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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化创新滋养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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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西安，以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而闻名。近年来，西安提升文化场馆建
设运营水平，引进高水平演出，丰富市民
文化生活；创新文化呈现和传播方式，增
强城市文化活力，彰显文化底蕴；结合地
域文化创作舞台艺术作品，树起“西安制
造”文化品牌，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高品质文化供给

西安90后音乐剧迷刘昊雨至今还记
得2018年在陕西大剧院看经典原版音乐
剧《猫》时的心情：“《猫》是我的音乐剧启
蒙之作，虽然已经在网上看过不下10遍，
但音乐响起的一瞬间，我还是激动得热
泪盈眶。”当时，《猫》在中国 11座城市巡
演，其中在西安连演8场。

从那时起，刘昊雨惊喜地发现，在地
处西北内陆的西安也能欣赏到国际水平
的舞台艺术。“以前要跑去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才能看到的国际演出，近几年在家
门口也能欣赏了。”刘昊雨说。

变化始自 2017年 10月陕西大剧院
正式启用。作为西安标志性文化设施之
一，陕西大剧院以国际化表演艺术中心
为定位，根据国际专业歌剧声学标准建
造，由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团队进行运
营，为艺术家提供一流的表演和交流平
台，让公众拥有艺术欣赏体验。

“陕西大剧院建成运营后，赶上了中
国演出市场快速发展时期，观众规模扩
大，高品质的舞台演出向二三线城市下
沉。”作为陕西大剧院的运营公司，西安
爱乐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监曹继文说，
5年来，陕西大剧院累计上演剧目超过

900场，惠及观众超 56万人次，邀请来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万余位艺术家，
其中不乏《戏台》《玛蒂尔达》《吉赛尔》
《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国内
外经典剧目。

西安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将陕
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易俗大剧院、创
意谷展演中心等文化场馆打造成公众获
取艺术享受、汲取精神力量的殿堂；将
大唐不夜城、四海唐人街、易俗社文化
街区、北院门风情街等文化街区打造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展示地和文旅消费
新场景。此外，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西安国际舞蹈节、西安国际音乐节等艺
术盛会，让中外艺术家在线上线下相
聚，为西安市民打开了一扇欣赏多元文
化之美的窗口。

繁荣城市文化生态

2012年西安交响乐团创建以来，每
年以音乐季形式与国内外音乐家合作，
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演出，更坚持通
过户外公演、线上音乐会、群众艺术教育
活动，将古典音乐带出剧院，融入更多市
民群众的生活。

2022年中秋月圆之夜，2022西安交
响乐团大雁塔户外公演在全网同步播
出，海内外乐迷在乐曲声中共度中秋，
累计观看量达 1211万。自 2013年西安
交响乐团户外公演首次举行以来，每年
9 月，乐团便走出剧院演出。10 年来，
《卡门》《蓝色多瑙河》《梁祝》《青春舞
曲》《中国故事》等中外经典交相辉映，
19万人次现场观看，线上播放量累计突

破 4800万次。
2020年起，西安交响乐团再度突破

现场音乐会的空间限制，用音符与城市
对话。基于古城历史底蕴，乐团与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
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联手，在国宝文物
前奏响乐章。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一
睹国宝真容。“国宝系列云上音乐会”在
线播放量累计突破2亿人次。

“西安交响乐团秉承专业有趣味
原则，不断创新，将交响乐、地域文化
和现代传播手段相融合，打破古典音
乐与普通观众间的高墙，传递美好感
情和向上精神。”西安交响乐团小提琴
首席周虎翼说。

一支乐于“破圈”的乐团正在激发城
市文化活力。秦腔虚拟数字人、西安城
墙数字藏品、非遗直播等数字产品给了
西安特色地域文化全新的呈现方式。积
极抢抓数字化、在线化新趋势，打通线上
场景与线下资源链接，已成为西安彰显
文化底蕴的新路径。

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这是八百里秦川的乐声……是我
们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灵魂中生命呐喊
的声音……我要唱！我要在这新时代的
好时光里，为我的父老乡亲唱！”台上，主
角忆秦娥将半生跌宕化作深情道白。台
下，掌声响起，直至落幕经久不息。

2022年，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陕
西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主角》荣获
文华奖。《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陕西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讲述了
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人生
轨迹，伴随展开秦腔剧种的传承变迁和
复杂世相的宏阔画卷。

《白鹿原》《麻醉师》《柳青》《长安
第二碗》《路遥》《主角》等西安文艺团
体创排的话剧，将陕西故事呈现在戏
剧节和全国巡演的舞台上，并多次斩
获国家级大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舞台艺术相互碰
撞，正不断推动西安文艺创作容纳新创
意，展现新生机。

“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我们不
仅要承接演出，更要出品具有当地文化
特色的文艺作品。”曹继文说，“我们挖
掘、培养、引进新鲜创作力量，将大剧院
作为创作平台和孵化中心，推动本土文
艺繁荣发展。” □蔡馨逸

“枣木就是西北汉子倔强性格
的写照，枣树对生存的渴求呈现出
生命的张力令人震撼，凭借着这片
土地赋予的艺术灵感，握好刻刀，用
陕北的枣木雕刻出饱含陕北文化的
作品是我的使命。”陕西省工艺美术
大师、枣木雕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
杨彦飞说道。

据杨彦飞介绍，相传，佳县枣木
雕刻最早出现于明代时期，人们起初
利用枣木不裂不变形的特性，制皿、
盘、碗等，用于盛放食物，摆放器物，
在传承演化中，佳县枣木雕刻技艺吸
收各地雕刻手法，融合当地特色，逐
渐发展成为现代枣木雕刻技艺，主要
有雕、镂、镌、刻、镶、嵌、剔等技法。

“儿时，我常帮着父亲刻画各种
图案，对雕刻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渐
渐懂得了一些雕刻技巧。20世纪 80
年代，佳县农村的生活较贫困，我常
坐在枣树下，期待枣子快点结果，填
饱肚子。”杨彦飞笑言，1978年他出
生于佳县的木匠家庭，这也成了杨
彦飞与枣树结缘深厚的根源。1996
年，18岁的他怀着对木雕技艺的渴
求，只身前往浙江深造，投入木雕技
艺学习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2008年，杨

彦飞开始将目光凝聚于家乡这片厚
重的土地，枣木无疑是最好的“媒
介”。一块枣木拿到手，杨彦飞会反
复端详，根据枣木的形状、颜色和纹
理走势等来构思，对枝、须、洞、节、
疤、纹理及色泽进行搭配。“既要洞察
入微，又要有整体观念。木雕是个功
夫活，不能急，必须完全静下心来。”
杨彦飞说道，遇到特殊形状的枣木，
需以匠心独具的眼光，依形而雕，经
设计、精雕、定形、打磨、上油等多道
传统工序，做出别具一格的作品。

谈及最自豪的作品，杨彦飞毫
不犹豫地说是《信天游》，因其发挥
枣木红而不艳、铁骨苍枝的特性，真
实再现了陕北信天游的高亢，也彰
显了陕北人质朴、刚毅、内敛的性格
特征。2012年，他用陕北民歌信天
游，同时也是自己的作品《信天游》
命名，注册成立了公司，从事陕北枣
木的雕刻加工，乡亲们在他的带动
下也发现了陕北枣木的价值，纷纷
拿来材料，邀其雕刻、加工。

“收集老百姓用来烧火做饭的
不成材的枣木，雕刻出更多具有陕
北文化的工艺品，让传统技艺惠及
乡亲们。同时也改变以往招收学徒
的模式，采取活态传承、体验的模

式，有老年人、大学生等学员，让学
员先体验，体验后感觉喜欢再加入
传承队伍。”杨彦飞希望将木雕手艺
不断传承、推广。

结合时代发展，杨彦飞还研发一
些主题性的文创产品。2021年，他将
枣木雕刻为陕北红枣，“以假乱真”的
红枣木雕因其轻便小巧又独具陕北
特色，受到市场追捧，销路广泛，真正
让外地游客认识了枣木，认识了佳
县，也了解了这片黄土地上的艺术。

此外，他还创作了“头戴羊肚子
手巾、手持旱烟袋的陕北老汉”“吹
着唢呐打着鼓的民间鼓乐手”等颇
具“陕北味道”的作品，大多展现了
真实的陕北农村生活，既有对传承
的坚守，也不乏对现代审美的探索，
立足黄河两岸枣木，创作九曲黄河
阵等黄河主题文化作品，让枣木展
示当地文化魅力。

“一把刻刀赋予木材新的生命，
以枣木为纸，以刻刀为笔墨，人的一
生，就像这手中的枣木，要在不断地
磨砺中，坚守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
的价值。”杨彦飞表示，将用一生匠心
雕刻出黄土地上独有的精彩，助力小
小的枣木从陕北的田间地头“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 □李一璠

榆林“守艺人”匠心雕刻陕北文化
枣木为“纸” 刻刀为“墨”

“枣”造型的木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