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文化文化2022年 9月 26日 星期一

本报北京 9月 25日电 （记者曹雪盟）23 日至 25 日，原创

音乐剧《江姐》在中央歌剧院剧场演出。该剧由北京电影学

院、重庆市北碚区政府、重庆市北碚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等共同出品。

音乐剧《江姐》依据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真实事迹改编，聚

焦江姐被捕入狱后的 512 天，以独特的切入视角和新鲜多元

的艺术语汇，探索红色经典的创新表达。这部音乐剧是北京

电影学院音乐剧表演教学方向推出的首部音乐剧，以北京电

影学院师生为创演主体，同时汇聚了多名业界优秀创作者。

该剧发起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王莉曾是空政文工团第五代

江姐传承人。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胡智锋表示，希望通

过这部作品，展现厚重的文化传承，同时，以贴合当下审美的

形式，向更多年轻人讲述红岩的故事，为经典题材注入时代

内涵。

原创音乐剧《江姐》首演

本报北京 9 月 25 日电 （记者郑海鸥）24 日晚，“礼赞新

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作品展演音乐会交响音诗《千里江

山》”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本场音乐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创立 25 周

年特别演出。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共分为 6 个乐章，抑扬有序、跌宕起

伏，笙悠扬空灵、琵琶绵密细腻、二胡婉转灵动、钢琴音色丰

富、竹笛清新锐利、女高音悠远空灵。民乐与交响乐团的合

作，既突出了民乐的古朴韵味，又彰显了交响乐的丰富层次。

据悉，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取材自宋代青绿山水画《千里

江山图》，以交响乐的方式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写意之美，展

现千里江山的壮丽景象，在音乐和绘画间构建诗意与浪漫的

联系。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在京上演

最近，看到这样一些呈现老年人

生活状态的视频，令人眼前一亮：“把

人生视作探险”“年过花甲气质不输当

年”“希望活出精彩人生”……丰富多

彩的生活图景，展示出老年人群体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视 频 来 自 一 档 节 目《百 川 老 朋

友》，该节目以真实的记录、朴实的诉

说、深入的访谈，让不少观众尤其是年

轻人深受感触：“这不就是我爸妈吗？”

“我的父母或许也可以去追求不一样

的精彩人生”。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

计，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65 岁及以上

人口超过 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4.2%，

预计到 2025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

2.21 亿。老年人群体需要得到更多关

注和记录，他们的闪光点应被更多发

现和书写，他们的情感与精神诉求也

理应得到更多关切和理解。《百川老朋

友》将镜头对准老年人群体，既是对当

下社会心态的深入体察，也体现了文

艺作品对社会责任的坚守。

观照现实才能赢得共鸣。让不少

观众有切身体会的是，他们的父母已

经步入老年阶段。节目中呈现的父母与子女的真实互动、长

辈对晚辈无私关爱，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有观众评论：

“看到了爸妈为家庭奉献的影子”“崇敬，为父母的大爱无私”

“ 有 一 些 反 思 ，应 该 多 去 聆 听 父 母 的 想 法 、尊 重 他 们 的 选

择”……由此可见，深入生活、观照现实的文艺作品，是可以引

发共鸣共情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

天伦之乐、尊老爱幼等词语，都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

念。从古至今，家庭、家教、家风一直是文艺作品着重表达的

主题。从古诗《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到倡导孝

悌传统的故事，从歌曲《常回家看看》到电影《你好，李焕英》，

再到近年来一系列关注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影视节目，都

蕴含着中国人孝老爱亲的深厚情结。

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为什么深入人心？重要原因在于此类

作品秉持着关注人民心声、关心生活实际的创作态度。把人

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

判者，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艺才能感动人、触动人，凝聚和发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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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际的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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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的音乐中，灯光渐渐亮起，演员登台

谢 幕 ，剧 场 里 掌 声 响 起 。 感 动 、震 撼 、惊 叹

……台下观众的情绪在这一刻集中迸发。随

着黄梅戏《不朽的骄杨》第十二场演出结束，

2022 年安徽省安庆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圆

满落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近 5000 名师

生走进黄梅戏艺术中心，感受艺术魅力。

该剧导演、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介

绍，全剧以老带新，大胆起用年轻演员饰演不

同年龄阶段的杨开慧，形成老中青少 4 级演

员梯队，让更多戏曲人才走上舞台。

台前，表演反复打磨

青春靓丽的扮相、婉转优美的唱腔、游刃

有余的表演……舞台上，陈邦靓的表演令人

眼前一亮。陈邦靓在《不朽的骄杨》里饰演

19 岁的杨开慧，得到不少肯定，成绩背后是

反复的练习与推敲。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一个眼神表演得准

确与否，直接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排练初

期，陈邦靓深受其困。“《湘恋》章节有一场戏，

我的眼神要么太狠，要么太软，自己摸索了很

久也把握不好分寸。”陈邦靓说。

“年轻人相对缺乏经验，表演有些简单。”

为了让陈邦靓的表演更到位，韩再芬一遍遍

帮她剖析人物的内心活动，关键环节还示范

动作。

起初，陈邦靓在动作编排中设计了很多

舞蹈动作，本想可以更好表现人物，不料在

一次彩排中被韩再芬泼了冷水。“动作太过

花哨，虽然表现力强，但是没有恰当展现人

物应有的气质，肢体动作一定要与人物角色

相匹配。”

除了细抠动作、打磨表演，排演《不朽的

骄杨》时，让演员感悟角色的精神也是重要一

环。让戏曲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韩再芬

一直的期盼。“演员有信仰，创造出来的作品

才有价值。”韩再芬说。

幕后，培养创作团队

张恒是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一名文武丑

生。最近，他格外忙碌，除了要以演员身份参

与剧院集体演出的彩排，还承担了黄梅戏《小

辞店》的导演工作。“虽然辛苦，但能接触到戏

曲创排的方方面面，受益良多。”张恒说。

在韩再芬看来，戏曲人才的培养，不能只

将目光局限在演员身上，黄梅戏想要走深走

远，导演、编剧、舞美设计等创作团队人员也

至关重要。

在排演《不朽的骄杨》时，韩再芬就挑选

了包括张恒在内的多名剧院演员，担任助理

导演。

“我之前也排过几场小戏，场景相对单

一，像这样的大型现代戏，还真是头一回参

与。”刚进导演组，张恒便迎来了考验，在排练

《芳华》章节时，由于涉及演员较多，每个人的

舞蹈动作如何设计、台词如何衔接、场景如何

转换，这些难题都摆在他的面前。

张恒回忆，那段时间，他和同伴们一有想

法就会聚在一起交流，“反复讨论了近一个星

期，再加上前辈的指导，《芳华》章节的场面调

度十分成功。”

张恒感慨，做演员只要单纯演好自己的

角色就行，但当了导演，才明白沟通、磨合的

重要性。陈邦靓提起一件事，在创排《湘恋》

章节时，张恒会主动与她商讨表演上的细节，

“ 从 这 里 出 场 合 不 合 适 ？ 边 走 边 唱 舒 不 舒

服？每个环节他都力求完美。”

经过在《不朽的骄杨》中的历练，张恒有信

心多了，“原本预计需要两个小时排完的戏，现

在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了，出乎意料的顺利。”

未来，积蓄后备力量

时至今日，回忆起入选主演团队的时刻，

95 后演员江李汇依然很兴奋。“当时知道了

要扮演 14 岁的杨开慧，我心里乐开了花，但

冷 静 之 后 觉 得 压 力 很 大 ，害 怕 自 己 不 能 胜

任。”江李汇说。

相较于江李汇的压力，挑选她担此重任

的韩再芬却一点也不担心。信心何来？“我们

剧院的年轻演员，别看岁数小，那可是身经百

战，舞台经验非常丰富。”韩再芬说。

2010 年，再芬黄梅青年团成立，一批批

青年才俊加入进来。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多

表演机会，2013 年，在多方支持下，中国黄梅

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成立，青年团的

演员成了演出的主力军。

每周二至周六晚上 8 点半，悠扬的戏曲

声 准 时 从 传 承 基 地 传 出 ，一 年 能 演 200 多

场。韩再芬感慨：“黄梅戏的未来终归要靠年

轻人，搭建舞台，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实战中锻

炼自己。”

韩再芬的话充分体现在江李汇身上。

“刚到青年团时，我的舞台动作都比较程

式化，缺少变化。”江李汇说，不断的练习和老

师的指导，让她逐渐成长。有一回，江李汇在

出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一角时，遇到了瓶

颈。“原本七仙女在天宫时像个孩子，但她成

为董永的妻子后，状态肯定发生了改变。”江

李汇一开始并未捕捉到这一细节，韩再芬的

提醒，让她找到了表演的精髓。

不断积累，持续打磨，丰富的演出经历让

江李汇参演《不朽的骄杨》时得心应手。“几年

锤炼下来，最大的成长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

人物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把握能力。出演

14 岁的杨开慧，刚开始肯定要花时间摸索，

但这个过程很快，这得益于平时的经验。”江

李汇说。

看过《不朽的骄杨》的观众，很难不对剧

中出演毛岸英的小演员留下印象。“小朋友名

叫徐语凌，今年只有 10 岁，是我们少儿艺术

团的台柱子。”韩再芬介绍，2020 年，再芬黄

梅少儿艺术团正式开课，22 个孩子，年龄最

大的 13 岁，年龄最小的只有 4 岁，“不少小朋

友的梦想是成为专业黄梅戏演员。”

“如今，从青年团到少儿艺术团，我们针

对黄梅戏后备力量，铺排多年的‘梯队式’人

才建设系统正在日趋完善，今后还将不断探

索创新，推新人、育新苗。”韩再芬说。

上图为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练功房

内，老师在指导学员练习基本功。

王利他摄

精心打磨新戏，培养创作人才，建设非遗传承基地，安徽安庆——

一枝“黄梅”绽新芽
本报记者 田先进

接连排练新戏，起用年轻
演员，中小学师生走进黄梅戏
艺术中心……在安徽省安庆
市，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历
史悠久的黄梅戏变得越来越

“年轻”。人才是戏曲传承发
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当地
排新戏、带新人，为青年演员
搭建展示平台，培养创作人
才，吸引更多新生力量源源不
断加入戏曲传承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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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25日电 （记者刘阳）近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启播仪式在北京举

行。《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于 9 月 24 日晚 8 点在总台央视综

合频道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本季节

目精选《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齐民要术》《说文解

字》等经典典籍，利用全新技术在更加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维度

上诠释出新风貌，在叙事方法、表达手段及舞美呈现等方面进

行创新升级。

又电 （记者刘阳）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融媒体

报道《解码十年》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解码十年》自 8 月 9
日起首播，共 13 集。节目以“卫星视角+大数据调查+新闻故

事”的报道方式，生动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节目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为线，引用了来自相关部委、大数据机构和科研院所

等 50 多家单位的信息，调用太空数十颗卫星、地面上百万个

传感器，分析比对数万亿级大数据，融合创新使用遥感测绘、

倾斜摄影等技术。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启播

《解码十年》创作座谈会举行

金秋时节，来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驿亭

镇白马湖畔的名人故居带。入口处，两根木柱

子 架 起 一 个 简 易 的 门 匾 ，上 书“ 春 晖 中 学

校”——这是百年名校春晖中学最早的校门，

已恢复百年前的模样。丰子恺旧居“小杨柳

屋”、夏丏尊旧居“平屋”、李叔同旧居“晚晴山

房”、经亨颐旧居“山边一楼”……小桥、流水、

古树映衬，一座座灰白的房子修缮一新。

春晖中学对面，是驿亭火车站。据介绍，

上世纪初的驿亭，交通非常便利，铁路经过上

虞驿亭、百官。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文化

名人都曾在春晖中学任教。朱自清在春晖中

学担任教员时写下了《白马湖》《春晖的一月》

等文章。

驿亭镇春晖村正在建设绍兴市乡村振兴

先行村。今年 4 月，驿亭镇投入资金发展文旅

项目，打造“荷塘月色”景区。驿亭镇党委书记

马百根说，“除了再现驿亭火车站、隧道、煤渣

路、荷塘等景观外，还要对名人故居带、半亩方

塘、白马书屋、象山游步道、晚晴山庄遗址、游

船码头等景点进行修缮和提升。”

在“春晖中学校”老校门左侧，就是闻名

遐迩的白马湖。白马湖并非一个湖，而是曲

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称。大大小小的

湖错落分布，村落、岛屿、沙洲镶嵌其中，美不

胜收。

上图：驿亭镇春晖村。

阮佳波摄

左图：白马湖畔的名人故居带。

阮佳波摄

白马湖畔觅“春晖”
范文忠 楼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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