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3..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44..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55..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学生学生
““六不准六不准””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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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唱 方兴未艾

近日，在长安文场非遗传承
基地，记者看到了墙壁张贴着
巨幅喷绘，图文并 茂 展 示 长 安
文场传承活动精彩瞬间。一张
张蒙尘的照片都在诉说着其现
状—— 花 无 百 日 红 ， 长 安 文 场
与许多传统说唱艺术一样，逐
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直到今天，长安文场的传
承状况还属于一脉相承。”周劲
松介绍，目前仅有的长安文场自
治区级传承人唐界莲、市级传承
人容建军均是陈丽文的徒弟，她
们以热爱、坚韧与扎实的技艺传
承着长安文场的精髓，还致力于
文场进社区、进校园、进苗寨，
是目前培养后继人才的主要力
量。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习长
安文场，觉得学它太苦太累，倒
不 如 哼 唱 易 懂 易 学 的 流 行 歌
曲。”陈丽文对此感触颇深，随
着现代社会娱乐形式的多样化，
演出场次减少、观众群体老龄
化、传承人才匮乏，这些都是长

安文场当前面临的困境。
“老一辈传承人的老去与年

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兴趣的缺失，
使技艺传承出现断层。”周劲松
分析，一方面，长安文场在传承
上缺乏创新，没有跟上时代的步
伐；另一方面，在市场推广方面
的滞后，也使其难以适应现代社
会的需求，加剧了传承的困境。

周 劲 松 表 示 ， 面 对 挑 战 ，
一方面应借助新技术新趋势加
强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对长
安 文 场 的 认 知 度 和 兴 趣 的 同
时，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另一
方面，应建立有效的传承人培
养机制，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
传 承 。“ 同 时 还 应 积 极 探 索 内
容创新和市场拓展的可能性。”

不少文化学者也提出了他们
的见解。他们认为，可以借助虚
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等先进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
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长安
文场的魅力。此外，还可以与学
校教育、社区活动相结合，开展

长安文场进校园、进社区等活
动，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与认同感。

不过，在困境之中，也孕育
着希望。融安县长安镇中心小学
将“传承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安文场”纳入学校“体艺
2+1 项目”的重点工程。通过聘
请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专家进
行授课，长安文场开始走进校

园，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传承长安
文场的种子。

如今，融安县长安镇中心小
学的教室里，时常传来孩子们唱
的婉转的长安文场旋律，这是长
安文场新生力量的展现。通过校
园传承，长安文场将会吸引更多
年轻人的关注与参与，为技艺传
承注入新的活力。
全媒体记者 陈粤 报道摄影

——柳州非遗巡礼之长安文场

京城有国粹京剧，广东有粤剧，江淮一带有黄梅戏，而在融
安县人的心中，与之遥相辉映的是长安文场。

何为文场？文场是一种清唱剧类型的曲艺形式，又名“文玩
子”。流行于桂北官话地区，以桂林、柳州、河池等地最为盛行。

“文场”与清唱桂剧的“武场”相映成趣，因此得名。
历经百年传承，长安文场以其细腻的唱腔、丰富的曲目，依

旧讲述着历史的故事。近日，记者走进融安，聆听穿越时空的旋
律，探索长安文场不朽的艺术与文化之魂。

近日，在融安县长安古镇骑楼
街，当地民间老艺人进行长安文场
表演，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长安文场
的魅力。

相关资料记载：长安文场是 200
多年前，由江湖艺人传入桂北一带
的江浙民间小调 （也称时调） 衍变
而成的一种说唱艺术。长安文场在
继承发展中，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过去，融安作为商贸重镇，
水路铁路四通八达，不仅汇聚了八
方商贾，也吸引了无数江湖艺人与
戏班。”融安县文化馆馆长周劲松介
绍，明朝靖江王建都桂林，士大夫
将长江中下游的民间小调带入宫
中，逐渐演变成带有明显桂北风情
的说唱艺术。

朝代变更，文场这一曲艺形式
流落民间。

1928 年，一批老艺人对现有文
场进行加工、规整，最终形成了带
有独特地方特色的长安文场。

1974 年的一场大火，长安文场
所有的演出物品、几代人传下的词

谱资料全部化为灰烬。
近些年来，当年被大火焚烧殆

尽的曲牌、手稿，被无数老艺人从
记忆中一片片重新找了回来。

“长安文场不仅承载着江浙文
化的精髓，更在长安艺人的创新改
编下，融入了黔、湘、粤等多地文
化元素，自成一派。”周劲松表示，
四大调中，既有上海越剧的缠绵悱
恻，也有安徽黄梅戏的质朴清新。

岁月流转，长安文场历经百年
沧桑，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2003 年，融安县长安镇被自治
区人民政府赋予了“文场之乡”的
美誉；2008 年，长安文场被列为第
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如今，在长安镇的骑楼街，当
夜幕降临，长安文场的乐声便悠扬
响起。扬琴、琵琶、三弦、二弦、
笛子，传统的“文场五件头”在曲
艺人的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每一曲都仿佛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让人沉醉其中。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
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
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近
日，在位于融安县长安古镇的

“长安文场非遗传承基地”，传
承人陈丽文清唱了一段毛泽东的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将文场的四大调唱得气势恢宏。
今年 82 岁的她，虽已不复年轻
时柔软轻盈，但那些融进骨子里

的功底，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远
去。

2011年，陈丽文成为自治区
级非遗传承人。多年过去，她仍
是长安文场的“当家花旦”，也
是目前在世的传承人中，从艺时
间最长、年纪最大的一个。自幼
受家庭熏陶，她 10 岁时就已经
会对着镜子模仿唱彩调，那份纯
真与热爱打动了当时的长安文场
名角曾贵春。

曾贵春不仅技艺高超，更勇

于创新，将传统文场从坐唱形式
搬上舞台，加入更多乐器，使表
演更生动。

“想学唱戏啊，要下狠功夫
哦。”师傅的教诲，陈丽文铭记于
心。每天放学后，融江边的小院
便是她苦练唱念做打的舞台。12
岁那年，陈丽文首次登台，与父
亲、师傅同台演出彩调剧 《拖油
瓶》。剧中，她饰演一个随母改嫁
的小女孩，以稚嫩的嗓音、生动
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认
可。

“听着台下的掌声，我特别
激动，小小的种子在我心中落地

生根。”陈丽文深知，是长安文场
给了她展现自我的舞台，这份热
爱与信念，让她在技艺上日益精
进，成为了长安文场传承与发展
的中坚力量。在长安文场的黄金
时代，她的名字与《食堂欢》《姑
娘算命》 等经典剧目紧密相连，
成为了无数戏迷心中的记忆。

“这不仅是一种艺术的传
承，更是文化的责任与使命。”岁
月流逝，陈丽文依然坚守在舞台
上、活跃在各类演出中，她用歌
声，日复一日地讲述着这片土地
上的文化与变迁。

陈丽文 （右一） 正在传授长安文场学唱技巧。本报通讯员 覃庆和 摄

20242024年元旦的长安文场展演年元旦的长安文场展演。。

历史深处的艺术回响1

薪火相传的坚守者2

技艺传承注入新活力3

长安文场吸引了不少戏迷长安文场吸引了不少戏迷。。（（图片由融安县文化馆提供图片由融安县文化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