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筑巢引凤，吸引文艺人才

《记忆珠海——蔚蓝色的爱》 是珠海演艺集
团成立一周年以来，推出的又一部讲述珠海故事
的舞台作品。

“今天这场演出融入了很多珠海元素，有红
色三杰、横琴、港珠澳大桥、红树林、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概括了珠海百年发展成就。作为一
个珠海人，看完之后觉得很自豪，有满满的获得
感。”珠海金湾区社科联主席曾敏看完演出后说。
她告诉记者，珠海演艺集团成立之前，在舞台上很
难看到有珠海元素的作品，而这一年来，讲述珠
海故事的作品多了起来，并且艺术水准都很高，
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2019 年 10 月，珠海演艺集团揭牌成立。在
此之前，珠海全市仅有一个粤剧团。舞台上缺少
文艺人才、缺少珠海故事，一直是珠海文化事业
发展的一大短板。

2019 年 3 月，珠海市推动组建珠海演艺集
团，筑巢引凤，吸引文艺人才，不到一年时间，就
完成了珠海歌舞团、珠海话剧团、珠海民族管弦乐
团以及珠海粤剧团四大院团的组建，并且迅速聚
集一批高层次文艺人才，其中包括聘请中宣部文
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优秀人才邹建红担任艺术
总监，何占豪、朱海、王晓鹰、李伯男、周正
平、王惠然等国内知名艺术专家担任艺术顾问。

从艺术顾问“智囊团”，到专业院团带头

人，再到年轻人才，目前珠海演
艺集团已基本形成了一支人数
多、门类全、水平高、肯实干的
艺术专业人才队伍。一部部讲
述珠海历史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艺术精品，不断涌现在舞
台上。

扎根珠海，打造艺术精品

珠海地处南海之滨，钟灵毓
秀、人文荟萃，是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通道、近代中西方文

化的交流走廊，也是全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
之一。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组建珠海演艺集
团，是珠海市做强文化产业、做精文艺创作、做
实公共文化服务，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一
步。“珠海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可以被挖掘
的创作素材非常多，希望依靠高质量的人才队伍
和高品质的艺术精品，将珠海打造成大湾区的创
作高地。”珠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靖球表示。

从聚焦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工程的话剧《龙腾
伶仃洋》，到展现南粤大地风土人情的民族管弦
音乐会 《乐从大湾来》，再到穿梭珠海百年历史
的音舞诗 《记忆珠海——蔚蓝色的爱》，珠海演
艺集团成立一年来，牢牢扎根珠海这片热土，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推进艺术创作，相继
推出话剧 《龙腾伶仃洋》、民族管弦乐主题音乐
会《乐从大湾来》、儿童剧《海洋总动员》《博物
馆奇遇记》、《2020 珠海新年音乐会》、民乐组曲

《英雄泪》 等具有时代精神、中国气派、岭南特
色、珠海风骨的作品，为艺术舞台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珠海风景线”。

在坚持一手抓艺术创作的同时，集团还积极
对接市场，延伸演出平台，创新产业模式，在文
旅产业融合和演出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突破：与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助推优秀
原创剧目走向全国；集合国内外顶尖文艺创作资
源，以珠海作为创作基地，合力开展歌剧、舞
剧、音乐剧、话剧等剧目创排工作，推出一批叫

好叫座的原创剧目；与社会文化力量合作，共同
推出品牌剧目，打造文化旅游融合、演出市场结
合的新形态文艺产业……

大胆创新，攀登湾区创作高地

蓬勃的活力来自改革和创新。
珠海演艺集团的组建，借鉴了国内文艺院团

的改革发展经验，并对文化国企运营管理体制机
制进行了大胆创新。集团实行“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的运作模式，以事业身份编制、“一人一
策”政策引进人才，以企业化管理激发活力。根
据不同艺术种类的发展规律，下属各团实施“一团
一策”管理。其中，珠海歌舞团、珠海话剧团、珠
海剧院管理公司、珠海舞美管理公司以市场化运
作为主导，珠海民族管弦乐团、珠海市粤剧团以
传承和保护为目标，充分挖掘广东音乐及珠海民
间音乐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珠海演艺集团还出台了一套高职低
聘，低职高聘，打破职称、身份，以工作业绩为
主的用人机制，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了一个有助
于展示艺术、鼓励竞争、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
管理机制。

“我们的目标是探索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
‘珠海模式’和‘特区方案’。”珠海演艺集团艺
术总监邹建红对记者说。邹建红因成功引领宁波
市演艺集团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成为全国文艺院
团改革的先行者。他的到来，令大家对珠海掀起
的这场文艺院团改革有了更多期待。

据介绍，未来两年，珠海演艺集团将集中创
作一批反映当今珠海人民生活风情、先进人物现
实主义题材和岭南风格题材的艺术作品。如民族
管弦乐与合唱 《珠澳情深》、舞剧《水上新娘》、景
观剧《遇见观音》、舞蹈诗 《珠海的故事》、歌剧

《容闳》、话剧《苏曼姝》、粤剧《南粤破晓》等。
“今后，珠海演艺集团将以演出为中心，以

改革为主线，更多地创作反映珠海传统文化与当
代风采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力争尽早建成省内
一流、全国有影响力的湾区文艺高地，为珠海全
面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大湾区魅力之城贡献文艺
力量。”邹建红说。

碧
波
之
上
，涌
动
珠
海
故
事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头顶如夜幕低垂，

星光点点，“天空”延伸
至四周墙面，所到之处
皆铺染上蓝色灯光，100
多片电子冰屏在舞台上
碧波荡漾……10月23日
晚，伫立在大海之中的
珠海大剧院化身蔚蓝海
洋，一场名为 《记忆珠
海——蔚蓝色的爱》 的
大型音舞诗在这里拉开
首 演 帷 幕 ， 演 出 通 过

“伶仃洋·百年之问”“追
梦之路”“濠江之月”

“湾区之虹”“大湾区·百
年之答”等篇章，以美
轮美奂的歌、舞、诗等
形式，回顾珠海经济特
区四十载光辉岁月，博
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舞剧 《英雄儿女》（下图）、复排京剧 《奇袭白虎团》 与歌
剧《同心结》、话剧《上甘岭》……近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一批抗美援
朝题材文艺作品涌现在舞台上。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新创舞剧 《英雄儿女》 改编自同
名电影 《英雄儿女》，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王成牺牲后，
妹妹王芳坚持战斗，最终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
鲜战场上团圆的故事。相比于同名电影，此次舞剧用舞蹈语汇
重新诠释这部作品，舞段编排独具匠心，集纳了独舞、双人
舞、群舞等多种舞蹈形态，将剧情与人物情感紧密相连。全剧
以古典舞为基础，融入现代舞、民族民间舞等元素，其中一段
明朗激昂又不失细腻委婉的朝鲜族舞蹈堪称亮点。

现代京剧 《奇袭白虎团》 的剧本雏形诞生于朝鲜战场，老
一辈文艺工作者边取材创作，边行军演出，受到志愿军战士的
热烈欢迎。经过不断打磨、调整、丰富，回国后在1964年的全
国戏曲汇演中大放异彩，而后又在 1972 年被拍摄成京剧电影。
作为山东省京剧院的“看家戏”，此次复排推出的全新版本中，
老一辈艺术家与青年一代携手复刻经典，使舞台表现与电影效
果更加融合。

同样经过复排的还有民族歌剧《同心结》，该剧首演于1981
年，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事迹为主线创
作。此次在保持原有艺术本体、艺术规格和高品质的基础上，进
行重新编排演绎，进一步深化了爱国主义主题，利用新的配器技
法，丰满织体、和声，进一步增强宏大叙事和音乐的交响性。剧
中还特意加入四川元素，结合现代审美，自然地融入故事中。

由大麦出品、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出演的原创话剧 《上甘
岭》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及老兵口述进行改编，讲述了一位炊事
班班长、一位女卫生员与一群志愿军战士坚守阵地、保家卫国
的故事。为营造真实的战争场面，该剧创造性地将爆破戏搬上
话剧舞台，选用“气动爆破”方式炸开炮弹、子弹、沙石，营
造飞沙走石的战争氛围，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视听震撼。中国

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对此创作赞赏有加：“话剧《上甘岭》让
我们看到了别样的、久违的作品。战争题材在舞台上太难表
现，但是我们太应该表现了。”这部剧也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
睐，有网友表示：“这是一部像极了电影的话剧，沉浸式的战争
场景，烟雾一出，探照灯一打，仿佛真的置身在烽烟四起的战
场。印象最深的是卫生员恸哭和炊事员唱山东快书两个片段。
剧终时，音乐剧演员阿云嘎重新演绎的 《我的祖国》 响起时，
那份感动在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在海上读书是什么感受？位于三亚西岛景区
的“风吹哪页读哪页”海上书房，给人们提供了
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家特别的海上书房利用三
艘废弃渔船改造而成，设置有图书阅读空间、文
化沙龙空间、书友体验空间、海洋文化空间。书架
上陈列着精心挑选的自然科学、儿童故事、时事政
治、文学艺术等类别的书籍 4000多册。这里定期
举办书友会、阅读知识讲座等活动，吸引游客体验
船上阅读住宿，如今已成为西岛的网红旅游点。

海上书房是三亚市探索公共服务领域文旅融

合的新亮点之一。近年来，随着三亚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城市，全市创新机制，推
出“演艺+景区”“文化+景区”模
式，重点打造三亚千古情、红色娘子
军、亚特兰蒂斯C秀、中廖村民族民俗
演出等剧目，将废弃渔船改造成西岛
海上书房，由珊瑚老屋改造的西岛文
创馆、奇思怪想西岛艺术家店，为景
区注入文化艺术内涵，促进文旅消

费，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依托三亚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三亚广泛开

展公共文化进景区活动。在大东海景区举办的周
末音乐汇，每周固定一个主题，以音乐会、演唱
会、舞蹈等形式开展文艺演出，成为大东海景区
的文化惠民大餐，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
在天涯海角景区附近建立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
承基地，通过开展非遗研学、亲子互动游、非遗
展示展演等活动，带动周边村寨黎族妇女增加收
入，形成非遗助力旅游和扶贫工作的生动案例。

为给市民和游客提供更为丰富和便捷的精神
文化生活，三亚还在全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
多个图书外阅点。在位于解放路汽车总站前的三
亚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里，不仅有供游客免费领
取 《三亚地图》《三亚旅游温馨提示》 等三亚旅
游宣传资料的服务架，还有一处借阅区，书架上
整齐摆放了各类书籍，市民和游客可以现场办理
借书证借阅图书、选购最新的报刊，受到大家的
欢迎。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图书馆、流
动图书站、数字影院……近年来，三亚已建成市
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美术馆、市非遗体验
中心、149个村 （社区）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304处不可移动文物点、17个24小时自助图
书馆、79个流动图书站、9个旅游服务咨询外阅
点和2个报刊外阅点等，初步构建起了市—区—
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在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中，三亚市公共文化产品不断丰
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一幅“美丽三
亚，文化共享”的画卷正在鹿城大地铺展开来。

美丽三亚 文化共享
黄 凡

科学普及和影视发展要融合，更恰当的关系一定是双向
和相互赋能的。一方面，科研人员的加入会让影视有更多的
知识输出，且这些知识是正确的、科学的，甚至展望和幻想的
未来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可信的；另一方面，影视的发展反过
来也会促进科学发展和科普，影视化的表达能让科学得到更
好的支撑。

——中科院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王元卓在“科学与影视融合
发展论坛”上表示

五千年的文化，为微型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如何从历史深处发掘出更为丰厚的微型小说创作资源，应当引
起微型小说作家重视。同时，传统与当下是文学创作并行不悖的
两个命题，文学负有记录时代的使命，微型小说也不例外，虽然它
篇幅短小，只有1500字左右，但仍可以从一滴水里看见大海，从
一个细节、一个画面、一个场景来反映当下火热的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副主任李晓东在中国微型小
说 （小小说） 理论研讨会上表示

古典舞创作在选材和内容表达上一直采取“以古论古”的
方式，很多人认为古典舞就必须表现古典题材，但其实对古典
舞作品而言，选择古典题材还是当代题材并不是最重要的，古
典舞的当代价值应当体现在舞蹈的精神、情感层面上，衡量古
典舞的“当代性”，应当看它是否贴近时代的脉搏，是否符合当
代人的精神情感和人文理念。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一级编导唐文
娟在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研讨会上表示

本报电（记者刘晓宇） 福建省古田县记录在册的不可移动
文物323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7处，文物点277处。面对经济发展与
文物保护相协调问题，古田县纪委监委以政治监督为文物保驾
护航，让千年文脉得到守护：在乡村振兴战略示范点卓洋乡前
洋村，围绕“五朝流韵，世外古村”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聚
焦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
检查工作，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制度，强化相互协作联动机制，
建立了文化遗产保护长效机制。在杉洋镇，结合“一镇一孝
廉”活动的开展，将古建筑蝉林祠建成家风传承馆，为传统宗
祠文化赋予新时代文化内涵。

▲西岛海上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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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监督机制 守护千年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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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抗美援朝主题舞台作品涌现

致敬“最可爱的人”
胡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