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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到正月半。元宵是春节的压轴大
戏，历来被赋予阖家欢乐的寓意。这个元宵
节，无锡文化场馆、文博景点准备了元宵灯
会、猜灯谜、做汤圆、文艺雅集等传统节庆活
动，邀市民游客线上线下闹元宵。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上元节赏花
灯、猜灯谜是重要的民俗活动，也是年味最浓
的民间狂欢。2月15日元宵节，无锡博物院
一楼大厅将悬花灯、挂灯谜，邀游客有奖竞
猜；15日下午，惠山古镇宝善桥堍惠山园内
的惠山国潮体验中心，有免费的花灯制作体
验活动；东林书院有“灯火满园·知遇东林”元
宵灯会，15日下午还有汤圆手作、醒狮挂件
手作等互动体验活动；无锡市文化馆则在微
信公众号上推出了西水元宵嘉年华线上猜灯
谜活动。

位于大成巷的百年老园云薖园，将在元
宵节再次开门迎客。梁溪区文体旅游局、区
文化馆将在此举办“云薖元宵雅集”，线上直
播，邀请群文工作者、热心市民代表到场欢度
元宵佳节。现场有猜灯谜、古琴演奏、诗词吟
诵、书画创作、插花和茶道展示等活动，主办
方还准备了万元猜谜红包在线派发。（张月）

“艺”起闹元宵

北京冬奥会火热开赛之际，“一起向未
来——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和冬奥同行
收藏展”在无锡运河公园内的何振梁与奥林
匹克陈列馆开展。展览分夏奥、冬奥、青奥、
何振梁与奥林匹克、中国乒乓、无锡体育健儿
与马拉松等主题，配以展板和视频，主要展出
无锡收藏家提供的200多件藏品，均为首次
公开亮相，一展无锡的奥运情缘。

展柜里，奥运、冬奥和青奥系列主题邮
票、首日封、纪念封、明信片，是中国体育事业
蓬勃发展的见证；运动员签名封片、手绘封、
纪念奖牌、纪念币的背后，是一个个精彩动人
的拼搏故事；还有奥运相关门票、书籍、
DVD、体育用品和儿童绘画等系列藏品，用
多种形式为冬奥盛会增添文化气息。策展人
钱中照介绍，蔡振华、惠均、顾俊、潘多、王国
新等无锡运动员的签名封是一大看点，他们
为中国赢得荣誉，无锡因他们而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展品中，有著名纪念封、
纪念戳设计师，无锡人章亚魁的无锡马拉松
大幅手绘封原画稿“人在画中跑”。这件作品
见证了无锡马拉松成长为国际知名赛事的历
程。该展由无锡市体育局、何振梁与奥林匹
克陈列馆主办，将展至3月15日，免费对外开
放，欢迎广大市民前往观展，为北京冬奥会加
油。 （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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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
来。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无锡的文艺
界，那一定是“破圈”。锡城的文艺界不
断突破自身舒适圈，寻找改变的破圈；老
一辈艺术家们在迭代、更新自己创作的
同时，也在不断提携新人；年轻力量和新
鲜面孔的不断出现，让锡城的文艺氛围
多了更多的鲜活和灵动。

人才兴，文艺兴；人才强，文艺强。瞄
准文艺人才的培养，市文联不断强化中青
年文艺家对重大和现实题材的创作意
识，搭建高层次培训平台，实施名师带徒
计划，开展“深入生活实际，书写美丽无
锡”主题实践活动，主动融入无锡高质量发
展大局，推出了一批展现无锡山水之美、人
文之美、发展之美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
《无锡日报·太湖周刊》上也用“中青年文
艺名家”专栏来宣传推介文艺名家中的青
年力量。市文联人才培养工作为无锡文
化高质量发展锻造了一支实力强劲的人
才队伍，并摘得2021年全省文联工作创
新奖。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新年伊始，提前思考创作，实施创作
采访，将尊重艺术规律与加强艺术组织
结合起来，为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提供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引导和服
务。时代赋予了文艺工作者伟大而艰巨
的使命，文艺创作该如何向人民和社会
敞开、精准地萃取、更好地书写？在最近
举行的无锡中青年文艺家座谈会上，19
位中青年文艺家代表相聚一堂，共话重
大题材文艺创作心路，一起面向未来。

图源：陈秀《梁溪运河水深流》

传承与创新，赋予文艺作品生命
力，是文艺创作绕不开的命题。“文艺评
论也要实现创新。”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张春梅表示，今日的评论家不能再
固守单一学科疆域，要关注文学现场，
从中找到理论之基；要有清晰的跨界意
识和破圈行动，实现理论支撑、文本观
照、产业跟踪、媒介认知的跨界联合。
要更新研究方法，面对庞大数据流，利
用各种统计软件、AI技术以提高对现实
的统筹力；要有团队意识、团队攻坚，形
成直击现实言之有物的当代批评。无
锡文化艺术学校舞蹈科科长赵祎涵围
绕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将音乐与舞蹈
相融合，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她参与挖
掘并指导江苏非遗舞蹈“海安花鼓”，填
补了江苏民间舞中专课程的空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创新的重要源
泉。”赵祎涵正深入挖掘整理无锡非遗
舞蹈，让民间舞蹈在传承、发展中开出
新花。

求新求变是艺术发展的内在驱动，
文艺工作者要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宜
兴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庞现军寻求书法
与紫砂艺术的结合，实现艺术的跨界发
展。他将书画、紫砂与盆景、音乐、茶
道、香道等相结合，影响日隆。庞现军
说，文艺作品归根结底还是内容为王，
要有更好的内容，必须不断创新，他倡
导文艺家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科技，为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
助力。市少年宫书画教师庄小石在传
统书画中不断摸索着属于自己的“笔
墨”。在教学中，她教导孩子拿起毛笔在
玩的过程中找到表达“自我”的途径，找
到自己理解世界的“笔墨”语言。“这也许
是更接近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状态，也是
我目前和今后的学习方向。”庄小石说，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艺术家要有学习前
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突破
自我的竞胜之心。 （张月、韩玲）

■ 做创新的实践派

2月8日晚，“赓续百年，吴韵芳菲——小
王彬彬锡剧传承作品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在
无锡大剧院黑匣子剧场精彩上演。由锡剧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小王彬彬移植改编、导演的
《徐策跑城》《杀狗劝妻》《野猪林·白虎节堂》
《铁冠图·刺虎》四个折子戏，集中呈现锡剧艺
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让观众过足戏瘾。

“从千百年前的吴歌起始，经清乾隆至嘉
庆年间的‘东乡调’‘滩簧’，直到新中国的锡
剧，这是一个承载着吴地江南文化艺术历史
的剧种，我们这代必须把她传承好。”有着46
年锡剧舞台生涯的小王彬彬（王建伟），是锡
剧流派“彬彬腔”传人，深得其父王彬彬的艺
术精髓，他继承传统，守正创新，在锡剧舞台
上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为无锡摘得
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
奖。近年来，小王彬彬致力于培育和提携锡
剧新秀，他将京、昆、蒲剧等典藏的折子精品
移植改编为锡剧，还新创感人至深的折子戏
并担纲导演，精心打磨，努力提升锡剧的审美
品位，让舞台表演艺术愈加精湛。

这场演出是对小王彬彬“名师带徒”传承
项目的一次大检验。舞台上，朱宏敏、王子
瑜、李梦恒、屈晔哲等来自无锡市锡剧院的新
生代名角、新秀一展风采。一招一式，一字一
句，皆是戏。青年演员们对角色人物都有着
深刻的理解和独具一格的呈现，在人物性格
的刻画、程式运用的驾驭上，有了质的飞跃。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小王彬彬勉励青年演
员，要趁年轻磨砺自己，做舞台上令人炫目、
被观众铭记的好演员，不做艺途上空有虚名
的匆匆过客，用熠熠生辉的舞台作品，赢得观
众，才能真正赢得锡剧的未来。

该展演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游局、市
文联主办，无锡市锡剧院演出。 （张月）

小王彬彬锡剧传承
作品展演精彩绽放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彰显时代风貌，
引领时代风气。一个个重大时间节点、
重要历史事件，无锡文艺家都是“在场
者”“记录者”，他们勇立时代潮头，描绘
着波澜壮阔的精神图谱。“身为一名摄影
人，究竟要拍什么？要把拍摄把握时代
脉搏、体现生命精彩的作品始终作为主
旨要义，真正做到主题有分量，传播有力
量。”市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黄一清说，
今年，他计划完成《无锡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这一主题的拍摄，
为本地非遗项目保存一批高质量的影
像。未来三年，他会围绕太湖湾科创带
建设开展主题创作，逐步完成科技人物
肖像、科创产品改变生活、科创带发展进
程等系列作品，用影像记录科技人才、科
创事件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的步伐。
文艺关照时代，时代指引创作。市美术
馆副馆长赖辉给自己定下了今年的两大
创作方向：一是在冬奥会的时间节点，用
画笔诠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精神，表现中国速
度、中国力量、中国形象；二是大运河主
题，将选择代表性的运河节点城市来写
生，并举办运河主题写生展，以“感受运
河艺术风貌，领略画中运河内涵”为主题
创作思想，从文化的维度解读运河时代
价值。

高质量描绘新时代，离不开对历史
的深度反思。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
书长李春艳认为，艺术创作中既要嵌入
艺术家的真情实感，又要融入对历史题
材的思考，尤其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二
度创作”仍具意义，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回
望过去，并借助想象与重构，赋予作品独
特的艺术魅力，为作品嵌入新的时代内
涵、融入丰富的民族精神。吴冠中艺术
馆专职画家宗建成是名“90后”，在面对
重大题材创作时，他倍感责任重大。对
于主题创作，他有着深刻的理解，“主题
创作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的，救亡图存、
制度革命、社会改造、文化重构、国家建
设这些时代主题，值得我们用画笔去记
录。”作为中国纪录片界的一分子，市影
视家协会理事陈肯始终以做新时代的记
录者为使命，努力为新时代、新气象、新
作为留下真实鲜活、生动翔实的纪实影
像，让纪录片成为新时代的一面镜子。

■ 做时代的记录者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文艺工
作者应筑牢的价值观，也是艺术创作敞开
的方向。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何勇说，作
为人民的书法家，书法创作要让人民群众
喜欢，书法活动要深入人民中间，提升民
众的参与度，让人民成为书法活动的主
角，挖掘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题材，为
他们创作。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郎
丽巍爱画人物、擅画人物，也凭借着人物
画在当今画坛脱颖而出。她说，她很幸运
可以通过自己的表达方式来描绘人民、讴
歌人民。近年来，她先后创作过抗疫英
雄、医务人员、革命英雄以及身边的人。
她与我国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因艺术结
缘。她应邀深入手术现场，目睹医疗团队
的严谨与辛劳，感悟救死扶伤精神的伟大
与壮阔。这是她“人生的一次难得的生命
体验与精神洗礼”，更是一次与生命对话
的艺术写生。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是
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中国
紫砂文化的从艺者和传承者，宜兴市顾脉
亭苑紫砂艺术馆的顾婷致力于创作出精
神能量足、文化内涵强、艺术价值高的艺
术作品，为时代塑形，为民众发声。她希
望“装一壶有温度的中国，说给世界听”。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董亚平努
力谱写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匠心故事。
她认为，创作者不能只关注“技”，更要关
注“技”背后的“道”，艺术创作要与时代同
行，与国家同行，与人民同行，提升中国民
间文艺的时代魅力。艺术要丰富人、引领
人，艺术终究要为人民服务。市书法家协
会理事严春亚十分清楚这一点。她表示，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
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
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因此，艺术创作的
目的应是通过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
向善的价值观。

■ 做人民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要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
河之美、文化之美。文艺工作者要做地
方文化的传扬者和代言人。锡剧是国家
级非遗，振兴锡剧时不我待。市青年戏
剧家协会主席王子瑜提出，作为新时代
的锡剧人，首先要“出戏”，根植无锡地域
文化土壤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与进程，围
绕大国重器、科技兴国、名人巨匠、社会
正能量等题材，创作更多反映社会现实、
反映人民生活的锡剧剧目。其次要“出
人”，要不遗余力地培养锡剧领军人物和
生力军，推动锡剧艺术向纵深发展，努力
擦亮这张城市名片。无锡有三千年建城
史，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市戏剧家协会
副秘书长周宇的大型戏剧剧本《五纬当
官》《望南国》《旗袍》等佳作都是取自于
无锡本土题材的作品。周宇透露，接下
来，她的创作将继续立足本土文化资源，
拟推出倪云林等相关主题创作，把更多
无锡故事搬上舞台。

艺术家生长的地方，总能给予其丰
厚的创作滋养，成为其独特的身份标
签。无锡画家群体中，吴冠中艺术馆副
馆长余尚红是“获奖专业户”，纵观他的
那些在国展、省展中脱颖而出的佳作，皆
有对家乡土地的歌赞。去年，在参与建
党百年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过程中，他
深受启发，“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
无锡的作品”。市美术馆专职画家郭瑞
卿曾专注于画太行山、黄土塬，追求一种
朴素厚重的静穆感。在无锡工作生活多
年，他越发着迷于江南园林，于是，近年
来，他转向了创作园林山水，表现无锡宜
居宜业的城市特征，追求中国山水画的
审美理想。郭瑞卿的同事王梦晗是土生
土长的无锡姑娘，一直以来，她都把精力
投入到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去，立足
无锡，宣传无锡。接下来，她会从小处着
眼，聚焦锡城“小人物”的形象，用艺术语
言精彩而有深度地讲好无锡故事。

■ 做无锡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