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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宣传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繁荣我市群众曲艺创作，进一步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组织晋中市新创曲艺剧本
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以曲艺
作为承载故事的文艺载体，起到寓教
于乐、传播正能量作用。通过优秀的
曲艺剧本，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
祖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献礼。

二、征集宗旨

本次大赛以新创、原创剧本为主，
旨在挖掘反映时代精神、具有真情实

感的，反映三晋风貌、讲述晋中故事的
曲艺剧本，挖掘晋中市、乃至山西省原
创曲艺艺术编创人才，激发编创人才
的创作潜力，为原创曲艺剧本提供宣
传、推广的舞台，为推动本土曲艺事业
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活动时间

征集报名时间：2021 年 5 月 31 日
—2021年6月30日；

四、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晋中市文化和旅游局
承办单位：晋中市文化馆

五、参加方式

（一）参加对象。面向全市，辐射
全省、全国征集新创曲艺剧本。全省、
全国曲艺从业者、业余爱好者、高等院
校学生均可参与，年龄不限。

（二）剧本要求。反映人民的向上
生活梦想，反映当下和谐社会潮流，反
映近年来晋中、山西城乡巨变、脱贫
攻坚、抗击疫情等倡导正能量的剧
本，引导人们形成正确价值观主题的
曲艺剧本。

曲艺剧本类须为 2020 年 1 月后
创作的剧本。且未正式演出，未参加
过评比、未获奖的新剧本，时长 5-15
分钟。

（三）报名方式。系统内剧本报送
由各县（区、市）文旅局推荐报送，原则
上每县不得少于 3部。社会组织或个
人直接报送至市文化馆邮箱。

报名单位或个人须认真填写报名
表（附件 1），连同剧本的电子版、作者
信息，（报名表、手签授权书表扫描件）
电子版发送至市文化馆邮箱。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
（以邮戳日期为准）。

（四）版权要求。本次征集剧本要
求原创，不得抄袭，需填报版权承诺
书。若发生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纠纷，
由参加活动的组织或个人负责。晋中
市文化馆及其委托机构对征集剧本拥
有使用、发表、宣传、出版、展播权，无
需再取得作者授权。凡投稿参与活动
者，即视为已确认并自愿遵守本次活
动有关版权和创作要求的各项规定。

（五）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
用。对征集到的剧本市文旅局将组织
专家进行评选，对优秀剧本或拟采纳
进行排演的剧本进行表彰奖励。

（六）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活动
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权根据实际情
况对评选活动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进
行适当调整。

寄送地址：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路
165号晋中市文化馆

电子邮箱：jjxjyjczs@163.com
联 系 人（ 收 件 人 ）：闫 卯 丽

13038033800
吕彦君 13934415318

晋中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关于征集晋中市新创曲艺剧本的通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我们欣喜地看到“百年百部”传统精品
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陆续推出。这
对于舞台艺术精品来说是一次集体展
示的机会，也是对建党百年献上的一
份厚礼。

在“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
重点扶持作品中，带给我们心灵震撼
和精神洗礼的首先是一批具有崇高革
命情怀、深刻思想内容和精湛艺术审美
价值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目。

这些作品以曲折感人的情节、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在战争
年代的艰难岁月中，中华民族不畏强
敌、英勇奋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夺
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走向辉煌新时代的
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

话剧《谁主沉浮》是一部以政论体
的形式描写我党“一大”的作品，该剧从
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博大的
胸怀和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的志向。
剧作构思精巧、视角独特、语言生动，以
片段和跳跃的形式赋予作品深刻的思
想内涵和精湛的审美意蕴。

歌剧《英雄》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鲜为
人知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对英雄夫
妻的光辉形象。他们坚持革命理想、
忠诚于党，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将人生定格在青春岁月里。

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表现赣南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苏区
父老乡亲毅然将儿女送上战场的故
事，生动再现了当年中央苏区人民为
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该剧讲述了
母亲与 8 个儿子参军上战场的故事，
写出了母子情、革命情，既有弹雨纷飞
的战场描写，也有柔肠寸断的伦常诉
说，真实、生动、感人。有着同样母子
情怀的作品还有歌剧《松毛岭之恋》，
剧作是以红军长征前，闽西最后一次
大战役——松毛岭战役为背景，通过
一位普通老区妇女一生坚守的真实故
事，再现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所做出
的巨大牺牲和奉献，折射出人民对共
产党的执着信念和对革命胜利的美好
憧憬。

评剧《母亲》描写抗战时期，母亲
义无反顾地送 4 个儿子参军，丈夫憨
憨老汉牺牲在为子弟兵送粮的路上。
抗战胜利了，母亲满含热泪深情呼唤，
她呼唤亲人、呼唤和平与安宁。

歌剧《长征》以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后，从瑞金出发为开始，在长
征途中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迎来新
的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飞夺泸定
桥、翻雪山、过草地、会宁胜利会师等
场景，以史诗的气魄绘就红军长征的
壮阔画卷，展示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
程。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军民情、战友
情、夫妻情、家国情无不闪耀着人性的
光辉，同时体现出勇往直前、百折不
挠、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国进
入了全面抗战时期，京剧《红灯记》表
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
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转送密电
码而前仆后继、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
的英雄故事。这是一个家喻户晓、耳

熟能详的革命历史题材剧作，激励了
无数人的革命意志。它在内容和艺术
表现形式上为戏曲现代戏提供了宝贵
的艺术经验。

杨靖宇是一位战斗在东北白山黑
水之中的抗日英雄。京剧《杨靖宇》正
是讲述了杨靖宇将军率领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在长白山一带英勇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故事，讴歌了杨靖宇将军
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可歌可泣的爱
国主义精神。

粤剧《山乡风云》描写抗战胜利后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根据地大举
进攻，由女队长刘琴率领的一支游击
队突出重围，到达广东五邑地区的桃
园堡，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后
里应外合消灭敌人，解放桃园堡的故
事。该剧在内容与传统艺术表现形式
的结合上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对于继
承粤剧的优秀传统、改革创新粤剧的
表现手段，起到了示范作用。

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京剧
《党的女儿》，芭蕾舞剧《八女投江》，舞
剧《红色娘子军》等在观众中享有盛名
的作品无不体现了中华好儿女的英雄
气魄。1945年，歌剧《白毛女》由延安
鲁迅艺术学院创作，是一部具有深远
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此作品后来被
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是熠
熠生辉的舞台艺术瑰宝。交响合唱

《长征组歌》被誉为 20 世纪华人经典
音乐巅峰之作，是一部盛世高歌的和
谐曲、幸福歌。

戏曲由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艺
术形式成熟，其精品之作是舞台艺术
中当之无愧的数量多、品质高的“大
户”，尤其是经典传统戏显示了卓越的
艺术价值。

昆曲《十五贯》在当代中国戏曲史
上有着“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历史
价值，其不仅是古典精品也是传统戏
曲当代改编的典范。《天仙配》《女驸
马》这两部作品都是黄梅戏传统经典
剧目。这两部作品的经典之处除了故
事的传奇之外，两剧的经典唱段脍炙
人口，十分普及，因此成为老百姓喜闻
乐见、耳熟能详的戏剧作品。高甲戏

《连升三级》、河北梆子《宝莲灯》、京剧
《秦香莲》、吉剧《桃李梅》、黔剧《奢香
夫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京
剧《杨门女将》等，都是 20世纪五六十
年代创作演出的优秀传统剧目，是新
中国成立后戏曲整理改编作品中的精
品之作，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这
些剧目蕴含着中国戏曲的本质特点与
审美特征，在唱念做打等各方面蕴含
着戏曲精湛的技艺，至今仍有学习借
鉴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 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阳光，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搬上舞
台，展示了一个“体歪心正”好官的心
路历程与为官之道。该剧的创作演出
以出奇制胜的表现内容，正、歪互换的
人物形象和心灵塑造，带给戏曲界全
新的创作观念。这个时期还创作演出
了京剧《画龙点睛》，该剧塑造了马周

“不逐蝇利不担心”，心怀天下、一心为
民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和以张四娘为
代表的民间侠义的人格力量。京剧

《大漠苏武》描写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十
九载，受尽磨难，终于回到长安。该剧

表现了苏武在亲人离舍、身处悲惨境
遇，仍大义凛然、不辱使命的大丈夫气
节。晋剧《傅山进京》表现了傅山刚直
不阿的性格特征和古代知识分子的学
者风范。越剧《五女拜寿》、豫剧《程婴
救孤》、川剧《巴山秀才》等新编历史剧
和新编古代故事剧都代表了这个时期
传统剧目创作的较高成就。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
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为表现新
的时代生活，出现了一大批戏曲现代
戏。戏曲现代戏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戏
曲艺术出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
以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和艺术手法，
表现现当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和人物。
百年来，戏曲现代戏在不断地实践和
探索中逐步积累了创作经验，出现了
一大批优秀作品，“百年百部”传统精
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中所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只是其中的部分作品。
1958年，豫剧《朝阳沟》搬上舞台，剧作
塑造了拴宝等一批生活在中原大地上
的农民形象，他们身上洋溢着崭新的
生活气息，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农民
的精神风貌，提出了知识青年与工农
相结合的世纪命题。该剧故事情节完
整、戏剧结构紧凑、语言生动、唱词优
美风趣、生活气息浓厚，在运用传统戏
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上做出了突出的
成绩，被认为是戏曲现代戏里程碑式
的作品。京剧《奇袭白虎团》创作于20
世纪 60年代，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战斗英雄杨育才带领尖刀班出奇制
胜，歼灭伪军白虎团的事迹为素材创
作而成的。演员运用京剧武戏中翻腾
跌扑的程式和技巧，完成了多种高难
度动作，一代代京剧人薪火接力，既继
承、保留了传统，又创造了新程式，是
戏曲现代戏按照戏曲艺术规律创作的
经典之作。

走进新世纪，戏曲现代戏创作更
加活跃，题材更加广泛，在形式上的探
索也更加多样化。湘剧《李贞还乡》展
现上世纪 50年代，李贞回家乡湖南浏
阳看望乡亲，见到了久别的战友以及
当年自己作为童养媳时的前夫古老三
而产生的一幕幕回忆。剧作没有宏大
的叙事，而是以对人的关怀，用真挚的
情感、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共和
国第一位女将军的戎马人生和心路历
程。湘剧高腔的雄浑大气、唱腔的酣
畅淋漓，令无数观者为之动容。花鼓
戏《老表轶事》在表现共产党人不徇私
情、执政为民品格的同时，将剧中的人
物聚焦于周围的街坊身上，这在表现
毛泽东题材的作品中别具一格，是一
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豫剧

《焦裕禄》写出了上世纪 60 年代兰考
县委书记焦裕禄所表现的为民、无私
的生动形象。“让老百姓富起来是我最
大的心愿”的河北梆子《李保国》，表现
主人公的无私奉献和为他人无怨无悔
精神境界的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
展现西部风情与人物命运的秦腔《花儿
声声》，讴歌民族情怀、发挥戏曲艺术魅
力、反映中华儿女美好心灵的评剧《红
高粱》以及把西洋的歌队、钢琴伴奏和
秦腔、信天游、花儿等元素融合，以表现
土地革命时期宁夏盐池一带农民闹革
命的坎坷经历和悲欢爱情，表现民众争
取幸福生活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等，
这些作品都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韵味和

艺术品格，是当之无愧的精品之作。
这些剧目在复排过程中，有两大特

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就是很多优秀
剧目包括《秦香莲》《桃李梅》《山乡风
云》《朝阳沟》《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
都起用了新一代的年轻演员，他们在更
大的舞台得到了历练。经典剧目都有
着强大的生命力，就是通过一代代演员
的传习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第二，
这些剧目在复排过程中，在舞美、灯光、
舞台调度等诸多方面更加向戏曲艺术
的本体靠近。演员的唱、念、做、舞也尽
可能地在戏曲的轨道上运行。这一点
在现代戏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从
20世纪 50年代的豫剧《朝阳沟》、粤剧

《山乡风云》一直到新时期以来创作的
京剧《杨靖宇》、秦腔《花儿声声》、花鼓
戏《老表轶事》、湘剧《李贞还乡》、评剧

《红高粱》等等，都在戏曲化方面取得了
可喜成就。京剧《奇袭白虎团》本来是
八大样板戏之一，知名度高，影响力
大。不过，山东京剧院复排《奇袭白虎
团》确立的目标就是“复排而不是复制，
要经典再现又要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对剧本进行修改梳理，修改和重新编排
了部分场次，并增加了现代舞台科技的
运用，乐队建制也做了部分调整。

儿童剧是舞台剧中具有独特审美
特征、符合儿童心理和审美需求的戏
剧样式，在舞台演出中儿童剧是不可
或缺的。

复排传统精品中的儿童剧《马兰
花》陪伴了几代儿童的成长，鼓励孩子
们要像马兰花那样，风吹雨打都不怕，
努力学习与生活。儿童剧《报童》生动
而真实地塑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
独特经历、独特性格的少年形象。儿童
剧《宝贝儿》讲述了一个关于关爱他人、
勇于付出的故事。皮影戏《人鱼姑娘》、
木偶戏《火焰山》既是儿童喜爱的戏剧
形式，也是这些年来在艺术上做了大胆
创新的好作品。

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中，还有相当
数量的、受到观众喜爱的话剧作品，它
们是《茶馆》《地质师》《商鞅》《此心光
明》《兵者，国之大事》《雨花台》《闽宁镇
移民之歌》《谷文昌》等。“百年百部”传
统精品复排计划还包括少数民族戏剧
作品和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如藏
戏《文成公主》、白剧《望夫云》、藏戏《意
卓拉姆》和陇剧《官娥情歌》等。

在“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
重点扶持作品中，有一个十分醒目的
戏剧现象，这就是近年来歌剧、舞剧、
音乐剧创作热潮的涌现，除上面提到
的作品外，还有歌剧《张骞》《马可·波
罗》《马向阳下乡记》《小二黑结婚》《玛
纳斯》《苍原》《呦呦鹿鸣》《命运》《党的
女儿》、民族管弦乐《永远的山丹丹》、
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交响乐《红旗
颂》、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舞剧《阿
诗玛》《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天蝉地
傩》《戈壁青春》《杜甫》《沙湾往事》《沉
沉的厝里情》、彩调歌舞剧《刘三姐》、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鹤魂》、民族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歌舞剧《情暖
天山》、舞蹈诗剧《黎族家园》等。

总之，这些题材好、形式独特、艺术
起点高的作品，经过复排，一定更上层
楼，带给观众崭新的审美愉悦。

（5月25日《中国文化报》第五版）

努 力 向 高 峰 挺 进
——谈“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的艺术品格

何玉人
5月21日下午，市科协举办“永

远跟党走——百业百人讲百年”宣讲
报告暨红色经典诵读、“红心向党”主
题演讲报告会，这次宣讲报告系列活
动是市科协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
容，市科协全体干部职工，榆次区科
协、高校科协、企业科协和市直各学
会代表，市科协包联社区、党支部代
表，科技馆工作人员等70余人参加。

在红色经典诵读环节，参与诵读
的职工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沁园春·
雪》《可爱的中国》《党旗颂》《为人民
服务》等经典诗词和篇目。在“红心
向党”主题演讲环节，演讲者以《铭记
党史守初心 甘为科普筑梦人》为
题，讲述了市科技馆科普工作人员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守初心担使命，为
提升公众科学素质不断优化服务辛
勤奉献的心路历程。在“永远跟党
走——百业百人讲百年”专题宣讲环
节，来自市委党校的范锐丽以《百年
大党何以风华正茂》为主题，从深刻
理解百年党章的总纲、凝聚共识和认
真学习百年党章的条文、携手实干方
面，讲述了党的光辉历史，与全体参
会人员重温了党的初心使命。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科协
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市科协
党史学习教育部署，立足本职、学史
用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奋力书
写新时代公共科普服务新篇章中体
现人生价值、彰显担当作为。

市科协举办主题演讲报告会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广泛深入
开展，引领带动体育系统党员干部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5月21日，市体育局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宣讲会，邀请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李雪峰作专题
宣讲。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海龙主持，市体育局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局机关各科室、下属事业单位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及体育类行业党
委全体党员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李雪峰以“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
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体育事业的
长征路”为题，围绕充分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
百年党史带来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及
体育部门要学好新中国体育史、为建
设体育强国集聚磅礴力量四个方面
进行了深入讲解，既有理论阐释，又
有案例剖析；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

践深度，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重点任务。

张海龙强调，一要引深学习。
要原原本本学，系统全面学，创新方
式学。二要做好宣传宣讲。开展走
基层巡回宣讲活动，教育引导体育
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百
年辉煌历史中受洗礼、得启迪、有提
升，汇聚成迈向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的蓬勃力量。三要坚持学用结合。
立足体育部门工作职能，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制
定“一台账三清单”，实行项目化、清
单式管理，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体育日
益增长的需求办实事，推动活动见实
效。四要强化责任落实。全局党员
干部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抓紧抓实，班子成员要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学在先、做在前。领导
小组和办公室要抓好整体设计，创新
形式，全面提高学习教育质量。

市体育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会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用情用
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作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之一，
市科协联合农工党晋中市委、市综
检中心，组织 30 余名科技工作者，
于5月28日深入平遥县段村镇堡和
村开展党员科技志愿者服务活动，
将“科普+服务”送到群众中去，把
慢性病防治、生活健康、食品安全检
测等常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群众
对健康和食药安全的认识。

活动中，组织不同行业的专家
从慢性病防治、生活健康、食品安
全、药品安全、普法等五方面开展了
科普讲座。农工党晋中市委组织医
院2名专家重点讲解糖尿病等慢性
病预防保健以及高血压、冠心病等
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常识和防治
方法。从事律师职业的农工党员向
村民讲授了民法知识，以实例讲解，
贴近群众生活，既增加了村民法律
知识，又增强了他们依法维权意
识。市综检中心组织2名专业人员

重点讲解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
品、药品安全知识，如：农药残留对
人体的危害及如何正确清洗瓜果蔬
菜、如何鉴别死猪肉、如何选购食用
油及安全用药等基本常识。

市科协为堡和村 14 名小学生
送去《蛟龙少年科考队》系列图书，
为 11 名幼儿送去《十万个为什么》
和《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科技
书籍，让孩子们通过课外阅读提升
对科技的兴趣。结合防灾减灾日、
乡村振兴、科技活动周主题，展出科
普挂图 32 张，现场发放《汛期地质
灾害防治》《突发地质灾害防灾减灾
常识》《移风易俗常识》等科普书籍
1200 余本，科普宣传袋 200 余个。
活动中还设置了抽奖环节，注册“科
普中国”APP人员有机会获得科普
宣传伞一把，当天参与群众达 300
余人次，村民们热情高涨，整个活动
气氛活跃、秩序井然。

市科协联合农工党晋中市委、市综检中心

开展科普进农村活动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我市各县（区、市）紧紧围绕“博物馆的未
来：恢复与重塑”这一主题，提前部署，精心策划各类活动，采取多方位、多角
度的活动形式，提高活动影响力，使博物馆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功
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平遥县票号博物馆组织了实验小学的学生，来馆
体验特别活动。图为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观看写汇票。 市文旅局提供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栏稿件由市科协、市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