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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厚重的解州关帝祖庙，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
史。千百年来，祖庙作为历史的记录者，静默伫立，留存着
多个时代的记忆。

解州关帝祖庙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其庞大的古建筑
群，成为久慕其名的游人的心心念念；其中所藏的浩瀚可
移动文物，蕴藏着化不开的关公文化，吸引了海内外关公
信徒前来瞻仰。

2023 年 7 月，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以下简称“文保
所”）在中轴线上布置展区、两边长廊铺装游步道，开展了
一系列展示提升项目。

2024 年到来之际，解州关帝祖庙“焕”发新颜，“静”的
文物“动”了起来，“沉睡”的古建在科技的加持下有了“呼
吸”。游人走在中轴线上（如下图），可体验穿越 1400 多年的
沉浸场景。

元旦假期，解州关帝祖庙迎接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市
民张晓就是其中一位，不是第一次前来瞻仰关公文化的
她，惊叹于祖庙的变化。

沿着中轴线缓步向前，张晓看到了“动”起来的关帝祖庙。
“回首关羽一生，其以忠、义、仁、勇、礼、智、信

见称……”步入结义亭，一块透明显示屏悬挂正中，上面播
放着介绍关羽的影片，画面、声音冲击着游人的感官。此
外，结义亭内的其余空间也得到充分利用。亭内四周布置
有竹帘作背景，在两侧设置陈展，清“汉夫子风雨竹”碑、清

“关圣故宅”碑等均有展示。展览以时间为序，通过一件件
古碑刻拓片，佐证关公其人与祖庙的独特地位。

继续向前，原本板门紧闭的君子亭“敞开胸怀”，恢复
其原本“穿堂建筑”的模样，邀请游人参观游览。在这一区
域，关公生前职官、殁后历代封谥以时间轴的形式呈现在
参观者眼前，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至清德宗光
绪五年（公元 1879 年），接近 1700 年的时间跨度，延伸着关
公文化深远影响的历史轴线。在文字资料的辅助下，游客
隔着玻璃柜，得以清晰看到“卷云纹铁罄”“四足方形锡香
炉”“蜡台”等藏于庙内的文物。“文物不再是庙内一件遥远
的历史遗存，近距离观察文物上面的纹饰、花纹、刻字，这
还是第一次。”张晓说。另一侧展柜，摆放着《关帝圣志》，这
本古籍也曾是被“封存”的文物，在文保所古籍修复室对其
进行数据采集、梳理、辑录等，实现电子文件批量转接后，
最终得以复原陈展“重获新生”。

中轴线上最后一个展示提升项目，设置在了御书楼。
巨大的 LED 屏被安置在御书楼两侧，东侧屏幕上展示着 38
家关公文化交流基地、关帝庙中国分布图、全球华人共祭
关公等内容；西侧屏幕内容分为“传世名画”“馆藏文物”

“楹联匾额”“展览交流”“文化活动”五部分，每部分对应的内容滚动播放。“经过数次
改良设计稿，最终选用‘瀑布魔屏’来动态呈现、滚动播放。”解州关帝祖庙展示提升项
目负责人王燕说，“该部分还将持续完善，保证陈展内容的准确。”

在这里，祖庙藏有的 1375 件（套）可移动文物实现了数据化采集与展示，指尖轻
点，悬挂于祖庙房梁屋脊上的牌匾呈现在屏幕上，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牌匾上
的文字，还可以通过附加的“说明”与“注释”进一步了解牌匾的尺寸、大小、悬挂位置、
内涵，深入了解、传承关公文化。在未来，该部分还将加入可移动文物的 3D 扫描，实现
游客 360度无死角观赏。

“中轴线展示提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 34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期间，结义
亭、君子亭、御书楼布置展板，翔实的文字资料是展区的重头戏；第二阶段就是文化旅
游节闭幕后，文保所反复研讨，认为还是要在文物活化利用上做文章，通过科技手段
让冰冷的文字可视、可听，让封存的文物走出库房，让公众与文物互动、与古建互动。”
文保所所长傅文元介绍，科技赋能，实现文物活化利用，祖庙一直在路上，“2023 年 7
月，祖庙引进了 4 台文保监测设备，用于监测四龙影壁、铁器、石质附属文物等；12 月，
引进新型微型消防车，以其‘小、快、灵’的应急救援能力和特制灭火药剂，实现对文物
古建筑的最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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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 植） 近日，河
东池盐博物馆历时 3 个月在“知盬学
堂”展厅倾心打造的专题板块——“生
态盐湖”正式向公众开展。

该展示区占地面积约 530 平方米，
总体划分为场景还原展示区、生态盐湖
展示区以及池盐自然析出产物科普区、
盐湖景象视频展示区等，通过雕塑、微
缩景观、多媒体陈展、展板等多种形
式，全面介绍盐湖的生态资源和人文价

值，系统阐述盐湖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
大意义。

本次展陈设计贯彻新理念，从展
陈设施、展览内容到展示形式均予以
大 幅 度 调 整 ， 注 重 “ 实 物 呈 现 +展 陈
解 读 +数 字 化 延 伸 ” 的 多 层 次 展 示 形
式，力求呈现良好的展陈效果与观展
体 验 ， 让 游 客 沉 浸 式 欣 赏 “ 生 态 盐
湖”，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为游客
提供更多惊喜。

河东池盐博物馆“生态盐湖”开展

本报讯 （记者 乔 植） 近
日，《“更上一层楼”2024 黄河民
歌春晚》 开机仪式在永济市鹳雀
楼景区举行。

据悉，《“更上一层楼”2024 黄
河民歌春晚》以“黄河”为纽带，以

“民歌”为载体，首次回到“中国龙”
的故乡，华夏文明的肇始地——山
西运城，以“天下黄河第一楼”鹳雀
楼为主会场，在“更上一层楼”的磅
礴气势中，汲古润今，筑梦繁华。晚

会通过滚滚黄河“闹新春”、黄河花
开“ 庆 团 圆 ”、 泱 泱 大 河 “ 看 大
戏”、黄河儿女“唱幸福”、大河
上下“好风光”五个篇章，以民
歌潮音、非遗创演秀、情景化歌
舞 、 民 俗 表 演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
展现沿黄九省 （区） 丰富多彩的
历史文化以及新时代黄河文化的
青春活力，传递中华儿女在新时
代用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决
心，全景呈现新时代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壮美故事。
据了解，《“更上一层楼”2024

黄河民歌春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宣传司、山西省委宣传部指导，
山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主 办 ，沿 黄 九 省

（区）卫视共同承办。此次晚会由九
省 台 第 三 次 联 合 打 造 ，将 于 2024
年 2 月 7 日黄金时段在山西卫视首
播，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河南、山东卫视也将于春
节期间黄金时段播出。

《“更上一层楼”2024黄河民歌春晚》正式开机录制

滔滔涑水意如何，万古沧桑感逝波。
桥外关河连晋陇，眼前驿站养禽鹅。
茶庵煮茗围骚客，帝庙燃香顿姣娥。
盟誓焚舟幽怨处，几家烟树影婆娑。

孟盟桥凝望
■杨兆民

本报讯（记者 王 捷）2023 年 12
月 29 日下午，运城博物馆报告厅内掌声
阵阵，“运城·文化讲堂”第七期在这里开
讲，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景雪变以“蒲剧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题，为广大观众和
戏迷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此次
活动由运城市委宣传部指导，运城中华
文化促进会主办，运城博物馆协办。

举办此次讲座，旨在传承弘扬蒲剧
文化，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蒲剧，坚定
蒲剧发展的信心，讲好蒲剧故事，不断
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
期待，助推运城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发
展。

讲座中，景雪变以简单明了、通俗易
懂的语言，结合自己 11 岁半开始学艺的
曲折、艰苦经历和身边的生动事例，讲解
了老一辈蒲剧艺术家对她为人处世的影
响和“扎根人民、为人民演出”理念的传

承，以及她在剧目建设、高端人才培养、
蒲剧学研教贯通一体等方面作出的探索
和努力。她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一代代蒲
剧人的执着坚守，尤其是近些年取得成
果的不易，让台下观众对蒲剧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讲座配以图片、视频，介绍了《山村
母亲》《定军山》等剧目中传统程式与现
代艺术相结合的细节，阐明了戏曲艺术
古为今用的创新与探索。她表示，新时代
蒲剧迎来崭新的春天，要进一步推动传
统蒲剧艺术与现代文化市场相融合，让
更多的年轻观众爱上蒲剧，共同助推蒲
剧再创新辉煌。景雪变说：“我希望通
过这个平台，让老百姓、社会各界都能
关注蒲剧，走近蒲剧人，了解蒲剧，关
心蒲剧是怎样去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运
城故事、讲好老百姓故事、讲好新时代
故事。”

“运城·文化讲堂”第七期开讲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演出现场组照。 本报记者 茹 雅 摄

中条隘口锁阳关，城垛巍峨岚气环。
西傍高山峰矗矗，东临深谷水潺潺。
一楼古迹分虞晋，三里石槽添景观。
万载运盐车马过，而今古道焕新颜。

阳关锁道
■景 锐

音 乐 是 叙 事 的 艺 术 ，抒 情 的 流
露 ，更 是 连 接 人 与 人 之 间 情 感 的 桥
梁。音乐会则是音乐艺术奇幻的华彩
瞬间，它将各种风格的音乐编织成一
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诉说着无尽的故
事。音乐会不仅是一次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上月 29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
会在市文化馆首演，演出音乐源自遥
远的古河东。这些河东民间音乐以其
独特的风格和深沉的情感，呈现出一
种原始而真诚的韵味。在现场，17 首
河东民间音乐被重新编排演绎，上升
为合唱艺术。这种集体呈现的音乐，
成为了一种群众性的体验。观众们沉
浸其中，与歌声共振，仿佛回到富饶
土地的过往历史中。这些作品中，有
很多是首次亮相，这使得整个音乐会
充满了新鲜和惊喜。

在这个音乐类活动日益火爆的
时代，音乐演出的类型十分丰富。从
流行音乐到古典乐、从摇滚到民谣，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钟爱的音乐类
型。然而，这次音乐会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将民歌与合唱艺术相结合，打破
了传统音乐的界限。

古音——
张扬生命力

歌里的年代虽已远去，旋律里的
故事却永远值得我们记忆。

当日 14 时 30 分，市文化馆的群艺
堂内座无虚席，舞台上钢琴奏出悦耳
的音符，一场盛大的民间音乐会正在
举行。在指挥扬起指挥棒的一刻，朴
素而风趣的旋律响起，在多声部的合
唱 中 ，17 首 蕴 含 着 河 东 民 间 生 活 色
彩，描绘朴素理想和愿景的民间歌曲
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展现。

流传着的古音，经久不衰，在舞
台上与合唱艺术相拥。这些歌曲或从
侧面讲述古河东繁荣，或尝试描绘劳
动场景，展现生活中的憧憬与热爱。
合唱团成员深情投入，演奏的乐曲时
而深沉低婉，时而激昂交错……每一
首都散发着苍劲的活力，似源于灵魂
深处的律动。

新绛民歌《走绛州》以三段不同
的变奏形态，描绘了古绛州繁荣的社
会场景，将那赶集路上熙熙攘攘的人
流，通过唱段的变化形态，淋漓尽致
地展现在听众的面前；平陆民歌《纺
棉花》，详细描写了姑娘纺棉花的场
景，将劳动场景的细节融入唱词中，
令人如临其境；稷山民歌《思乡曲》运
用细腻的对位手法，真切描绘思乡的
愁苦和浓浓的乡愁；永济民歌《拜年》
反映了淳朴的社会生活……从河东
黄土地上孕育的河东民歌小调，越过
多个县市的山水乡野，将劳动场景生
活场景藏在旋律中、唱词里，浸入现
场每位听众的心里。

“歌曲类型的丰富性正是体现了
百姓生活的丰富与多元。”音乐会总
策划张东风介绍，“流行的音乐以高
雅艺术为主流，这一次我们将乡间俚
语搬到了舞台，尽可能保留歌曲原汁
原味的特色，再经过艺术化的编创，
赋予这些歌曲二次‘生命’。”

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在乐曲熏
陶中，在与歌曲的互动中，完成了向
往与憧憬。78 岁的黎润月，此前担任
映山红合唱团副团长，演出让他获得
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说大开眼
界，将蕴含传统文化的民歌旋律改编
为合唱的形式，还是第一次见。一直
以来，民间艺术似乎总是在某个局部
凸 显 ，这 场 合 唱 演 出 增 添 了 生 活 色
彩，更加符合广大民众的口味，这就
是老百姓真正喜欢的。”

不仅仅是艺术爱好者有所收获，
许多专业的音乐家也相继登场作出
点评。“祖祖辈辈陪伴的民歌，从前只
在民间乡间流传，今天在这里呈现出
了较高的水平，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著名作曲家景建树为河东父老的审
美振奋，真诚表达出这场演出在他心
中的分量。

“这里不仅是关公故里，好运之
城，更是一座艺术之都，民间文化的
提升也是对文化实力的互鉴。”从策
划、创编、排演，到舞台布置，山西省
合唱协会会长袁垒看到了一座城市
的文化生命力。

旋律——
融入运城特色

“文化的结晶是艺术，运城在黄
河的臂弯里，这里必然有着挖掘不尽
的艺术宝藏。”国家一级演员牛宝林
看过演出后说，“民歌看似是一种朗
朗上口、口耳相传的艺术，实际上最
难唱的就是民歌，老百姓在民歌洗礼
下几百年，耳朵里都有民歌的轮廓。
民歌唱得好不好，老百姓说了算。”

歌曲的编创由中国音乐家协会
会员芝达林主导，虽然经历了许多困
难 和 挑 战 ，但 最 终 的 成 果 却 是 完 美
的。在编曲过程中，他不断地以自己
的创造力和才华，解决遇到的各种问
题和难题，经过反复推敲和调整，让
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够传递出深
刻的情感和内涵。

从最初的构思到最终的演唱，整
个过程都充满了艺术家们的付出和
努力。他们通过反复推敲和创新，不
断对歌曲进行调整和改编，以求达到
最佳效果。这样的追求和坚持，使得
这些歌曲在经历了各种考验之后能
够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为了保留并挖掘这些民歌的艺
术价值，制作团队投入了 3 年的时间
进行整理和编排。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借助《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
等资料，广泛搜集了晋南地区丰富多
样的民歌素材。然而，在众多的素材
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并非易事。

芝达林在介绍这 17 首民歌时，坚
持了两个重要原则，即“地域特色”和

“永恒意义”。这意味着选取的歌曲应
该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能够真实地
反映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同时，
这些歌曲也应该具备一定的普遍性

和永恒的艺术意义，能够打动人们的
内心，不受时间的限制。

“歌词必须是原先就有的，不能
是后面的人填词的，原始歌词更具备
永恒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
耗 费 了 极 大 的 心 力 。” 芝 达 林 介 绍
说 ， 为 了 让 民 歌 生 动 体 现 运 城 特
色，在许多歌词里，他保留了歌曲
的方言唱法，同时在旋律上更是下
足了功夫。

在改编平陆民歌《纺棉花》时，制作
团队巧妙结合了模拟纺车所发出的声
响与民歌旋律，并运用了对比复调的手
法。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凸显了音乐的画
面感，还赋予了歌曲别样的妙趣。

这场音乐会实现了单旋律民歌
向多声部合唱的一次质的飞跃。

“ 民 歌 原 本 是 单 旋 律 的 艺 术 形
式，合唱编创应用多声部创作，至少
是两个声部以上。”芝达林说，“民歌
多声部创作要求增强表现力、丰富歌
曲意境，和声和辅调就更容易让人联
想到更丰富、深刻的东西，这就是合
唱的魅力。”

混声合唱《五更鸟》是一首将浓
郁的戏曲风格、高超的多声部运用手
段和精致的钢琴伴奏完美结合的音
乐作品。这个曲目被牛宝林认为是整
场演出中河东特色最为突出、表现力
最好的一首。而其中增添的戏曲内容
源于蒲剧。而混声合唱《中华》则是一
首由浓郁的河东风情和激荡的豪情
壮志所构成的作品。

“戏曲具备专业的创作，是民间
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蒲剧又最是能够
体现运城特色。”芝达林认为河东民
歌和蒲剧具备相似之处，“将蒲剧作
为民歌材料，把河东民歌和戏曲相联
系，创作时用蒲剧为代表的调式，用
这样的声音提炼出来作为和声材料，
以此体现民歌特色。”

打磨提升，是创作精品的必由之
路。为使作品以更成熟的姿态面世，
音乐会结束后特别组织了专家座谈
会。根据专家及乐队意见，主创人员
之后将查缺补漏，对作品进行更加富

有针对性的修改。

演绎——
彰显时代力量

一位孱弱的小姑娘挑着一担水，
艰难行走于崎岖山路，垣曲民歌《二
八佳人担水》所体现的就是地域特色
中的专属场景。

“我们在演唱时还计划加入挑水
的动作，让演出效果更直观，地域特
色 更 明 显 。”垣 曲 民 歌《二 八 佳 人 担
水》表演者孙晓琴介绍，“你看那二八
佳人年方十六，我们都是年纪五十多
岁 的 阿 姨 了 。最 难 的 是 要 揣 摩 和 训
练，怎么才能更好地将动作、语调与
少女的心境相符。排练了一段时间，
心里才算有了一点儿底。”

“印象深刻的是，合唱表演中很
少看到的配套动作。”“半个”合唱专
业人士黎润月，似乎看到了传统文化
无限的潜力和想象力。“河东文化源
远流长，这些来自乡土里的音乐无形
中形成一种力量，似乎是河东大地蓬
勃兴起的新希望。”

音乐会上，共有来自各县（市、区）
的 10 支队伍登台展示民间文化艺术，
包括群星天籁合唱团、新绛县教师合
唱团、芮城星光合唱团等。而面庞最青
涩的是运城学院的合唱团——银湖之
声合唱团，他们演唱了永济民歌《拜
年》、河曲民歌《刨洋芋》，团内的成员
大多是“00后”，在排演练唱过程中，民
间音乐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新鲜。

“整首歌传递着热热闹闹过大年的
喜庆氛围，这种感觉又和春晚营造的热
闹不太相似，故事都在歌词里，情感还
在旋律里，新年的味道十分浓重，听起
来十分亲切。”在运城学院音乐系就读
大三的王星云参与合唱了永济民歌《拜
年》，对民歌她也有着抵挡不住的热情，

“民间艺术真的是我们的艺术瑰宝，只
不过现在了解民歌的人越来越少。虽
然我们力量有限，不过可以借助现在流
行的自媒体，当受众面越来越广的时
候，自然会吸引更多人喜爱它。”

灼灼河东气灼灼河东气 悠悠古音长悠悠古音长
——2024年河东民歌合唱作品新年音乐会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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