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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阳河”川剧艺术是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我
市响当当的文化名片，至今已
有88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创
演阵容强大,先后涌现出被誉
为“中国戏曲导演第一人”的谢
平安、川剧红生刘云深、川剧名
丑邱福新等川剧艺术家。

为传承弘扬“嘉阳河”川剧
艺术，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乐
山故事，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
重视下，2019年，乐山文化发展
研究中心启动新剧创作，计划
以乐山历史文化为背景推出一
台本土川剧，打造全新的文艺
精品和文旅品牌项目。

“对于新创剧目，我们希望
立足本土，将‘嘉阳河’川剧与
乐山的历史文化进行有机融
合。”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
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赵勇刚介
绍，从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
初，中心组建团队展开了多角
度的采风创作，最后将主题聚
焦在了故宫文物南迁。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
院为谋文物安全，开始了文物
南迁计划。经过数年多地辗
转，1.6万多箱文物运至乐山安
谷、峨眉两地，存放8年无一受
损遗失，缔造了文化遗产保护
史上的奇迹。

“那段历史，留下了许多珍
贵记忆和感人故事，期间乐山
还遭遇日军空袭轰炸，乐山人
民为保护文脉不断，做出了极
大贡献。”《神秘的国宝》编剧巴
布（本名陈立）告诉记者，乐山
是一块福地、也是一块宝地，抗
战期间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故事，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
不仅是乐山的名片、也是四川
的名片，应该让更多人知晓。

在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专
家的支持下，现代川剧《神秘的
国宝》经过半年的采风调研及
剧本创作，于2020年 3月进入
创排阶段，特邀省文联主席
陈智林担纲该剧的艺术总
监和领衔主演。

“此前我们已经围
绕乐山大佛等创作过
很多剧目，这是第
一次，把故宫文物
南迁以及武大西
迁这段历史搬上
舞台。”赵勇刚告
诉记者。

2020年 5月，《神秘的国宝》
首次试演；2020年 9月，《神秘的
国宝》在四川文化与旅游发展大
会正式公演，近 2个小时的演出
里，高难度的唱作念打武、曲折起
伏的精彩剧情，引得观众阵阵叫
好，掌声连连……

“从创排到演出，时间紧、任
务重、场地小，由于对唱作念打武
要求高，期间我们A、B组扮演肖
震山的两位男主角都有不同程度
受伤。”《神秘的国宝》副导演、女
主角肖漫雪的扮演者戴梀告诉记
者，整个剧组的演职人员共有近
90人，大家不仅要全力配合剧情
的不断修改调整，同时还要应对
当时疫情防控的挑战。

文艺之花离不开民间沃土，
为了让文艺作品真正走进群众、
贴近群众、融入群众，2021年起，
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对《神秘
的国宝》进行了再次改版。

“我们在剧情架构不变的基
础上精益求精，让节奏更紧凑、剧
情更连贯、故事更清晰明了，同时
还制作了音乐伴奏，以适应常态
化演出的需要。”赵勇刚介绍，几
经改版后的演出时长不到1个半
小时，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2021年5月，改版后的《神秘
的国宝》，在省级非遗“嘉阳河”川
剧传习展示基地新又新大戏院开
启了常态化惠民演出，此后共演
出 30 多场，共吸引上万人次观
看。

2022年 7月，《神秘的国宝》
受邀参加第五届川剧节优秀剧目
展演，亮相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2023年 3月，《神秘的国宝》获颁
第十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成为
乐山首个捧回“四川最高规格文
艺奖项”的戏剧类作品……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在
新时代背景下，用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乐山故事。”如今《神秘的国
宝》再次载誉而归，赵勇刚却说，
剧目还有提升打造的空间：“艺无
止境，我们希望能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继续对作品进行打磨提
升，争取在更高的平台上进行展

示，攀向艺术的高峰。”

演绎南迁奇迹
一箱丢失的故宫文物，引发各方秘密寻找；一群大

义的热血儿女，为护国宝英勇抗争……
80多年前，逾百万件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文物经南

迁、西迁后运抵乐山，在乐山民众的保护中安全度过八
年抗战，留下了“功侔鲁壁”的佳话；80多年后，川剧
《神秘的国宝》与观众见面，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
为背景，讲述文物完璧归赵的惊险故事，用“情义”二字
书写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近日，四川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座谈会召开。会上，由乐山市委宣传部选送，乐山
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乐山文广演艺有限公司创作的

川剧《神秘的国宝》获颁四川省第十六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

■记者 宋雪

川剧《神秘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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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佛都好
风光，梵香缭绕浸海
棠。战乱受命护国
宝 ，辗 转 不 觉 路 远
长。”伴随着铿锵悠扬
的川剧锣鼓声，川江号
子在三江汇流处响起，《神
秘的国宝》演出拉开帷幕，
舞台时空一下被拉回80多年
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故事，从乐山大佛背后的麻浩
渔村讲起。

1939年，故宫文物刚到乐山，在转往
麻浩渔村的当晚，便神秘丢失一整箱。围绕这
箱编号为918的国宝，各方人马开始了秘密寻找，
其中一枚价值连城的乾隆御印，牵出了国宝的线索，却
也引来了汉奸和日本情报机构的关注……

——码头打打杀杀几十年，不过是河东河西、个人恩怨，如今面
对国之大义，我们须当好自为之。

——酒鬼色鬼贪财鬼，这鬼那鬼我都认，但绝不随他去当汉奸，
老子是乐山人！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
剧情层层推进、渐入高潮，我党地下工作者、乐山社会知名人士

及人民群众纷纷行动，为保护国宝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英勇抗争，
扣人心弦的故事融入了浓郁的地方风情、独特的川剧传统和鲜明的
人物个性，展现出的亲情、爱情、友情、家国情更是让人无比动容。

一个“情”字写满舞台，一人大“义”世人传颂。
故事尾声，爱国护宝的嘉州商会会长肖震山在日军的大轰炸中

牺牲，他用生命守护的国宝最终完璧归赵。这场围绕盗宝、失宝、寻
宝、夺宝、护宝、还宝展开的传奇故事，也将那段难忘的故宫文物南
迁历史刻在了观众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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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笑秋，亦名丘壑，1935年10
月生于成都，曾在内江市川剧团担
任舞美设计、编导等职务。现为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美协理事、四川彩墨画
研究院院长、香格里拉画派创始
人、第一批巴蜀画派卓越成就代表
人物。

邱笑秋七岁学画，先花鸟后人
物，1964年后主攻山水。作品多取
材于巴山蜀水和青藏高原之风土
人情，追求诗的意境和现代情趣，
并致力于色彩的探索。他长期深
入四川甘孜、阿坝以及云南、青海、
甘肃等地采风写生，创作了大量反
映雪域高原的彩墨山水画。

笔者在网上搜到邱笑秋好几
幅峨眉山水画，诸如《峨眉雄姿》
《峨眉放歌》《峨眉山风光》《峨眉观
云图》《峨眉金顶》《峨眉山下》等，
均为彩墨山水佳作。从画法上看，
邱笑秋倾向绘画写实，中国画传统
特色颇为鲜明。画面宏阔恣肆，笔
墨淋漓尽致，线条的运用使得造型
优美，色彩表现和视觉效果较为强
烈。《峨眉放歌》一画，是邱笑秋
1979年的作品，画家以自由流畅的
笔墨，勾画出峨眉仙山的美景。画
面上峰峦矗立，山岩奇绝，山道弯
弯，溪流潺潺。这幅作品有一个特
别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突出情趣，
创造意境，表现画面的视觉印象。
处暑时节游峨眉，蓝天白云之下，
山更青、水更秀，最是赏心悦目。
游人站立路边大石包，仰望群山，
气势壮观，清风送爽，景色绝佳，顿
然使人诗兴大发，放声高歌，岂不
快哉。诗意的画面，真让人有身临
其境之感。

而作品《峨眉雄姿》与《峨眉观
云图》落笔似形传神，虚实相济，浓

淡相渗，展现出峨眉山神奇的景
象。《峨眉山下》是试笔之作，画幅
不大，山石明暗区别，水中倒影分
明，宣纸上的水墨味浓郁。

邱笑秋兴趣广泛，才气横溢，
是一个率性真挚的人。他八十高
龄还经常走马甘孜、阿坝，出入青
藏高原，还将创作题材范围扩展至
海外。他看重那些最能感动自己
的现实场景，无论是雪域高原的人
文景观，还是悠远非洲的异域风
情，他放肆地描绘光影，大胆地运
用色彩，努力激活并彰显出中国现
代彩墨画强大的表现力。

1988年以来，邱笑秋先后在北
京、成都、广州、拉萨、上海等地举
办个展。1992 年以来，相继出版
《邱笑秋画集》《邱笑秋大熊猫画
集》《“青藏高原”邱笑秋彩墨画选》
和《彩墨空间》等多种画集专著。

邱笑秋：峨眉放歌 彩墨寄情

邱笑秋《峨眉放歌》 资料图片

首次24小时“不熄灯”，让观众
领略“博物馆奇妙夜”；临时扩大行
李寄存处，为外地观众提供方便；
与上海大剧院联动，推出观展专场
活动……国际博物馆日之际，上海
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嘉年华活动，吸
引了许多观众前往看展。这是“博
物馆热”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是博
物馆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的一个具体案例。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一器一
物浓缩文化，方寸之间解码文明。
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场所，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记忆
的宝库，也是人们借以认识过去、
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场所。展现
灿烂文明的历史博物馆、讲述红色
故事的革命纪念馆、展示特色文化
的民俗博物馆……近年来，我国类
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
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为人们提
供了更为多样的文化选择，为美好
生活提供着丰厚文化给养。

激发博物馆的活力，需要用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空间”。浙
江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在
遗址上打造沉浸式体验，以原貌、
原尺度立体标识展示，让宋韵走进

寻常百姓家；山东青州博物馆邀请
剪纸、泥塑等非遗传承人，根据馆
藏文物和青州文化中的典型元素
进行创作，并邀请观众参与互动；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结合地方
独特环境资源，打造延伸至40米深
长江水下的“时空隧道”，独特场景
让人流连忘返……各地博物馆聚
焦特点、做强特色，使博物馆成为
不同年龄观众的“打卡地”。这启
示我们，依托独特资源形成新优
势、开辟新路径，就能靠“别具一
格”汇聚起更多人气。

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才能
“火起来”。文物活化利用，既需要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
俱进、勇于创新。比如，广东省流
动博物馆探索“无围墙”博物馆，将
展览延伸到大街小巷、学校课堂、
大山深处，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文
物的魅力。又如，陕西历史博物馆
以大量高精度数据为基础，依托虚
拟现实技术、视频切片技术、H5 技
术打造虚拟展览，将韩休墓考古现
场完整呈现。从讲好文物背后的
故事，到开发文创产品，再到运用
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技术提升展
览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坚持守正创
新，拉近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才
能让博物馆焕发源源不断的生命
力。

在博物馆邂逅优质文化资源

图片均为演
出现场

乐山文化发
展研究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