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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每当在舞台上表演凤阳花鼓时，

一种自豪感便会在丁思文的心底油然

而生。“凤阳花鼓是我们安徽滁州的民

间艺术，是我们家乡的文化瑰宝，需要

我们来传承。”丁思文对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说。

丁 思 文 是 滁 州 学 院 音 乐 学 院 教

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

花鼓的市级传承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

起，滁州学院就开始了对凤阳花鼓艺

术的挖掘、记录、整理、保护和传承工

作。滁州学院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李

道 琳 介 绍 说 ，2006 年 ，凤 阳 花 鼓 被 列

入 首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后，滁州学院进一步思考自己在文化

传承中的社会责任，在 2007 年组建了

“花鼓艺术团”，正式走上了凤阳花鼓

的传承之路。

丁思文告诉记者，凤阳花鼓是一

项综合的曲艺表演，对表演者要求很

高。表演者左手拿鼓，右手拿鼓条，边

唱边表演 。凤阳花鼓已有近 600 年的

历史，学生们刚开始学习这门表演艺

术时都会觉得“有点儿土”“太老了”，但

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凤阳花鼓有了更

多的了解，便渐渐爱上了这门艺术。

“花鼓艺术团”的团员张卓在大学

一 年 级 时 看 到 学 姐 们 表 演 的 凤 阳 花

鼓，当时心里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

在 舞 台 上 表 演 这 么 好 看 的 节 目 就 好

了。”后来，她如愿被选入了“花鼓艺术

团”。“最初我只是单纯地被好看的节

目吸引，后来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门艺

术的魅力所在，也越来越喜爱这门民

间艺术。”张卓说。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凤

阳花鼓，滁州学院每年都会组织“高雅

艺术进校园”巡演活动，利用到各大院

校演出的机会，传播凤阳花鼓的艺术

精髓。“我们不仅送去了精彩的凤阳花

鼓表演，还会在演出中穿插现场教学。

参与活动的同学，我们还会赠送精美

的凤阳花鼓。”丁思文说。

“花鼓艺术团”在每个学校的演出

都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这让“花鼓

艺术团”的学生们也有了传承这门民

间艺术的使命感。“花鼓艺术团”团员

柯静告诉记者，每次演出时，台下的观

众反应都非常热烈，这让她感到特别

自豪，也让她更加渴望去深入学习凤

阳花鼓这门非遗艺术，把它发扬光大。

“ 只 要 我 能 跳 得 动 ，我 就 会 一 直 跳 下

去，把这门艺术传播给更多的人。”

让丁思文最难忘的，还是在 2019
年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后的群众游行

中，“花鼓艺术团”的 4 名同学登上了

“美好安徽”彩车，向全国人民展示凤

阳花鼓的风韵。“那天大家都守在电视

机前。我心情格外激动，当看到学生乘

坐的花车缓缓驶来，我的眼泪‘哗’地

一下就流下来了，特别骄傲和自豪。”

丁思文回忆说。

丁思文从事凤阳花鼓的传播工作

已有 10 多年，这期间，她越来越深刻

地体会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这块瑰宝需要我们来传承，但是在传

承中也不能一成不变。”丁思文说。在

她看来，无论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都

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果只是一

成不变的继承，终将被时代所淘汰。

“我们现在传承的凤阳花鼓，也是

经过每一代花鼓人的创新，一点点发

展到今天的样子，所以我们也要把凤

阳花鼓与新时代融在一起，这才是活

态 传 承 ，才 是 民 间 艺 术 的 生 命 力 所

在。”丁思文说。

为了让凤阳花鼓在新时代更好地

传承下去，滁州学院开展了很多活动。

丁思文介绍说，“花鼓艺术团”的同学

们每年都会定期到社区小学开展凤阳

花鼓的教学活动。为此，丁思文特意编

排了一套“花鼓健身操”，将凤阳花鼓

的身段元素提炼出来，与健身操融合

在一起。“花鼓健身操”代替了小学传

统的课间操，孩子们可以边做操边学

习凤阳花鼓，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学

习了传统文化艺术，增添了学习的趣

味性。据了解，“花鼓健身操”已经在滁

州当地各所小学推广开来。

为了让全国小朋友都看到凤阳花鼓

的魅力，今年，丁思文还创作了凤阳花鼓

的少儿舞蹈，并入围了全国舞蹈比赛。

李道琳介绍，滁州学校依托高校

的优势资源，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传承凤阳花鼓文化。“请进来”的是

优秀的师资力量。除丁思文外，学校还

聘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

鼓代表性传承人孙凤城为客座教授，

为师生传授传统凤阳花鼓技艺。目前，

学校已经拥有了 3 位凤阳花鼓的市级

传承人。近年来，学校还先后从中国艺

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

院等高校引进近 10 名优秀毕业生来

校任教。

“走出去”靠的则是强大的文化自

信 。2021 年 ，滁 州 学 院 在 线 上 和 印 度

尼西亚的 1300 余名华裔青少年共同交

流了凤阳花鼓技艺。

此前，学院也在积极进行对台交流，

弘 扬 凤 阳 花 鼓 文 化 。2019 年 ，滁 州 学 院

“花鼓艺术团”赴台湾地区大、中、小学进

行文化巡演，演出非常成功，得到了台湾

观众的高度认可。

回忆起这次巡演，丁思文记忆犹新，

她说，“演出开始时，就能听到台下有人跟

着在哼唱这个曲调，因为凤阳花鼓的曲调

已经响遍大江南北，大家都耳熟能详。”

台湾地区与大陆同根同源，这种文

化上的共鸣让李道琳十分感动，也让她

看到凤阳花鼓的传承还有进一步升华的

空间，让她更加坚信可以“通过我们的努

力实现凤阳花鼓在新时代的新传承和新

发展”。

“滁州学院将继续挖掘凤阳花鼓的

多种表演形式，让它更加贴近青少年，贴

近人民日常生活。”丁思文说。她希望借

由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这个平台，

向全国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安徽凤阳花鼓

这一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培养更多

非遗观众，让更多人认识、喜爱和学习凤

阳花鼓，也让更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好地世代相传。

活态传承，让花鼓绽放新时代的生命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实习生 王瑞瑾

走出过著名本土乐队“万能青年

旅店”的石家庄是一个不缺少摇滚音

乐的城市。

去年 7月开始，来自河北省公安厅

6 名不同公安岗位的 80 后就自发组建

了一支名为“蓝色星河”的乐队。每个人

对 摇 滚 精 神 的 理 解 不 尽 相 同 ，在 这 6
名乐队成员看来，在生活和工作之外，

已经不那么年轻的他们重拾青春的梦

想——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摇滚”的事。

在舞台上，灯光亮起来，后退的发

际线、眼角的鱼尾纹瞬间无处遁形；音乐

响起来，热爱、激情、率真，一切与青春有

关的表情又立刻回到他们脸上⋯⋯

6名成员来自不同公安岗位

30 多 岁 的 年 龄 还“ 玩 ”乐 队 是 不

够忙吗？答案真不是！

忙 到 在 内 心 呼 喊 ：让 时 间 停 止

吧！这也是蓝色星河乐队 6 名成员的

常态：作为河北省公安厅各部门业务

骨干，他们是日常工作的绝对主力；在

家同样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其

中二孩家长就不止一人⋯⋯

拿出精力组建乐队，这些 80 后也

担心领导会怎么想；花时间在个人爱

好上，家人乐不乐意呢？6 个人很快达

成共识：虽然从形式到内容绝对积极向

上，但乐队还是要以“地下”形式存在，

作为彼此间一个不公开的秘密。

成 员 们 加 盟 蓝 色 星 河 乐 队 的 过

程，看似有着太多的偶然。

队长兼鼓手赵朋栋是乐队绝对的

“灵魂”。来自政治部宣传处的他为乐

队 贡 献 了 除 麦 克 风 外 所 有 的 乐 器 设

备：架子鼓、贝斯、电吉他、手鼓、键盘

甚至音箱、功放——都是来自他个人

多年收藏。

在治安警察总队工作的薛飞，和赵

朋栋同一年遴选到河北省公安厅工作，

凭着这层渊源，薛飞答应做了吉他手。

同一办公室的张伟娜，是在赵朋栋

主动赠送了一把贝斯后，决定“要对得

起这把贝斯”，于是乐队有了女贝斯手。

来自网安总队的闫盈，本是向名

声在外的赵朋栋咨询自己上小学的女

儿适合学什么乐器，没想到也意外获

赠了一把电吉他。女儿没学成，老爸倒

弹起来了。

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军上大学时就

是“著名校园歌手”，在大家游说下，便

“半推半就”地自带麦克风成了男主唱。

对女主唱的邀约是由张伟娜完成

的，在办公楼楼道里她路遇政治部人

事处的刘研，借机摇动橄榄枝，于是刘

研爽快地答应了。

但细品 6 人最终选择加入这支与

“正业”无关的乐队，偶然背后又有着

太多必然。

对于音乐，他们没有一个是科班

出身，但都绝对是多年发烧友：赵朋栋

至今记得青葱校园时代组建的首支乐

队，同学为了攒钱买一把“红棉”吉他

天天去货站扛调料，为此大家送了这

位乐队吉他手“大料”的昵称；张伟娜

同样忘不了刚参加工作时去参加露天

摇滚音乐节，半夜在交话费赠送的帐

篷中被冻得瑟瑟发抖的那个夜晚⋯⋯

十来年匆匆而过，但一切都像是

在昨天。

在不时忙到“丢盔卸甲”的日常，

这支与“正业”无关的乐队最终得以坚

持 的 动 力 来 自 哪 里 ？“ 在 工 作 生 活 之

外，我们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

为之努力！”在一片掌声中，刘研的这

个回答被同伴一致通过。

“作为乐队，除了技术
啥都不缺”

虽然最初“蓝色星河”处于“地下”

状态，但排练场地却是由政治部宣传

处解决的。河北省公安厅政治部一级

调研员、负责公安文化的杨建兵是这

支 乐 队 组 建 为 数 不 多 的“ 知 情 人 ”之

一。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蓝

色星河”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是作为一

名资深文艺青年的本色选择，同时更是

推动公安文化建设的职责所在。

于是从去年 7月开始，在包裹着厚

厚隔音材料的宣传处演播室里，蓝色星

河乐队在下班之后开始了每周一练。

由于基础薄弱，第一首歌《不再犹

豫》他们就“磨”了 3 个月。直到在隔壁

扫黑办加班同事建议下，他们才开始

了第二首歌《再见杰克》的练习之路。

对于贝斯的零基础，张伟娜并不

认为是自己的“黑历史”。但为了快速

“恶补”演奏技法，通过互联网，她拜师

一位远在深圳的专业老师。两期 20 节

课，一口气学了下来。

乐 队的进步，主要靠成员自觉的

日常练习。虽然没有讨论过，他们步调

一致地将晚上 11点之后作为自己的练习

时 间 —— 此 时 当 天 所 有 的 工 作 都 已 结

束，孩子也已上床入睡。赵朋栋会在自家

的卫生间轻轻拨动吉他琴弦，张伟娜则

拔掉贝斯电源来一段“浅吟低唱”⋯⋯

他们 6 个人的微信群也会在这一时

段进入活跃期：上传练习视频、推荐视频

教程、切磋演奏技法⋯⋯话题无关工作

和生活，只是专业的音乐探讨。就在这样

的交流中，甚至来不及道“晚安”，大家就

会沉沉睡去。薛飞坦言，他能爱上“蓝色

星河”正是因为这份坚持与纯粹。

其实，尽管专门绘制了签到表，一周

一次的线下合练也很难保证，有时是因

为工作，有时是因为生活。于是他们珍惜

每次机会，视为一种难得的释放与享受。

沉浸其中总能感觉心流涌动的刘研

笑着爆料，这样的排练并不守时：结束的

时间，大家总是不自觉地一拖再拖。

直到闫盈看了一下手机，突然跳起

来向大家宣布：对不起，我必须去接孩子

了；赵朋栋也会沿着原本的计划安排一

路狂奔，甚至忘记换下左脚因踩底鼓临

时换上的软底鞋；张伟娜则在接孩子的

路上买一份烤冷面作为自己的晚餐⋯⋯

乐队成立至今只有一次共同聚餐的

经历，那是为了感谢为他们拍摄 MV 的

摄像老师。

对于乐队目前的真实水准，大家经

常会自我调侃：“作为乐队，除了技术啥

都不缺！”每当这时，赵朋栋总是以乐队

灵魂的身份出面安慰：又不是为了拿奥

运金牌，咱们是享受过程！

意外“曝光”，收获一众粉丝

乐队之所以定名“蓝色星河”，正是

由于 6 名成员来自不同的公安岗位。走

近他们，日常工作中严肃的警察形象立

刻 鲜 活 起 来 ，也 会 被 他 们 对 生 活 工 作

“105℃”的热爱而打动。

负责新媒体工作的张伟娜，每天早上

第一条推送是从她坐在马桶上就开始构思

的，但她依然会在偶尔更新的个人公号中

聊音乐聊电影；作为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

赵朋栋，除了音乐，还在尽力做个合格的半

马爱好者；进入警察队伍前当过导游的薛

飞，还曾去尝试过脱口秀的开放麦⋯⋯

最终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蓝色

星河”还是被“曝光”了。通过微信朋友圈

分享的一段乐队合练视频，河北省公安

厅政治部的领导惊喜地发现了身边的这

支 80 后乐队，更热情地帮助他们制作推

出了首支原创单曲《不一样的你》。

《不一样的你》的词曲创作由赵朋栋

一手包办，在此之前他就和张伟娜等公

安 战 友一起合作推出过歌曲《我们的十

年》《说给妈妈的话》。从警多年，对职业苦

辣酸甜的理解也不断深入。与《我们的十

年》《说给妈妈的话》讲述自己和身边战友

故事的题材不同，蓝色星河乐队这次试着

通过歌曲为公安战友“画”一幅群像。

由“蓝 色 星 河 ”说 起 河 北 公 安 队 伍

中 的 音 乐 爱 好 者 ，杨 建 兵 如 数 家 珍 ：秦

皇岛、廊坊、保定、沧州等地都有警察参

与成立的乐队，一些警种还组织了自己

的合唱团，擅长音乐的青年警察更是数

以千计⋯⋯“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正是

公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随着《不一样的你》在河北省公安厅

办公大楼各个展示屏的循环播出，“蓝色

星河”的知名度在系统内迅速上升，更在

公安战友中收获了一众粉丝。

一天，部门领导路遇薛飞，在对歌曲

《不一样的你》点赞的同时，还拍着肩膀

鼓励他：有业余爱好挺好的！这样的“待

遇 ”在“ 蓝 色 星 河 ”6 名 成 员 中 并 非“ 独

享”。来自部门领导的肯定，让他们“如释

重负”的同时也感觉“很暖”。

但总被同事被问起“蓝色星河”的下

一首歌，也让他们如明星般有了来自被

粉丝期待的小压力。

新警察故事:蓝色星河摇滚乐队

团盱眙县委围绕“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
青年合法权益”主责主业，争当先锋，争做表率。作为淮安市
唯一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县，作为江苏省唯一乡
村振兴青春建功重点行动县，团盱眙县委将继续充实县镇
两级团干部队伍，实现有人干事，强力推动基层团组织的
有效运转，做到能干成事。通过“四举措”“五品牌”促改革

“三化”，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志愿服务，助力青年人才服
务，助力招商引资，助力全域旅游，彰显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的青春风采。

□ 蒋肖斌

这届年轻人，可能是被cue到最多的一
群人。不同于 80 后、90 后这样泾渭明晰的
年龄划分方式，“这届年轻人”的妙处在于，
只要觉得自己年轻，都可以归为此类。于
是，对这个人群的画像也十分多元，比如，
喜欢宠物，活在二次元，追逐传统文化，还
打算在元宇宙挣钱⋯⋯

不过，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以上都有调
查数据支持。尤其是后两者：比如国风，
2021 年某站国风爱好者人数超 1.77 亿，
18-30 岁人群占比约七成；关于元宇宙，一
项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希望在元宇宙
赚到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钱。

年轻人一手传统文化，一手元宇宙，传
统文化向前，元宇宙向后，统一到“这届年
轻人”身上，竟也毫不违和。

原因有两个：其一，有价值的传统文化
本就是面向未来的，才会在不同的时代被
继承与创新，生生不息；其二，年轻人最大
的共性，就是他们没有共性，喜欢A不意味
着反对B，A和B在他们身上说不定还会碰
撞出C。或许哪天，他们能给你在元宇宙里
重建一次唐宋元明。

面向未来的传统，这一点故宫很有发
言权。600 年的紫禁城越来越青春，俨然已
是“顶流”密码。自称“老单”的故宫博物院
前院长单霁翔，走出宫门后，走向更广阔的
中国大地，还是那双布鞋，行走在中国的世
界遗产地。这次，单霁翔带上了一个“万里
少年团”。他说，一方面，面对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有着“我们都是少年”
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鼓励年轻人用自己
的视角表达对世界遗产的看法，也为世界
遗产文化的话题传播带来更多可能。事实
上，世界遗产领域一直都关注年轻群体。自
1995 年开始，每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期举办
一次世界遗产青年论坛，聚焦年轻人的关
注和思考。面向全球的世界遗产教育项目、志愿者项目和各
类奖项设置，也都将年轻人作为主要目标群体之一。

动辄千百年的世界遗产如何面向未来？之一，世界遗产
的美本就超越了时间，我们跟着单霁翔的脚步，看到了洛阳
的“五朝华服复原秀”、景德镇的“瓷之宇宙展”、扬州的“多
米诺骨牌大运河”；之二，打开世界遗产的方式可以很时尚，
我们在武夷山开森林交响音乐会，在庐山办诗词大会，在安
阳殷墟表演无人机；之三，将世界遗产融入现实生活，以往
的历史毕竟缥缈，走进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市井，体验世界遗
产中的生活方式，古人的传统亦是我们的今日。怎么样可以
让故宫文创年入 10 亿元？源头一定是博大精深的故宫文
化，没有对此的深入研究，产品也就失去了活水与灵魂。

“元宇宙国潮”“元宇宙文旅”，似乎“新+旧”就能发挥
“1+1＞2”的功能。虽然看不懂，但我大为震撼。也许，元宇
宙处在真正的大爆炸前夕，万一某一天就能炸出一个天翻
地覆、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但别忘了，宇宙的重建源于奇
点，一种具有形成宇宙所有物质的势能。而这种势能，投
射到传统文化，就是其之所以延绵不绝的价值所在。所
以，能够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在诞生之初就是具备阐释
能力的高质量文化，否则热闹过后，它们都逃不过时间和
人的大筛选器。

如果有一天，元宇宙里真的重建了唐宋，唐宋也只是一
个代称，我们向往的，是唐的恢弘浩大、宋的清淡雅致。没有
这个基础，只是把历史年表搬了上去，那就索然无味，甚至
有点浪费公共空间。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传
统文化一定是面向未来的，元宇宙也不妨回头看看来路，毕
竟无论如何，文化也好，宇宙也好，创造者都是人，尤其是每
个时代的年轻人。

传统文化向前

元宇宙向后

共 青 团 江 苏 省 淮 安 市 盱

眙县委书记 朱超

共青团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委员会副书记 王紫萱

蓝色星河乐队蓝色星河乐队 66 位成员和公安战友位成员和公安战友

花 鼓 艺 术 团

2021 年高雅艺术进

校园文艺演出。

张 卓/供图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共青团伊金
霍洛旗委员会将继续着力打造青年参与度高、社会反响好
的“青”字号系列品牌项目，以进一步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
政治工作为重点，以增强团建活动为基础，以不断完善团
的工作机制为保障，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求实创
新，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展现机关团员
青年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锤炼团员干部的意志品质，
用形式多样的活动带动我旗共青团工作健康发展，成为
青年成长的丰饶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