗》——

以小家为镜 窥时代之貌
◎ 庞悦颖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产业联盟在渝成立

河南信阳市:非遗点亮乡村文化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