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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

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7 月 1 日，我和无数共产党员一样，

在电视机前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备受

鼓舞。

30 多年来，我在舞台上经常演革命战士、

演共产党员，一次次被他们的伟大精神和先

进事迹感动。每一次全情投入、全力以赴的

起舞，都是对信仰的致敬。我真切地感到，是

角色在塑造我的心灵，铺就我人生的底色。

信仰的美、主义的真，成就艺
术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1999 年，在排演舞剧《闪闪的红星》的过

程中，我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伴着“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

灿灿暖胸怀”的旋律起舞，我逐渐理解了党员

的使命。我始终难忘那个场景：火红的党旗

下，冬子妈庄严地进行入党宣誓。站在远处

的潘冬子学着妈妈握起小小的拳头，郑重宣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潘冬子对母亲说：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也就是党的孩子啦！”

每次演到这里，我都深受触动。一个十几岁

的“党的孩子”，用最纯真质朴的语言，表达着

炽热坚定的信仰。

最近，我们在上海再次演出《闪闪的红

星》。谢幕时，我发现，20 多年前演红军战士

的 演 员 如 今 转 到 灯 光 、服 装 、道 具 等 岗 位 ，

“95 后”“00 后”成为这个舞台的中坚力量。

这支队伍，有坚守者也有新力量，红色基因赓

续传承。这部作品，有传承也有创新。作品

的精神内涵，由舞台上的表演者创造，又在舞

台下的火热生活中被不断升华。

上小学时，我第一次看电影《英雄儿女》，

抗美援朝战场上，英雄王成那声“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的呼喊，那个跳出战壕、拉燃爆破

筒的动作，深深印在我心里。3 年前，我随团

去朝鲜演出，专程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陵园。伫立在志愿军英雄雕像前，我脑海中

浮现的，便是那面被英雄鲜血染红的战旗。

今年，我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情景合唱与舞

蹈节目《战旗美如画》中饰演王成。我第一次

参加《伟大征程》排练时，副总导演沈晨亲自

给我示范动作，那种投入令我感动。后来我

才得知，他的舅舅就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的志愿军战士。慢慢地，王成，这个抗美援朝

战场上志愿军战士的代表，在我心中不仅仅

是影视角色，更成为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一

个缩影。

演出时，当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响 起 ，翻 屏 缓 缓 上 升 ，化 为 上 甘 岭 的 险

峰。几百名扮演战士的演员一起冲锋，又相

继中枪倒下。我沿着近 70 度倾斜的翻屏冲

到最上方，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一

刻，我热血澎湃！这一幕，登上网络热搜榜，

成为亿万网友点赞的“燃”。我们都相信，每

个志在保家卫国的战士，只要冲锋在前，都会

喊出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们都相

信，共产党员，就是可以随时为国为民牺牲一

切的人。信仰的美、主义的真，成就了艺术的

感染力和说服力。

学习先进事迹，将敬意化为
舞蹈的诗意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今年，

由上海市青年文联创作的舞蹈作品《忆张思

德》在线上首映，将舞蹈和剪纸艺术相结合。

一大批“90 后”“00 后”的年轻党员主动加入

我们的创作队伍，让红色经典焕发光彩。

10 年前，参与献礼建党 90 周年的舞蹈诗

《延安记忆》的演出时，我负责的就是《张思

德》篇章。编舞时，我发现，如果不融入具有

战斗动作特点的舞蹈技巧，自己竟完全不知

如何演好革命战士。于是，我静下心，认真学

习张思德的事迹。张思德胸前的白毛巾，成

了我的灵感来源。原来，张思德背着为战士

们做饭的大锅和柴火的模样，用白毛巾擦汗

的动作，比任何跳、转、翻的高难度舞蹈语汇，

都更能真实再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

产党员形象。

张思德曾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奋

不顾身，屡立战功。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带头

在哪里干。农场决定让他进山烧炭，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就是拼出命，

也要把炭烧好！”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思德的

牺牲。当窑顶突然出现险情，张思德反应迅

速，将同行的战士小白推出洞口，自己却被永

远埋在黄土中。舞蹈结尾，我将自己对这位

共产党员的敬意化为诗意：随着舞台视频画

面与布景的变换，演员在雪山草地间起舞，在

风 雨 雷 电 中 起 舞 ，在 延 安 的 宝 塔 山 下 起 舞

……千千万万个“张思德”，挺立在天地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宗旨。塑造好共产党员形象，关键

是全情投入、由心而发，真正理解信仰与人生

选择的关系。

2012年，我在话剧《吁命》中饰演优秀共产

党员、我国肝胆医学主要创始人之一吴孟超院

士。翻阅大量资料后，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便

是吴老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为人民群众

的健康服务。他把病人当亲人看，呼吁降低医

疗费用，无论酷暑严寒，坚持参加医院组织的

社区义诊，这是他恪守的医道、坚守的责任。

扮演他、走近他，从一双手开始。那像钩

子一样向外弯曲的食指关节，是与手术钳最

契合的形状，是他奋斗一生的证明。难题随

之而来：连摄像机特写镜头都拍不出的精密

手术，怎么用舞蹈展现？我一筹莫展。“我是

医生，我要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吴老的

这句话，让我找到了编舞突破口。剧中关键

的几场“手术戏”，重在表现医生和病人以生

命相托，共渡生命长河的过程。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选择了跟党走，

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

会过一种怎样的人生呢？我可能会有技术、

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

含义有多深，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解放军

的形象有多崇高。”吴老用一生践行了对党、

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不忘初心，挺直腰板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今年 5 月，吴孟超院

士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想他

时，我便会抬头看向星空，寻找那颗被命名为

“吴孟超星”的小行星，那是信仰的闪亮坐标。

艺术的人民性，决定了艺术
的生命力

舞蹈演员的“高光时刻”，既可以在舞台

的聚光灯下绽放，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开花结

果。我们不仅要赢得当下的观众，还要通过

舞蹈传递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境界，影响一代

代观众。这是我作为舞蹈演员的理想，也是

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

艺术的人民性，决定了艺术的生命力。

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工作，

随队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感到这项工作意

义非凡。一些地方演出条件十分艰苦，但迎

接我们的，总是期盼的目光和风雨无阻的热

情。这种面对面、心连心带来的感动，是任何

荣誉都替代不了的。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随文艺慰问队进

入灾区演出。没有舞台，在泥沙地上铺了块

地毯便开始演出。那天，我表演了舞蹈《闪闪

的红星》，观众是一群孩子。他们的学校因地

震被毁，没地方读书，有的孩子甚至连家都没

有了。跳到舞蹈后半段，我拿着一面红旗挥

舞。这是一段独舞。但我跳着跳着，发现刚刚

坐在下面看我表演的孩子们，竟一个个主动跑

上来，跟在我身后，跟着我挥舞的红旗行进。

艺术，可以产生如此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从那以后，只要下基层演出，我都会带当

地孩子跳《闪闪的红星》。我记得井冈山革命

老区孩子们的笑脸，记得科尔沁草原孩子们

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佩戴红领巾跳舞的样子，

记得孩子们大声合唱《红星歌》，记得他们骄

傲地告诉我“自己也是潘冬子”。今年，我们

从舞剧中选取片段进行四个八拍的编排，在

抖音开设《闪闪的红星》公益舞蹈课，带着孩

子们在“云上”跳舞。7 月，我和 100 个孩子在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广场用快闪的方式演绎舞

蹈《闪闪的红星》。我希望在挥舞的红旗下，

让“潘冬子”的独舞变成更多人的群舞。

舞蹈是与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艺术。作

为舞者，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这让我

在创作中始终怀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正因为

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世界才更关注我们的

文化、尊重我们的艺术，越来越多舞者才能在

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新的征程上，舞者要秉一颗热忱的心，

为时代而舞，为人民而舞。我们要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职业荣誉，不负

观众的信任。像感受自己心跳一样，感知火

热的生活，不负伟大的时代。起舞，在信仰的

旗帜下！起舞，舞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作者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本报记者王瑨采访整理）

图①：黄豆豆带领孩子跳《闪闪的红星》。

图②：黄豆豆在情景合唱与舞蹈节目《战

旗美如画》中饰演王成。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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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艺作品之所以能成

为经典，除了其深邃的文化意

蕴、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具特

色的艺术表达所构成的坚实艺

术内核，更因作品可以为不同

时代艺术家提供展示才华的空

间 ，受 到 不 同 时 代 观 众 的 喜

爱。近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

民族歌剧《党的女儿》（以下简

称《党的女儿》）便彰显出这样

的特质。

这 部 首 演 于 1991 年 的 革

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系中国

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剧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

年创排演出。此次，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

时刻，国家大剧院再度将《党的

女儿》搬上舞台。

《党的女儿》在一度创作上

的成功，得益于该剧原创班底

继 承 和 发 扬 了“集 体 创 作 ”传

统。这一体现党对文艺工作直

接领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文艺传统，肇始于民

族歌剧《白毛女》，后在小提琴

协奏曲《梁祝》、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歌剧《江姐》、大型合

唱套曲《长征组歌》、钢琴协奏

曲《黄河》等经典作品的创作得

以接续发扬，成为中国文艺创

作中值得探讨和总结的规律。

《党的女儿》显示出集体智慧的

光芒。当年，剧作家团队与作

曲家团队强强联手、紧密配合、

各展所长，仅用 18 天时间，便

高质量地完成全剧主体部分的

创作。参与主演的歌唱家也贡

献了高超的艺术智慧，以精益

求精的艺术追求激发了作曲家

的灵感和热情。由彭丽媛、杨

洪基等歌剧表演艺术家完成首轮创演，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

玉梅”“七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剧的典范。

经典作品历久弥新，得益于一代代艺术家的创造性演绎，

为其注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

《党的女儿》的创作团队在复排之初，便确定了“守正创新”的

艺术准则。作为剧中主角田玉梅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雷佳

在大量案头准备工作和借鉴多种舞台表现手段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了兼收中西唱法之技术、熟稔传统戏曲之韵律的优长，

在歌剧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坚毅果敢又不失柔情母爱的女

共产党员形象。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以深厚的舞台表演功

力，出色地塑造了七叔公这个沉着稳健、明察秋毫的人物形

象。在《天大的重任我来挑》一曲中，廖昌永在腔字关系的处

理上可圈可点。在戏剧的综合呈现上，此次复排的《党的女

儿》更契合当代观众审美，在表演、舞美、服道等方面都进行了

大胆而严谨的创新，运用多媒体技术手段使整体戏剧表现更

为丰富多彩、淋漓尽致。比如，全剧结尾处《万里春色满家园》

一段采取了诗意化处理，伴随着音乐的铺陈，在一片灿烂光芒

中，即将英勇就义的田玉梅站立在舞台中央。这种处理十分

巧妙，充分表现出田玉梅对革命胜利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

憧憬，也将田玉梅这个共产党员形象留在观众心中。

演出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观众的思绪和情感与歌剧

情节同频共情。这是创作团队、表演艺术家们的成功。从中，

我们能感受到这部歌剧中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及其强大

生命力。在戏剧结构方面，剧作家们充分借鉴西方歌剧的创

作经验，精准把握人物个性，体现出叙事脉络简洁清晰的歌剧

思维。无论是意志坚强、勇敢泼辣的田玉梅，沉着稳健、机智

勇敢的七叔公，还是奋起抗争的桂英，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

其行为表现合情合理。对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没有脸谱

化。在剧诗的写作方面，创作者充分把握语言之美，蕴含着诗

意和韵律，为作曲家和演唱者提供了广阔空间。

《党的女儿》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曲家团队

对于戏曲音乐板腔体结构特征的运用和把握。全剧以江西赣

南民歌风格的唱段（如《杜鹃花》《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来凸显

故事发生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并以此凸显抒情性。同时，借用

山西蒲剧的音乐语汇和山东吕剧的板腔体结构思维，创作了

《万里春色满家园》这样的戏剧性唱段，大大增加了音乐的戏

剧张力。由此可见，在当代歌剧中运用板腔体结构思维创作

主要人物的重要唱段，并通过腔调变化推动戏剧发展，仍是一

种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表现手法。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复排的成

功，再一次揭示：只有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当代文

化有机结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创作出经得起历

史考验、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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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失德违法，一些平台机构诱导粉丝

“拉踩”“引战”“刷量”“控评”……一段时间

以来，这些现象时有发生且愈演愈烈，扰乱

正常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已经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造成一定危害。

喜欢某位演艺明星，追看追听其作品，

乃至收集其照片、签名等，都是粉丝的典型

表现。粉丝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粉丝群

体 有 其 非 理 性 成 分 ，容 易 将 靓 丽 外 表 与 人

格品质混淆，将演员本人与艺术形象混淆，

对 明 星 产 生 不 切 实 际 的 幻 想 ，使 明 星 身 上

承载了过多不属于他们自身的光环。因为

这种虚假的光环，粉丝们常常为“接近”“追

捧”“维护”偶像而付出金钱、时间甚至其他

代价。

粉丝群体借助社交网络制造流量的巨大

潜力被资本看中，内容方、平台方等多方围

绕“流量明星”形成完整产业链，拉动粉丝经

济，从中获利。少数机构为牟取高额利润，通

过非正常手段放大声量、制造流量，影响互联

网生态，催生了一系列乱象。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根据中

央网信办通报和各大媒体报道的多起案例来

看，不良粉丝文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混淆是非。少数演艺明星“唯流量论”，

对自身的才艺表现和言行举止缺乏自律，有

的甚至悖德违法，给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粉丝

群体树立了负面典型。粉丝出于崇拜心理，

容易受到不良影响。

滋生戾气。有的粉丝群体为维护偶像，

互相“拉踩”、造谣等带有攻击性的言行屡见

不鲜。值得关注的是，少数网络平台面对网

上粉丝冲突，不但没有尽到监督管理之责，

甚至对相关不良事件带来的巨大流量“甘之

如饴”。

缺失理性。前段时间发生的某粉丝群体

为支持偶像搜集瓶盖，大量购买某乳制品后

又将其倒掉的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其他如

给偶像在网上“做数据”，沉溺于各大“打榜”

刷量，以致荒废学业等。

粉丝群体多是青少年，正值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期，受到某些诱导而投入过多时间、精

力和金钱追星，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追

星、寻找人生榜样，是青春期或多或少都会出

现的正常心理现象。偶像明星作为公众人

物，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对于单纯热情的青少年粉丝在爱国、

守法、崇德、尚艺等方面的健康观念养成，理

应负有引导责任。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青少年获取

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成长的社会环境越

来越多元，同时由于青少年尚处于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时期，对于复杂事物

的分辨能力不强，学校、家庭特别是平台机

构 的 正 向 引 导 、监 督 管 理 责 任 显 得 尤 为 重

要。因此，各相关方都要负起社会责任，坚

持正确导向，自觉做社会正能量的放大器，

引导粉丝文化步入健康轨道，使粉丝群体以

积极正向的态度面对生活，成为清朗网络空

间的守护者、社会正能量的弘扬者和文化创

造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引导粉丝文化步入健康轨道
马 涌

图为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剧照。

■引导粉丝文化步入健康轨道R

各相关方都要负起社
会责任，坚持正确导向，自
觉 做 社 会 正 能 量 的 放 大
器，引导粉丝文化步入健
康轨道

每一次全情投入每一次全情投入、、全力全力
以赴的起舞以赴的起舞，，都是对信仰的都是对信仰的
致敬致敬。。我真切地感到我真切地感到，，是角是角
色在塑造我的心灵色在塑造我的心灵，，铺就我铺就我
人生的底色人生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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