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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孵化城市“蝶变”
“全力建设合肥东部新中心，打造全国老

工业区转型发展示范区”，正日益成为瑶海区

城市化进程中呼唤的普遍主题。瑶海区的发

展迫切需要找到自身超越既往的城市化思想

蓝图、价值准则与操作工具。在“长江180艺

术街区”这片充满新气象的艺术高地上，广义

公共艺术的介入必将对瑶海未来的老工业区

转型、改造及城市创新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

作用。公共艺术不仅可以标示城市的精神高

度，浇铸城市的文化魂魄，更能够以其超越狭

隘功利主义的充沛创造力与浩瀚视野，为“瑶

海”的“城市创新”提供内部驱动力和外部引

导力，探索一条“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的崭新

的城市发展思路。

长江“180 艺术街区”已基本完成对老厂

房、老厂区的保留与改造。利用旧机器，工业

部件的装置作品也恰到好处地设置在合理的

位置，艺术街区的业态也已成型。然而，“老工

业转型改造的艺术街区”不能仅限于对老厂

房、老机器、老部件的利用，一定要从老的肌理

中提炼出精神内涵加以升华。“艺术街区”关键

在艺术。什么样的公共艺术才能让人们可观、

可品、可读、可玩、可留呢？一定是要贴近工业

性、反应趣味性、追求艺术性、体现文化性。这

样才能充分展示“180艺术街区”的精神内涵、

文化魅力，才能陶冶受众、感染游人。一个区

别于其他艺术街区的“长江180艺术街区”必将

以其个性而充满人气。

根据长江180艺术街区特定的空间环境和

文化属性，以“蝶变”为主题，通过人物、翅膀、羽

毛、废弃的机械零件有机而巧妙的组合，采用锻

造的制作工艺，塑造了《蝶变》这一主题雕塑。

《蝶变》象征和寓意着瑶海老工业区在搬

迁、改造、转型发展中，突破重重难关，犹如破

茧化蝶，将以崭新的姿态站立起、立得住、飞得

高……

雕塑创作设计：郭宝安 常瑶

主题构筑物以《古埂星辰》命名，以“门”字作为造型载体，以文化

柱的形式予以表现，它是古埂丽景湖公园的入口大门，而古埂遗址的

发掘也打开了江淮地区史前文化的大门，是江淮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发现和发掘，为我们认识当时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生活提

供了重要资料。 古埂遗址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红陶器的出现，

因此，构筑物大门采用红砂岩雕刻而成，接近于红陶的颜色，表面浮雕

则再现了原始居民的生活状态，狩猎、采摘、制陶、丧葬等等，发挥其大

门作用的同时，为公园的研学和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和平台。

该项目的建设旨在提升整体景观氛围，对公园文化主题再强调，深层

次挖掘中国历史文化，有助于弘扬中华精神，增强公众的历史文化认知，

提高群众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同时，入口改造艺术化处理也改善了周

边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片区形象，增强社会凝聚力，是合肥新地标，文化

新名片，为群众休闲提供了打卡点，为青少年研学提供了新平台。

主体大门总高度11米，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表现浮雕为红砂岩

雕刻。

雕塑创作设计：余洋 巴志俊 杨凯

深挖庐州历史 助力合肥发展

星报讯（记者 赵汗青 通讯员 高理洲） 第

二十八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终

评成绩于近日揭晓，由中共肥东县委宣传部、县

教体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编，店埠学区中心

学校排演的原创庐剧小戏《包拯审蛋》获“小梅

花优秀集体节目”荣誉称号，中国戏曲小梅花奖

是少儿戏曲的最高奖项，这也是肥东首次将庐

剧这一地方戏登上全国少儿戏曲界最高舞台，

与川剧、粤剧、黄梅戏、梨园剧、藏戏、锡剧、京剧

等进行同台展示。据悉，本次比赛共吸引全国

102个个人项目和80个集体项目参赛，安徽省

遴选三个节目参加终评角逐。

原创庐剧小戏《包拯审蛋》选自肥东县首

届中小学原创戏曲课本剧展演剧目，讲述了少

年包拯用两碗清水判出偷吃茶叶蛋的人，让大

家心服口服。该剧妙趣横生，通过夹杂肥东本

土方言，使得表演更加生活化。目前，肥东县

中小学原创戏曲课本剧展演已成功举办三届，

成为肥东县特色文化品牌活动。此次获奖，不

仅是对肥东县“戏曲进校园”工作的肯定，更是

对庐剧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发展的鼓

励，为庐剧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推广有着

积极作用。

原创庐剧小戏《包拯审蛋》根据包公在小包

村的童年经历进行改编。作为包公诞生地的肥

东，近年来，肥东县在学习包公精神，弘扬包公

文化方面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和实

践。在基础设施方面，高标准建设了包公故里

文化园，园区占地78亩，总投资2.3亿元。园区

功能布局合理、历史底蕴深厚、配套设施完善、

自然生态良好、景观风貌突出，集传统文化、廉

政文化、旅游文化于一体的仿宋古建园区，成为

凸显美丽肥东的新名片。

肥东原创庐剧小戏
《包拯审蛋》获全国性奖项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 10月21日晚上，由安徽演艺

集团和中共马鞍山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安徽省黄梅戏

剧院携手马鞍山市艺术剧院联合创排的大型现代黄梅

戏《碧水东流》在安徽省歌舞剧院艺术剧场首演。该戏

就是以“长江禁渔”为主题，取材于马鞍山市渔民三姑娘

的事迹，以小切口、小人物表现大时代的大变化。以三

姑娘的变化、成长为主线，以街道干部李若水的叙述串

联全剧，紧紧围绕渔民上岸转产创业的故事。这是一篇

讴歌“长江禁渔”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时代史诗，更是

一幅忠实记录渔家真情的生活绘卷。

主力阵容强强联合
自剧组官宣以来，黄梅戏《碧水东流》强大亮眼的主

创阵容备受观众的关注和期待。该剧特邀“文华导演”

奖获得者、国家一级导演卢昂担任导演，“文华奖”获得

者、国家一级编剧徐新华担任编剧。此外，该剧还汇集

了国内舞台各领域的优秀艺术家，为舞台效果提供了有

力保障。同时还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

演员何云、国家一级演员王成等实力强劲的主演班底。

《碧水东流》作为“省市企院”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4年度资助项目、2023年度

安徽省重点文艺项目，自立项以来，主创团队多次赴马鞍

山市实地采风，并邀请国内专家对剧本进行了多次论证，

在二度创作阶段又接受了多轮研讨和各方专家审看。

真实故事讲述新时代的渔民
“我扮演的主人公真名就叫三姑娘，第一次见到她

就印象很深：性格爽快，有主见有担当。”主演何云介绍

道。“剧情从普通人的事迹入手，描写渔民们的真实生

活，以三姑娘的变化成长为主线，细腻地展示她从有抵

触、犹豫、签字到委屈动摇，直至感动到坚定带领渔民上

岸转产创业的过程。选取的真实故事通过老百姓喜欢

的艺术形式，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能打动观众

的心，从而对国家实行的政策有更深的了解。”

而在青年演员徐镭洋看来，饰演党员干部李若水的

角色，让他对新时代的渔民有了更深的了解：“作为90后

的年轻人，相信大部分人没有关注过渔民的生活，对渔

民们为长江生态保护而做的很多付出也知之甚少。所

以我在演出的过程中，被很多朴实渔民的事迹所感动，

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是一个历练。希望通过这部戏，有更

多的年轻人重新认识到，长江禁渔不仅是长江渔民划时

代的告别，也是所有中华儿女对母亲河的爱和承诺。”

本剧编剧徐新华认为，渔民们对祖辈赖以生存的长

江抱着复杂而独特的感情：“在组织渔民退捕上岸的过

程中，以剧中人物李若水为代表的政府工作人员与三姑

娘等渔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自身也得到了极其宝

贵的感悟和收获。最后，三姑娘夫妇以及渔民们以极富

仪式感的‘最后一网’，挥泪告别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长

江，走向新生活。”

据悉，在此场首演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听取各

方意见，继续用心打磨此部作品，坚持讲好新时代安徽

故事，力争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舞台艺术精品。（图片来源：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大型现代黄梅戏《碧水东流》合肥首演

超强阵容讲述新时代的安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