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民俗色彩浓郁艺术形式丰富

作为中华文明地缘、血缘、族缘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

精神符号象征，黄河文化是以黄河流域为载体、以黄河儿

女为主体、以黄河故事为纵深，由河湟文化、河套文化、

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构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

性存在与综合性文化。在与平原文化、高原文化、山地文

化、丘陵文化等地域性文化交互中，黄河文化显现出多元

的特质。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物华天宝，人文荟萃。黄河流域

历史底蕴深厚，自然景观壮美、文物文化资源丰富、旅游

业态丰富，进入山东省的黄河流经九个城市，23个县区，

这片土地上蕴藏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格独特而又生生不息

的民间文艺，数百种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齐鲁民俗网络春晚《黄河入海盛世新春》将这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结晶巧妙融合，高质量打造节目精品，烹制

精美文化大餐，展现齐鲁文化独有的魅力，给观众奉献美

轮美奂的视觉享受。

齐鲁民俗网络春晚《黄河入海盛世新春》以“黄河入海

流”为主线，贯穿“魂”“韵”“情”“梦”“美”五章，

让黄河磅礴的形象清晰地立在舞台上。节目精选沿黄9市的

11种演绎类非遗项目，涉及地域广，其中包含了泰山皮影、

阳谷黄河夯号、山东快书、东明舞狮、吕剧、魔术、武术、

京剧、鲁西南吹打乐、琵琶古曲，三大秧歌（胶州秧歌、海

阳秧歌、鼓子秧歌）等多彩多姿的艺术形式。

“黄河多像站起来的一片海”，这是诗人眼中的黄河，

让黄河这一躺着的的形象站立起来。齐鲁民俗网络春晚也

如此，让熟悉的场景禅意画、熟悉的旋律陌生化，用时尚

元素赋予黄河两岸的艺术的微小碎片以存在感、整体感、

时代感。

倡导新民俗，实际上是在呼吁人们在快节奏、高流动

性的现代生活中，不忘初心，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

承，同时结合现代元素，创造出富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表

达方式。民歌《老家在山东》就是一首能够深深触动人心

的歌曲。这首歌用山东小调的形式改编创作，旋律优美，

歌词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歌曲中的红丝带象征了浓浓

的亲情，富有感染力的优美舞蹈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感

的表达。

2　突出春节年味专家解读年俗

面对时代发展中传统礼俗的回归趋势，我们欣喜地看到

传统节日的仪式化和中华礼仪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种趋势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更彰

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当代公共生活中，“守望相

助”、“敬老携幼”、“留住乡愁”等传统美德正在得到

传承和转化，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春节民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在新媒体的

环境下,春节民俗可主要以民俗影像、民俗广告的形式利用

互联网、手机媒体和移动电视来传播,同时,手机短信、民

俗网站等多种新媒体形式也是传播春节民俗的途径。

为了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节目组创新

传播途径，特别设置“虎年话年俗”第二录制现场。在这

个环节中，特地邀请了我国著名的民俗专家苑利和刘晔原

两位教授，以及山东区域的民俗非遗专家，共同探讨和解

读年俗和非遗文化的内涵。在专家的引领下，话题围绕民

俗追根溯源，趣说过大年的民间习俗。贴门神、守岁、吃

饺子、过破五等传统习俗，在专家眼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传

统人伦情感和心理寄托，这些习俗不仅是我们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有限的时间内，节目大量呈现出山东独有的花饽饽、

鲁绣、聊城木版年画、泰安桃木雕刻艺术、泰安豆腐宴、

菏泽东明粮食画、菏泽曹州面人、滨州草柳编、临沂花灯

当代民艺民俗的时尚表达
——民俗春晚《黄河入海盛世新春》的艺术呈现

赵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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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认真落实总书记关于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黄河故事”，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齐鲁民俗网络春晚《黄河入海盛世新

春》围绕”黄河文化黄河韵味黄河年俗”，以丰富的艺术手段把山东省沿黄河九市民间文艺及非遗节目搬上荧屏，艺术造

诣深厚的民间艺术家和非遗艺术传承人纷纷登场，以时尚的表达呈现出新时代的民间民俗艺术特色，融合当代百姓的生产

生活，呈现出了一个“多彩多情温暖温润”的齐鲁民俗春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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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山东非遗，这一组组艺术在民俗春晚上焕发独特的光

芒，每一项非遗都凝聚着先辈的智慧结晶，每一项非遗背

后都埋藏着无数工匠前辈们的匠心精神。这植根于心的文

化情怀，那一抹乡愁，让他们承接起非遗传承之棒，赓续

民间千年文脉。

3　强化创新融合凸显艺术张力

值得关注的是”齐鲁民俗网络春晚”紧紧踏着时代的脉

搏，强化网络特性，注重网络传播特点和观看特性，不是

把非遗民俗照搬，而是有机有力的二度创作和时尚表达，

面对更多青年群体，节目萃取了山东民间艺术的精华，与

当下艺术进行融合创新，独一无二的美，才是真美；扎根

泥土的绽放，才是真绽放。

舞蹈《大鼓小妞》青春灵动，与国家级非遗山东大鼓创

意融合，用舞蹈艺术讲述了一对祖孙对山东大鼓的眷恋和

传承，美轮美奂地再现了山东戏曲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

美好画卷，寄托了传统艺术不断传承发展的美好愿望。

小品《一生皮影情》以新时代文化传承为核心，以90后

年轻一代继承爷爷的泰山皮影艺术的故事为主线，邀请到

国家级非遗--泰山皮影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先生，现场展

示绝技“十不闲”，一心多用，手脚口灵活配合，让人叹

为观止。民俗春晚创新性的用小品的形式将非遗更加紧密

地融入现代生活，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

观众及网友从节目中产生共鸣，让泰山皮影不再只是精妙

绝伦的文化遗产。

节目《黄河夯号+黄河颂》巧妙地把山东阳谷的6名农民

质朴的号子和钢琴加古筝演绎的《黄河协奏曲》相结合，

艺术地反映了沿黄人民质朴勤劳的品质和中华民族中昂扬

向上奔腾不息的精神。黄河夯号高亢雄浑，钢琴协奏曲铿

锵奔涌，古筝曲演绎隽永流淌，发酵出更加醇厚的黄河文

化，一曲下来，令人内心激荡不已。

鲁西南鼓吹乐与电声乐队《百鸟贺春》则是把淳朴的

唢呐曲《百鸟朝凤》和摇滚风的《好汉歌》进行有益地结

合，大河儿女的豪迈与激情在民间鼓吹乐艺人和电声乐队

的对抗中跌宕起伏，齐鲁雄风酣畅淋漓！

跨界组合创意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创新表达，关键不

能是硬行的组合，而是柔性的融合。京剧念白《将近酒》

、青衣长袖与唐代宫廷舞蹈的演绎，捧出一个戏歌《琴台

高会赏牡丹》，把牡丹文化和诗词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

同时又把菏泽单县的“四君子”——李白、杜甫、高适、

陶沔的故事展现给大家。

《戏韵武魂》这一节目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深受中国人

喜爱的文化元素——山东吕剧与中国武术，通过俄罗斯演

员安德烈一家三口的精彩演绎，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这种跨文化的演绎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深化了中俄

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新颖的形式，能增加内容的分量。齐鲁文化、黄河魂

魄，呼唤耳目一新的表达。《黄河入海盛世新春》强化网

络特性，注重网络传播特点，“民俗+网络+”就是民间艺

术+区域生活+区域美景=融合设计，现代艺术+非遗传承=嫁

接创新，在这个晚会里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时尚表达，

不是传统意义的视觉再现，而是多媒体多层次趣味化娱乐

化的表现。

4　展现齐鲁风采，致敬奋进时代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与

我们中华儿女有着深入骨髓触动心灵的血肉联系。高质量

的黄河治理牵动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的神经。

“逐梦于乡野间，奋斗于黄河边”，旧时代屡遭黄患

之灾的黄河滩区，流传有“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

盖房、三年还账”的说法，在黄河的滋养下，山东人民逐

梦乡野，奋斗河边，将昔日的黄患之灾变为今日的繁荣之

地。近年来，黄河滩区的大迁建工程成功完成，群众搬进

了安全漂亮的新家园，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尤其是进入

全面小康时期，山东黄河沿岸的乡村风貌更是发生了崭新

变化，呈现出一派气象万千的乡村振兴的景象，黄河成了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民俗春晚特地选取了一首根据“乡村振兴”的原型人

物创作的情景演唱《村长外号叫“老邪”》，歌词质朴、

生动、诙谐，以“正话反说”的独特表达，为那些坚守原

则、积极作为、担当奉献的新时代基层村干部们画像，“

以小见大”地展现山东乡村振兴的成果，描绘了现代乡村

的幸福生活，反映了黄河安澜的新时代，一曲生动的歌曲

带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根源性、灵魂性、

包容性、忠诚性、原创性、可持续性特质，这些特质共同

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黄河入海盛世新春”，

《2022年齐鲁民俗网络春晚》依托齐鲁大地丰富的民间艺

术，扎根质朴民俗，结合特色民间艺术传承，以创新的手

法融合当代艺术，呈现出一台艺术形式多样、色彩浓烈、

情感热烈、舞姿奔放的视听盛宴。这台春晚不仅展现了齐

鲁大地的文化魅力，更彰显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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