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 1212 2021年 11月 15日 星期一

水波为曲，桨帆当歌，舞台被装饰成一艘

乘风远航的漕船，一场关于千年大运河的旅

程由此开启……前不久，由北京市文化和旅

游局出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北京交响

乐团、北京京剧院联合制作的大型京剧交响

套曲《京城大运河》在北京上演，巡演也随之

启动。

贯通古今文化

探寻京城大运河的故事

通过交响乐、京剧、合唱的跨界融合，《京

城大运河》带领观众探寻京城大运河的历史

文化故事，展开悠悠大运河的画卷。

《京城大运河》整部演出分为序曲、《一

支塔影见通州》《天上的星星郭守敬》《漂来

的北京城》《致敬大运河》5 部分，通过京剧

不同流派的典型声腔与交响乐的结合，以套

曲形式表现每一部分的主题。比如第一乐

章《一支塔影见通州》，就通过不同曲调展现

了通州漕运码头、验粮楼、张家湾、通州号子

等场景。

“每首曲目所表达的内容、意境、意蕴是

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艺术的感染力、冲击

力、震撼力也自然蕴含其中。”编剧李东才认

为：“传统经典的当代呈现，既要有历史沧桑

感，又要有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从而形成一

个阔大宏伟、汪洋恣肆、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强

烈现实感的套曲结构。”

舞台上，《京城大运河》以“船帆”为意象

营造了多媒体大屏幕。大屏幕模拟运河上的

帆起帆落，形成层叠有序的舞台空间感。同

时，字幕配合打出大运河的历史背景，为观众

描摹古往今来不同历史时期大运河的景象，

也让人们领略到丰富的舞台视觉魅力和当代

审美趣味。舞台导演孔洁说，《京城大运河》

舞台呈现以音乐和唱段为主体、其他手段为

辅助，“开头处需要用艺术手段很快把观众带

入规定情境，结尾处要体现致敬大运河的崇

高感。”

在艺术表现上，《京城大运河》综合舞美、

灯光、多媒体等多种舞台元素共同呈现。“希

望利用现代化的舞美手段营造更加直接的视

觉形象，且不失传统京剧场景表达的趣味和

品质。”舞美设计丁丁说。

“《京城大运河》有古今文化的融合，有中

外艺术形式的贯通，还有传统与现代艺术表

现形式边界的打破和交融。”看完演出，北京

大学学生刘义涵意犹未尽。

融合京剧交响

展现传统气韵中国气派

作为一部京剧交响套曲，如何能既展现

京剧，又不同于戏曲舞台上的京剧？如何能

通过交响乐彰显传统气韵、中国气派？

“一船春风载二黄，燃灯塔下系缆桩。”剧

中一段老生唱词道出了北京通惠河所流淌的

文化基因。《京城大运河》将中国传统戏曲与

西方交响乐相融合，通过中西合璧的艺术语

言，抒写京城大运河风貌，带领观众走近千年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京城大运河》让现实题

材以一种中西融合的艺术形式呈现。”北京交

响乐团艺术总监李飚说。

作曲杨乃林介绍，《京城大运河》采用传

统京剧不同行当不同流派特点的声腔及呈现

方式，结合运河号子、运河两岸及北京地区的

民歌、说唱、戏曲等音乐素材，以交响套曲的

结构和多声部音乐写作思维进行音乐、唱腔

的全新艺术构思与创作，凸显大运河千年文

化的沧桑巨变，用音乐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

大运河历史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谭孝曾、杜

镇杰、李宏图、迟小秋、朱强、陈俊杰、张慧芳

等京剧表演艺术家的登场，展现了国粹的无

穷魅力，给演出增光添彩。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京

剧艺术气韵生动、中正典雅的风格在交响音

乐的雄浑激越烘托下，与运河文化百折不挠、

生生不息的精神融会贯通，中西音乐的差异

在《京城大运河》中交织、碰撞，艺术家们精彩

演绎出和而不同之美。”

活化运河遗产

传承古都文化基因

作为世界上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

河已有 2500 多年历史。2014 年 6 月，中国大

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烟波浩渺的大

运河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

感，多部文艺作品将视角对准大运河，让大运

河文化“流进”人们的生活。不同于以往的大

运河题材艺术创作，《京城大运河》首次聚焦

于大运河北京段，经过前期长达一年的细致

采风，深度挖掘京城大运河的历史沿革、文化

内 涵 、故 事 流 传 ，呈 现 北 京 城 的 历 史 文 化

风貌。

“京师运河域，处处屐痕深。”大运河北

京段承载了北京城千年的过往烟云。近年

来 ，北 京 市 在 推 进 全 国 文 化 中 心 建 设 中 将

“一核一城三带两区”作为重点任务，积极开

展大运河历史挖掘和考古研究工作。今年，

大运河北京段全线通航，迎来了络绎不绝的

游客。

“《京城大运河》回顾京城大运河工程，展

现这是一个经过科学勘察过程的决策，是古

代水利专家的智慧结晶。”《京城大运河》编剧

翁思再说。

大运河的建成不仅带来了生活物资，也

带来了文化艺术。230 年前徽班通过大运河

北上进京，后发育形成国粹京剧；曹雪芹以通

州张家湾为来往码头，多次于运河南北穿梭，

最后在京郊完成巨著《红楼梦》。对这两个文

化事件，《京城大运河》也进行了描绘。中国

剧协秘书长崔伟说：“这部作品的创意具有独

特的切入点，把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

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历史存在和当代存在进

行了很好的整合。”

“希望大型原创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

河》能让更多人热爱北京这座流淌着古都文

化基因的魅力之城，让更多人了解千年大运

河的前世今生，在运河浩荡不尽的流水中，体

味浓浓的自豪感、满满的幸福感！”本剧策划、

北京市文联主席陈平说。

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展现跨界融合魅力

奏长河京韵 绘古都风华
本报记者 王 珏

交响乐、京剧、合唱跨
界融合，音乐与舞台视觉
相结合，带领观众走近千
年大运河……前不久，大
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
运河》在京上演。《京城大
运河》首次聚焦于大运河
北京段，以中西合璧的艺
术形式讲述京城大运河的
前世今生，呈现北京城的
历史文化风貌，展现传统
气韵与中国气派。

核心阅读■文化市场新观察R

“将茶筅从茶汤中微微提起，茶色初显，

匀沫渐起。然后就可以品味点茶的温润淡

雅。”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脚下，伴着茶

艺师的演示和解说，来自杭州的游客楼乐天

和家人一起体验“仿宋七汤点茶”非遗主题

活动。

余杭区径山镇茶文化历史悠久。2011年，

径山茶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年，径山茶炒制技艺被列入浙江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名单，

径山镇入选非遗主题小镇。非遗文化正“嵌

入”径山乡村新社区的建设发展，一幅文化滋

养、乡村兴旺的“山居图”徐徐展开。

径山茶特别在哪里？茶叶纤细卷曲、细

嫩有毫，冲泡宜先注热水、再投茶叶，汤色嫩

绿莹亮，其味鲜芳特异。

“采茶、摊青、炒茶、揉捻、烘焙，是径山茶

炒制技艺最主要的 5 个步骤，每一步都有标

准和讲究。”周方林与茶相伴几十年，是目前

唯一的径山茶炒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炒

完之后还要揉捻，再用白炭烘焙，这也是径山

茶的独特之处。”周方林说。

周方林的手有些特别，几处指关节特别

肿大，掌心长着厚厚的茧子，这是几十年来手

工炒制径山茶留下的印记。“炒茶时，要抛、扪

结合。抛是为了散发茶叶中的热气和潮气，

扪则把茶茎中的汁水挤出来。”周方林说，每

锅茶叶要持续炒制 15—20 分钟，抛和扪的手

势则要连续不断做 400 多次，练得满手水泡、

十指肿胀是必经阶段，“虽然学起来很苦，但

手艺不能丢。”

诞生于径山镇径山寺的径山茶宴，是一

种以茶代酒宴请客人的饮茶习俗，至今已有

千 余 年 历 史 。 然 而 ，这 项 传 统 民 俗 一 度 式

微。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人们不断尝试挖掘

其中的历史文化，也有茶艺爱好者研习仿效、

举办茶宴。

“古时候饮茶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文化习

俗，我们不光要传承发扬传统技艺，推出径山

的茶品牌，更要思考怎样讲好茶文化的故事，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径山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俞荣华说，村里多方听取专家

和设计师的建议，反复推敲修改茶宴所需的

茶具、桌椅、陈设、服饰等用品，力求再现原汁

原味的茶宴。

2014 年，在当地政府、专家学者和爱茶

人士等的共同努力下，径山镇径山村首次尝

试再现宋代茶宴礼俗——径山茶汤会。伴着

一声高亢的“张茶榜”，古风乐韵响起，茶宴开

始。击茶鼓、行盏分茶、煎汤点茶等 10 余道

程式依次展开，唐代煮茶、宋式点茶、径山茶

泡制、诵读茶经等内容再次呈现。

用活态传承点染美丽乡村，助推茶产业

内涵式发展。如今，径山茶宴已成为径山乡

村旅游主推的互动体验项目。在茶宴周边，

依托非遗等文化和生态资源，径山镇还设计

推出了茶文化旅游产品，以及传统民俗、传统

手工艺、特色农产品制作等多项体验活动。

“游客来到村里，能喝一杯地道茶，现场体验

径山茶宴，倾听径山故事。”俞荣华说。

作为非遗主题小镇，径山镇正以特色非

遗资源为基础不断推进文旅融合，传承和弘

扬特色文化，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农业+旅

游+非遗文化+文创”的发展路子越走越宽。

“径山茶就是一个文化 IP，我以此开发

了一系列文创产品。”毕业后回乡创业的马宽

新开办了乡村旅游公司，开发的帆布包、马克

杯等文创产品都是从非遗文化元素中找到的

灵感，上线网店后很受欢迎，半年销售收入达

30 多万元。村民章红艳回乡后开起了民宿，

将自家楼房改造成了品茶、抚琴的文化空间，

周边茶友常在这里举行茶艺展示等活动。

近几年，随着余杭区大径山乡村国家公

园建设推进，原先山顶片区零星居住的村民

和茶厂统一搬到径山脚下。山上寻幽、山下

问茶的分布格局更加清晰。

指着村里栋栋不相同、户户有特色的民

居，俞荣华介绍，光是围墙就有好多种，有的

人家用竹围墙，有的是竹子和砖瓦结合，还有

的做了仿古传统式门头；房子用途也不同，有

些村民自住，有的发展民宿、农家乐。而相同

的则是贯穿全村的茶文化元素，禅境寻踪、苏

子遗墨、围炉煮茶、蔡公斗茶等文化景观装点

乡间。

浙江余杭区径山镇创新非遗传承与发展

氤 氲 茶 香 润 青 山
本报记者 江 南

■文化遗产赋彩生活R

一直以来，科技与舞台艺术都有着

紧密的联结，在舞台美术方面有着尤为

突出的体现。从古希腊罗马剧场中代表

了当时最高科技水平的声场设计和半圆

形舞台的切割工艺，到电灯的发明让舞

台有了照明系统，科技发展同舞台艺术

始终相伴而行。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机械臂、全息

影像、裸眼 3D、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出现

与应用，让舞台美术拥有了更多、更丰富

的表达方式和实践手段。过去的演出节

目单上只有传统的舞美设计、灯光设计，

现在渐渐出现了视觉设计、多媒体设计、

特效设计，过去难以实现的舞台想象如

今借助科技不断成为现实，舞台美术也

逐渐从衬托表演走向参与表演，在增强

视觉效果的同时实现氛围的营造和意境

的传递。

戏剧的核心是文本，对于舞台美术

工作者而言，就是要将戏剧的文本转化

为视觉语言，完成一个解码再编码的过

程。观众在演出中看到的每一次光影变

幻，都是科技在舞台上的一次展翅。科

技是艺术的一只翅膀，舞台美术工作者

需要思考如何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在

舞台上展现中国式的审美与表达，融入

属于我们的文化元素，建立属于我们的舞台语汇和审美体系。

我曾担任舞美设计的舞台剧《对话·寓言 2047》，把最新

技术和传统艺术融合，实现了中国传统音乐、舞蹈与激光、机

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的混搭，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

验。正在巡演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舞台设计采用地面转

台和空中圆弧机械动作，并与演员、投影等紧密配合，共同营

造出“《千里江山图》活起来”的惊艳之感，传递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气质与神韵。

传统与现代、技术与艺术并不矛盾，要找到使他们有机结

合的方式，不断为舞台提供新表达，更新讲述故事的方式。恰

当的形式、贴切的呈现，能让戏剧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更好地走

进观众内心。

同时，也需要避免对科技的过度使用与依赖，依旧要以艺

术创作为主体。技术的作用在于辅助和推动情节的发展，把

握不好适度原则就会喧宾夺主。如果观众看完一部作品，只

记得舞美的绚丽夺目、只谈论技术的眼花缭乱，这其实是一种

失败。要把舞台美术和光影技术秀区别开来，舞台美术工作

者需要关注本真，注入更多的思考和情怀，不能本末倒置，为

技术而技术，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长久魅力的舞台作品。

（作者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灯光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本报记者曹雪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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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技术与
艺术并不矛盾，要找到使
他们有机结合的方式，不
断为舞台提供新表达，更
新讲述故事的方式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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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王珏）14 日，由国家文物

局主办，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大学承办的“打击非法贩运文化

财产国际日”中国主场论坛在线举办，这也是国家文物局首次

举办该国际日的中国主场活动。

自 1989 年加入“1970 年公约”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

国际多边双边合作，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提升文物保护能力，

支持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促进国际公约推广、改革与完善，

为构建文物返还的国际新秩序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论坛发布“2021 年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国际日”专题

网页，展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5 幅宣传海报，链接中国被盗

（丢失）文物数据库和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推广 3 个在线展

览和 9 个实体展览，与社会各界共享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

的丰硕成果。

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国际日
中国主场论坛举行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阅读家”书馆里，一面

高 16.2 米的书墙前，市民正

聚精会神读书“充电”。

据悉，馆内藏书 3 万册，

市民既可以在这里阅读，也

可以通过智能终端自助办证

借阅，并实现广州、佛山两地

图书通借通还。

吕华当摄

（影像中国）

书
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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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喻思南）记者 14 日从中国

科协获悉：2021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13 日在浙江温州开幕。

本届峰会以“责任、创新、合作——青年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行

动”为年度议题，来自 5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13 名世

界顶尖科学家、118 名院士、千余名青年科学家代表参加峰

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是中国科协与浙江省政府共同发

起、联合主办的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活动，每年举办一

届。本届峰会聚焦气候变化、生命健康、数字经济、智能计算、

未来技术、碳达峰碳中和、新材料等前沿科学领域，开展了多

场深度研讨。

2021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举办

本报南昌 11月 14日电 （记者郑少忠、周欢）南湖红船、

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红军长征、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一

张张精美的文创邮票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个辉煌时

刻，承载着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故事。日前，南昌航空大学艺

术与设计学院举办“百年百事艺览芳华”邮票文创设计活动，

展示了同学们设计的百枚红色主题邮票。

活动以邮票为载体，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

的百个重要会议、重要事件等。艺术与设计学院同学们结合

专业特长，用画笔绘制的 100 枚邮票文创作品表达了学党史、

强信念、跟党走的爱国爱党之情。

《C919 大飞机》和《中国空间站》的设计者孟鹏鹏同学说：

“作为航空院校的大学生，我们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

展而倍感自豪，我们要珍惜当下，奋发有为，积极探索，刻苦学

习，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南昌航空大学学生展示红色邮票文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