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综合本版责编：王文婷 张子怡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 （记者宋向红）近日，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2024
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资
助项目立项名单，山西农业大学策划
和组织申报的“作物学学科创新型人
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成功获批。这
是山西农大首次获批国家级创新型
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设立的创新
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旨在服务
国家战略，加大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的支持，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合
作，培养创新型国际化人才。本次山
西农大申报的“作物学学科创新型人
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基于学校特
色优势学科建设需要，紧密结合我省

“特”“优”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两大战略需求，力争通过与世界
高水平科研院校开展高水平实质合
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突
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项目执行
期为三年（2024-2026年）。根据立

项信息，项目执行期间，山西农大每
年可选派5名符合项目要求的教学
科研人员和研究生赴境外合作院校
开展学习与研究工作，国家留学基金
将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资助期
限内的奖学金。

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的成功获
批，是山西农业大学开展项目制国
际化创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
的一次新尝试，是持续深化与国外
高水平科研院校实质性合作的创新
举措，是学校聚力实施国际化发展
战略的重要突破，对实现“国内一
流、国际有影响、地域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农大首次获批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近日，介休市人民医院医生为患者进行眼部检查。近年来，介休市人民
医院始终坚持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贯穿医疗服务全过程，不
断健全完善医疗服务流程，努力做到让群众便捷就医，切实改善群众就医感
受，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本报通讯员 赵 军 摄

连日来，在山西师范大学附属榆次学校举
办的2023年度榆次区中小学综合实践与劳动
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吸引了众多师生与家长前
来参观。

综合实践与劳动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的重要途径。通过实践，学生能深入理解社
会、锻炼实践能力、激发创新思维、培养团队
协作精神。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榆次区的36
个小学、20 个中学、7 个基地参加。展台上的
每一件作品都充分展现了中小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

本报记者 张浩亮 摄

悠远的鼓点、粗犷的动作、诡秘
的面具……傩舞“爱社”把人们带入
到黄帝大战蚩尤的战争中，再现了沿
袭自远古时期的民俗文化传统。近
日，在寿阳县举行的“龙腾盛世·幸福
寿阳”2024迎新晚会上，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傩舞“爱社”，盛装演绎，带
领观众走入神秘悠远的历史故事。

傩舞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舞蹈，
被称为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傩舞

“爱社”俗称“耍鬼”，是极为古老而又
稀有的傩舞形式，表现的是黄帝大战
蚩尤的传说故事。这一艺术形式现
今仅流传于寿阳县平头镇一带，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近年来，寿阳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经过连续多年的抢救挖掘、整理恢
复，终使这一濒临失传的艺术形式重
新绽放光彩。

于历史深入探寻

相传，远古时期，寿阳县平头镇
一带是黄帝大战蚩尤的主要战场之
一。黄帝为了战胜蚩尤部落，想尽各
种办法，均不奏效。危急时刻，有人
建议用“鬼”驱除敌人。黄帝命令将
士打扮成“魂头鬼”，手舞足蹈冲到阵
前迷惑蚩尤，果然取得了胜利。为了
表彰将士忠爱社稷的英勇行为，黄帝
就将这种舞蹈称之为傩舞“爱社”。

流传于民间的傩舞“爱社”，是否
曾在战场上建过奇功，人们不得而
知。但它作为人们祭祀上苍、祈祷雨
水所用，却有源可寻。《寿阳县志》记
载，每年农历七月十三，傩舞“爱社”
和邻村三大社都要到本县阪泉山附
近的北神山轩辕庙祭祀表演，为轩辕
黄帝过生日。而傩舞“爱社”是唯一
被允许进入轩辕庙内进行表演的社
火节目，其他三大社的节目则只可在
庙外的山头上表演。

汉代以后，傩舞“爱社”有一部分
演变为蚩尤戏或角抵戏，如在寿阳境
内也留下了一种竹马戏，但形式内容
则演变为戏剧，只有傩舞“爱社”的鬼
傩以原始形式留存下来，并且保留了
远古鬼图腾的形式和内容。

在傩舞“爱社”的表演中，6名“大
鬼”戴鬼脸面具为主要表演，18名“小
鬼”站成城郭形在两边助阵。整个表
演有六套动作，时长近一个小时。《武
势》，主要表现的是黄帝和他的将士

在征战出发前积极备战的场面；《倒
上墙》，展现了将士们来到城门下，不
停变换阵仗攻城的景象；《直墙》，体
现出将士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
断进攻却再三失败的作战场面；《小
场》，则是将士们攻城失败后，重新制
定攻城战略迷惑敌人，再次进攻的场
面；《过关》，表演黄帝和战士进攻成
功，打败蚩尤取得胜利的激烈场面；

《耍桌》，主要是将士们取得胜利后，
百姓一同为其庆功的热闹场面。

这些故事让傩舞“爱社”更具
魅力。从整个表演来看，它是一种
舞武结合的群体舞蹈，特色鲜明，
伴着锣鼓的敲击，在整齐划一的节
拍中，表演者按规律行走，塑造了
将士的威武形象，流露出对先祖的
敬仰与崇拜。

傩舞“爱社”原本是当地的北神
山轩辕庙庙会中表演的舞蹈，属于一
种祭祀性仪式舞蹈。随着岁月的流
逝，不断发生转变，逐渐从一种严肃
的祭祀性仪式活动转变为祭祀与娱
乐相结合的民俗活动。如今，每年
举行重要的节庆活动时，傩舞“爱
社”就成为寿阳县必不可少的表演
节目之一。

让古老艺术传承

新中国成立初期，能表演傩舞
“爱社”的只有沟北、韩沟两村。到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沟北的“爱社”
表演艺人已构不成一班，在韩沟村却
一直延续、流传至今。现在，韩沟村是
寿阳县唯一的傩舞“爱社”传承基地。

2008年，傩舞“爱社”被列入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其命运的转
折。2012年，寿阳县对傩舞“爱社”的
推广大规模展开，但当时“二十四鬼”
中的6名“大鬼”扮演者，有的去世、有
的外出谋生，能够真正演出、推广的
人，只剩下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韩
富林。

韩富林在韩沟村傩舞“爱社”家
族传承谱系中位列第四代，心气灵
巧、精明内秀的他，成为傩舞“爱社”
的“全把式”，六大套路历历在心，锣
镲鼓点精当指挥。他的儿子韩晓平，
是他带出的一把大鼓好手。

2017年，韩富林去世。但在他的
影响下，韩沟村传承人达到 35人，与
前几代相比有了量的突破。每年农
历七月十三，是寿阳平头镇韩沟村赶

会的日子，傩舞“爱社”的传承人都会
进行表演，用几千年的程式，阐释着
历史的积淀。

在韩沟村傩舞“爱社”传习所，记
者有幸见到了几位传承人和几位表
演者，近距离欣赏了他们的一场完整
演出。既无唱词，也无说白，伴奏仅
有铛锣十八面、大鼓、大锣、镲等打击
乐器，而无丝竹之声，呈现出一种古
朴、单调、森严的神秘色彩，又充满着
百姓祛邪纳祥的欢愉。

时而骠悍、凶猛，时而稳重、深
沉，时而和蔼、慈祥，能达到这般效
果，如果说舞姿是傩者的言语，那么
面具和服装则是他们的肌肤。

傩舞“爱社”中起着决定作用的
面具，选用龙头形状的木质模型或纸
浆硬壳做模具，上敷纸浆半指厚，外裱
麻纸，涂以桐油或各色油漆。6个傩面
具，全为鬼脸，红绿蓝紫黑白依序排
列，纸浆制作，配以头角、耳环、红缨
等，给人肃穆庄重、不怒自威之感。

表演服装亦别具一格。由于傩
舞“爱社”表演融合了舞蹈和武术的
动作，因此，在穿着服装上也体现了
以“武”为尚的特点。舞者身着武士
青色战袍，上衣下裤黑靴，胸扎十字
红丝绦，手舞绣鱼符、白毛巾，猎猎风
中鼓声阵阵，衣袂飘舞，很是威风。

看完演出，记者离开韩沟村时，
村民都已回归劳作和日常生活。神
秘的古老仪式于外来者是惊鸿一瞥，
但已深深印刻在村民血脉里。

从过去走向未来

一度，这项历时久远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曾因各种原因濒临消亡，传承
岌岌可危。随着国家的重视，省、市、
县的多方支持，傩舞“爱社”才得以重
新焕发生机，在全省、全国名声渐响，
成为寿阳县的一张文化名片。

“我23岁来到韩沟村，成家定居，
耳濡目染之下，喜欢上了傩舞‘爱社’，
并积极学习，加入队伍，经常排练演
出，至今已经坚持了十余年。”村民刘
玉萍是6名“大鬼”扮演者之一。

在韩沟村，可以欣喜地看到，农
忙之余的村民、外地嫁来的媳妇、读
书回乡的学生等不少人，都在老艺人
的培训教导下，对傩舞“爱社”表现出
较大的热情。

在 延 续 中 传 承 ，在 传 承 中 创
新，活跃在寿阳的古老傩舞之影，

历久弥新，舞姿、动作乃至文化内
容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如今在韩
沟村，傩舞“爱社”已传至第五代，
与前几代相比，人数上有了量的突
破，演出人员后继有人，演出技艺
更加熟练。

2008 年，在中外戏曲研讨会上，
傩舞“爱社”进行了精彩演出。2015
年 9 月 11 日，亮相山西省文博会。
2017年 8月，助力“发现晋中”北京推
介会。2019年 6月，墨西哥代表团来
寿阳县交流考察，观看国家级非遗傩
舞“爱社”。

名气的打响，源于寿阳县委、
县政府对傩舞“爱社”的高度重视
和品牌打造。近年来，寿阳县先后
派出人员赴江西南丰、山西师范大
学等地考察学习，投资建设寿阳傩
舞“爱社”文化馆，并邀请山西师范
大学、山西省戏曲舞蹈研究所、山
西省博物院等的专家学者对傩舞

“爱社”的传承保护进行座谈研讨，
进一步提升了傩舞“爱社”的艺术
价值和影响力。

寿阳县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
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璀璨夺目。为
此，寿阳县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核心，逐步完善保护传承体系，充分发
挥文化资源在树立地方文化品牌、促
进文旅融合、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历史文化遗产真
正与现代社会融合共生。

2010年起，寿阳县于每年农历七
月十三举行傩舞“爱社”艺术节，至今
已举办 14 届；2013 年，在平头镇中
学组建“少年傩舞爱社艺术团”，让
非遗正式走进校园；2019 年 8 月 21
日，中国北方最大的傩文化主题文化
馆——寿阳“爱社”傩文化馆在平头
镇黑水村正式运营……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识了
傩舞“爱社”，这项祖先留下的宝贵遗
产，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个个虎虎生威的脚印，踩踏在
黄土大地之上；一声声振聋发聩的鼓
乐，响彻在辽阔的天空之上；一个个
矫健热烈的舞者，讲述着天地、自然
与生命的亘古传奇。这是源自历史
深处的理想，也是千年傩舞在这片
土地上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

图①借助巫傩形式演绎传说。
图②一招一式传承着古老艺术。
图③全景呈现傩舞保护成果。

本报记者 谢 晋 摄

神神秘舞蹈演绎远古传奇秘舞蹈演绎远古传奇
—— 寿阳傩舞寿阳傩舞““爱社爱社””在保护传承中焕发生机在保护传承中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晓媛闫晓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
时代教育事业的总体战略部署。对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可从以下
3个方面加深理解。

第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
本。党的教育方针百年薪火相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聚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为人民办教育，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
局，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把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而奋斗、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这一根
本问题作出的深刻阐释，充分显示了
党的教育方针与时俱进，成为指引人
民教育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毅
前行的光辉灯塔。

第二，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决定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四梁八
柱”。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出发，将“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的系列部署置于新时代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

人才支撑的全局谋划之中，强调育
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在政策导向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教育，以加快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
公平为主线，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
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加快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强化学
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
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统筹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等
各方面，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
社会风尚方面不断开拓前进。

第三，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
继有人的全局。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坚定社会主义教育方向，
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伟业，全党全社会应在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上凝聚强大合力。
当前，要建立健全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发挥学
校教书育人主阵地的作用，把全员、
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落实到
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办好
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
有责任。”家庭是人发育、成长、生存
的首要基地，学校是传承文化、培养
人才的主要平台，社会是人谋生发
展、相互交往的基本环境，三者构成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链环。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育人机制”，就是要求学校系
统、家庭家长、社区社会、职场及网
络等各方加强沟通、密切合作、协调
行动，以良好的学校环境、家庭氛
围、社会风气巩固立德树人成果，帮
助所有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努力
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

（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
百问》）

46.如何理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