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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敬恒，1945 年生，乐山人。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人民日
报》神州书画院特聘画师、嘉州画
院顾问、乐山市美术家协会顾问。

绘画对卜敬恒来说，那是与生
俱来的喜爱，嘉山嘉水的灵气和神
韵，从小就在他心中播下艺术的种
子。上世纪60年代末，卜敬恒拜师
李琼久门下，潜心山水画的研究与
创作。多次跟随老师登峨眉山写生，
收集素材，将自身审美体验交融于
心，流动于笔，从而促进了画艺的提
升，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笔墨语言。

2013年，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
《卜敬恒山水作品精选》，收录了卜
敬恒数幅峨眉山系列作品，《峨眉
山访仙记》《白水秋风》《洪椿晓雨》
《华严钟声》《湖光山色》《峨眉观
瀑》《峨眉旭日》等，作品水墨淋漓，
苍润清秀，每一幅都可圈可点。

水墨山水画《湖光山色》，描绘
的是峨眉山清音阁下面的清音湖
景象。眼前山环水绕，几棵苍松傲
然挺拔，放眼望去，青嶂翠峦绵亘
蜿蜒，清音湖面平静如镜，清澈如
洗，微风吹过，波光粼粼。铁索桥
穿越湖面，水榭楼台倒映湖中，民

舍依山而建，靠水而居，散落于云
水之间。山峰间留白的云雾，呈现
氤氲苍茫的景象，更添了几分沁人
脾腑的大雅韵致。

整幅作品布局大胆，气势雄
浑，画风古雅，境界开阔，墨色清逸
苍润，洋溢着盎然生机。画面题
款：湖光山色，峨眉山清音湖是湖
在山中，山在湖中，湖光山色，相映
成趣。癸巳年正月，乐山卜敬恒。
钤印：卜氏（朱）。

卜敬恒的峨眉山系列作品，表
现方式灵活多样，技法不落俗套。
呈现出对山水图式的创新和突
破。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特别注
重写生体验，冷静地面对山川，用
心体味，在不同的景物中寻求不同
的审美点，从而产生一种新感觉，
把自然山水最生动、最完美地体现
在画纸上。

1992年，卜敬恒在四川省美术
馆举办个人画展；2007 年，在四川
省诗书画院举办卜敬恒师生画展；
2011年，在《华西都市报》组织的评
选活动中，卜敬恒被评为巴蜀画派
影响力代表人物。出版有《卜敬恒
山水画集》《卜敬恒画集》《卜敬恒
作品选集》《卜敬恒花鸟作品精选》
等。

卜敬恒：清音平湖碧波漾

■ 郭明兴

曲艺节虽已圆满落幕，但乐山的曲艺事业发展不会停止，市戏剧曲艺家协会
的文化推广工作仍在继续。

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坚持“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快乐健康”原则，持续开展曲艺
文化惠民工程，组织会员送曲艺文化进乡村、进校园等“曲艺六进”活动，并建立
曲艺进校园、进课堂长效机制，打造“曲艺传承发展基地”40个，充分发挥基层文
化活动的阵地作用，致力让曲艺成为丰富百姓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

“曾经，协会里年轻人不多，乐山曲艺事业发展一度呈现‘青黄不接’的尴尬状
态，现在，我们重拾发展信心。曲艺节在乐山成功举办，为我们提供了曲艺文化交
流的平台，吸纳了众多爱好曲艺的新人。接下来，我们将加快建设中国曲协采风
创作表演等各类曲艺基地，充分发挥基地在曲艺人才培训、艺术创作、表演展示、
学术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做好‘曲艺+文旅’文章，争创‘中国曲艺之乡（名
城）’。”展望未来，虞跃踌躇满志。

“2020年9月，在得知乐山即将承办第十一届中国曲艺节时，
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戴梀回忆道，“盛
会能落户乐山，我们非常激动、兴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举
办此类活动的经验，任务艰巨，人手不足，筹备过程困难重重。”

面对挑战，全力以赴。为此，我市推动制定《乐山市曲艺事业
发展三年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3)》，紧紧围绕中国曲艺节筹
办，成立曲艺事业发展领导小组，实施曲艺资源普查、曲艺创作扶
持、曲艺人才培养等五大提升行动计划，将全市的曲艺曲种、代表
人物、优秀曲目等情况依次摸清。

在曲艺节筹备过程中，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立足本土、突出特
色，结合全市深厚的文旅资源，在作品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下足
功夫。期间，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创作的曲艺剧《月下春风》成功入
围第十二届中国牡丹奖节目奖。

《月下春风》将舞蹈戏曲等元素有机结合，讲述了一对老人年
轻时因贫穷而被棒打鸳鸯，在脱贫致富后有心再续前缘的故事，
这是乐山首次有节目入围我国曲艺界“最高奖”。“《月下春风》根
据《偷青》改编而成，改编最大的特点在于引入四川车灯这一川南
地区民间独特的说唱艺术。参演人员需要两手各执‘四页板’自
打拍节，边歌边起舞。”在《月下春风》中担任女主角的戴梀介绍，
以四川车灯形式进行表演，这在乐山是第一次。

将四川车灯植入乐山曲艺土壤，是发展的契机，也是要学习
的课题。《月下春风》总导演伍越特意向四川车灯曲艺专家“取
经”，把握其特性。在导演组和演员组连续一个月不停歇的努力
排练后，《月下春风》最终得以搬上舞台，真正实现四川车灯这一
曲艺种类在乐山“从无到有”的蜕变。

《峨眉山月》剧照
记者 宋雪 摄

▶▶▶日前，2024 年全国曲协工作会召开。会上，乐山市戏剧曲艺
家协会获评“2023 年度中国曲艺家协会先进基层曲协组织”。值得一提
的是，全国仅3家单位获此殊荣。

发扬传统，吸收南北，面向外来。自2020年9月，乐山在河南平顶山
第十届中国曲艺节闭幕式上接过节旗，成为第十一届中

国曲艺节东道主，到2023年9月25日，第十一届中国
曲艺节在乐山盛大开幕，三年全力筹备，不负嘱

托，不负众望。
“乐山，三江汇流，码头文化浓厚，始

终开放、包容。借由曲艺节在乐举办的
东风，全国南北各曲艺精粹聚集海棠香
国，为乐山的曲艺文化事业发展书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乐山的文旅融合
发展强势蓄力。”回首三年曲艺节筹备
工作，展望乐山曲艺未来路，市戏剧曲
艺家协会主席虞跃有感而发，“我们坚
持探索‘曲艺+文旅’跨界融合发展新
路径，希望乐山文化能走得更远、更
好。”

诚如虞跃而言，曲艺是文艺“轻骑兵”，
表演题材接地气，受众人群广泛，有着深厚
的发展历史。作为百姓的盛会，曲艺节是
向全国观众推介乐山的一次绝佳机会。“创
作乐山，表达乐山”更是重中之重。

回顾第十一届中国曲艺节，系列原创
曲艺作品精彩纷呈、热闹非凡。在《烟火乐
山》表演中，约20名演员在台上，将曲艺类
非遗文化连箫、金钱板等融入其中，边表演
边将乐山钵钵鸡、烧烤等美食文化侃侃道
来；由虞跃作词，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会员吕
霖、李丽秋带来的相声表演《百味乐山》，向
全国观众发出“乐山美食百闻不如一见，百
见不如一尝”的美食信号；饱含小凉山地区
彝族艺术文化的《峨边克斯》，更是让全国
观众饱览乐山曲艺文化的丰富多彩；还有
《峨眉山月》《大纸坊》等节目，充分展现出
乐山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
烟火嘉州城之味。

以节“促”艺，以节“兴”艺。透过曲艺
节，各行各业的曲艺爱好者加入其中，市戏
剧曲艺家协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百味乐山》这个节目非常特别，吕霖在
健康卫生行业工作，李丽秋当时在媒体工作，
俩人因热爱结缘，合作默契，让大家看到了
难得一见的男女相声，看到了乐山年轻人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虞跃介绍，“还有《烟火
乐山》，演员众多，不仅有协会会员，还有来
自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和乐山广播电视
台的广大演员、曲艺爱好者。这个节目，是大
家齐心协力的曲艺成果。”

在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的鼓励和推动
下，越来越多的曲艺爱好者登上曲艺舞台，
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获奖。

过去三年，曲艺小品《暖年》荣获四川
省第二届农民艺术节戏剧类评选第二名；
谐剧《酒醉心明白》和小品《初心》获上海市
大学生话剧节初赛入围奖；原创相声《百味
乐山》入围第三届四川艺术节四川群星奖
曲艺类决赛，荣获四川省第五届曲艺杂技
木偶皮影比赛三等奖并参加优秀作品展
演；曲艺情景剧《铁骑壮歌》入围四川省第
六届曲艺杂技木偶皮影比赛；小品《梦田》
入围四川艺术节四川群星奖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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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 连连创新

推介乐山 百花齐放

持续推广 融合发展

■记者 唐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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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乐山》剧照
记者 宋雪 摄

这个春节，遍布各地的乡村博
物馆吸引了一批批游客。游客们通
过亲子互动、农活体验等活动，迎
接春天。走进乡村博物馆，特有的
时令年节、悠久的农耕文化，成为
现今返乡游子寻根忆昔的新民俗。

用老物件记录乡愁、以旧时光
温润人心，这是乡村文博场馆的独
特功能。各具特色的主题展览体
现了原生态的乡村人文魅力，成为
当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绝佳展示
平台。广袤乡村以其丰饶的乡土
资源、淳朴的民风习俗，在千百年
的岁月流转中，沉淀出自身独有的
历史痕迹，化为乡村博物馆的底蕴
内核。

放眼全国，乡村博物馆切切实
实为广大农村群众带来了文化陶
冶和精神滋养。未来，乡村博物馆
建设要在规划设计、运营管理、产
业联动等方面持续发力。一是立
足乡土，深挖特色。科学谋划乡村
博物馆建设的长远规划和定位设

计，将乡村博物馆建设与乡村规划
相衔接，与地域环境相融合，与文
化需求相匹配。二是活化展陈，丰
富体验。乡村博物馆要“活”得长
久、精彩，日常运营管理是关键。
应在充分考虑受众需求基础上，针
对性推出相应服务举措；创新展陈
手段，提高展陈水平，把文化内容、
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展陈设
计。三是多元协同，文旅融合。乡
村博物馆既是凝聚乡情民心的家
园，也是带动产业发展的平台。要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文旅融
合、共建共享”，积极引入村民、乡
贤等参与场馆设计建设、工艺创
作、讲解导览、志愿服务等，增加就
业岗位，增强村民的积极性和认同
感。注重跨界融合，引入相关领域
企业、团队打造文旅品牌，探索“文
商体旅”深度融合新链条，带动乡
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博物馆真正成
为乡村发展的聚宝盆，实现乡村博
物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共赢，以乡村博物馆的蓬勃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能。

在乡村博物馆遇见诗和远方
■ 李昊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