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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罗毕1月 22日电（记者

林晶 黎华玲）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总

干事班古拉 22 日表示，春节文化深刻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是

联通世界其他文明的纽带。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当天举办中

国春节庆祝活动。班古拉在活动上

致辞说，春节文化深刻体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联通世

界其他文明的纽带和桥梁。包括联

合国在内的多边机构庆祝春节在促

进理解和加强全球联结方面有着深

远意义。

“我谨代表在内罗毕的联合国大

家庭，寄望蛇年带给我们非凡的智慧

和洞察力，应对当前全人类面临的各

种挑战。”班古拉说。

参加当天庆祝活动的肯尼亚外交

部副总司长麦考莉表示，春节能够将

不同文化、种族和信仰的人民聚集在

一起，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郭

海燕在庆祝活动上表示，春节蕴含着

中华民族对和平和睦的向往，体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赢得

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和共鸣。“在一个

面临更多撕裂和分歧的世界里，人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渴盼一个节

日的幸福——和平的光、团聚的梦、回

家的路。我们应当为此不懈努力。”

□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嘿咗！嘿咗！”

“拦马泡，尖嘴浪，再凶没得我们

强，桡片划破千重浪，号子吓死老龙王。”

浑厚高亢的号子声震醒冬日清早

的困倦，面对台下 20多名学生，曹光裕

唱得比以往更卖力。近日，位于重庆市

长寿区的国家级非遗川江号子研学馆

正式开馆，一节别开生面的研学课程正

在进行。

“这是一句闯滩号子，是所有号子

里节奏最快、气势最强的，现在又叫

‘拼命号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江号子代表性传承人曹光裕说。

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四川

宜宾至湖北宜昌河段习称川江。“川江

号子”发源于长 1000 多公里的川江地

区。自古川江皆以木船载客运货，而木

船动力不足，需得船工和纤夫摇桨拉纤

充当动力。

曾经的川江航道上，每一个险滩

都是一道鬼门关，抢滩时稍有不慎撞上

礁石，便船毁人亡。

“号子头根据江河的水势水性和船

工的劳动节奏，编创出一些不同节奏、

不同音调、不同情绪的号子，构成了整

体变化丰富的川江号子。”曹光裕说。

“尽管川江号子也有喜怒哀乐、起

承转合，但底色始终是悲。”曹光裕总

结了三个关键词，悲惨、悲愤、悲壮。

旧时的船工上船面临生死考验，下船又

要受到旧社会官僚、“袍哥”的压榨，即

使是在这样悲壮的环境里，仍把歌声留

给长江。

17岁就成为船工的曹光裕彼时难

以想象，随着轮船的汽笛压过船桨的叩

击声，川江号子只能在舞台上被听见了。

1987 年，船工们世代传唱的川江

号子登上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的舞台，

也让曹光裕结识了师傅陈邦贵。“那年

法国媒体在报道中评价川江号子是不

输于在国际上成名已久的伏尔加船夫

曲。”曹光裕说。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会早些拜师

学艺。”曹光裕笑着说，其师傅陈邦贵

是被船工们称为“川江号子王”的号子

头，在旧社会做过最底层的船工，会唱

川江号子所有曲牌。

2006 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蓄水，

川江航道通过能力显著提高。同年，川

江号子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万吨级江海直达船可从出海口直

达重庆朝天门，木船早已成为历史。

“长江越来越美，航运越来越发

达，可川江号子怎么办呢？”曹光裕时常

忧虑，“川江号子很难进行生产性保护，

因为真正的生产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支持下，曹光裕将热爱川江号子的船

工同事们组织起来，取名“老船工艺术

团”外出表演。“我们来了就能演，演了

就叫座。”曹光裕说，“有时候演出主办

方看到我们一群大爷大妈来演，非常担

心，但只要歌声一出，他们的态度就转

变了。”

不仅如此，曹光裕还和毕业于四

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儿子曹羽共同创

造了一出川江号子大型音乐剧《大江传

歌》。“在原有川江号子的作品基础上，

我们加入了声部、小节线，融入了伴

唱、伴舞等，将川江号子原生态的元素

进行叠加，形成了有特色而又和谐的羽

调式交响。”曹羽说。

“这算什么川江号子，哪里划得起

船哟！”也有老船工反对。

“但川江号子不仅是劳动号子，更

是一门艺术，如今川江号子需要更宜于

舞台表演的形式，才能留住更多人。”

曹光裕说。

去年毕业于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的敖红和李云峰便是被这部剧

留下来的，他们成为曹光裕的学生，共

同参与《大江传歌》的演出。

“我们学校开设了川江号子课程，

起初只是因为学分高选修了这门课。”22
岁的李云峰说，“曹老师的讲学让我体会

到川江号子的魅力，那种号子里不服输

的精神打动了我。”敖红还记得第一次排

演《大江传歌》的幺妹一角时深受感动，

表演结束后仍因入戏哭了十分钟。

如今，两位年轻人和曹光裕一起

把研学馆办得有声有色，今年春节期间

已有好几波研学团队预定了课程。

“川江号子所传达的不畏艰难的

劳动精神也激励大家在生活、学习中面

对困难时不抛弃不放弃。”讲台上，敖

红言辞恳切，“欢迎同学们继续深入了

解川江号子。”

新华社北京1月 24日

电（记者 焦子琦 董意行）

24 日，哈尔滨亚冬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代表团总人数 257 人，其中

运动员 170 人（男、女各 85
人），将参加全部 6 个大项

64个小项的比赛。

代表团 170 名运动员

平均年龄 23 岁，年龄最大

的 40岁，年龄最小的 16岁，

其中 147 人为首次参加亚

冬会。参赛运动员中 48 人
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包括

谷爱凌、高亭宇、徐梦桃、

齐广璞、范可新、刘少昂 6
位北京冬奥会冠军。

此次哈尔滨亚冬会共设

置 6个大项、11分项和 64小
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本

届亚冬会实现全项目参赛。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

记、局长高志丹在代表团

成立动员大会上指出，要

坚持高站位，凝心聚力，努

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

明双丰收。勇担使命、共

赴荣光，在冰雪运动发展

新实践中展现报国之志。

珍惜机遇，迎接挑战，以更

加优异成绩书写冰雪运动

新篇章。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

将于 2月 7日至 14日举行。

1 月 24 日，盖德基（左）／皮尔斯

亲吻奖杯。

当日，在墨尔本进行的 2025 年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澳大

利亚组合盖德基／皮尔斯 2 比 1 战胜

同胞比雷尔／史密斯，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胡泾辰 摄）

1 月 23 日，挪威选手赫斯特麦林根

（中）在比赛中掷壶。

当日，在 2025 年都灵大冬会男子

冰壶决赛中，挪威队 8 比 4 战胜美国队，

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