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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唱巴陵戏
□本报记者 黄梅 实习生 孟静怡

“立志除奸不畏仇，岂肯辜负少年
头。谗臣当道万民忧，八百进士运机
谋。有朝举起锄奸手，要将严贼一笔
勾……”熟悉的巴陵戏《打严嵩》萦绕耳
畔，只见10台颜色相近、玩具模型一般
大小的机器人正“搭台唱戏”。它们一
边播放巴陵戏，一边做出相应的戏曲舞
蹈动作，生动形象而富有感染力，展现
了戏曲的韵律美与节奏感。

这是不久前在巴陵广场举行的“祖
国长盛·非遗常青”湖南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列展示活动的一个场景，市科技馆
参与“见非遗”精品工艺类非遗项目展
示活动，精心策划的“戏曲机器人”将传
统文化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吸引了一
批批市民的围观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
与舞、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
式，让现场所有人眼前一亮。

年过六旬的王爹驻足聆听一会儿
后，情不自禁地赞道：“咿呀，机器人唱
巴陵戏，下不了地啊！”一位文化人士
也对此大加赞赏：“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司空见惯，但机器人唱戏这种贴近民
生的娱乐项目，实属喜闻乐见，头一次
见到。机器人作为前沿科技人工智能
的代表，不仅在工业制造中扮演不可
或缺的角色，如今也飞入了寻常百姓
的生活里。”

这一创意是如何实现的？记者采
访了市科技馆展教部负责人吴泽民，他
介绍说：“制作中，工作人员选择了巴陵
戏经典戏曲《打严嵩》，并请艺术家对戏
曲的鼓点节拍进行划分，再由机器人动
作编程员按照戏曲的节奏和故事情节
设置动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对机器人
的关节动作处理，因为机器人的灵活度
远不如戏曲演艺人，所以特殊动作需要
对原器件进行改装，这样才能使机器人
生动地表演戏曲。”

这种创新的表现形式也吸引了不
少青少年围观，他们对这一新鲜事物十
分的好奇，有的跟着哼唱，有的模仿机
器人动作，对传统巴陵戏有了初步的了
解。“此次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巴陵戏融入到机器人表演中，通过高
科技和传统文化结合，赋予文化的科技
表现力，增强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直
观意识，让他们在学科学、用科学的过
程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乐趣。”吴
泽民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愈加成熟，科
技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愈加强劲。目
前，除了戏曲机器人，市科技馆还推出
了“3D 打印岳州窑”“龙舟乐”等项目，
充分展示了“文化+科技+创新”的高
度活力。

“目前我们还在探索开展科技与非
遗相融合科普活动，旨在通过科技手段
实现对非遗的传播和推广，进一步发挥
科普的阵地作用，充分利用科技资源，
让更多的青少年认识非遗、了解非遗、
热爱非遗，唤起青少年群体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今后也将陆续推出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项目，如积木拼装
岳阳楼、龙舟，用激光刻字机雕刻岳州
扇等，为青少年开展科学教育的同时，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理念深刻
烙印在他们心中。”对未来的展望，吴泽
民满怀信心。

群众文艺，顾名思义就是群众性的文
艺创作和表演，一切创作从群众出发，一
切创作为了群众。鲜活、真实、接地气，这
是群众文艺较之专业性、职业化及个人味
的文艺创演最为独特的品格。当今社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不断增长，群众的文化审美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对群众文艺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9月1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选送的歌舞《乡情·乡音》代表岳阳
参与“欢乐潇湘”全省群众文艺汇演，岳阳
县民俗文化的原生态小调，充满浓郁的地
域特色，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获得了现场观
众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随着“欢乐潇湘·幸福岳阳”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我们的中国梦·湖湘
文化进万家”文化志愿者送文化进社区等
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涌现出一批反映
岳阳本土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题材
丰富、接地气，更变得越来越“时髦”，越来
越别具新意。

一直以来，我市在探索建立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让百姓享
受实实在在的文化民生，大大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文艺氛围日益浓厚

9月5日，巴陵广场热闹非凡，一场盛
大的全省非遗展示活动在此举行，文艺骨
干朱奕桦带着60名队员敲锣打鼓，作为开
场节目《鼓舞巴陵》，她们用饱满的激情挥
动着手中的鼓棒，铿锵有力的鼓点给人一
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朱奕桦带领的这些队员都是来自社
区的文艺爱好者。朱奕桦是土生土长的
岳阳人，一直在湖南省歌舞剧院担任舞蹈
演员。2015年，受邀回到岳阳对音舞诗剧

《大湖之恋》进行技术指导，在这一过程
中，科班出身的她深深地被基层文艺爱好
者们的热情所感染，令她没想到的是，如
今的群众文艺发展到如此蓬勃之势。在
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下，她回到岳阳在
南湖新区刘山庙社区组建了人人健身阳
光艺术团，投身到群众文艺中来。

“击鼓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要敲打出
精气神需要一定的功底和对参加活动的
热情。”朱奕桦介绍说。基层文艺团体是
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生力军，肩负着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普及文化知识、培养文艺
人才的重任。长期受到专业训练的朱奕
桦在教学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红色文化的
弘扬，她先后为队员们排练了《映山红》，
在2016年“欢乐潇湘·幸福岳阳”群众文艺
活动全市决赛中获得金奖，并获全省的银
奖；排练的《友善之歌》在2017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湖南省原创广场舞大赛岳阳
决赛中斩获金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市共
有 50 多项活动迎接和庆祝祖国 70 华诞，
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广大群众十分踊跃，
载歌载舞，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歌
颂！”市群艺馆馆长周磊介绍说，以前群
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强，

需要去发动群众参加排练、演出，很多人
要么找借口不来，要么就是应付了事，集
体意识不强。随着各类文艺活动的举
办，群众的观念被一点点扭转，对文化活
动的激情也一点点被点燃，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们从
活动中赢得精神享受和文化收获，同时
获得一种集体荣誉感以及让更多人见证
岳阳风采的自豪感。

据了解，经过多年发展，我市如今已
拥有乐队、合唱团、广场舞队等数百支文
艺团队，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丰富，文化
意识得以培养。

文艺创作推陈出新

“太阳出来满天红，村西老屋会情人，
五十多岁谈恋爱，像雾像雨又像风……”
这是岳阳花鼓戏《寸土不让》的开戏台词，

“接地气”是湖南花鼓戏的一大特色，也是
其流传甚广的主要原因。今年5月，岳阳
花鼓戏《寸土不让》进入第十二届中国艺
术节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是湖南省入围
的三个群文作品之一。

“《寸土不让》是一个轻松的喜剧，也
是一个严肃的正剧。剧中的占地与护地，
是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社会关注度较
高，对于全社会了解、保护我国的耕地现
状有很好的教育意义。艺术作品应该带
给观众欢笑之后的思考。”编剧王密根介
绍，剧中的道白和唱词以岳阳花鼓戏作为
音乐元素，采用了生活化的语言，有着鲜
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迹。

由于属于群文类节目，《寸土不让》的
主创基本都是业余演员。今年五十多岁
的易文说，能登上全国高水平的综合性艺

术大舞台感到十分荣幸，也希望湖南的花
鼓戏能冒出更多新生代，将传统剧目更好
地保护与传承，将更多好戏展示在全国观
众面前。

近年来，我市在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取
得阶段性进展，在注重弘扬传统文化方面
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批接地气、富有时代
生活气息的原创作品。其中，群文类作品
花鼓戏《寸土不让》、舞蹈《香草美人吟》、
小戏《解砣》《五更送郎》、器乐《看戏》、声
乐《青山绿水鱼满仓》等均在湖南省第六
届艺术节中荣获“三湘群星奖”奖项。

文艺传播形式多样化

从一台台晚会，到一场场直播，近年
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文艺
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关注，文艺传播的形
式逐渐多样化。

9月18日，“我和我的祖国·湖南百万
职工同声唱”岳阳歌咏大赛决赛在文化艺
术会展中心上演，《我爱你中国》《怒吼
吧！黄河》《家住安源》《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真
情演绎着祝福祖国的崇高礼赞，台下观众
摇动着手中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与歌
声合唱，掌声经久不息，现场气氛热烈。
自初赛以来，市群艺馆通过数字文化平台
进行了现场直播，场外观众达30万人次。

“除了歌咏大赛，还对‘欢乐潇湘·幸福岳
阳’群众文艺汇演、全省非遗展示活动进
行了直播，通过这些大型直播，让更多的
群众了解活动内容，参与到活动中来，观
众总人数达170多万，有力地扩大了文艺
传播的影响力。”市群艺馆数字文化馆主
任袁思奇说。

近年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
务，是群众享受均等高效公共文化服务
的新平台。在市群艺馆数字文化馆的平
台上，有不少优质的舞蹈视频，如舞剧

《屈原》《柳毅传书》《唯见你的斑斓》《再
见，青春》等，这些舞蹈既有岳阳地方特
色元素创作的舞剧，也有反映青春题材
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艺术性和参
考价值。

“公共数字文化具有广泛的公共性、
公益性、均等性和便利性，未来，我们将运
用APP、短视频、AR、VR等数字信息技术
吸收更多社会优质资源，丰富产品和服务
内容，借助互联网高效传播的优势，用新
的形象面向公众，给公众提供新鲜感、趣
味性、集成化的‘一站式’的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周磊说。

群众文艺原来这么精彩
□本报记者 黄 梅

近日，在岳阳文化艺术会展中心，由
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的

“欢乐潇湘·幸福岳阳”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决赛热闹开演。

晚会上，来自我市多个群众文化志愿
者团体选送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原生态
小调组合《乡情·乡音》、歌舞《左公故里辣
飘香》、江南渔鼓《哈姑告状》、歌舞《三街
九巷新市街》、民俗歌舞《天岳情歌》、歌舞

《江边来了当家人》均为岳阳本地艺术家
新近创作的原创音乐作品，占到了全部节
目的半数。观众们不仅为来自群众的表
演者鼓掌喝彩，更为暖人心、接地气的惠
民演出点赞，

近年来，随着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不
断开展，不仅让先进的文化艺术知识传递
到了乡村，更在精神层面惠及了群众。

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首要的就是
群众能接受，能走进群众心中，激发群众
参与热情，让文化种进群众心中，才能真
正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过程中，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充分尊重群众
的需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真正能
够让群众文化艺术活动走进群众，种到群
众心里，让文化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

在“把脉问诊”中“种文化”。群众需
要什么样的文化，需要补什么样的艺术，
只有群众自己知道。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的内容到底符不符合群众的需求，群众乐
不乐意接受，是不是群众喜欢的方式，这
些也只有群众说了算。在活动前，做好

“把脉问诊”，走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所
想、所需、所盼，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对
群众文化艺术形式和内容进行丰富和完
善，在“把脉问计”中让群众“点单”，送上
群众喜欢的“菜”，实现让文化在群众心里
生根。

在因地制宜中“种文化”。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文化各具特色。在每一个地
方，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保证“种文化”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就要一切从实际出
发，在充分了解乡情、了解群众中，因地制
宜地选择“种文化”的内容，不断创新、丰
富“种文化”的载体和内容，做到形式多
样，内容新颖。让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
受，让文化“种”得下去，用得起来，真正推
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上新台阶。

在“因材施教”中“种文化”。“把脉问
诊”是充分考虑群众的需求和接受方式，
因地制宜是考虑地方文化的差异和特点，
除了这些因素，群众自身的差异，也影响
着“种文化”的效果，做好“因材施教”，才
能让文化真正种下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升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做好“送
文化”，还需“种文化”。在“种文化”中激
发群众学文化的兴趣，提升群众的文化
知识水平，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甘露滋润
广大农村，惠及广大群众，提升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把文化“种”到群众心坎里
□欧 梁

玩龙舞狮营造热闹的氛围 彭 溢 摄

戏曲机器人受追捧

炫酷！

群众演员投入表演 周姣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