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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之际，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

县桃园村里，一场文化惠民演出点燃观众的激

情。舞台搭建在村内的小广场，延边歌舞团的

演员们载歌载舞，长鼓舞、扇子舞轮番上演，台

下掌声阵阵，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成立于 1946 年的延边歌舞团是传承、研究

和发展中国朝鲜族文化艺术的综合性表演团

体。建团 77 年来，延边歌舞团深深扎根于民间

艺术土壤，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精品，《春香传》《阿里郎》《长鼓行》等 100 多

部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如今，喜爱延边歌舞团的观众不止当地百

姓，还有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里遍布天南海北的

观众们。2022 年起，延边歌舞团将舞台拓展到

线上，从传统民谣到非遗歌曲，他们以专业表

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我们希望

能跨越时空地域，把美好的艺术带到更多人身

边。”延边歌舞团副团长罗松花说。

去生活中找答案，用
舞蹈凝练时代神韵

练舞房里音乐响起，年轻演员们穿着宽松

的中老年服装，跟着节奏起舞。“很好，动作表

情都很到位。咱们再来一遍，调整呼吸，表情

再自然些。”舞蹈编导卢京丽反复斟酌，力求呈

现最佳的舞台效果。

演员们正在排练的作品是《心花路放》，讲

述的是一群老年人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故事。

“之前我们的表演，以经典舞蹈剧目居多，

通过大场景的群舞，展现民族舞蹈的魅力。”中

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咸顺

女表示，近年来，延边歌舞团在传承传统剧目

的同时，更加有意识地贴近现实、贴近时代，注

重寻找观众的共情点。《心花路放》便是这样创

作出来的。“这些年，延边成为热门旅游地，我

们就想到以旅游为主题，通过舞蹈展现当代老

年人的幸福生活。”卢京丽说。

让年轻演员扮演老人，舞蹈动作的专业性

不难达标，体态和神韵却总感觉差了一些。艺

术源于生活，大家决定去生活中找答案。

延边州有着“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公园、

在广场，时常能见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人

们。咸顺女带着演员们走进公园，观察一群热

爱跳舞的老年人：“他们是在享受舞蹈，享受艺

术带来的快乐，我们深受触动。”听到旋律，演

员们不自觉地跟着跳了起来。见状，爷爷奶奶

们跳得更加起劲，场面十分热闹。

采风结束后，大家将观察到的动作神态融

入表演，不仅追求形似，更力求神似，年轻演员

表演时的“韵味”有了明显提升。

“传帮带”是持续涌现
优秀演员、创作精品剧目
的秘诀

“老师好！”延边歌舞团的演员们见到咸顺

女，最爱叫一声“老师”。

“团内大部分成员毕业于延边艺术学校，

我是歌舞团的成员，也担任着延边艺术学校

和 延 边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的 老 师 。”据 咸 顺 女 介

绍，延边歌舞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当地院

校长期深度合作，与延边艺术学校联合设立

歌舞团定向班，歌舞团的成员们担任定向班

的任课老师。

延边歌舞团创编室舞蹈编导、一级编导金

荣华，是第一届定向班的学生，也曾担任过歌

舞团定向班的班主任。“从学生到演员再到编

导，一直在延边歌舞团这块园地上成长。”金荣

华回忆。从入校之初便能接触到最专业的朝

鲜族舞者，她感到，优势教育资源对于舞蹈演

员的成长起着关键作用。

作为走过 70 多年岁月的艺术院团，“传帮

带”是延边歌舞团持续涌现优秀演员、创作精

品剧目的秘诀。

团里的年轻人练习遇到瓶颈时，总有热心

的前辈耐心指导、解疑释惑。除了学校和歌舞

团的培养，团里还为年轻演员提供外出交流学

习的机会，让创作和表演始终贴近时代。

在咸顺女看来，更重要的是将创作文艺精

品的追求传承下去。

2016 年，舞剧《阿里郎花》上演，该剧讲述

了一名女舞蹈家热爱事业的一生。时年 50 多

岁的咸顺女出演老年时期的舞蹈家。舞蹈似

柳枝拂水，优雅潇洒，咸顺女以多年来积累的

舞蹈功底和舞台经验，为角色注入生命力。

“朝鲜族舞蹈讲究韵味，迈一小步、敲一

下鼓、举手投足尽显演员对舞蹈的理解。长

鼓舞很耗费体力，老师 50 多岁了还能全情投

入，源于她对舞蹈的热爱。”青年舞蹈演员赵

勇很受触动，也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在他的

回忆里，像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

线 上 直 播 既 传 播 舞
蹈魅力，又考验演员能力

夜已深，延边歌舞团的练舞房里灯火通

明。与白天集体排练的热闹不同，此刻，房间

里只有李瑞鹏一个人伴着节奏，拿着扇子起

舞。95 后演员李瑞鹏并不孤单，镜子前架着手

机，直播间里天南海北的观众正共同欣赏着他

的舞蹈。

跳完一曲扇子舞，李瑞鹏走向手机，向观

众介绍舞蹈的特点和背后的故事。“朝鲜族舞

蹈经常会使用道具，扇子、长鼓等，讲究用气息

韵 律 带 动 舞 蹈 ，把 内 在 的 情 绪 带 到 五 指 、四

肢。”李瑞鹏擦了把汗，耐心讲述。

对待直播，李瑞鹏同在舞台上一样专注。

每次直播，他都会精心规划要在直播间表演的

舞蹈，一跳就是两三个小时，总是超过预期的

直播时长。而在直播前，还有正常的早训和排

练，他同样没有丝毫马虎。“直播是一个新的展

示平台，既可以传播舞蹈的魅力，也可以当做

练功，增强演员的个人能力。”李瑞鹏说。

线下演出搬到“云上”舞台，从大舞台走向

小屏幕，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朝鲜族舞蹈以群舞居多，突出大场面。”

李瑞鹏坦言，在刚开始直播时，受限于场地等

因素，独舞成为主要表演形式，给自己带来新

的挑战。“在舞台上哪怕面对成千上万观众，依

然泰然自若，但在空荡的练舞房，面对镜头会

变得紧张。”

同样感触深刻的还有延边歌舞团声乐部

部长、一级演员黄梅花。作为团里的“台柱子”

之一，她也会在排练演出之余，进直播间给网

络上的观众唱唱歌。

“刚直播时，身边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

在直播间演出会拉低艺术品位。”坚持几场直

播后，看到直播间里的即时互动和反馈，黄梅

花内心的顾虑逐渐消除：“网络空间也需要专

业的艺术表演，通过我们的演出能让更多观众

接触艺术、了解艺术，我觉得很值得。”

努力总有回报。直播几个月下来，李瑞鹏

成为团里直播时间最长、最投入的演员，长时

间的“加练”，他的表现力、动作张力以及爆发

力，都有明显进步。直播间里的独舞，给了他

充足的展示空间。团里排《心花路放》时，他被

选为主角之一。

“走出去，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罗松花表示，延边歌舞团的演出主要在本地，直

播成为向外开拓的新路。“在不影响正常排练演

出的情况下，我们积极用好线上平台，消除演员

与观众间的时空界限，让更多人看到延边歌舞

团。”罗松花说，从去年 6 月开始直播以来，单场

直播观众最高达到了 100万人次。

延边歌舞团从延边走向更远的地方，这支

“金达莱”盛开在祖国艺术的百花园里。

本文图片均为延边歌舞团提供

版式设计：赵偲汝

吉林省延边歌舞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团——

拓展拓展大大舞台舞台 做好传帮带做好传帮带
郑智文郑智文

每个人听同一首歌的

感受不尽相同，同一首歌

听两次，感受往往也会不

同。作为音乐创作者，我

们需要尊重所有听者对音

乐的想象力。若将音乐比

作水，那么听者便可比作

容器，水流进不同容器，便

会呈现不同形状。这正是

音乐的魅力所在。

音乐有着语言属性，

旋律的高低、强弱、快慢，

如语言的语气部分。面对

一门听不懂的语言时，我

们仍可以通过感受表达者

的语气，综合时空场景等

因素，大致推断出说话者

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

歌词是表达内容，相对具

象；旋律、伴奏、演唱等则

是 表 达 方 式 ，相 对 抽 象 。

作曲家的工作，就是通过

旋 律 呈 现 一 种 最 恰 当 的

“说话风格”。一首好歌能

观照到人们的普遍情感体

验，引发共鸣共情。

2019 年 ，我 接 到 邀

请，同词作家朱海一起为

当年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之亚洲文化嘉年华创作主

题曲。创作之初便明确了

简约风格。简单的律动，

既可恢弘，也可从容。这

首取名为《我们的亚细亚》

的歌曲，当时许多参加排

练的人都表示“太好学了，

一听就会”。这首歌在“鸟

巢 ”引 发 了 万 人 大 合 唱 。

《我们的亚细亚》被定为杭

州第 19 届亚运会、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开幕式运动

员代表团入场音乐时，我

又进行了“二次创作”，在

坚持调性不变、节奏不变

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古筝、

伊朗通巴克鼓、印度塔布

拉等多种亚洲特色打击乐器、弹拨乐器，新增管弦乐乐

段和女声吟唱乐段。这些元素为这首歌增加了新色

彩，又自然融入原有旋律。

大型体育赛事的音乐创作饱含体育精神，体现在

曲风上，它既可以是柔和舒缓的，也可以是强劲动感

的，最终指向一种情感、一种情怀。作为杭州亚残运会

开幕式音乐总监，我承担了开幕式仪式音乐创作以及

文艺演出《心相约》《勇向前》《梦闪耀》3 个表演段落中

的音乐创作。《心相约》的音乐着重表现梦想和向往，其

中的女声哼唱，表达的是人类共通的爱、信心与意志。

《勇向前》的音乐着重表现力量与速度，以快速涌动的

韵律，表达自强不息拼搏成就的生命质感。《梦闪耀》的

音乐表现万众一心的支持，我们专门邀请听障儿童演

唱，孩子们烂漫的真情和纯净如天籁的歌声，感人至

深。我希望通过音乐创作，让每位听者都能感受到温

暖善良的关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给予的美好，最

终形成我们共有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

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种爱，一直滋

养着我的生活和创作。为大型纪录片《航拍中国》创作

主题音乐时，我将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感情深深融入其

中。与航拍相匹配的旋律要有飘逸感，所以我设计了一

个高扬的女声，让整体音乐风格辽阔高远。这段只有一

个“啊”字的 144 秒女声哼唱配乐，有抑扬顿挫，有故事

叙述，更有情感灌注，为大美中国扩充听觉的空间感与

层次感。《千年之约》《再一次出发》《和祖国在一起》《面

朝东方》……回顾自己创作的不少主旋律歌曲，最根本

的一条创作经验是倾情投入。我坚信，注入情感，旋律

才会变得有分量，创作者的真诚不会被辜负。

人文情怀是根本驱动，技术储备则是基础条件。

技术娴熟为创作带来更多可能。这需要长时间的艺术

积累、自我修炼。创作不一定是从 0到 1的飞跃，但一定

是驰而不息的登攀。比如，创作歌曲《天之大》时，我构

思用了一个星期，下笔只用了 20分钟，而从下笔开始后

的大半个月，都在进行精细制作。创作歌曲《天山放歌》

时，为了找到新疆民族乐器最好的配器方式，我一个一

个乐器反复去听，努力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鸣点”。

一些年轻的作曲者常问我，怎样保持旺盛的创作

活力？我的答案是：我需要灵感，但不依赖灵感，一切

创作都来自于努力和勤奋，来自于一切有形无形的积

累。音乐这门“语言”，是通过不断模仿学习获得的。

我是看着《沙鸥》《小花》《青松岭》等电影成长起来的，

里面的影视配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创作。让音乐

有画面感，也成为我为影视剧配乐时的创作信条。我

们的创新始终是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音乐传统的基础

上——那是“巨人的肩膀”。

心有所念、笔耕不辍。对我而言，音乐即人生，人

生即音乐，我希望我这一生的“曲谱”，每一页都是尽全

力认真谱写。

（作者为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本报记者

王瑨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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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剧《黄河船夫》讲述了黄河岸边

石头峪村里一个动人的故事。当地人大多以

扳船为生，船夫春生和根旺两人是一对生死与

共的兄弟，也是唱民歌闹社火的好把式。他们

及他们后辈的人生，是折射时代变化的镜子。

舞台上，当气势磅礴的陕北画卷展开，当粗犷

豪迈的船工号子响起，大河里漂来一只船，观

众心灵感受到震颤。

编剧康世进以独特的视角展开了与时代

的对话，他借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来发掘和

表现船工生活，把艄公精神转化为积极昂扬的

奋斗精神。这部剧对艄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

世界进行了深入探寻和艺术再现。石头峪村

人的生存环境与奔腾的黄河息息相关，黄河不

仅是作品的叙述视角，黄河沿岸的传奇和传

说，也使这部民歌剧充满艺术张力。《黄河船

夫》场面热烈奔放，节奏欢快跳跃。“黄河我的

那个家，没有黄河我就活不下”，在剧中反复出

现的伴唱，抒发了感人至深的黄河情怀。

黄河文化和黄土文化是陕北高原的底色，

剧中的布景道具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转台上

的锣鼓、碾台、剪纸、纺线和织布，船夫手里拿

的船桨，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烟袋、酒

葫芦、麻绳捆、救生圈等揭示了艄公的生存境

况，粗擀面杖、棒槌、洗衣盆和小板凳等也都是

黄河沿岸居民某一时期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呈

现。舞台上也呈现了今天的美丽乡村场景，如

引导员骑着平衡车或驾驶着观光车和电瓶车，

村里的青年栓栓返乡时手持着自拍杆，等等。

剧作中的服装颜色绚丽，彰显当代生活的丰富

多彩。

《黄河船夫》的音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观众能听到冼星海、李焕之等前辈作曲家创作

的经典旋律。《五哥放羊》《春节序曲》《黄河颂》

等经典作品成为陕北音乐创作的代表。《黄河

船夫》对这些经典进行传承和传播，同时加入

了新的时代元素。黄河流经九省地域，除了陕

北的曲调和信天游，还有塞外西口的乡谣、童

谣和河谣等。

《黄河船夫》着力塑造陕北音乐艺术形象，

表现和展示了黄河岸边人的生命激情和生存

状态，审视历史，剖析现实，观照未来。剧情结

尾给人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对观众产生了强

烈的情感冲击。

“石头峪上石头多，石头底下是黄河。大

河里漂来一只船，船里头装的都是歌”。艄公

的历史就是一部黄河历史的侧影，相信《黄河

船夫》的艺术魅力能获得更多认可。

图为民歌剧《黄河船夫》剧照。

鲁 源供图

“船里头装的都是歌”
鲁 源

核心阅读

建团 77年来，延边歌舞
团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土
壤，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精品。近年
来，延边歌舞团在传承传统
剧目的同时，有意识贴近现
实、贴近时代，注重寻找观众
的共情点。

2022 年起，延边歌舞团
将舞台拓展到线上，从传统
民谣到非遗歌曲，他们以专
业表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
术爱好者，单场直播观众最
高达到了 100万人次。

▼

延
边
歌
舞
团
的
演
员
们
在
排
练
。

▶

延
边
歌
舞
团
演
员
进
社
区
公
益
演
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