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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黄梅戏，隽永悠

长，已经成为安徽形象

的“代言人”。而被誉为

“东方芭蕾”的花鼓灯，也

以其古老独特的艺术魅力

与黄梅戏交相辉映，成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年来，

安徽省大力实施“打好徽字牌，唱响黄

梅戏，舞红花鼓灯，建设文化强省”的

文化发展战略，采取了切实举措，推动

安徽文化繁荣发展，“徽字招牌”已闪

耀在文化的星空。 记者宛月琴

■黄梅戏为安徽“代言”

过几天，在意大利“中国文化年”活动，黄梅

戏将亮相文艺演出。这不是黄梅戏第一次给安

徽“代言”。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天仙配》、《女驸

马》到如今新创作的《徽州女人》、《雷雨》等代表

作品，折射出黄梅戏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

安徽以省黄梅戏剧院和黄梅戏之乡安庆

为主力，唱响黄梅戏，并让其走进全国各个城

市，既为众多戏迷提供欣赏的舞台，又为黄梅

戏的进一步普及发展创造条件。现在民间黄

梅戏剧团非常活跃，数十个民间剧团常年活跃

在全国各地演出，使得昔日“出门三五里，处处

黄梅声”的繁荣局面再度呈现。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一些优秀的黄梅戏

剧目不断创新改造。《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

为重要舞台表演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

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逆火》调动种种传统

的和创新的戏剧手法，使剧情冲突持续不断、

高潮迭起、缤纷多姿；《雷雨》以全新的舞台样

式、鲜明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赢

得如潮好评，先后获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

剧目奖”……新时期，黄梅戏在风格追求方面

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呈现出再度繁荣的

景象。

■花鼓灯舞红“东方芭蕾”

“哐哐，哐呤哐，哐呤哐哐，哐呤哐……”喜

庆的鼓点，欢快的舞姿，2008年8月8日，由安

徽省泗州戏剧院、安徽省杂技团、安徽艺术职业

学院组成的花鼓灯《鼓乡情韵》，从全国130多

个节目中脱颖而出，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暖

场演出，向世界展示了“东方芭蕾”的神奇魅力。

为了使古老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得到有效

保护和传承，安徽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了高度

重视和倾斜。通过奖励机制、补贴机制、社保

机制等多种措施建立传承人保护体系，鼓励老

艺人带徒传艺。

欢快热烈的花鼓灯，不仅舞红了大江南

北，也舞红了宝岛台湾，作为中华文化的使者，

还跻身世界舞台，亚、非、欧三大洲数十个国

家，都曾留下花鼓灯欢快的鼓点、优美的舞姿。

■安徽文化主打“徽字牌”

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前不久在央视一套

黄金时段上演的电视剧《新安家族》，贾而好儒

的徽商精髓和独具特色的徽州特色，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作为“徽文化”的发源地，“徽文

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一直是安徽近年来发

展文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记者了解到，我省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积

极谋划体现地方特色的大型歌舞作品，2006

年，省、市合力推出了大型歌舞诗《青铜神圣》；

2007年，推出大型安徽民间歌舞音画《皖风徽

韵》，从文学意象、艺术结构、舞台样式、舞台手

段等方面，对安徽民间歌舞进行全新整合，张

扬安徽民间歌舞的艺术价值，已成为具有浓郁

徽文化符号的文化名片；2008年，推出第四届

中国国际徽商大会文艺演出“盛世徽风”，通过

“徽风徽韵、皖戏皖品、喜乐喜舞”三大板块，展

示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安徽戏曲的典雅淳

厚、淮河歌舞的魅力神韵和江淮儿女奋力崛起

的精神风貌。

■动漫明星将安徽“出品”

1928年诞生的“米老鼠”经久不衰，同样的

动漫明星不久的将来也许有安徽“出品”。根

据我省“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六个

领域的产品生产和服务将重点发展。未来的

原创动漫作品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安徽元

素，形式、风格和样式等方面都会进行创新，并

打造安徽特色的精品。

这六个领域包括：动漫影视作品的创作、

生产、出版和播映；动漫游戏（包括网络、电视、

手机等类别）产品的开发、生产和运营；与动漫

影视和游戏产品相关的软件及工具的开发、生

产和服务；动漫影视及游戏衍生产品的开发、

生产；漫画作品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动漫人才

的培训及开发等。

而实际上，已有不少富有安徽元素的动漫

产品问世。安徽出版集团与北京万方幸星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正式签约，也标志着国际化

专业数字动画制作团队已进驻安徽。时间再

往前翻，《黑脸大包公》成功实现国产动画打开

海外市场的“零”突破；98集动画片《美德花

园》被国家广电总局作为国产优秀动画片向全

国推荐；在经历了《三国演义》的大获全胜后。

2006年由安徽省出版集团出版的动漫图书

《虹猫蓝兔七侠传》，仅三个月就创造了1500

万册的销售量，连续6个月位居少儿动漫图书

排行榜首位，成为业界的一个销售奇迹。

■动漫产业跻身“第一方阵”

根据省“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

未来动漫产业将覆盖大半个安徽，逐步把我省

打造成为集教育研发、生产制作、人才培训、衍

生产品开发为一体的动漫产业强省，建成全国

动漫产业中心之一。

根据该规划，用5~10年时间，使我省的知

名动漫品牌数、动漫企业“航母”数和动漫企业

总数居于中西部领先地位，成为全国“第一方

阵”。动漫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30%以

上，位居全国前列。力争到2015年，把我省初

步打造成为富有吸引力、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动

漫人才聚集地，形成动漫创新人才高地。

具体来说，就是整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内文化资源，把合肥、芜湖国家级

基地打造成各具特色、功能齐全、产业链结构

完整的动漫和数字产业集聚地，跻身全国一流

动漫产业基地的行列；重点扶持马鞍山、淮南、

池州等地的动漫产业基地建设；在黄山、安庆、

蚌埠、宿州、淮北、阜阳等地再形成10个左右

省、市动漫产业基地和园区。

■10万动漫精英扎根江淮

发展动漫产业，动漫人才的培养很重要。

到2015年，我省将有50所以上高校设动漫专

业，动漫培训机构达到80家以上，动漫产业从

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以上。

根据我省规划，力争年产3~5部国家级优

秀动画片，力争年产较有影响的动漫网络游

戏、手机游戏10~15款，打造一批具有安徽特

色、国内外知名的动漫品牌和动漫明星形象。

力争培育8~10家规模大、品牌强、年销售收入

达1亿元以上、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动漫龙

头企业。

同时，将建立10个综合型的动漫人才培

训基地，成功申报2个以上国家级动画教学研

发基地。并鼓励扶持更多的美术家、艺术家从

事动漫创作，未来我省可能还将有更多专业化

的动漫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动漫创作队伍也会

扩大。

“米老鼠”式动漫明星将安徽造
虹猫蓝兔、黑脸大包公、淮南子……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融入安徽元素的动漫形象跟大家见面，“米老鼠”式的动漫明星

在安徽诞生并非没有可能。不久前，安徽出台“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就有意打造“米老鼠”那样的动漫明星，培

育具有安徽特色、中国风格、国际影响的动漫品牌。到2015年，动漫企业总数达500家以上，10万动漫行业精英将扎根安

徽。未来看到某个动漫作品，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安徽造”。 记者 宛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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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风徽韵”拂动文化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