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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典型 新辉煌

扑面而来的新时代乡村画卷
承德话剧团续写“青松岭”故事

本报记者 郑 娜

乡村题材一直是舞台创作的重点，也是
难点。难在哪？以一部 2个多小时的话剧为
例，能不能捕捉到农村里最鲜活的人和事？
能不能提炼出老百姓爱讲的话，让这些话散
发出泥土的芳香？能不能既写出农村变革的
历史纵深感，又写出乡村振兴的新景观？都
是乡村题材能否写好的关键。

近日，由河北承德话剧团创排的《青松
岭的好日子》通过讲述大学生村官回乡带领
乡亲们以绿色产业还绿水青山的故事，引发
观众强烈共鸣和好评。作品浓厚质朴的乡土
气息、诙谐睿智的语言、鲜活饱满的新农民
形象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主题的深
刻开掘，为当下乡村题材舞台创作带来启示
与思索。

为乡村发展变迁振兴立传

话剧《青松岭的好日子》自创排之初就
备受期待。上世纪60年代初，由承德话剧团
创排的剧目《青松岭》曾两次搬上银幕，在
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对于剧作家孙德民来说，这是一次相隔
半个世纪的再创作。上世纪70年代初，孙德
民跟剧作家张仲朋完成电影 《青松岭》 之
后，就一直默默牵挂着青松岭的变迁。一个
老典型、老山村，如何在新时代迸发新活
力、创造新辉煌？半个世纪来的所见所想所
思所感时刻冲击着他的心灵，最终孙德民决
定二次创作“青松岭”，为中国乡村发展变
迁立传。

为了写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青松岭的发
展历史纵深感，孙德民对 《青松岭的好日
子》的戏剧结构做了巧妙设计，剧中的主人
公——大学生村官秋歌是当年电影 《青松
岭》中钱广的外孙女，她以老师李保国为榜
样，决心回家乡青松岭创办农业园，以科技
兴农的方式帮助父老乡亲脱贫致富，以绿色
产业的发展还青松岭一片青山绿水。

从人物关系和情感脉络上看，话剧《青松
岭的好日子》可以说是《青松岭》的续集，但它
又是一个拥有多重主题的作品，大学生村
官、绿水青山、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话题
囊括其中。在剧作家的艺术加工下，这些主
题并没有生拼硬凑之感，而是自然地融合到

一起，环环相扣，互融互通，为观众徐徐展
开了一幅宏大火热的新时代乡村画卷。

在历史与现实中描摹初心

如果只是人物和情感上的关联，同一题
材的二次创作只能达到结构上的精巧。《青
松岭的好日子》尤为突出的是站在更高的起
点上，以宽广和深邃的目光，回望半个多世
纪来中国农村发展走过的道路，挖掘背后的
主线。

剧中的老书记王保忠带领青松岭人，从
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迈进了改革开
放，分了田，办了淀粉厂，带领乡亲们致
富。青年农民立春打工致富，回乡办厂，又
拆了厂办农业园。在这个过程中，青松岭人
有不解、有困惑，但他们还是跟上了时代的
脚步，在党和政府的指引下，最终过上了

“青松岭的好日子”。
剧中借用秋歌的话说道：“从互助组、

合作社、人民公社、联产承包、分田到户，
一直到今天土地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
不管什么形式，都是为了把农民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为了
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党在不断地摸索、调
整、完善。俗话说，没上过高山，不知风
大，没趟过河，不知浪急。遇到风，遇到浪
急咋办？学会乘风破浪！”

通过三代青松岭人的故事，《青松岭的
日子》折射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在对过
往的回望与对现实生活的赞美中，以一种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表明，不论时代如何变
化，让农民过上好日子都是中国共产党一直
不变的追求。这种对中国农村道路不断探索
完善的思考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初心
的刻画，在当下描写农村变革的创作中是新
颖的，也是深刻的。

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乡村
题材更是如此。不去和农民交朋友，没有生
活，就不会有冒着热气的“泥土味”，也就
接不了地气，聚不了人气。

孙德民与承德话剧团合作了近60年，也

成就了他们“山庄戏剧”风格的形成。“山
庄戏剧”包括历史剧和现代戏，近年来更是
以反映当地生活的农村现代戏而闻名。以承
德农村为创作基地，孙德民先后创作了多部
反映当下农村生活的剧作，如 《棋盘岭传》

《喊山》《雾蒙山》《塞罕长歌》 等，叫好又
叫座。

为创作 《青松岭的好日子》，孙德民与
创作团队历时3个多月，深入到塞北11个县
市的乡村，走访座谈了50名驻村扶贫干部和
大学生村官，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与以往同类作品一样，《青松岭的好日子》
体现了剧作家对生活的把握和驾驭语言的功
力。这些来自于生活又经过提炼的语言，包
括一些谚语和俏皮话，贯穿整部戏剧，机
智、生动、形象、质朴，既活跃了气氛又塑
造了人物。

“自个儿的家乡，抓起灰来比土热”“你
往大伙儿嘴上抹蜜，谁也不会咬你的手指
头”“只有人能翻过的山，没有山会挡住的
人 ， 挺 直 脊 梁 朝 前 走 ， 跨 沟 越 坎 渡 难
关”……剧中，类似这样来自田间地头的

“金句”比比皆是，不仅让人会心一笑，更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除了台词接地气，《青松岭的好日子》
在场景布置上亦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
采用局部写实的处理方法，结合多媒体投影
和灯光，创造总体写意、局部写实的布景。
整部剧的舞美设计力求还原生活真实，有乡
村生活质感和泥土气息。

“不走前人路，绿水青山长。要问青松
岭哪里去，新时代的大道奔前方……”《青
松岭的好日子》 以扎实的故事、鲜活的人
物、带有“泥土味”的语言，聚焦生动感人
的新旧观念之变、绿水青山的致富之路、充
满希望的乡村振兴，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新
风尚、新变化。据悉，这部作品将于 7月晋
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届时将有更多观众欣赏到
这部来自塞北的乡村题材作品。

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
司的支持下，中国歌剧舞剧院
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日前在北
京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暨 《舞上春》 ——中国歌剧舞
剧院舞剧团业务技能展演线上
演播。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
各自资源、人才、技术、平台
等专业优势，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特别是在演
播平台开发、云演艺产品开发
运营、专业人才培训等方面开
展深入合作，打通云演艺产业
链发展的各个环节。

《舞上春》以中国传统色彩
为 主 题 ， 分 为 月 、 翠 、 赭 、
黛、绛 5 个篇章，以中国古典
诗词作为内容表达，民族乐团
现场配音，将季节、方向、色
彩、诗歌、音乐、舞蹈等元素
充分融合，在舞台现场呈现出
一堂生动的中国古典舞艺术体
验课，创新实现了“诗乐舞”
三 位 一 体 的 结 合 、“ 课 ” 与

“演”的结合。演出过程中，全
体演员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
技艺，向观众展示了高超的专
业实力和艺术水准。

4月中旬，《舞上春》 在北
京上演后，因其首次将业务技
能展示创新性“搬上”舞台，
引发业内外高度关注。此次，
中国歌剧舞剧院再度创新突
破，将整台演出由线下“搬
至”线上。在未来一年的时间
里，观众通过同步首发的华为
视 频 和 电 信 运 营 商 IPTV 大
屏、5G 手机小屏以及 VR 屏，
即可体验到自由视角、多视
角、8K VR 等新技术带来的、
不同于剧场的云观演新视角。
还可通过在线视频平台享受在
线点播服务。

华为公司战略部产业发展
副总裁燕兴介绍，《舞上春》线
上点播是一场科技与艺术的携
手。华为联合湖南卫视，运用
了 《舞蹈风暴》 的自由视角拍
摄设备，以 360 度全方位实时
拍摄，更加清晰地捕捉舞者舞
动瞬间。同时，能够为用户提
供个性化的多视角场景以及全
沉浸体验的8K VR场景，不仅
展示了舞蹈艺术中的新技术运
用，更是对镜头中艺术创作的
全新探索。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
表示，未来将通过常态化合
作 机 制 ， 以 演 出 项 目 为 依
托，推进“演出演播”双向联
动，为观众提供更多优质线上
文化产品，助力云演艺产业
良性发展，促进数字文化消
费升级。

“演播为舞台艺术开辟了传
播新平台，创造了观演新方
式，拓展了消费新渠道，丰富
了演艺产业运营新模式，延长
了演艺产业链。”文化和旅游部
产业发展司司长高政表示。

高 政 认 为 ， 此 次 《舞 上
春》 演播项目是探索演播商业
模式的一次有益实践，创造了
舞蹈艺术产品化运营的新模
式。“演出演播并举，线上线下
融合”是今后的发展之路，文
艺院团、演出场所应深入实
践，推动数字技术在演艺产业
应用，打造舞台艺术线上演播
知名品牌，让更多青年领略传
统艺术之美，引领全球演艺产
业发展变革方向。

美食一直是纪录片的重要题材。回顾中国美食纪录
片的发展历史，2012年央视推出的 《舌尖上的中国》 是
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该片跳脱了传统的专题片模式，将
美食奇观、人物故事和人文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
引领美食纪录片进入了“大制作”时代。2018年，《风味
人间》 延续高端路线，在技术层面更加精进，并开拓出
国际化视野。

在宏大叙事的美食纪录片流派之外，也有一些创作
者另辟蹊径，尝试走轻巧路线。其中 2019年海峡卫视联
合腾讯视频推出的百集系列微纪录片作品 《早餐中国》，
从全国各地简单日常又极具特色的早餐这一小切口进
入，打开了观众的味蕾，也唤起了浓浓的乡情。这部大
获成功的作品也引领了美食纪录片新的“微型化”潮流。

近两年上线的美食纪录片，越来越强调垂直细小的
切口和简洁轻巧的形式，让市井美食以不修边幅的方式
呈现在镜头前，契合了年轻一代追求真实感的审美潮流
和碎片化的观看习惯。

以近期在东南卫视和爱奇艺同步上线的 《下饭菜》
为例，单集时长在17分钟左右，每集介绍两个地区的特
色下饭菜。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下饭菜看似不起眼的存
在，却蕴含着中华美食的精髓，渗透着中国人的血脉亲
情、家味乡情。节目切口虽小，却能以小见大，也能让
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微型化美食纪录片的第二大特点在于清晰有趣的形
式，《下饭菜》 每期篇幅虽小，却有着引人入胜的架构。
每一集由一段街头采访开始，导演询问居民当地最有名
的下饭菜是什么，再跟随一户代表性家庭记录这道菜的
制作过程。做饭人的家庭故事，也被巧妙地穿插在菜肴
的制作过程中间。最后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道“附加
题”，展现当地人的方言、闲时消遣方式以及小风俗等，
带观众走入这道下饭菜所诞生的文化土壤。看似闲笔，
却正是妙处所在。

微型化美食纪录片也体现出互联网时代混搭、轻快
的流行文化特征，降低了观众的接受门槛。比如 《下饭
菜》 便有着颇为年轻化的视听语言表达。快节奏的剪辑
方式、随时蹦出屏幕发表评论的俏皮花字，再配上与香
味扑鼻的烹饪过程反差感十足的古典音乐，让观众口水
直流的同时也嘴角上扬，在愉悦、温情的氛围里不知不
觉间便能连看上好几集。

以《早餐中国》《下饭菜》为代表的微型化美食纪录
片，凭借垂直细小的切口、轻巧的形式、年轻化的包
装，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为互联网环境下
的内容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少年合唱团
演绎的《孤独的牧羊人》、河北雄安新区安新
小学淀边娃合唱团带来的 《送别》 ……5 月
31日，“田埂上的童年”腾讯荷风艺术行动音
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来自北
京、河北、新疆、青海、山东、广西、江
苏、四川、贵州、安徽、天津等11个省区市
的近 180 位乡村孩子登上舞台，与艺术家们
同台演出，通过国风、交响乐等方式创新演
绎了21首中外经典童谣。

腾讯荷风艺术行动由腾讯
和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联合举
办，是一项推进乡村青少年艺
术教育普及的公益行动。艺术
行动启动 3 年来，足迹遍布 20
多个省区市、打造了100个互联
网音乐教室，直接及间接受益
的乡村老师 1000 多名、乡村孩
子近 10 万。此次音乐会除了邀
请艺术行动惠及的部分乡村孩
子，还汇聚了众多乐团及艺术
家，如中国爱乐乐团以及国乐
艺 术 家 方 锦 龙 、 指 挥 家 夏 小
汤、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等。

随 着 本 次 音 乐 会 落 下 帷

幕，首届腾讯青少周也圆满收官。5 月 10
日，腾讯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启动首届
腾讯青少周，以“一起追光！”为主题，号
召青少年一起追逐科学家、艺术家等时代
榜样。青少周期间推出了首部传记类科普
读物 《成为科学家》，并设置了“科学家直
播间”“科学家面对面”等活动，让科学家
与青少年直接交流，更深刻感受科学魅力。
两场“科学家直播间”活动持续了 4 个小
时，总观看量超过 180万次。

本报电 （张天一阁） 由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
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原创
生态舞剧 《大河之源》 近日
登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舞剧 《大河之源》 从第
一人称“我”的视角，采用
剧中剧、史中史、戏中戏的
复式结构，讲述了一代代青
海人千百年来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感人故
事。舞剧以黄河源头地区人
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故事为切
入点，将人与动物、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主线贯穿全剧，
把山、水、动物、人物镶嵌
到剧情之中，艺术化地展示
了中华文化中河源文化、河
湟 文 化 的 精 神 内 涵 ， 赋 予

“中华水塔”文化的内涵和文
明的生机。

总 编 导 佟 睿 睿 介 绍 ，
《大河之源》 故事中的人物带有象征和隐喻，不同
的角色构成了多维的空间：巡山队长扎西代表着
守护者，她的女儿卓玛代表着他的内心世界“想
要看看黄河流淌下来的地方”，“我”代表都市文
化，雪豹代表动物生灵，乌日格代表代际继承。
五个角色多维度、多空间构成了 《大河之源》 的
结构，并由此对应从山到海，从古到今，从蛮荒
到文明，从蒙昧到觉醒的过程。

打
开
演
艺
﹃
新
视
界
﹄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美食纪录片“微”转向
彭 侃

“田埂上的孩子”放歌舞台
文 纳

舞
剧
《
大
河
之
源
》

讲
述
人
与
自
然
的
故
事

孩子们以“诵读+合唱”的方式演绎《少年中国说》
腾讯供图

图为《青松岭的好日子》舞台照。
承德话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