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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剧《 凤 凰 来 仪 》震 撼 上 演
凤县本届文化旅游节系列活

动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吉祥形

象——凤凰。舞台剧演绎凤凰精神，

学者会议畅谈凤凰文化，非遗展演

聚焦凤凰形象，凤凰飞行器矩阵翱

翔……让人们感受到了浓郁独特的

凤文化。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

栖于凤。凤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介绍：“相传，凤县是凤凰理想的栖

息地，凤文化也是凤县正在着力挖

掘、宣扬的特色文化之一。”

山水音画舞台剧《凤凰来仪》是

宣传当地凤文化的艺术佳作，也是

文化旅游节的亮点之一。6 月 21

日晚 8 时许，在秦岭山下、凤凰湖

上，随着唢呐演奏《百鸟朝凤》的旋

律，山水音画舞台剧《凤凰来仪》上

演。舞台上演员们载歌载舞，艺术化

演绎凤县地域文化，如凤凰栖落凤

县的传说、“两当兵变”的红色故事、

红光沟的航天往事、宝成铁路建设

者的筑路精神、羌族儿女爱情佳话

等，视听效果颇为震撼。

当晚，二十余家中省市媒体同

步直播开幕式和《凤凰来仪》演出盛

况，200余万名观众“云”上观看演出，

“好看”“精彩”“有意思”等话语在手

机屏幕上高频出现。演出结束后，现

场群众报以热烈掌声，久久不肯离开

舞台周边。来自天水的游客陈宇说：

“舞台搭在山水景致里，很美，加上这

么精彩的文艺演出，真是不虚此行。”

山水音画舞台剧《凤凰来仪》总

导演付继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今年

3月份，中科城乡（北京）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接到了凤县的创作邀请，公司

工作人员经过数月的

走访、编创、排练，创作

完成了时长约 1小时的

《凤凰来仪》，演员主要来

自当地的羌舞团和两所学

校。这部剧围绕“凤凰精神”

主题，以爱情故事为辅线，分

为“有凤来仪·凤栖梧桐”“凤

飞羌舞·鸾凤和鸣”“凤凰涅

槃·引领群伦”“凤鸣朝阳·盛

世欢歌”四个部分，带观众领略

凤凰之乡“和合凤县”之美。

开幕式上，省林业局为获得

“陕西省森林旅游示范县”“陕西名

宴（凤县‘十五观灯宴’）”荣誉的凤

县授牌。此外，凤县还发布了文化旅

游原创歌曲《梦回凤县》，歌曲演唱者

为著名歌唱家韩磊。“风承载着理想，

迎难而上，我逆风飞翔……”伴着韩

磊的歌声，听众徜徉在刚柔相济的旋

律里、青山绿水的美景中。韩磊热情

为凤县代言：“凤县是秦岭深处的一

颗明珠，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七彩凤

县观光旅游。”

凤 凰 文 化 发 展 大 会 宣 扬 凤 文 化  
陕西凤县凤凰文化发展大会亦

是亮点之一。6 月 21 日上午，我国

凤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凤县，共

同探讨、宣传凤凰文化。

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教

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桑俊从楚地远道而来，带来了《楚国

的凤崇拜与凤舟竞渡的非遗保护》

主题发言，她围绕凤文化的源起、演

变、流传、文化意蕴，讲述秦楚两地

的凤文化区别与关联，并和听众分

享与凤文化有关的文物知识、典籍

记载、凤舟竞渡助力旅游案例等。

凤凰具有吉祥、勇敢、奉献、和

美等美好寓意，被中国人视为百鸟之

王。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省政府特聘非

物质文化保护专家傅功振发言谈到，

凤县有独特的凤文化遗存，如与凤有

关的地名传说、非遗、美食等，可大力

挖掘当地凤文化，助力文旅发展。

当天，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

国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远在

加拿大，应邀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作了

题为《凤文化与凤县》的发言。庞进谈

到，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对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社会和谐等

有重要作用，值得大力推广。凤县主打

凤文化，将凤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有优

势，也有基础，可结合实际，增添“凤舟

赛”等项目，扩大影响力。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湖北省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姚

伟钧作了题为《弘扬凤凰创意挖掘

凤县美食文化资源》的发言。他认为

凤县食材资源丰富，凤椒享誉全国，

有凤椒鸡、椒麻鱼、腊肉等知名饮

食，可依托当地饮食资源更好地开

发凤宴，让更多人感受凤县味道。

会上，庞进向凤县赠送了其研

究凤凰文化的代表作，宝鸡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向凤县捐赠了凤

凰主题非遗作品。同时，会场展出了

与凤凰元素有关的文物、民间非遗、

书画佳作、青铜器复制品，有清代鎏

金点翠龙戏珠鲤鱼跃龙门七凤冠、刺

绣凤凰、西汉羽纹青铜凤灯复制品等

物。一个个姿态各异的凤凰图案“相

遇”凤县，宛如一场凤凰美物集会，引

得参会嘉宾、游客流连忘返。

美 丽 乡 村 文 旅 活 动 丰 富 多 彩
到岩湾村参观康养项目建设，

去白蟒寺村了解林麝养殖，赴任家

店感受露营乐趣……近日，省市作

家、书画家、摄影家、中省市媒体记

者组成文艺采风队伍，来到美丽乡

村感受生机勃勃的凤县乡村旅游。

其中，双石铺镇任家店成为网红

打卡地。6月 21日下午，2023凤县

星空露营旅游季活动在任家店“云上

悦”露营基地启动，设置有房车展示

区、烟火市集区、帐篷展示区、互动游

戏区等特色区域。万余名露营、房车

爱好者来到任家店，游客扎帐篷、煮

茶、烧烤、玩游戏、逛集市，人气颇旺。

一顶顶帐篷，“诉说”着人们对融入青

山绿水的向往，也“诉说”着美丽乡村

的魅力。凤县旅游推介人带领游客宣

读文明露营倡议书，游人尽享山水旅

游的轻松惬意。

记者从任家店行至丰禾山下，

陕西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社

会组）门球赛正在这里举行。来自全

省各地的 55 支代表队、440 余名运

动员齐聚凤县，享受门球竞技乐趣。

现场，还有太极拳展演等文体节目

表演，赛场周边设置特色农产品宣

传展销区，看球的、赏节目的、购买

农产品的群众络绎不绝，丰禾山下

热闹非凡。

另悉，文化旅游节期间凤县还

将举办全国退役军人门球赛、重走

红军路万人健步走、啤酒音乐美食

节等系列活动。一个个精心策划、各

具特色的活动，为凤县文化旅游节

注入绚烂色彩和活力基因。

凤县县委书记张扬谈到，近年

来，凤县把文化旅游作为促进县域

经济绿色转型的首位产业，立足资

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精心打

造七彩绚丽的特色旅游。来凤凰之

乡，可以畅享绿色生态之旅、红色研

学之旅、特色民俗之旅、运动健康之

旅、白色冰雪之旅、风味美食之旅、

工业科普之旅等精品旅游业态。张

扬说：“下一步，凤县将不断完善旅

游业态，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全

力打造秦岭健康旅游目的地，持续

擦亮‘七彩凤县——大秦岭的会客

厅’文旅品牌。”

令人震撼的山水音画舞台剧《凤凰来仪》，博得观众阵

阵掌声 ；学者聚集的凤凰文化发展大会，为挖掘凤文化资源

献策 ；精彩的乡村文旅活动，吸引数万名自驾游、露营爱好者

参加……

6 月 21 日，第十二届宝鸡市文化旅游节·凤县第十六届古凤州生

态民俗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开幕。凤凰湖上灯光璀璨、鼓声铿锵、舞者飞

旋，沿河两岸群众接踵而至，人山人海。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

等主要客源地城市的旅游协会、自驾协会、户外协会代表，以及省市新闻

媒体记者、文化艺术名家等赶赴盛会，共谱凤县文旅的动人旋律。

——凤县第十六届古凤州生态民俗文化旅游节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张琼

群贤毕至  流光溢彩

《凤凰来仪》演出精彩瞬间

露营的游客

凤县文化旅游原创歌曲
《梦回凤县》由韩磊演唱

庞进通过视频连线方式畅谈凤文化

非遗艺人展示技艺

凤凰图案刺绣
舞台剧《凤凰来仪》盛大上演

艺术家和媒体记者在凤县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