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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拉布布、“网红”库洛米、“巨星”哪吒

……6月 16日，由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 2025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非遗市集中，秀英剪

纸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借助一张纸和一

把剪刀，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代表

性传承人黄海桃和她的弟子们剪出了一个个时

下热门的海口地标元素与动漫、玩偶角色，引得

围观者赞叹不已。

剪纸作为海南民间艺术瑰宝之一，以细腻

的线条、繁复的纹样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著称，承

载着海口人民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此前，

由秀英区申报的秀英剪纸凭借其精湛的技艺与

独特的艺术风格，成功入选海口市第六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黄海桃成为

了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黄海桃热衷到各地参与各类文化交流活

动，带着非遗“走出去”。前不久，作为海南省文

艺志愿者代表，黄海桃随团赴印度尼西亚峇淡

岛开展剪纸体验活动，并向印尼世界大学赠送

寓意中印友谊长存的莲花图案剪纸作品。不少

当地群众向黄海桃表达了想学习剪纸的心愿。

如何把古老的剪纸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多

年来，黄海桃坚持探索。“我们尝试以书签、画芯

等形式推广，还将剪纸图案应用于台灯、雨伞、

团扇等家居日用品，市场反馈还不错。”在黄海

桃看来，蹭热点、接地气都是不错的推广办法。

“比如眼下拉布布火遍全球，我们就以剪纸形式

呈现，再比如荔枝季，我们就剪各种各样的荔枝

图案。”她说。

“年轻人比我们更能嗅到热点，抓住流量。”

目前跟随黄海桃系统学习剪纸技能的学员有20
多人。她还时常在各级文化馆和学校、社区等地

开展剪纸公益课程，“我想把这门手艺传授给更

多年轻的爱好者，让剪纸技艺更好传承下去。”

暑期将至，黄海桃正在筹备新的公益课

程。“用非遗扮靓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让非遗的

种子播撒在更多年轻的爱好者心间。”她说。

市级非遗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桃：

擅用传统剪纸 扮靓现代生活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非遗市集中，
“秀英剪纸”摊位展示的剪纸作品。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非遗市
集上，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代表性
传承人黄海桃展示其剪纸作品。

6月8日，伴随着中央芭蕾舞团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演员谢幕，该剧3月、6月在

海南的两轮总计14场驻场演出圆满落幕；6月13日，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创排剧目歌舞

剧《沉香志》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场上演；6月14日，海口市艺术团

原创舞蹈诗《黎族家园》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

这个6月，海口演艺市场“热辣滚烫”，以海南本土题材创作的各类经典演出剧目

纷纷走上舞台，吸引一批又一批新老观众走进剧院。
□本报记者 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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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观众慕名而来

经典剧目常演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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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风采歌曲征集
海南两首歌曲入选

本报6月22日讯（记者梁冰）由文化

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

文化馆协会联合举办的 2025“我们的歌”

群文风采歌曲征集成果日前公布，海南省

选送歌曲《爱馆如家》《中国梦灿烂辉煌》

入选。

“我们的歌”群文风采歌曲征集活动

作为展现新时代群众文化风采与文化馆

人精神面貌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群文音

乐创作高质量发展。

此次入选的两首歌曲分别由海南省

文化馆（海南省非遗中心）组织推荐，海口

市龙华区文化馆、海口市音乐家协会选

送。其中，龙华区文化馆原创歌曲作品

《爱馆如家》由周毅作曲、樊萍作词，歌曲

将“爱馆如家”作为核心理念，歌词意境温

暖有力量，主题鲜明；海口市音乐家协会

创作的《中国梦灿烂辉煌》由陈国耀作曲、

周琳作词，歌词紧扣时代脉搏，描绘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和美好愿景。

海南美术佳作
走进新疆展出

本报6月22日讯（记者梁冰）6月 19
日，“潮起自贸港——第二届海南画派优

秀美术作品全国巡展（新疆）”在新疆文联

展厅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 90件海南画派精品

力作，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版

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作品主题突

出、风格各异，既有展现海南壮美海疆、

迷人热带雨林风光和独特黎苗风情的自

然人文画卷，也有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火

热场景、反映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优秀

作品。

此次展览由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海南省美术家协会携手新疆美术家协

会共同主办。省文联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展览旨在让充满椰风海韵的海南美术

佳作，与新疆多元包容、雄浑大气的艺术

风格进行深度对话。展览将有力推动琼

新两地美术界深度交流合作，在采风创作

联动、文艺品牌共建、人才培养共育等方

面开展多元合作。

中外经典作品主题
音乐会海口上演

本报6月22日讯（记者梁冰）6月 20
日晚，“听见海南 遇见你”夏日弦歌·中外

经典作品音乐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

场上演，这也是该主题音乐会自2024年首

演以来演出的第四场。

本场音乐会作品风格多样，演出内容

包含民歌、歌剧唱段、电影插曲、大提琴独

奏曲等。著名歌唱家李庆文、唐懿姝，青

年大提琴演奏家董雪，青年钢琴演奏家林

志杰等多位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奉献

了精彩的视听盛宴。除多首独唱独奏曲

目外，艺术家们还共同演绎了《在水一方》

《一杯美酒》《久久不见久久见》《月亮代表

我的心》《掌声响起来》等作品，将音乐会

一次次推向高潮。

本次音乐会主题创意兼总策划、男高

音歌唱家李庆文介绍，音乐会旨在通过多

首经典中外音乐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并喜

爱经典艺术，同时致力于打造“听见海南

遇见你”艺术品牌，吸引更多优秀艺术家

参与其中。

29场，这是今年度《红色娘子军》计划

在海南驻场演出的场次；超4000场，这是自

1964年首演以来，《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外

演出的累计场次。

同样作为舞台上的常青树，《黎族家

园》自2016年首次登上舞台以来，迄今已完

整演出超30场次，片段演出达数百场，演出

足迹遍及海内外多个城市，收获好评如潮。

演出何以常青？答案是：常演常新。

作为一部以海南故事为题材、享誉中

外的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如今已

是第六代演员登台。“这么多年来，尽管演

员不停更新换代，但经典韵味始终如一。”

在此前的采访中，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

总监冯英介绍，多年来，中芭坚持老带新的

方式，代代传承作品的精髓，比如安排老的

男主演带年轻女主演，让年轻人接受更多

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新老交替。“青年

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上不断有自己新的理

解，所以常演常新。”她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海南驻场演出还

特邀海南艺术职业学院两位优秀学生参

与。此外，海南籍优秀舞蹈演员高滩也入

围了洪常青角色。

在多年的排演中，《黎族家园》团队不

断深耕打磨剧本和演出。该剧总编导、海

口市艺术团艺术总监蒙麓光介绍，为了更

好地表达黎族文化，《黎族家园》创作之初，

她与团队就决定将古法制陶、黎锦技艺、咚

铃伽、竹木器乐等多个具有浓郁海南民族

特色的非遗元素融入剧目编排中，并在演

出中不断打磨细化，生动展现了海南黎族

同胞的生活图景与文化传承。

“返璞归真、热烈真挚，让世界了解海

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我们打造这部

剧的初心所在。”蒙麓光说，该剧从创作到

演出，每一位演职人员都用心、用力、用情，

希望将心中对民族文化的敬重与热爱，通

过剧目传递给广大观众。

经典不落幕经典不落幕 本土元素本土元素““潮潮””起来起来

①6月8日，中央芭蕾舞团经典剧目《红色
娘子军》在海南的两轮总计14场驻场演出圆
满落幕。

一次次足尖翩然，一场场满堂喝彩。

对“老粉”来说，尽管剧情烂熟于心，但演出

百看不厌；对“新粉”而言，文化与艺术交融

碰撞带来的视觉盛宴“值回票价”。

从 3月 14日首轮驻场演出启幕至今，

《红色娘子军》14场精彩演出吸引了万余名

观众走进剧院，其中不乏“回头客”。“这是

我第九次走进剧院看《红色娘子军》。”6月8
日，刚刚走出剧场，来自文昌的观众黄梁海

激动地分享着自己“九刷”的心得，“娘子军

战士的眼神，越看越有力量！”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也纷纷走进

剧院。看完《红色娘子军》，英雅圣彼得学

校英国董事会主席William Roger赞不绝

口。“音乐、舞蹈、叙事浑然一体，每一秒都

扣人心弦。如此高水准的艺术呈现，不仅

为海口注入了文化活力，更彰显了中国艺

术的全球影响力。”他期待未来能有更多高

质量的本土题材演出剧目登上舞台。

根植海南热土的艺术史诗，正成为海

南吸引全国游客、打造文旅融合新高地的

“金字招牌”。

到海南旅游，看海南好剧。不少岛外游

客把看舞台剧列入旅行清单。“这是了解一个

地方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窗口。”得知《黎族

家园》再度上演，四川游客邱志祥特地将出行

时间定在演出期间，并早早买好了演出门

票。“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演出，深入了解海

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感受‘烟火气’。”他说。

《黎族家园》演出也吸引了不少舞蹈专

业学子。“这是我第三次看《黎族家园》了，

每一次走进剧院，都好像走进了黎族村

寨。”一名来自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的学

生说，“舞蹈编排既保留了黎族传统舞蹈的

原始韵味，又融入现代舞台艺术的表现手

法，整部作品既古朴又充满时代感，是一场

视觉盛宴。”

“海南有太多文化瑰宝，给广大文艺工

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蒙麓光说，

“我们希望把更多海南文化搬到舞台上，借

助聚光灯讲好‘海南故事’，让观众透过舞

台艺术，了解海南、爱上海南。”

③歌舞剧《沉香志》以沉香树“历风霜而愈
芬芳”的生命历程为意象，将黎族文化与自然
的共鸣，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②舞蹈诗《黎族家园》反映了黎族人民建
设家园过程中世代传承的民族精神与信仰。

海南题材舞台剧目“圈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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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