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吉安市青原区文陂镇渼陂村。

祠堂变学堂、“花海”带动“热游”、

传统村落变身电影村……记者近日走访

江西多个拥有近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发

现，当地深挖文化潜能，将传统村落文化

与乡风家训、农事节气、红色文化等相结

合，呈现出人来、业兴、村活、文盛的喜人

景象，传统村落活力不断迸发。

在赣州市赣县区白鹭乡白鹭村，有

一座清代建造的书箴堂， 祠堂大厅正中

悬挂一副对联： 书可读田可耕二事均宜

着意，箴有辞铭有训两端俱要留心。村民

钟义有介绍，这副对联是想教导后人，不

论读书还是务农， 都要尽力而为才能有

所成就。

白鹭村始建于南宋， 明清时期先后

考取 568 名秀才，17 名举人，2 名进士，

耕读之风盛行。近年来，当地把景福堂等

部分祠堂进行改造，形成文化集散、基层

善治、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场所。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还

未步入景福堂，琅琅书声便从里面传来，

白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何玉桥

正在一句一句教孩子们读古诗。

“我们会定期在这里举办书画教学、

脸谱绘制、故事宣讲等活动，周末也有工

作人员为有需求的孩子义务辅导课业。 ”

何玉桥说，祠堂变学堂，孩子们既有了丰

富的文化体验空间， 也能更好将白鹭村

的文化代代传扬。

眼下 ， 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何君

村的百亩油菜花竞相绽放 ，花海绵延 ，

美不胜收 。 错落有致的传统建筑在花

海的簇拥下更显宁静悠然 ，古树老宅 、

白墙青瓦与金黄花海相映成趣 ， 构成

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 ， 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游玩。

何君村始建于北宋， 历经千年，

不少传统古民居和祠堂仍保存完好。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何君村逐渐名

声在外， 许多村民也尝到了甜头，杨

昆便是其中一位受益者。 4 年前，杨昆返

乡盘活闲置老宅， 在保持原有建筑风貌

的基础上改造了一个农家乐。 他说：“店

里主打本地特色美食， 旅游旺季有时一

天能接待 200 多人次， 去年的营收超过

200 万元。 ”

何君村党总支书记吴建生说， 何君

村以文促旅、以旅彰文，通过利用乡村生

态和传统村落资源优势， 发展起农家乐、

观光旅游等乡村业态，去年有 3 万余名游

客到这里“打卡”。

不久前， 一群湖南游客在吉安市青

原区文陂镇渼陂村过了一把“戏瘾”。 在

这个始建于南宋的传统村落里，他们除了

欣赏美景，还作为演员参与微电影《渼陂

鱼水情》的拍摄活动。

游客林玉萍在微电影中饰演一位红

军的母亲。 拍摄过程中，她身着朴素衣衫

送子参军 ，声音几次微微颤抖 ，叮嘱“儿

子”等革命胜利就回来，眼里满是期盼。

“渼陂不仅被誉为‘庐陵文化第一

村’，红色文化也底蕴深厚。 ”林玉萍说，

以往到别的地方参观常常走马观花，而这

次沉浸式体验，渼陂村的很多实景细节和

红色文化都印在了心里。

“自去年起，我们相继推出 6 部微电

影剧目供游客拍摄体验， 在近 30 万人次

的团队客流量中，约有半数游客会选择扮

演剧中角色， 亲身体验拍摄的乐趣。 ”渼

陂古村景区总经理谭春丽说，微电影拍摄

正成为渼陂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传统村落

文化的独特方式。

目前， 江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名录的村落 413 个、 省级传统村落 157

个、 传统建筑 2 万余幢。“对传统村落最

好的保护方式是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

现村落格局、建筑形态与发展业态有机衔

接。 ”江西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处长王登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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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乡村文脉

———江西千年古村探新

《森林里面谁最美》走进乡村校园演出现场。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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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湖南省长沙市群众艺

术馆原创动漫儿童剧 《森林里面谁最

美》在浏阳市芙蓉学校演出。 这是该剧

第一阶段乡村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现

场座无虚席，孩子们被舞台上热情生动

的表演深深吸引，掌声与笑声交织成最

动人的旋律。

一年前，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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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完成了儿童剧《森林里面谁最美》

的策划、创作和排演，之后，带着它深

入浏阳市、 望城区、 长沙县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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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乡镇，走进唐田小学、农恢学校、

春华镇中心小学、 沱市小学等

12

所乡

村小学， 累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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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惠及学生近

万人次。

“《森林里面谁最美》的创作源于

一个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让乡村的孩子

们也能现场观看儿童剧，享受儿童剧艺

术的独特魅力。 ”该剧总策划，长沙市

群众艺术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刘学说，

“‘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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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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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项目

把儿童剧送到乡村学校，是我们在乡村

美育领域的积极探索，为乡村美育志愿

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 希望用艺术的

力量去滋养孩子们的心灵，促进他们的

全面发展。 ”

据介绍， 该剧由长沙市群众艺术

馆青年业务骨干自编、自导、自演，并

特邀儿童戏剧策划人、制作人、导演吴

芳担任艺术指导，用有限的资源和无限

的创意，为乡村的孩子们呈现舞台上的

童话世界。

该剧编剧、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青

年编剧陈浪说，这部剧以“友爱、诚信、

互助”为主题，讲述了小孔雀在森林选

美大赛中迷失自我，后来在朋友们的帮

助下重拾美丽与自信的故事。“儿童剧

不仅是娱乐的载体，更是美育的重要工

具，希望孩子们在欣赏剧目的过程中受

到美好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 ”

该剧导演、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创

作部主任肖丽介绍，《森林里面谁最

美》在演出过程中巧妙融入了不少互动

环节，使现场小观众成为剧情发展的一

部分。 演出中，演员们会到观众席与孩

子进行近距离的交流，增强孩子们的参

与感和沉浸感。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我们还在剧

中融入了不少教育元素，比如通过小孔

雀的经历教孩子们如何面对困境、珍惜

友谊、诚信做人，在表演中融入防诈骗 、

交通安全等知识，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实用

的生活技能和课本之外的知识。 ”该剧艺

术指导吴芳说。

主创团队的用心付出得到了真诚回

馈。 望城区新康乡沱市小学五年级学生

肖科彬开心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儿童

剧，比想象中有意思多了。 我还学到一些

有用的小知识。 ”浏阳市张坊镇上洪完全

小学四年级学生邓雅馨惊叹：“原来孔雀

舞能跳得这么好看， 小狐狸唱的歌曲怎

么那么好听啊。 小动物多才多艺，我也不

能输给它们。 ”长沙县安沙镇唐田小学二

年级学生刘宇妍看完演出拉着演员问 ：

“哥哥姐姐，你们明天还来演吗？ 要么下

个星期来，可以吗？ ”

“孩子们特别欢迎我们，把我们当明

星一样。 每次演出结束后，都有许多孩子

围着我们分享他们对角色的理解和感

受，还找我们要签名。 这让我们很意外、

很感动。 ”在剧中扮演狐狸女士的张宝玲

感慨地说，“孩子们的热情反响让我更深

刻地感受到做这件事的意义， 也是我们

继续演好剧的最大动力。 ”

据记者了解， 此次巡演的学校规模

有大有小，多的有学生五六百人，最少的

只有七八十人， 多数孩子都是第一次看

儿童剧。“这样的公益演出不仅具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 也让孩子在欣赏艺术的过

程中得到了启发和成长， 剧中角色展现

出的友爱、诚信和互助，对孩子们的品德

教育有积极影响。 ”浏阳市官渡镇田郊完

全小学校长卢俊元表示。

“目前，《森林里面谁最美》正在筹备

第二阶段巡演， 我们将继续奔赴田野乡

间 ， 用美育之光照亮孩子们的成长之

路。 ”刘学表示，近年来，长沙市群众艺术

馆深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 将文艺演出

送到敬老院、干休所和乡村，未来还将加

强与乡村学校、社区的合作，建立长期稳

定的美育合作机制。 通过定期组织演员

到乡村开展艺术培训活动， 培养和提高

孩子们的表演兴趣和能力， 也为老师们

提供观摩学习的机会，掌握排演技巧；同

时， 还将积极搭建与孩子们沟通交流的

桥梁， 广泛搜集孩子们对儿童剧的意见

和建议 ， 不断优化演出内容 ， 提升演

出质量。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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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群众艺术馆探索乡村美育

“让乡村的孩子们也能现场观看儿童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