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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创作厚积薄发
南粤星华熠熠生辉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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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届群星奖，广东
都有不俗的斩获，在全国处
于前列，反映出广东群文创
作的成绩与现状。这是广东
高度重视群众文艺创作、加
强顶层设计大胆创新机制，
政府搭建品牌群文活动平
台以及各级群文工作者共同
努力、群众和社会团体积极
参与的必然结果。

成绩的背后，广东群文创
作的一些经验值得总结和借
鉴。比如：以群星奖评奖为中
心，提前谋划全省群众文艺创
作；以讲好大湾区和广东故事
为重心，聚焦新时代主题；以
打造系列群文品牌活动为核
心，提升作品展演水平；以创
新机制为突破，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与培养等。

但广东不能坐在成绩单
上自满。环顾兄弟省市如上
海、浙江、山东、北京等，群文
创作实力不俗；纵观广东自身
的群文创作，仍有不小的提升
空间。广东应通过群星奖舞
台这面“镜子”，梳理自身的
短板与不足，着力推动群文创
作高质量发展。

纵观广东近三届群星奖
获奖作品，从东莞市报送的
群口快板书《羊续悬鱼》到广
州市报送的西河大鼓书《大
营救》、广东南音新唱《同心
结》，连续三届在曲艺类作品

上有突破与创新；然而，音
乐、舞蹈类作品虽然每届都入
围决赛，但是最终并无斩获。

这说明，广东群文创作要
在保持特色与优势的同时，应
注重均衡发展与推进。首先，
相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对获奖
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
其次，要组织全省群文创作
骨干进行思想碰撞，集思广
益；第三，要牢牢把住创作方
向，更加自觉地坚守人民立
场，坚持守正创新，继续深挖
广东改革开放的故事、展示现
代广东发展新变化；第四，要
继续办好省级品牌群文活动，
为群文创作提供展示平台；第
五，要加大对群众文艺创作的
扶持力度；第六，要吸引广大
社会力量参与到群文创作与
演出中来。

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
成为时代的号角。广东各级
群文工作者和群众文艺爱好
者要心系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
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
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作品，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
弘气象。

相信未来广东群众文艺
将有更多质量高、题材广、门
类全的作品站在群星奖的

“塔尖”上，展示南粤群文的
风采。

“一轮红日耀海滨，长虹飞
贯若龙腾，水拍桥梁传声韵，一
弦一柱奏佳音，港珠澳大桥连
血脉，人工岛上会亲人……”以
港珠澳大桥为背景进行创作的
广东南音新唱《同心结》获得第
十九届群星奖。此外，广州出
品的另外两件群文佳作《步步
高》《湾区时代》也进入本届群
星奖决赛，创下自全国性文艺
评奖制度改革以来广州市决赛
入围作品数量之最。

作品《同心结》的主创是广
州市文化馆副馆长石泉，他也

是三年前获得第十八届群星奖
的西河大鼓书《大营救》的导
演。谈及《同心结》的创作，石
泉表示，广东南音是广东和港
澳地区特有的曲艺形式，用粤
语来演唱，最能够展现大湾区
地域人文特色，有着独特的艺
术魅力。

《同心结》由粤、港、澳三地
群众演员共同演绎。当作品中
的三姐妹唱起粤曲南音，当同
心结与港珠澳大桥上高耸的中
国结交相辉映，当“东深供水”

“天鸽”台风中驻澳部队救灾等

感人故事一幕幕闪现，中华民
族守望相助、血浓于水、团结一
心的深刻内涵和作品的思想性
便得到生动彰显。

《同心结》是近年来首次由
粤港澳三地群文工作者联合演
绎的作品。该作品由广州市文
化馆携手荔湾区文化馆、粤港
澳大湾区青年戏剧协会共同表
演。粤港澳三地的12位女演员
和群文工作者们通力合作，同
心面对种种困难。“作为一名澳
门青年，很荣幸能加入这个群
体、角逐群星奖。”澳门演员、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戏剧协会会长
李卉茵表示，对港珠澳大桥建
设开通等作品中的很多故事，
自己都有亲身经历，因此在表
演中更能融入真情实感。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广州一直致力
于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产品，在全省群众文艺创作评
选连续三年居首位。进入本届
群星奖决赛的《同心结》《步步
高》《湾区时代》共参与了189场
演 出 ，线 上 线 下 观 看 人 次 达
558.06万。

广东的群文作品着力突出
岭南文化特色，讲好广东改革
开放故事，重点描绘大湾区建设
发展成果，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歌
颂幸福生活。近年来，广东涌现
了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
心声、刻画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
憧憬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由广州市文化馆创演的《大
营救》讲述 1941 年香港沦陷以
后，中国共产党为保护在港文
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
安全，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
大营救。该作品将北方古老传
统的西河大鼓书“说唱”，融合
岭南曲艺“乡谈”，运用曲艺唱
段、旁白、叙述、戏剧表演、三弦
伴奏等多种艺术手段，以舞台
表演的形式重现了一段精彩的
红色抗争历史。

深圳市的小品《烟》，取材
于2022年年初中央援港应急医
院项目建设，通过在工地上消
防和防疫安全的一段故事，展
现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国情怀。

广州市创演的广场舞作品

《湾区时代》，讲述一群来自全
国各地、敢闯敢拼的有志青年，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
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憧憬着
祖国的未来。该作品是通过全
省广场舞展演选拔出来的，节
奏明快，展现了广东改革开放、
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时代精
神面貌。

这些优秀的群众文艺作品
为广东在群星奖上争得众多
荣誉。数据显示，2010 年举办
的第十五届群星奖，广东共有
38 个作品获得群星奖，排名全
国第一；2013 年的第十六届群
星奖上，广东又有 15 个节目获
作品类群星奖，排名全国第二；
2016年的第十七届群星奖是群
星奖改革的第一年，全国只有
20 个奖项，但广东仍有 2 个节
目（少儿舞蹈《爸妈我想你》和
曲艺类作品《羊续悬鱼》）获奖，
与陕西、重庆并列全国第一；
2019 年，广东作品西河大鼓书
《大营救》荣获第十八届群星
奖，获奖数量排名全国第三。

建立创新机制，鼓励基层
创作，广东为群文创作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共服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2016 年以来，该厅每三年
组织一次广东省群众文艺作
品创作排演基地申报和评
选，从全省县级以上文化馆，
挑选成绩突出、有特色的文
化馆，按照音乐、舞蹈、戏剧、
曲艺等四个艺术门类评选为
创 排 基 地 。 2019 年 度 至
2021 年度，共挂牌 15 个广东
省群众文艺作品创排基地。
同时，开展广东省群文剧作
家、作曲家、编舞家申报和评
选，从全省群文系统挑选创
作骨干，3 年一轮，先后聘任
了 2 期 62 人次的“广东省群
文剧作家”、“广东省群文作
曲家”和“广东省群文编舞
家”。开展“群星耀南粤”广
东省群众文艺作品创排基地
优秀作品展演季活动，深入
革命老区、中央苏区、少数民
族地区和边远艰苦地区进行
惠民演出，倾斜支持欠发达地
区创排基地创作发展。

据介绍，本届群星奖入围
决赛的音乐作品《岭南雨巷》

《浪漫是个茶叶蛋》，舞蹈作品
《步步高》《逆行者》等 4个作
品，主创人员均为2019年度至
2021年度广东省群文作曲家、
编 舞 家 ，也 是 2019 年 度 至
2021 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
品创作排演基地精心打造的
作品。其中，音乐作品《岭南
雨巷》由东莞市虎门镇文化服
务中心、东莞市文化馆创作演
出，以岭南人文风貌为创作题
材，歌词描绘一幅黛瓦青砖、
烟雨长廊，漫步岭南雨巷，雨
滴洒落在芭蕉伞上，氤氲旖旎
里清幽唯美的岭南雨巷场
景。其旋律采用岭南音乐曲
调，以女声小组唱呈现，韵味
悠长，似绵长的记忆，似尘封
的玲珑心事，抒发了游子的思
乡之情。

今年4月，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还开展了2021年度广
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工作，
评选2021年各地涌现出来的
优秀群文作品，计划编印《广
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
作品选集》，赠送给基层馆站、
群文创排基地和有关社会文
艺团队排演，鼓励引导全省各
级文化馆（站）将作品送上舞
台，开展文化惠民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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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推

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
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
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
化文艺人才队伍。

近年来，广东着力推动群文
创作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
级群文工作者和群众文艺爱好者
中掀起一场场群众文艺创作热
潮；群文创作厚积薄发，涌现了一
批批质量上乘的群文作品。今年
9月，广东共3个群文作品获得国
家级文化艺术政府奖——第十九
届群星奖，数量与北京、山东并列
第一。其中，广州市报送的广东
南音新唱《同心结》、深圳市报送
的小品《烟》、深圳福田星
辉合唱团分别获曲艺类、
戏剧类、合唱类群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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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文创作应注重
均衡发展与推进

讲好广东故事 斩获一众星辉壹 叁贰 打造品牌活动 提供展示舞台 人财力齐扶持 鼓励基层创作

党

第十九届群星奖决赛入围
作品名单中，广东共有7个作品
和1个群众合唱团队入选，其中
舞蹈类作品《逆行者》来自茂名
市。同样来自该市的舞蹈类作
品《爱》、音乐类作品《莫惊》也
进入本届群星奖的全国复赛，

茂名群文作品的高质量，让
业界刮目相看。

在群文创作的舞台上，
茂名走出了独具特色的道
路。“近年来，我们大力挖掘

社会艺术培训机构的文艺创作
原创动力，取得了丰硕的文艺
精品创作成果，群文创作水平
连续多年名列全省前列，成绩
连续多年保持粤东粤西粤北地
区第一位。”茂名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创新形式，把挖掘社会力量
作为文艺创作的突破口，采取
多项有效措施，以较少的财政
投入撬动社会力量的大投入，
调动广大文艺创作者的积极

性，催生了一批既有“奖杯”又
有“口碑”的精品力作。

据介绍，近年来，茂名着重
打造“红荔飘香”精品文艺系列
活动、“唱响茂名”广场文化系列
活动、“魅力茂名·好心戏台”群
众文化系列活动、“高凉古韵”历
史文化传承活动等六大常态化
创作展示平台，凝聚了包括社会
艺术机构创作人才在内的全市
群众文艺创作人才队伍。

代表广东进入第十九届群

星奖复赛的舞蹈《爱》《逆行者》
和音乐《莫惊》，由茂名市阳光舞
蹈培训中心和茂名市梅舞嘉音
小明星训练营分别创编。其中，
舞蹈《逆行者》主创王德辉、吴群
莲是茂名市舞蹈界的“灵魂伴
侣”，两人合作创作出很多舞蹈
精品。吴群莲告诉记者，在她看
来，茂名群文近年取得的成绩，
得益于当地政府部门对群文工
作的重视，相应奖励机制的设立
鼓励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

湾区同声同气 携手同摘“群星”

挖掘社会力量 茂名力作频出

广东南音新唱《同心结》

深圳福田星辉合唱团

“近年来，我们精心打造广
东省群众艺术花会、广东省群
众文艺作品评选、‘百歌颂中
华’歌咏活动、‘同饮一江水’
劳动者歌唱大赛、民歌民乐大
赛、粤曲私伙局、广场舞展演、
乡村村晚等广东省群文活动品
牌，做到年年有赛事，月月有
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服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众多的品牌活动为全省群文工
作者和群众文艺爱好者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展示舞台，通过不
断打牢厚实的群众文艺创作

“高原”，最终促成了文艺精品
“高峰”的诞生。

2022 年 1 月至 8 月，广东
省县级以上文化和旅游部门共
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3810
场次，参与人员达58251852人
次（含线上），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给群众文艺作品创作演出提
供了展示平台。今年，广东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还 计 划 举 办
2022 年广东省群众艺术花会
（少儿艺术）、全省广场舞展演
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持
续促进全省群众文艺创作蓬勃
发展。

每年举办的广东省群众艺
术花会，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联合不同地市共同主办，按
照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少儿
艺术三个主题每三年轮流举
办 一 类 。 花 会 活 动 包 括 初
赛、复赛、决赛，专场比赛、开
闭幕式、节目展演、专家点评
等项目环节。决赛期间，组
委会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
平台向市民派发比赛专场的

免费观摩票，并挑选优秀参
赛节目开展惠民文艺演出。
自 1986 年设立以来，广东省
群众艺术花会坚持以“百姓
同参与，全民共欢乐”为理念，
该活动已发展成为广东省群
众文化活动具有导向性、示范
性的重要品牌。

“同饮一江水”广东劳动
者歌唱大赛创办于 2006 年，
原 名 为“ 越 唱 越 红 ”歌 唱 大
赛。该大赛从最初东莞市塘
厦镇专门服务农民工的文化
品牌活动，发展成为如今覆
盖整个广东省的大型歌唱比
赛，吸引了大量务工人员和
市民前来参与。16 年来数十
万人圆梦舞台，1200 多场次
活动在广场、商场、剧场、体
育馆等场所举行，受惠群众
超 1000 万 人 次 。 摘 得 2021
年度该大赛桂冠的选手胡忠
乐说：“很感谢‘同饮一江水’
的舞台。多次参赛的经历，
不仅锻炼了我的技艺，也让
更多人听到了粤语歌曲，让
南粤文化以歌曲的方式传播
到各地。”

深圳福田星辉合唱团是从
广东省“百歌颂中华”歌咏活
动中走出来的群众合唱团队。
该团由深圳市文化馆、福田区
公 共 文 化 体 育 发 展 中 心 于
2017 年 3月发起并成立，曾参
演业界顶级的“北极之光”管
风琴合唱音乐会、深圳合唱节
开幕式及专场音乐会，2021年
7月代表深圳市荣获广东省第
十四届“百歌颂中华”歌咏活
动合唱类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