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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第五届中加国际
电影节正式公布获奖名单，所
有获奖影片在 4 月进行线上展
映。其中，获得最佳电视纪录
片奖的影片 《你好，中国》 别
出心裁地用外国人的视角讲述
中国故事，一经上线，便吸引
了许多人的目光。

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
人才工作许可证 33.6万份，在中
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
95万人。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
国人才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这些外来人才也共同见证着
中国的发展与变迁。由央视新媒体平台未来电视于2019年
末推出的人物纪实专题片《你好，中国》，就以在中国工作生
活的外国人为拍摄对象，展示他们触摸到的真实中国。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过，实际上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
外国居民。他们像本地人一样在这里工作、生活，他们也
见证、参与了中国的发展，有一些人还把中国当成了自己
的故乡。”《你好，中国》总策划马玉星说。

《你好，中国》 选取7位从事不同职业的外国人，讲述
他们在中国的“奇遇记”——“亚洲鼓王”Funky爱上中国
摇滚，美国网红郭杰瑞在中国当农民，美国德州摄影师欧阳
凯探寻中国自然保护区，“大庆白求恩”莉利娅诊治30万中国
患者，“西城大妈”高天瑞在北京胡同为人民服务，英国艺术
家秦思源抢救400多种濒临消失的老北京声音……镜头下，
他们大部分说着地道的中文，穿行于大街小巷，像本地人
那样社交、娱乐，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产生奇妙的化学反
应。影片用平实的记叙口吻，将他们眼里的中国、心中的
热爱娓娓道来，还原散落在中国寻常巷陌、市井之地的多
面真实。

《你好，中国》上线B站 （哔哩哔哩） 后，获得年轻一
代观众的好评和9.6分的高分。人们通过这7位外国人在中
国坚持追梦的故事，看到中国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里，同
样栽种和滋养着外籍朋友的热爱与梦想。片中的拍摄对象
之一Funky反复观看该片后，大为触动，主动询问主创团队

《你好，中国》能否在日本上线，他想向日本传达中国摇滚
乐的魅力及中国摇滚乐对他人生的影响。

《你好，中国》通过外国人的真实讲述，打开世界感知
中国文化的另一扇窗口，呈现出一个个更为微观的中国侧
面。同时，也让更多中国人关注到身边的外国朋友，他们
和我们一样，也正在为了美好生活努力奋斗，共同融汇于
中国发展的时代洪流中。

本报电（张天一阁）“让我们荡起双
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些耳熟能
详的经典旋律都出自作曲家刘炽之手。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刘炽为工
人、农民、士兵、儿童等普通人谱写了
大量的歌曲，他自己曾经说过：“祖国，
人民，中华民族，这是我永恒的主题。”

2021年是刘炽诞辰 100周年。3月 31
日晚，由中国交响乐团带来的《英雄的赞
歌》——刘炽作品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上演。音乐会由指挥家张艺执棒，女
高音歌唱家王丽达、竹笛演奏家王华以及
中国交响乐团、未来之声合唱团等携手演
绎了刘炽的一系列经典作品。

音乐会在一曲欢快的 《祖国颂》 交
响大合唱中拉开序幕。《陕北情歌》《响
叮当》《小老鼠上灯台》 3 首童声联唱，
回顾了刘炽早期音乐作品。一曲 《翻身

道情》 唱出了中国西北独特的“道情”
风格。歌剧 《阿诗玛》中“小伙伴们的合
唱”“猎人合唱”“风里雨里相依靠”3 个选
段，展现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咏叹调和多声
部合唱。歌曲《英雄赞歌》《我的祖国》
把人们拉回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
岁月。“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
牧场”，这首新中国传唱最广的新疆题材
歌曲 《新疆好》，展现了人们对新疆这片
热土的美好感情。《第三套广播体操》

《让我们荡起双桨》《天天向上》 等动听
的童声，带领观众重温童年美好回忆。

当晚的返场演出将整场音乐会推向
高潮，王丽达带领观众再次唱响 《我的
祖国》，经典的旋律在交响乐的烘托下，
激发起全场观众的热烈反应和情感共
鸣，大家纷纷打起节拍、跟唱起来，直
到音乐会结束，不少观众还沉醉在音乐
之中，久久不愿离开。

本报电 （记者郑娜） 4 月 6
日 ， 在 北 京 文 化 艺 术 基 金 支 持
下，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新
剧本》 杂志承办的“青年编剧人
才培养计划”在京举办。项目旨
在为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发现和
扶持戏剧创作人才，发挥首都文
艺资源优势，推动北京乃至全国
戏剧艺术发展。

“ 青 年 编 剧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
面向京津冀地区招收 20 名学员，
他们分别来自国有院团、高校、
研究机构、民营院团以及新文艺
群体，其中新文艺群体学员比例
过 半 。 项 目 邀 请 多 位 影 视 、 文
学、传媒领域的专家集中授课。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制 作 人 李 东 以

《编剧应该知道的制作技巧》 为
题，从实践出发，与青年编剧共
同分享在戏剧制作过程中遇到的

难点以及应对策略；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院长冯俐以 《怎么写更重
要》 为题，从自身创作方法和经
历 切 入 ， 指 导 青 年 编 剧 如 何 选
材、如何寻找独特性；小说家双
雪 涛 和 编 剧 史 航 以 “ 戏 剧 、 电
影、小说如何亲密接触”为题，
探 讨 三 者 互 动 的 奇 妙 图 景 。 此
外，剧作家万方、文化评论人周
黎明、编剧郭俊立、音乐剧导演
肖杰等嘉宾也参与到对谈中，分
享自己的创作心得。

除集中授课之外，“青年编剧
人才培养计划”还设置了一对一
的剧本创作培训、48 小时编剧速
记式创作工作坊、剧本朗读演出
等内容。项目授课过程可通过网
络直播平台、“学习强国”等平台
观看。第一天授课线上直播的观
众突破30万人次。

◎创新是打开窗口，为剧种生存开启一次深
度呼吸，是打开眼界，让我们找到自己在历史、
现实与未来中的坐标系，而不是“腾笼换鸟”甚
至“改变基因”。想以新奇吸引年轻观众，很可能
得不偿失，最后会把老观众也丢掉。要警惕“时
尚潮汐”的“沉浸式”干扰，潮汐会引发大海咆
哮，但是这种“高涨”只是一时的，如果剧种没
有定力，很可能被各种引力撕得粉碎，最后面目
全非。戏曲应该是一位有仙风道骨的成熟老人，
需保持较高层级的精神定力，相信千潮过后，依
然水落石出。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
在全国汉剧艺术研讨会上表示

◎相对来说，散文其实是更大众、更亲民，
更能和我们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文体，但从
阅读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今天纯文学领域里
的散文写作并没有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我们所
读到的大量散文其实是公众号里流传的鸡汤式散
文。这 20年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
变化，然而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读者，对近 20年
来散文的变化是缺乏了解的。这几年，我在大学
课堂上讲“中国当代散文作品选读”这门课，同
学们对汪曾祺、孙犁、杨绛、史铁生等的作品都
很喜欢，但对近20年来的散文作家作品是陌生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张
莉谈当代散文时表示

◎当全球院线持续面对流媒体的挑战与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时，《阿凡达》重映又再次重申了
数字影院系统的视听优势。然而，它是否真的能
够回答今天电影院所面临的困境？今天讨论“影
院生存”“电影未来”等问题时，必须要有超越数
字多厅影院的理解角度，克服基于这一认识的诸
如“适合大银幕电影”的创作、生产与传播思
维。《阿凡达》确实引领了一种风潮，但我们今天
所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产业文化现实。若我
们仍试图在卡梅隆的故事中汲取动力，用数字特
效大片去回应今天的电影院问题，并尝试将中国
电影产业也推向好莱坞式的工业化逻辑中时，便
是用回望的视角代替了面向未来的方向。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赵宜
谈电影《阿凡达》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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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郁与苏醒交织的序曲，定音鼓奏出历史沉重的
步伐，百姓在乌云笼罩的苦难中艰难挣扎，随后舞台
旋转，一束暖光之下，一艘画舫静静泊在岸边，一群
青年踏着雾色远道而来。他们意气风发，目光所及是
整个中国。这群青年注定要登上这艘船，而这艘船将
劈开历史的巨浪，在此间诞生一个伟大政党，升腾一
个红色梦想，开启一段跨越百年的征程。

4月1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歌剧 《红船》 在浙
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该剧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
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
民政府共同出品，浙江演艺集团 （浙江歌舞剧院有限
公司）、浙江交响乐团、浙江音乐学院等联合演出制
作，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咏赞百年前那段
激情燃烧的澎湃岁月。

以歌剧形式反映红船题材

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召开。7 月 30 日晚，由于法租界巡捕的闯
入，会议被迫中断。随后，经代表们商定，在八月初
的一天，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画舫
上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自此，中国共产党从小船到巨轮，从南湖到汪
洋，从只有58名党员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承载
着希望和梦想，开启了百年峥嵘、壮丽的征程。这艘
南湖上的小船，也由此驶进永恒的时间里，见证了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歌剧 《红船》 正是以“红船”为题材，聚焦中国

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红船这个题材，
要写成歌剧难度特别大，意义特别重，使命特别光
荣，挑战特别严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歌剧音乐剧
理论家居其宏表示。

歌剧被称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是集中了
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门类的艺术形式。
虽然歌剧比较擅长史诗题材的表现，但是用一部歌剧
去表现一次会议，尤其在当年会议具体场景已经很难
考证的情况下，难度还是相当之大。

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上，如何讲叙这艘红船、这次
会议背后的故事？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内，如何展现
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歌剧 《红
船》主创团队进行了巧妙的构思与创新。

艺术化再现开天辟地大事件

歌剧 《红船》 编剧王勇在多次参观、瞻仰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查阅大量历史文献，
阅读了关于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和其他党代表
的各种传记和回忆录之后，渐渐明确歌剧 《红船》
不能只局限在“发生在红船上的故事”，“红船”是
一种精神象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是创作需要
关注的事件。

不同于一般的歌剧叙事按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
《红船》在文学结构上采取多重回环往复式的结构，沿
着主线“红船”向前推进。全剧以红船的 5 次出现为
时间的主轴，在主轴上编织着 8 次回环往复的事件，

其中包括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营救陈独秀等历史事
件。会上和会外相结合，多场面、多层次地把中共一
大之前的若干重大史实、重要人物勾勒出来，集体回
眸历史纵深处的中国共产党开创者群像，陈独秀、李
大钊、毛泽东等近20位早期共产党人角色，首次在歌
剧舞台上同台亮相。

《红船》选择了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这些片段化的
结构如何整合在一起？总导演黄定山带领团队前后做
了 5 个方案，最终采用 18 块 3 米宽、10 米高的大板，
在舞台上不断变化，通过推拉帷幕、投影、灯光的有
机运用，形成蒙太奇式的转换，虚实结合，营造出具
有逼真代入感的戏剧场景。剧组还在场上做了两个转
台，直径18米的大转台套着9米的小转台，带动50个
场景和空间，把多个历史瞬间流畅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音乐是歌剧创作非常关键的一环。此次担纲 《红
船》 作曲的作曲家孟卫东，将西洋歌剧和民族歌剧相
结合，独唱、合唱、重唱各显神通，大调、小调、离
调交替更迭，宣叙、咏叙、咏叹运用自如，人物主题
音乐鲜明，层次变化异常丰富。剧中的 《我有一个
梦》《万岁》《一个幽灵》《启航，驶向远方吧》以及毛
泽东与杨开慧相爱、细妹子诉说苦难和船娘等多个精
彩唱段，既有恢宏气势，又细腻柔婉、诙谐幽默，饱
含丰富的戏剧性表达，充盈着令人动容的情感共鸣、
红色激情和信仰力量。

党史教育生动的教材

早在 《红船》 初创时期，黄定山就定下了“五可”
的创作美学：可信，可近，可看，可感，可敬，让情
节生动真实，让人物距离贴近，让场面丰富好看，让
情感动人动心，从而体现人们对党的敬仰崇敬之情。

“这个题材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剧中描写的早期共
产党人，和今天的青年正处在同一个年龄段，能够达
到内心情感的共通。当时，那些年轻人是时代的引领
者；今天，我们的青年也正站在时代的潮流上，努力
实现着中国梦。”黄定山说。

一部好的舞台作品需要千锤百炼。《红船》的剧本
从2017年夏天开始构思，到2019年2月11日子夜完成
初稿，截至目前，已十三易其稿，这其中还不包括作
曲稿、演出稿，微调小改之处更是数不胜数。每一次
修改都不断有新的元素融入，以期日臻完美。

“史诗级的戏剧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顶天立
地、开天辟地、伟大的英雄人物，二是要表现那个时
代内在的巨大变化，三是要有惊天动地的动作和行
为。这三点，《红船》 都很好地完成了。”剧作家欧阳
逸冰表示。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祁述裕认为，《红
船》 适应时代需求，艺术化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很有震撼力，很有抒情性。国家艺术
基金理事宋官林认为，该剧是党史教育生动的教材和
艺术表达。

据了解，目前歌剧 《红船》 已入选中宣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文化和旅游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
扶持作品和“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
剧目。接下来，该剧将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带领更
多观众登上“红船”，走向远方，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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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英雄赞歌》《我的祖国》……

刘炽作品音乐会奏响经典之声
“青年编剧人才培养计划”举办

图①②③分别为：歌剧 《红船》
中的毛泽东、参加南湖会议的党代
表、李大钊 （左） 与陈独秀

浙江歌舞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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