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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华阴老腔表演精彩的华阴老腔表演

刻刀纹丝不动，手推着牛皮在刀尖下游走，精细
的纹路逐渐显现出来。68岁的汪天稳坐在工作台前，
厚厚的镜片架于鼻尖，眼神中还带有年轻时的犀利。
阳光透过纱窗，将屋内悬挂着的各式色彩斑斓的皮影
投射在白墙上，轻风吹拂，恍若一场灵动的皮影戏就
此启幕。

这幅颇有诗意的“画面”，深藏在西安文化街区
的一间阁楼上。不远处，明城墙内外车水马龙、游人
如织。但只需轻掩屋门，外界的喧嚣瞬间便被阻隔。

汪天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西华州
皮影”的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陕西皮影重要的发源
地之一，相传皮影戏在华州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上
世纪中叶，皮影戏曾是冬日农闲时陕西农民主要的
文化活动之一。谁家有娶妻生子的喜事，总少不了
皮影戏班子前来“闹一闹”。

“手工皮影讲究一个精细，许多经典模板都是多
少代手艺人传承下来的。而每完成一件作
品，需要经过选皮、过稿、潮皮、雕镂、敷色、
熨平等二十余道工序。”汪天稳说，即便是一
幅常见的 20 厘米大小的皮影，通常也需 3 到
4 天才能完成。

自 12 岁拜师学习皮影雕刻技术起，汪天
稳便与皮影结下不解之缘。一把刻刀，他握
了 56年。一张皮影，凝结半生芳华。在 50多
年制作皮影的历程中，汪天稳继承和发展了

“推皮走刀法”，即刀不动皮动的绝技。经此
手法雕刻出的皮影，刀工劲道全无滞涩，线条
严谨又不失洒脱。刻镂完成后，他还要用粗
细不一的毛笔上色。所有部件制作完毕，再
用线组接起来，形成造型各异的皮影形象。

进入汪天稳的工作室，仿佛置身于一个

华州皮影的微型博物馆。从传统的钟馗捉妖、明皇
击鞠图，到山水花鸟图，再到富有现代气息的喜洋
洋、小猪佩奇等皮影，一幅幅色彩鲜明、形态曼妙的
作品，无声诉说着传统工艺与时代共进的流变。

“说到底，手工皮影有人的情感在里面。”汪天稳
之子汪海涛说，机器制作皮影曾经大量抢占市场，手
工皮影生意一度颇为艰难，但只要作品不够完美，父
亲一律要求收回重做。“父亲总说，不要考虑钱，作品
首先要对得起自己。”

坚守终于迎来春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
传统文化愈发重视，老匠人们皱起的眉头舒展开
了。汪海涛说，这几年明显感到“回暖”，陕西一些地
方将皮影引入课堂，父亲、姐姐和自己都曾被请入高
校开讲座。“每次到学校讲课，学生们都对传统艺术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年轻人交流，是父亲最开心的
时候。”

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传统文化，汪天稳不断尝试
将现代元素引入皮影中。小熊的长安之旅，是他们
精心推出的一幅新作品：可爱的卡通熊邂逅大雁塔、
兵马俑，历史的穿越感与流行元素相得益彰。

社会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
实现老手艺的新传承。在百度信息流推出的“匠心
中国行”公益项目中，汪天稳讲述的皮影故事短短几
天内就吸引了 20 多万的点击量。多位外地网民联系
他，想要拜师学艺。老汪没想到，做了半辈子皮影，
年近古稀之时，自己反而成了“网红”。

“一生只做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岁月雕
刻了我，我也雕刻了岁月。”最近，有人将汪天稳制作
皮影的视频配上文字发到了“抖音”平台上，引来 35.4
万的点赞量和 2000 多个留言。有网民说：“看得心生
感动，向手工艺人致敬！有了他们，我们的传统文化
得以发扬光大。谢谢你们！”

汪海涛说，看到这些留言，父亲拿着手机端详了
许久，脸上一直带着笑意。 □ 陈晨

皮影传承人在坚守与创新中雕刻岁月

◆特别关注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电
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进
行了审议。与此前的二审
稿相比，三审稿对于电子
商务经营者的定义、登记
范围、大数据杀熟等都作
出了新的规定，并在多处
强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多位专家认为，该审议稿
更加重视消费者权益，并
对电商热点问题作出了相
应规定。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不管是购物、饮食，还是出
行订机票、旅游、住宿，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电商
平台、外卖平台、在线旅游
平 台 。 因 为 方 便 ，还 省
钱。但实际上一些在线旅
游平台用起来并不便宜，
相反可能花费更多。

一方面，一些电商平
台、在线旅游平台设置了
很多陷阱，最常见的就是
默认捆绑搭售和利用“大
数据杀熟”。同一商家、同
一产品，不同的消费者却
面对不同的价格，甚至出
现会员价、老顾客价格比正常价
格还要贵以及平台报价比酒店前
台报价还要贵的荒唐现象。记得
去年，携程默认捆绑搭售被知名
演员韩雪在微博上炮轰。而前不
久，携程、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平
台又相继被曝出利用“大数据杀
熟”事件，出现“酒店同房不同价”
问题，然而相关平台的事后解释
回避了核心问题，至今都没有解
释清楚网友所说的同一时段同一
房型不同报价的问题。

另一方面，
一些在线旅游
平台利用自身
的 强 势 地 位 ，
强 行 制 定 规
则 ，出 台 各 种
各样的霸王条
款 ，不 是 限 制
消费者的选择
权 ，就 是 向 消
费 者 乱 收 费 、
额 外 收 费 ，饱
受商家和消费
者 诟 病 。 比
如 ，携 程 等 第
三方票务平台
长期以来一直

规定特价飞机票不许改签，
退改签业务额外收费，甚至
出现飞机票退票费用比机
票原价还要贵的荒唐现象，
频频被消费者投诉，终于在
前不久遭到多地消保委、消
协组织的约谈。再比如，携
程向消费者收取酒店保证
金，而酒店本身并不向消费
者收取保证金。

电商平台的种种行为，
不仅背离了最基本的商业
伦理和企业价值，违反了诚
信经营的原则，而且剥夺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已经成为制约电商行
业健康发展的毒瘤。因此，
对电商行业存在的“大数据
杀熟”、消费陷阱、霸王条款、
恶意搭售等乱象，必须持零
容忍态度，要坚决说“不”。

要做到这一点，很显然
不能指望电商平台会主动
良心发现，因为追逐利润最
大化是资本的本质追究；也
不能一味地依靠地方消保
委、消协组织频繁对电商平
台进行约谈，或者给其主管
部门发函，因为今天就这项
乱收费进行约谈，明天可能
推出另一项乱收费项目。

最关键的是，监管要补位，
法律要对电商行业的种种乱象
果断亮剑，用刚性的法律法规予
以严惩，让大肆薅用户羊毛的电
商平台受到应有的惩罚，付出应
有的代价，切实提高电商行业坑
害 消 费 者 行 为 的 违 法 违 规 成
本。这正是正在审议中的电子
商务法将电商热点问题纳入监
管范围的重要意义所在，可以说
打中了电商行业乱象的要害。

□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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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众多买不起正规抗癌药患
者的治病需求，一边是走私仿制抗癌
药面临的刑罚风险——一个售卖保健
品的小商贩，在情与法的矛盾中，会如
何抉择？

7 月 6 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
神》，因触及抗癌药昂贵的国情现实，
展现我国推进医药改革的显著成就，
引发强烈关注。

癌症患者的生存困境
影片导演文牧野介绍，《我不是药

神》根据我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
勇的经历改编，主人公程勇本是一个
保健品商贩，为交房租、抚养儿子，冒
法律风险为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走私仿
制抗癌药“格列宁”，因售价比同类正
规进口药便宜很多，被患者称为“药
神”，却触犯了正规药商的利益，也遭
到警方的追查……

近年来，我国抗癌药物的需求日
益增大，但患者面临正规进口药昂贵
的现实。陆勇是无锡一名慢粒性白血
病患者，曾长期购买印度仿制的抗癌

药，2014年因“销售假药罪”等被公诉，
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对其
免予刑事处罚，次年公诉机关撤诉，成
为颇受关注的一个法律案件。

影片中，程勇在审判席上对法官
说：“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
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
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
能等死，甚至是自杀。不过，我相信今
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能早
一点到吧。”

程勇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
2015年6月1日，我国开始推进药品价
格改革，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取消；
2018年5月1日，我国开始对进口抗癌
药实施零关税，药价有望进一步降低。

小人物故事的人性升华
影片中，程勇并不是患者，起初只

是因急用钱而从印度走私药品，但随
着和多个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思想
发生了升华，后来甚至冒着坐牢的风
险，赔钱为患者提供“格列宁”。

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平民英雄，程勇

的生活变迁交织着复杂的心理变化。
“一开始纯粹是想赚钱，这个过程

中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后来勇敢站出
来，主动去承担。他心中那微弱的一
点点善意，被放大了。”程勇的扮演者
徐峥说，影片关照的小人物，恰恰折射
了人性升华的大主题，程勇就是普通
的你我，恰巧有这么一件事，让他慢慢
把人性的无私和善良展示出来。

事实上，影片中所有的小人物都
在经历人性和心灵的考验。患者见到
刚出生的儿子，放弃自杀念头顽强和
病魔抗争；警察懂得法大于情，宁愿受
罚也要保全病患……

“主人公和身边人物的情感互动，
映射出人性和正义的光辉，这也是这
个社会每个人内心需要呼唤的力量。”
文牧野说。

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升温
出于情节需要，《我不是药神》点

缀了不少印度元素，这让人联想到近
年来在中国频受好评的印度电影：《贫
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坞》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
的猴神大叔》等，都直击现实矛盾，充
满现实关怀。

中国电影创作一直有现实主义传
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电影
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打造了一批艺术性和商业性相统一
的现实题材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通
过女漫画家积极抗癌的故事，在幽默轻
松中引领人们审视人生；《亲爱的》通过
寻找被拐孩子的故事，传递了温暖亲情
的精神能量；《烈日灼心》通过一桩陈年
大案，展现了人性救赎……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指出，
一个时代的电影必然带着一个时代的
烙印，好的电影从来都不回避现实，在
人民对高质量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强烈
的今天，现实主义题材更能引发主流
观众的共鸣。

记者在点映场采访时，不少观众
表示，《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不仅是现
实，更反映出人性的光与热，记录了时
代的进步。 □ 白瀛

◆手机随手拍

↑甘南六月

盖增加错 摄

←小童学样

王忠义 摄

↓

硕
果

范
红
江

摄

6月 24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
成立的“华阴老腔实践调研支队”来到陕西省
华阴市双泉村，深入开展华阴老腔调研活动。

在调研之前，同学们开展了扎实的文献
综述工作，观看了大量老腔表演视频。同学
们表示：“我们都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
趣，对于调研华阴老腔都很期盼。2016 年春
晚让全国观众知道了华阴老腔，华阴老腔的
现状和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下的一个典型缩
影。因此我们想通过调研华阴老腔，来探索
新时代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回味无穷的原生态文化“佳酿”

同学们拜访了 72岁的华阴老腔国家级传
承人张喜民。就是这位大师和歌手谭维维合
作，在春晚上唱响了《华阴老腔一声喊》。张
喜民说着一口韵味独特的陕西话，耐心地向
同学们讲述华阴老腔的发展历程。华阴老腔
当初只是皮影戏的幕后表演伴奏，观众看到
的只是光影的演绎。2001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现任华阴老腔保护中心主任的党安华发
现了华阴老腔艺人们的表演充满激情和生命
活力，于是提议将其搬到幕前。就这样，华阴
老腔成为一种独特的原生态表演形式。华阴
老腔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结合
时代潮流，大胆创新，创新后的华阴老腔，唱
词、唱腔和唱调等有了丰富的感染力，和话
剧、摇滚乐等结合，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结合
的典范。

张喜民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好，非常重
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每年华阴老腔项
目以及华阴老腔传承人都能享受到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补贴。这几年还在村子里建设华阴
老腔传承保护基地，学生可以免费来拜师学
艺。”张喜民特意喊来了村子里的几个华阴老

腔艺人，在自家庭院里为同学们现场表演。
嘶吼声、跺地声、砸凳声、敲梆声混合、交织、
发酵，酿造出三秦大地上的原生态文化“佳
酿”。看完演出，同学们激动地说：“之前只是
在电视上看过华阴老腔演出，今天有幸亲眼
看见、亲耳听到。毫不夸张地说，第一声华阴
老腔吼出来，大家都被那股精神劲强烈地震
撼到了！六七十岁的老人们，竟能迸发出如
此的生命激情，令人肃然起敬。”

华阴老腔喊得更响唱得更嘹亮

除了张喜民，华阴老腔还有一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振中，人称

“白毛”，今年八十有余。提起王老师，华阴老
腔界无人不知，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华阴
老腔艺人。党安华说：“王老先生能唱出那种
无人可及的苍凉悲壮感！王老先生的唱腔非
常让我佩服，他可谓是华阴老腔界的泰斗。”

王振中年岁已高，听力和视力在渐渐退
化，但聊起华阴老腔，他热血沸腾，嗓门洪
亮。他告诉同学们：“以前华阴老腔没啥人愿
意学，现在国家支持，来学的人多了，政府支
持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让渭南师范学院音
乐系的学生主动来跟我学华阴老腔。”

华阴老腔是幸运的，通过各方宣传，让这
个地方传统文化享有了全国盛名，甚至走出
了国门，前往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
加坡等地演出。“外国人也不知道咱唱的是个
啥，听不懂中国话。但被咱的气势感染了，演
出后掌声就不停，我感觉自豪得很！”一位华
阴老腔表演艺人说。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发展给予了非
常大的扶持，比如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给予文化传承人专项奖励等。调研之后，
同学们由衷地说：“希望华阴老腔在创新与传
承中能喊得更响，唱得更嘹亮。” □ 曹瑞

◆视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