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

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新时代十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

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

益繁荣。舞台艺术创作百花齐放，优秀

作品竞相涌现。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机

构 数 和 国 内 演 出 观 众 人 次 稳 步 增 长 。

2021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达到 18370
个，比 2012 年增加 11049 家。热忱描绘

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弘气象，成为广大舞

台艺术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自觉实践。

充盈现实主义的暖色

数百万驻村干部奔赴高原深山、大

漠戈壁；一项项大国重器在耿耿银河、

浩瀚深海标定创新高度；56 个民族、14
亿多人口向着全面小康砥砺奋进……

宏伟的时代画卷，浓缩成一帧帧“微镜

头”，在一系列重大文艺活动中清晰可

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

演出《伟大征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

吧 中华儿女》、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等，以充溢爱

国情怀、民族气概、英雄气节的正能量，

奏响民族复兴路上的强音。

树高千尺，源深根劲。这 10 年，舞

台 艺 术 充 盈 现 实 主 义 暖 色 。 2018 年 ，

“全 国 优 秀 现 实 题 材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展

演”活动中，232 部优秀现实题材作品悉

数亮相，总演出场次超 600 场。这些作

品立足于塑造鲜活立体的艺术形象，表

达精深的思想立意，凸显舞台艺术独特

的审美品格。

一个个无私奉献的平凡人生，凝铸

成砥砺奋进的中国形象，串联起当代舞

台的英模人物长廊。话剧《桂梅老师》

中，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

希望“所有人都付出，爱就有了良性循

环。无数人的爱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大

爱无疆”。河北梆子《李保国》里，扎根

太行山的教授李保国“犁燃太行万亩荒

山，深耕四季硕果留香”。话剧《深海》

里，核潜艇工程师黄旭华铿锵讲出“为

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这些作品注

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在书写

“大我”的奋斗中彰显大写的人生。

文艺创作者走出方寸天地、放眼大

千世界，聚焦更壮美、更广阔的“诗与远

方”。舞剧《天路》将青藏铁路的“筑路”

与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心路”叙事线

索交织；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真实

呈现扶贫路上驻村第一书记的点点滴

滴；彩调剧《新刘三姐》讲述广西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人故事。改革创

新的火热实践、追梦筑梦圆梦的中国故

事，嵌入新时代舞台艺术的图谱。

主题表达的深度、题材开掘的广度

和手法创新的力度进一步提升。许多

作品记录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

方面的伟大成就，展现人民群众的美好

生活，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成为舞台艺术创作主流。

闪耀创新表达的亮色

“待来日花开满神州，莫忘喊醒我，

九天之上，笑看这万里春色满家园。”伴

着音乐铺陈，即将英勇就义的田玉梅站

在舞台中心，将一位共产党员对革命胜

利的向往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留在观众

心中。2021 年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

歌剧《党的女儿》结尾一幕感人至深。

红色经典在一代代人的再创造与再

欣赏中，迸发时代活力。改编自同

名经典电影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融入红色文化、浪漫情怀、谍战元素，用

崭新的叙事手段“圈粉”当代观众。民

族 歌 剧《沂 蒙 山》、芭 蕾 舞 剧《八 女 投

江》、评剧《革命家庭》、京剧《红军故事》

和锡剧《烛光在前》等类型多元、题材

各异的原创作品，也通过创新表达，

让红色题材更红火。

艺术创新是表现方法、叙述

方式等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

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

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创作

者胸怀和创意的对接。

昆曲《牡丹亭》常演不衰，

粤剧《白蛇传》跨界出新，戏曲

百戏（昆山）盛典中全国 348 个戏

曲剧种“大团圆”……这 10 年，舞

台劲吹“中国风”。越来越多彰显中

华审美风范，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优秀艺术作品，成为精

品“爆款”。

取材于《千里江山图》的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展现跨越千年的丹青意

韵；坚守戏曲本体，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融陕北民歌“信天游”及民族特色的“花

儿”为一体；打破传统杂技表演样式，杂

技剧《战上海》找准剧情和艺术的结合

点，以技惊人，以情感人。创作者运用新

技术、新手段，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接榫，推进“别具一格”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别开生面”，蓬勃发展。

科技赋能艺术。数字化为舞台艺术

插上创新之翼，新技术催生了舞台艺术

新美学。“京剧电影工程”“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奖演员优秀剧目数字电影工程”等

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持续推进，沉浸式

新媒体艺术、数字舞台剧等时有新作，虚

拟歌手、虚拟演员越来越为大众熟悉。

创新表达带来文艺新体验，创作者

们 不 断 为 中 国 故 事 寻 找 新 的“打 开 方

式”，让人们在技与艺的结合中获得审

美共鸣和共情。

突出艺术惠民的底色

人民，是最知心的观众；基层，是最

广阔的舞台。越来越多舞台艺术工作者

走向基层一线，创作采风、演出慰问、结对

帮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蔚然成风。

话剧《塞罕长歌》历经 5 年打磨，创

作团队深入塞罕坝林场，记录下鲜活生

动 的 故 事 细 节 ，让 观 众 在 细 微 处 见 真

实、见真情、见真章。在话剧《谷文昌》

中扮演谷文昌的演员辛柏青多次与主

创团队到东山县采风，感慨“演他，就是

要变成他”。10 年来，叫得响、传得开的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无不来自对现实生

活的深入挖掘与精心剪裁。

这些创作源泉、灵感来自人民的优

秀作品，最终又回馈给人民。“送欢乐下

基层”“‘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到人民中去”等文艺志愿服务遍布

神州大地。各类文艺演出特别是艺术

节、演出季、展演活动普遍实行低票价，

“三下乡”“文化迎春 艺术为民”“戏曲

进校园”等惠民演出活动广泛开展，更

多群众享受到舞台艺术发展成果。

10 年来，舞台艺术从“在场”扩展到

“在线”。70余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参

评参演剧目在线上演播，总播放量超 3.5
亿次；国家大剧院已推出 120 余场线上

演出，全网总点击量累计超 34 亿次；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剧目话剧《茶馆》

首次实现 8K 技术录制、超高清实时直播

……不少线下一票难求的优秀作品通过

“云演播”，走进亿万观众的视野。

有人民的滋养，文艺百花园才会有

争奇斗妍花千树；有时代的力量，才有

震撼人心的剧作、拨动心弦的音符、催

人奋进的乐章。舞台艺术与时代相呼

应，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将

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贡献更大力量。

图①：民族歌剧《沂蒙山》剧照。

图②：杂技剧《战上海》剧照。

图③：话剧《桂梅老师》剧照。

图④：舞剧《天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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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寄情，亲情爱情家国情，情

深义重；以剧载道，为有牺牲多壮志，

壮怀激烈。

民 族 歌 剧《沂 蒙 山》以 精 到 的

戏 剧 结 构 、真 挚 的 人 物 情 感 、宏 大

的 舞 台 呈 现 ，谱 写 了 一 曲 可 歌 可

泣 、荡 气 回 肠 的 英 雄 赞 歌 ，生 动 表

现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

精神。沂蒙小调贯穿萦绕，入耳入

心；巍巍蒙山矗立舞台，气势磅礴；

舞 台 意 象 用 意 颇 深 ，润 物 无 声 处 ，

取 精 用 弘 。 剧 作 以 特 有 的 思 想 内

力和艺术活力，再现了沂蒙精神的

当代意义和价值。

主人公海棠汇集了众多沂蒙红

嫂的身影，夏荷的故事则融合了陈若

克、甄磊、辛锐等八路军女烈士的英

雄事迹。人物塑造的典型性为实现

艺术真实、情感真挚奠定了基础。每

一场戏里，主要人物都面对生死抉

择。在这种极致的情节设置中，创作

者巧妙地组织戏剧结构，给观众带来

艺术的享受和精神的洗礼。

（作者为《大舞台》杂志主编）

民族歌剧《沂蒙山》

以歌寄情 以剧载道
孟彦军

在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双丰收

的背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蕴藏着

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对舞剧创作有

启发意义。作品实现了三个突破。

首先是艺术空间营造方式的突破，即

盘旋圆转和横向穿越的巧妙交织、画

家王希孟和展卷人的心理交织、绘画

过程和中国笔墨工具研制景象的交

织，构成该剧艺术空间的独特性。其

次是实现了舞剧审美意境构造方法

的突破，即在整体精神气质上有着中

国山水画的意境美，舞台呈现情景交

融、虚实相生。再次是实现了舞蹈语

言编排方式的突破，从特定编舞方法

出发，发展出一个特定的舞蹈形象

“青绿”的动作旋律，构造出具有大写

意性特点的整体艺术形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活

在当代人心中。台上的展卷人，是王

希孟的“观众”；台下的观众，又何尝

不是这无垠山河的“展卷人”？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入画成舞 意蕴丛生
冯双白

“把爱交给青山，今生无悔无怨。

把爱交给绿水，久久为功不变。”深情

的主题歌声响起，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话剧《塞罕长歌》聚焦绿色发展

时代主题，秉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再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们 55
年坚持不懈、筚路蓝缕，成功建造百

万亩人工林海的艰苦历程。该剧从

深厚的生活深井里打捞出令人感动

的人物、事件、情节，精心结构，以三

个版块表现林场的三个发展阶段，以

佟保中祖孙三代务林人的故事串联

起不同篇章。剧作塑造了塞罕坝务

林人的生动群像，或浓墨重彩，或简

笔勾勒，却都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该剧多媒体的运用恰切，前景纱幕、

中景转台、天幕 LED 屏等营造出丰

富真实的艺术氛围。三个戏剧版块

以白、黄、绿等鲜明色彩分隔，层层推

进，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形成全剧诗

意充盈的艺术气质和恢弘浑厚的审

美风格。

（作者为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

院副院长）

话剧《塞罕长歌》

绿水青山 奋斗诗篇
赵慧芬

川剧《江姐》的艺术呈现是多维

度的，其最大特色在于表演。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用川剧的方

式来表达，在尊重传统中实现创新，

大开大合的演唱和程式化的动作，让

江姐的人物形象别开生面。川剧表

演艺术家沈铁梅的演唱令人陶醉，婉

转柔美中不失铮铮铁骨。

舞台调度也让人耳目一新。特

别是“绣红旗”一场，川剧《江姐》编织

了一个金黄色的五角星。有星就有

旗，旗帜在心中。这种创新既写意，

又善于调动戏曲的唱念做舞，也与戏

剧高潮时所歌唱《红梅赞》的整体红

色布景形成呼应。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川剧《江姐》

经典之作 创新演绎
景俊美

“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响

乐作品展演”通过 4 场精彩纷呈的音

乐会，集中呈现了 20 余部作品。入选

此次展演的作品是从 355 部原创管弦

乐里优中选优，涵盖了张千一、关峡、

周湘林、刘晖、邹翔、王丹红、范铮、龚

天鹏、张书皓等老中青三代作曲家。

奋进新征程，礼赞新时代。音乐

家们用音符记载一路走来的荣光，拥

抱面向未来的梦想。交响曲《光芒》

《征途》《父辈》等作品，热情讴歌了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

程。创作灵感来自北宋王希孟画作的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表达了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音乐会择取部

分入选作品精心打磨，凝练成一部“新

时代交响组曲”，让听众随着乐声眺望

百年征程的《星辰大海》，聆听全面小

康的《幸福欢歌》，在庄严的号角声中

感受《光荣与梦想》。这些作品题材风

格多元、音乐语汇个性鲜明，都显示出

共同的时代底色，是当代中国音乐家

心系人民的真情流淌，也是近年来中

国交响乐创作最新成果的一次巡礼。

（作者为《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

“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

心系人民 真情流淌
张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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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秀作品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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