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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刚刚过去的2023年，有欢笑、有泪水，
有收获、有遗憾，有振奋、有感动……你的 2023
关键词是什么？本期我们采访了几位文化领

域的从业者，看他们如何总结评价自己的 2023
年。而从这些不同的切面，我们也能窥见 2023
年宝鸡文化发展的亮点和成就。

“传统青铜器复仿制技艺主要是手工

塑形和刻模制作。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也

促使传统技艺不断创新和进步。2023年，

我们借助三维建模和打印技术，有效提高

了模型放大和缩小的工艺效率，也提高了

仿制的精度。”日前，岐山青铜器复仿制技

艺传承人于安君把他的2023关键词总结

为“创新”。

2023 年对于安君来说是收获满满的

一年，年初，有着三千年渊源的岐山青铜

器复仿制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这对于宝鸡青铜文化传播意义重

大。6月，于安君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非遗

里的中国》节目录制，向全国观众展示了

宝鸡青铜文化的底蕴。7月，于安君制作

的青铜器复仿制品“鹿形牺尊”获得了省

工艺美术展金奖。12月，于安君的青铜器

复仿制工坊获评陕西省消费品“三品”战

略优秀单位，被多所高校和本地学校确定

为实践基地。

“所有的行业，要想精通，必须热爱和

学习才能成功。学，然后知不足，这句古语

让我感受至深。”于安君说，古时，青铜工

艺是一个国家科技和综合实力的体现，某

些古代青铜重器在当时类同于今天的航

空发动机，其中的许多工艺必须经过学习

研究才能实现。2023年，于安君不止于固

有的工艺，在多位老师和专家的帮助下，

对古代金铜工艺和制玉工艺也有所突破，

成功完成了多家博物馆馆藏金银和玉质

文物的复仿制。“学习不能只是照搬，只有

在研究中才能提高和改进。古代青铜器技

艺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创新和进步的过

程。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也应继承古代先

贤的创新精神。”于安君有感而言。

谈到青铜器复仿制技艺的非遗传

承，于安君说，在科技和文化飞速发展的

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越来越超

前，真正能沉浸于传统手工的人越来越

少，目前他们青铜器复仿制技艺传习所

的功用还只是学生研学和爱好者的体

验。他们期盼与真正志同道合之人共同

守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于安君在制作青铜器复仿制品

贺同在录音棚制作音乐

陈毅（右）出演话剧《面皮》

滕晓华（左）向游客介绍镇院之宝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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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

于安君 创新

贺同是我市青年音乐人。近几年，由

他作曲、编曲的歌唱宝鸡、赞美家乡的歌

曲有多首，如《陈仓谣》《梦回宝鸡》等。在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就有《宝鸡，我美丽

的家乡》《胜利桥北》《念》《我在太白等你

来》等多首歌曲。这些歌曲流行、好听，受

到歌手和听众的喜爱。在音乐制作的过

程中，他也倾诉着自己作为宝鸡人的家

乡情怀。

贺同说，因为从小热爱音乐，长大后

他进行了专业的进修、学习。2018 年，他

开始了专业的作曲、编曲工作。近年来，

“宝鸡情”“家乡情”成为我市文艺工作者

的创作关键词，音乐界当然也不例外，有

不少宝鸡歌手慕名找到贺同，希望与他

合作创作歌曲。

“我会根据不同歌手的不同声线，创

作出民歌、摇滚、民谣等适合他们风格

的歌曲。”贺同说，2023 年夏天，贺同作

曲、编曲的歌曲《胜利桥北》问世，胡宏涛

是一位“90 后”歌手，他的声线偏向流行

乐和民谣，所以，歌曲也是为他专门定制

的。对生活在宝鸡市区的人来说，胜利桥

北这个地方并不陌生，贺同自己也是在

渭河边跟着爷爷和奶奶长大的，所以，歌

词中有“芦苇”“奶奶”“冰棍”，他在创作

过程中，也是感慨良多，将很多生活情愫

融入乐曲中。

2023年5月，由歌手马琳演唱的《宝

鸡，我美丽的家乡》，全方位介绍了宝鸡

历史和美景，贺同在这首歌的作曲、编

曲中，力现悠久和大气的曲风。2023 年

底，贺同将由艾倩演唱的《我在太白等

你来》重新编曲，曲风体现着喜庆、欢乐

和热情……

2023 年，贺同作为宝鸡青年艺术家

协会会长，在他的组织、协作下，包括他

自己在内的很多宝鸡青年艺术工作者投

身于抒发宝鸡情怀的公益艺术创作和活

动当中。2023 年底，他又接到了另一首

歌唱宝鸡的歌曲创作工作，目前正在全

力作曲、编曲中，“情怀”依然是他音乐创

作中的一个关键词！

本报记者 麻雪

音乐制作人

贺同 情怀

“在艺术的舞台上，我已走过 16 个

年头。回首 2023 年，作为舞蹈编导兼演

员，我参与排演的话剧《面皮》荣获第十

届陕西省艺术节文华大奖，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挑战。”近日，笔者

来到市艺术剧院，见到了这个“80 后”小

伙子，问及 2023 年的关键词，陈毅随口

说出了如上感言。

今年 38 岁的陈毅毕业于陕西省艺

术学校，专业是舞蹈编导、舞蹈表演。

对于刚刚过去的一年，陈毅有说不完的

话，“年初时，我参与了宝鸡市 2023 年

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录制 ；在第十二

届宝鸡市文化和旅游节开幕式上，我与

王二妮等知名歌手合作演出歌舞《山

丹丹开花红艳艳》《美丽中国》《不忘初

心》等。此外，我还去西安参与了‘盛世

中华，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启动演

出，表演舞蹈《何以中国》……”陈毅说，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 2023 年，那就是

“挑战”。

“为备战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市

艺术剧院精心创排了大型方言话剧《面

皮》，我担任舞蹈编导，参与设计编排了

剧中的皮影和社火表演，创新性地将舞

蹈内容融入话剧表演中，使这些宝鸡非

遗文化元素成为话剧中的亮点。”陈毅

说，虽然舞蹈编导和舞蹈表演是自己的

专业，但表演话剧对自己而言，却是一

种挑战。陈毅出演话剧《面皮》主要角色

之一红霞女婿，与国家一级演员、中国

戏剧梅花奖得主吴京安有不少对戏。为

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在排演过程中，

陈毅虚心学习，悉心磨炼演技，从每一

句台词到每一个动作都反复练习。在经

历无数次彩排及 5 场正式赛前演出后，

最终在2023年9月12日晚，话剧《面皮》

带着宝鸡的风土人情惊艳亮相第十届陕

西省艺术节，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

喝彩，并最终荣获十艺节文华大奖。“这

使我备受鼓舞，同时也给予了我更大的

信心，在新的一年继续创排更多更优秀

的艺术作品。”陈毅说。

毛丽娜

舞蹈编导

陈毅 挑战

2023 年，是讲解员滕晓华在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工作的第 11 年。虽然已是身

经百战，但在滕晓华看来，刚刚过去的

2023 年，依然是不断充实自己、历练自己

的“成长之年”。

“2023 年游客接待量特别大，我们几

乎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近日，在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游客休息区，滕晓华趁工作间

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以前，游客们来参

观，只是走一走、看一看，想深入了解的并

不多。现在，许多带家人来、带朋友来甚至

一个人来的游客，都会主动请我们讲解，

这反映出游客对文物的兴趣和对文化的

热爱在增加，从而也对博物院的讲解服务

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她说。

2023年暑期，一位外地游客连续三天

走进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第一天在讲解员

的引导下全面参观，第二天、第三天在各

个展厅一件接一件地拍摄文物。“他完全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专注的神情，

好像是在跟眼前的文物进行着交流。”滕

晓华说，“每当看到这样的游客，我就肃然

起敬，感到自己不仅是博物院的讲解员，

更是文物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因而也

更有责任挖掘弘扬好宝鸡历史文化。”

工作之余，滕晓华虚心向专家学习、

向同行学习，甚至向游客学习，不断探索

文物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她说：“我

们讲文物，不能只讲它的造型有多别致、

纹饰有多精美，更应该讲它所蕴含的思

想智慧和人文精神，激发游客对我们的

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怀着这样的使命和梦想，2023 年

11 月，滕晓华代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赴

渭南参加陕西文博系统讲解比赛，最终

以过硬的专业素质和出色的临场发挥获

得中文专业组三等奖的好成绩。“备战的

那些天，面对海量的知识点，我感到压力

非常大，心想以后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比

赛了。”滕晓华说，“但站上领奖台的那一

刻，我忽然意识到，融会贯通文物知识，

生动讲述文物故事，这不正是支撑我一

路走来的动力吗？”

本报记者 祝嘉

博物院讲解员

滕晓华 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