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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张月 /
文 还月亮 / 摄） 昨天是中秋
小长假最后一天，“己亥年东
林书院中秋释奠礼”在东林书
院举行。东林书院恢复传统礼
仪已有 4 年，得到全国诸多专
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每年 9 月
举行的尊师释奠礼，演绎流程
也越发成熟。 更有意义的是，
继去年首次恢复古礼乐后，今
年的释奠礼又恢复了佾舞，鼓
瑟和鸣，舞姿婉约，带领游客
穿越千年。

东林书院全面整修免费
对外开放后， 保持了日均千
余人次的客流量， 昨天这场
释奠礼更是吸引了上百名游
客围观。 据介绍，释奠礼原为
古代学校设置酒食奠祭先圣
先师的典礼，凡立学，必行释
奠礼，让学生尊师重道，起到
劝学的作用。 此礼自先秦绵
延至清末， 至今亚洲多地仍
广泛保留。 在古代书院的学
习中，习礼演礼也是一个重要
科目，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自

然也不例外。
《东林书院志》记载，东林

书院自明末兴复以来，在每年
的仲春、仲秋的仲丁日各举行
一次释奠礼，主要为了祭祀孔
孟圣贤和杨时等东林先贤。在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孔子后裔
孔祥东、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
等人的支持指导下，2016 年，
东林书院于建国后首次恢复
释奠礼。“中秋释奠礼遵循书
院志记载，最大程度地原貌呈
现，这次首度恢复了佾舞。”东
林书院管理中心主任荣骏炎
介绍，释奠礼一般安排在孔子
诞辰日 9 月 28 日前后举行，
定在中秋假期举行，是为方便
更多游客观礼。

今年释奠礼的最大看点
是佾舞。 佾舞即古代乐舞，又
称丁祭佾舞、祭孔佾舞，依不同
编制又分为六佾舞和八佾舞，
是祭孔大典祭礼中所表演的舞
蹈。佾舞来自宗庙宫廷雅乐舞，
舞者称为“佾生”。 与宫廷乐舞
相同， 释奠佾舞也有文舞和武

舞。跳文舞时右手执羽，常用雉
尾， 左手执龠， 即短笛形的竹
管，分别有立容、立声之意。 每
个动作皆代表一个字， 一节乐
曲一组动作。 为了再现传统佾
舞， 舞者们从服装道具到举止
走位都严格按照古礼排练。 三
通鼓之后， 佾舞开始， 庄重典
雅，令人大开眼界。

据《无锡县志》记载，东林
释奠礼举行时，往往会上演规
模盛大的礼乐演奏。东林书院
传统释奠礼已有千年历史，每
到秋季， 各方学子齐聚东林，
行释奠大礼祭祀至圣先师，以
昭文教之重。 ”为了恢复真人
演奏，书院仿制了整套的释奠
礼乐器，包括龙凤瑟、箫、笙、
埙、排箫、编钟、编磬、鼓等乐
器。 荣骏炎透露，东林书院计
划于每年 9 月举行释奠礼。传
统礼乐盛宴后，还将举行传统
会讲。

该活动由市文广旅游局
主办，东林书院、同济复兴古
典书院承办。

本报讯 阳羡溪山东
坡阁下， 一尊体现乐观
旷达人生态度的东坡居
士塑像出现在人们面
前。 昨天上午，宜兴市委
领导与东坡居士塑像作
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秀棠在阳羡溪山生活
小镇的雅达文化艺术中
心共同为东坡居士塑像
揭幕，《初心安处———徐
秀棠书画展》 开幕式同
时举行。

宜兴古称阳羡。苏东
坡曾经多次到过江南宜
兴，《楚颂帖》 即是苏东
坡游览宜兴的即兴之
作。“买田阳羡吾将老，
从初只为溪山好。 ”这是
苏东坡钟爱阳羡山水 ，
欲买田归老于此的初
心。 为了创作东坡居士
塑像， 徐秀棠大师重新
探研了东坡文化、 阳羡
地域文化， 多次踏勘原
本就熟悉的阳羡山水 ，
在现实与历史、 自然与
人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 苏东坡的风雅
才情、文人风骨、处世哲
学、 生活情趣都给予了
大师很多启发， 并激发
了他的创作灵感和冲
动。 位于美丽的阳羡湖
畔的雅达文化艺术中
心，是阳羡溪山的组成
部分。 徐秀棠大师创作
的东坡居士塑像将被
永久陈列在这里，与阳
羡溪山的宏伟建筑东
坡阁相呼应， 构成一方
阳羡佳山水的人文精神
象征。

徐秀棠是宜兴紫砂
文化传承的代表性人物
之一，他不仅善茗壶创作
设计，也善书画、篆刻，
更将紫砂雕塑器发扬光
大，自成一脉。他的作品
被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
博物馆收藏，央视“东方
之子” 栏目曾经邀请他
作为重要嘉宾进行访
谈。 已至耄耋之年，徐秀
棠大师仍以沉静的心
态， 保持对传统文化的
深刻感悟， 不断精研紫
砂工艺的本质所在。 70
岁后， 他还曾两次游历
新疆山水、 到国外各大
博物馆学习， 以保持自
己的创作灵感和激情 。
在陶都宜兴通蜀路上，
长乐陶庄遐迩闻名。 作
为长乐陶庄主人， 徐秀
棠先生以“泽以长流方及
远，山因积石自成高”作
为寓所楹联，以示励志。
对于此次《初心安处———
徐秀棠书画展》的举行，
徐秀棠大师袒露心迹：
“初心初心， 就是出发
点，作品要表达的初心，
就是你的创作基础、创作
源头；回归场景，回归文
化，有文化联络，才能达
到创作目的。 ”

由中共宜兴市委宣
传部、雅达健康生态产业
园主办的《初心安处———
徐秀棠书画展》当天在新
落成的阳羡溪山生活小
镇雅达文化艺术中心开
幕， 展览为期三个月。

（何小兵 / 文、摄）

本报讯 近日，首届中国·
惠山前洲乡村戏曲节在惠山
区前洲街道上演。来自全国各
地的秦腔、越剧、淮剧等十个
地方戏的演员相聚在中秋之
夜，全国十大地方小戏原创作
品展演拉开大幕。 短小精悍、
结合时代背景注重原创的“小
戏”， 配上精彩绝伦的舞台演
绎，给锡城市民带来了耳目一
新的感觉，成为市民欢度中秋
佳节一道“文化大餐”。 据了
解，这是无锡首度在传统佳节
举行全国十大地方小戏集中
展演活动。

“花好月圆照九州， 十方

戏曲同唱中秋， 东西南北调，
百姓乐悠悠。 ”以锡剧《采访》
为开头，柳琴戏《家园》、越剧
小戏《觅渡》相继出场，获得现
场群众阵阵喝彩声和欢呼声。
当晚，这一群众文化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 当日起至 9 月 17
日的几天时间里，将有来自 6
个省份 10 个剧种的 12 台地
方小戏在前洲娱乐城剧场上
演。这次参加展演的地方小戏
都是经过精磨细打、千锤百炼
的精品，精湛的演技，动人的
情节以及各具特色的唱腔，向
观众展示出高超的戏曲艺术
水准，不少作品获得所在省的

省级金奖，有些还是全国群众
文艺的金奖项目， 值得一看。
惠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
长符志刚称，不同戏种以不同
的韵味风格，演绎了不同的乡
村振兴主题。小戏讲究在规定
的时间内精彩呈现一个完整
的故事，并达到相当高的舞台
艺术效果。一般演出时长是限
制在 18 分钟， 要求完整演绎
一个精彩故事。这次演出势必
会给锡城市民带来不同的艺
术享受。

据了解，当晚，“全国地方小
戏创作采风基地” 也进行了揭
牌，并正式落户惠山区。（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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