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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入鄉隨俗，轉眼
間，鍾志孟從香港來到山
西太谷創辦中遠威製藥廠
已經20餘載。這裡是民國
財政部長孔祥熙故里，民
風純樸，生活氣息濃郁。
或受當地民風熏陶，如今
鍾志孟身上少了幾分「港
味」，多了幾分「土著」。
「我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太
谷公民」。初到太谷那些

年，閒暇之餘，鍾志孟常到周邊的村子
裡轉轉，或到村民家裡坐坐。耳聞目
染，讓他漸漸地喜歡上了這裡的傳統秧
歌，並成為了村民秧歌隊的「編外隊
員」。從此，「唱秧歌、扭秧歌」成為
他業餘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以至於在

會客談到高興時，也要用不標準的方言
來上句秧歌小調，逗得賓客哈哈大笑。

失傳邊緣救回太谷秧歌
太谷秧歌起源於宋末元初，起初只是

晉中一帶老百姓隨意哼唱的小曲。明清
時代，太谷秧歌開始向戲曲化方向發
展，民間的秧歌藝人把一些民間傳說改
編為具有故事情節的秧歌戲。經過幾百
年的流傳，太谷秧歌開始形成一個固定
的劇種。然而，隨㠥時間的流逝，這一
民間廣為流傳的古老劇種，卻漸漸走向
失傳的邊緣。2007年它被正式列為了全
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鍾志孟雖說唱
秧歌是「業餘水平」，但對太谷秧歌的
來龍去脈卻是「相當專業」，說起來也
是頭頭是道。2009年，鍾志孟毅然決定

由中遠威製藥廠贊助冠名，太谷縣政府
組織民間藝人將太谷秧歌改編成現代交
響樂，第一次進京演出，便轟動中國樂
壇。次年，太谷秧歌應邀走進了西方的
音樂聖地維也納，演出讓歐洲觀眾感到
驚訝，沒想到太谷秧歌竟有如此的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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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谷秧歌扭進維也納

借助獨特資源優勢 走出轉型發展新路子

都市「文化島」成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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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十一

將帥雕塑群。

香港文匯報

太原傳真

短暫10年間，山西像深加工煤炭一樣

打造文化精品，實現了文化大省向文化強省

跨越。廣靈剪紙遠銷歐美、亞洲等國家和地區；平遙漆器、長

治堆錦、孝義皮影等傳統文化產業獲得新生。從話劇《立秋》到《一

把酸棗》，晉韻經典走出國門，震驚世界舞台；從萬場戲劇下鄉到城市

居民免費看戲，全省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設施體系基本形成。豐富多

彩的文化，給山西3,400萬人民生活注入新文化內涵，勾勒出一幅「萬

民共享文化盛世」的美麗畫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吉曉明、王寬應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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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以來，山西受「重煤輕文」思
想的影響，煤越挖越少，甚至帶

來地面塌陷，環境污染、河水斷流等災
害。慘痛的歷史教訓，讓山西在反思中
重新定位發展的路徑。而文化是反映社
會現狀的重要載體，是鼓舞鬥志、教育
人們的重要手段。

經濟轉型 文化先行
山西歷史悠久，擁有文化資源的獨特

優勢。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提出，大集
團運作，大景點支撐，大服務引領，大
會展集聚，將文化發展當作山西轉型跨
越發展的「先頭部隊」，奏響文化領域
大變革的集結號。短暫3年，山西演藝
集團、影視集團、廣電信息網絡集團、
出版傳媒集團、報業傳媒集團、廣電傳
媒集團相繼問世，標誌㠥山西文化產業
進入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發展的嶄
新階段。2011年，山西省文化產業驅動
力指數位居全國第二。被中宣部、文化
部等四部門授予「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
作先進地區」稱號。
山西文化復興之路從話劇《立秋》起

步，歷經十年寒暑，逐步實現了從舞台
精品到圖書、出版、影視、動漫、工
藝、旅遊等領域集群產業化的轉變。呈
現出大集團運作、大手筆製作的發展趨
勢，構成了增長速度快、發展後勁足的
產業鏈。革命老區武鄉縣，整合當地八
路軍紅色文化資源，投資5億多元打造
了八路軍文化園、游擊戰體驗園、大型
實景劇《太行山》等重大文化產業項
目。去年共接待海內外遊客165.8萬人
次，旅遊綜合收入達11.6億元，增長
78.6%。有力帶動了現代物流、餐飲、
住宿等服務業發展。

《立秋》出國　場場爆棚
在山西文藝圈內流傳㠥「一台戲救活

一個團」的故事：那是2004年，瀕臨倒
閉的山西話劇院「靠貸款支撐」推出原
創話劇《立秋》。該劇以明清時期山西
商幫「走西口」苦難經歷為藍本，演繹

晉商「寧可失財千萬，不丟誠信一毫」
的悲壯史詩。或許生活本身比戲劇更為
悲壯，就在《立秋》綵排即將收尾階
段，著名導演陳顒女士因突發心臟病猝
死排練場，副導演查明哲含淚接過恩師
遺作，完成了師生間的生死接力，寫下
中國話劇史上感人一頁。
用鮮活生命鑄成的《立秋》在國家大

劇院首次公演，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和轟動，堪稱「新世
紀中國話劇的里程碑」。該劇先後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全國70多個城市巡迴
演出。2006年，首次走出國門遠赴加拿
大等國家和地區演出，場場爆棚並受熱
捧。由著名導演張繼剛執導、山西歌舞
劇院原創舞劇《一把酸棗》，緊步《立
秋》後塵，搬進美國最高藝術殿堂肯尼
迪藝術中心連演4場，《華盛頓郵報》
稱讚《一把酸棗》是中國版的《羅密歐
與茱麗葉》。

實景劇展示「晉善晉美」
最近，張藝謀團隊入晉巨資打造《印

象五台山》、《印象平遙》大型實景
劇，向世界展示了「晉善晉美」的新形
象。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下海」後，首
創年銷售收入47億元，利潤增長9倍的
神話。山西動漫實現了零的突破，幾年
間完成動漫作品150餘部，合計3萬多分
鐘，2011年產值達15億元。晉商文化是
山西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支點。發
掘晉商文化資源，發揮區域人文地理優
勢，使自然風光、人文景觀、歷史文
化、宗教文化、民間文化和現代文化相
互滲透；傳統工藝以廣靈剪紙、平遙推
光漆器、長治堆錦、絳州澄泥硯、山西
特產大禮包等工藝產品為開發重點，形
成具有豐富文化底蘊的傳統工藝品系
列。據國家統計局發佈，2010年山西省
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287.4億元，比上
年增長25.4%.其中，文化產業增加值年
均增速達38.5%，高於全國平均增速14
個百分點。近3年山西省文化產業增加
值平均以25%的速度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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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號稱「戲劇之鄉」，帶有濃郁地域
文化特色的劇種多達百餘種，在廣闊的三
晉大地農村，絕大多數農民都可以哼唱幾
句，戲曲是他們喜聞樂見的文化消費品。
長期以來，受「官辦劇團吃皇糧，民間劇
團鬆散亂」的影響，漸漸地老百姓看戲成
了大難題。從文化體制改革入手，山西摘
掉官辦帽子，整合民間資源，使省、市、
縣文化團體走向規模化、專業化，深受百
姓喜愛的傳統戲劇重新回到鄉村舞台。
2010年，太原市政府出資組織省城專業劇
團在各大劇場公演，免費讓老百
姓看大戲，深受市民稱讚。2012
年農曆正月，山西省政府組織
省、市、縣文藝團體送戲下鄉，
演出1萬餘場，給新型農村建設送
去了多彩的元素，亦培養出一批
明星大腕和草根藝人。

坊間票友 榮獲梅花獎
文化大縣清徐盛行晉劇，坊間

諸多票友唱功十分了得，常在山
西電視台《走進大戲台》亮相。
在這片戲曲的沃土上，先後走出
兩位「梅花獎」得主，晉劇程派
傳人王萬梅、太原實驗晉劇團當
紅青衣胡嫦娥，那可是當地百姓
心目中的「大明星」。
2004年，在山西文化體制改革

大潮推動下，胡嫦娥毅然離開太
原市實驗晉劇院，自籌資金，回

到家鄉成立了山西嫦娥梅花晉劇團。經過
數年的努力，現已發展為集劇目創作、戲
劇文化研討、戲曲人才培訓和對外交流演
出為一體的「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近年來，這個民營劇團秉承戲曲「源自

民間，成長於民間，服務於民間」的理
念，演出足跡遍及三晉大地及陝西、河
北、內蒙古、河南等周邊省份的幾十個縣
市的數千個村落，每年演出達500餘場，
演出收入可達750多萬元，成為山西文化
體制改革的成功典範。

萬場戲劇下鄉
百姓看戲政府埋單

文
化

太原有㠥2,500多年的城建史，不同歷史時
期的建築，都是當時文化思想與建築藝術的完
美體現，從古老而不同的亭榭樓閣到新中國以
來的「櫃形」高樓大廈，都曾給古城打下深刻
印記。如今在汾河西岸崛起的「文化島」，碧
波環繞，景色如畫，矗立島上美術館、圖書
館、大劇院、博物館、科技館、體育館、會展
館等十大建築，融合中西文化理念，突顯現代
抽像與傳統藝術的完美融合，成為展示山西
「晉善晉美」的新地標。

「文化島」總面積16萬平方米，整體抬升
6.4米後，雙層立體的交通和綠化系統前所未
有：上部平台廣場，匯集了綠地、噴泉、雕
塑、疊水等設施，成為市民休憩、遊玩的新場
所。2010年獲得亞洲人居環境協會和聯合國人
居署亞太辦公室聯合頒發的亞洲都市文化獎。
2011年，在這裡成功舉辦舉世矚目的中博會，
8月20日，首屆世界晉商大會剛剛在這裡落
幕，成為世界了解山西社會生態的平台和窗
口。

■話劇《立秋》劇照。

■ 山西省政府組織省、市、縣文藝團體送戲下

鄉，深受百姓歡迎。圖為太原市實驗晉劇院的演

員在表演《晉劇折子戲》。 資料圖片

■八路軍文化園實景劇《反掃蕩》，深受遊客

喜愛。 香港文匯報太原傳真

■遊人在磚壁八路軍游擊戰體驗園與表演者互

動。 香港文匯報太原傳真

■太谷秧歌起源於宋末元初，至今已有

數百年歷史。 網上圖片

■實景劇《太行山》八路軍東渡黃河鏡頭。

香港文匯報太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