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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革命先烈精神

取材自杨开慧烈士真实故事的碗碗腔 《骄杨之恋》，是陕西省戏
曲研究院创作排演的建党百年献礼之作。

该剧以陕西特色剧种演绎宏大革命题材，将碗碗腔的柔美婉转与
杨开慧的悲情壮烈融合在一起，以独特视角展示了杨开慧从认识自
我、寻求自我、实现自我，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用生命拥抱
死亡，用死亡礼赞生命”的心路历程。

7月7日、8日晚，《骄杨之恋》领衔“新时代三部曲”，率先与观
众见面。当大幅手书毛泽东诗词 《蝶恋花·答李淑一》 出现在舞台
上，悠扬的碗碗腔音乐响起之时，漫天红霞、广袖长舒的意象，瞬间
将观众带入“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艺术境界。

剧中，杨开慧饰演者、二度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她以婉转的唱腔、典雅的
念白、优美的身段和细腻的表演，展示了杨开慧作为妻子的柔情，作
为母亲的慈爱，作为战士的忠贞以及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对土
地的赤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观众逐渐走近这位共产党员的成长
历程，欣赏碗碗腔独特的开掘视角、艺术表达和情感传递。

全剧终了，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表达对杨开慧等英烈
的崇高敬意，也表达了对《骄杨之恋》的喜爱和对演员的赞叹。跟着
父母前来看戏、读初一的杜同学说：“我在学校学习过京剧的一些常
识。今天这个剧目，让我领略到了另外一个剧种的魅力。我非常喜欢
它的音乐，杨开慧烈士的事迹也让我很受教育。以后我会更多地关注
戏曲，也会把《骄杨之恋》介绍给我的同学。”

演出获得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国家一级编剧、甘肃省文联副主
席曹锐说：“碗碗腔虽然是一个小众剧种，但是 《骄杨之恋》 让人感
受到这个小众剧种的雄浑博大、厚重又充满激情的主题表达。这部剧
让碗碗腔与时代共舞，并为碗碗腔的发展夯实了根基。”

反映脱贫攻坚壮举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7 月 11 日、
12日晚，高亢的信天游在梅兰芳大剧院久久回响。

以陕北绥德郝家桥村为蓝本的秦腔现代剧 《楷模村》，艺术再现
了陕北农村从“陕甘宁边区农村楷模”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走
上致富之路的生动实践和深刻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基层群众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非凡壮举。

《楷模村》 自创作之初便备受关注，先后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新
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陕西省委宣传部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等，由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小青、李军梅、赵杨武联袂主演。剧中主人
公周正矢志不渝、不改变家乡面貌绝不回头的坚毅，深深触动着现场
观众的心灵。是躺在昔日“农村楷模”金字招牌下“等靠要”，还是
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老观念与新思想在楷模村碰撞，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牵引着观众的价值思辨与审美愉悦。

看完演出后，荣获“中国
好人”“北京榜样”“北京市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等称号的田
传真，与剧中人产生了强烈共
鸣：“脱贫攻坚非常不易。我在
贫困地区支教过 3 年，对他们
付出的努力感同身受，也为
他们点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
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景俊美
说：“ 《楷模村》 聚焦最基层
的乡土社会，直面当地百姓
对家国大义和集体利益的认
知 偏 差 。 剧 中 人 物 形 象 生
动，既有核心人物的充分展
现，又有群像的立体刻画。
导 演 在 舞 台 调 度 上 张 弛 有
度，演员更是实力担当，‘三
朵梅花’同台竞放，抬起了一
台铿锵有力的秦腔大戏。”

再现治沙生态奇迹

7月 14日、15日晚，秦腔现代剧《生命的绿洲》再度掀起“新时代三
部曲”的观演热潮。

该剧以几十年来耕耘在毛乌素沙漠上的诸多治沙英雄为原型，通
过何玉芳一家四代几十年防风治沙、栽树育林的故事，表现毛乌素沙
漠从“千年沙漠”到“万里绿洲”的沧桑巨变，展现治沙英雄锲而不
舍、坚韧不拔创造人类生态奇迹的伟大精神。

沙漠是无声的，治沙是个技术过程，要在舞台上表现治沙其实很
难。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主创团队抓住了“人”这个根本，紧扣时代
背景，通过对“为绿洲儿亲还债矿山去、一日挑水九十趟、黄沙伴着
泪水咽、大漠吞噬夫命亡、无尽凄怆腹中藏、儿女双双青春葬”等故
事情节的演绎，艺术地再现了治沙人的信念、精神及情感。

“大漠里的沙柳黄河里的浪，活就活出个人样样。”剧中苍凉、雄
浑、醇厚的信天游，像空山幽谷的喊山调，更像是命运受到挤压后的
生命呐喊，悠长而触人心弦，折射出治沙人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和脊
梁挺拔的人格力量。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评价该剧：“是一代又
一代治沙人前赴后继，投身治沙植林事业的真实再现，以艺术的形式
记录和讴歌了榆林人民靠艰苦奋斗赢得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真正体
现了榆林治沙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带来的‘新时代三部曲’，涉及革命文化、脱
贫攻坚、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等题材，从不同角度展现了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展现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书写恢弘史诗的精神风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王馗观演后表示。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
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戏曲团体，也是中国戏曲现
代戏创作演出的开先河者。早在延安时期，就创作演出了 《血泪仇》

《十二把镰刀》《中国魂》《穷人恨》 等打击敌人、鼓舞士气的优秀戏
曲现代戏。改革开放后，创作演出了 《杏花村》《留下真情》 等反映
社会变革的现代戏。新时期又创作演出了在全国产生过巨大反响的

《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现代剧。
“新时代三部曲”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自觉地将戏曲与时代紧密

相连，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百姓生活的最新成果。在李梅看来，新编
现实题材作品要让观众爱看，最重要的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始终坚守戏曲的本体性，同时也要着眼当代生活，观照当代人
的情感与审美，展现新时代发展成果，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有责任、有义务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
色基因，赓续好红色血脉，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讴歌新时代，不断探索戏曲传承发展的新路径，讲好中国故事，
努力以精品力作推动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李梅表示。

7月14日晚，在浙江杭州亚残运会倒
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湖南隆回音乐人
袁树雄演唱了一曲由他填词、作曲的

《生命的力量》，表达他对亚洲文明和亚
残运会精神的独特理解。这也是继 《早
安隆回》 后他为大型运动会创作的一首
主题歌曲。

《早安隆回》 让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
人认识了隆回，也让隆回与足球产生了
联系，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这背后，袁树雄功不可没。

因歌出名，结缘足球

2022 年末，万众瞩目的卡塔尔世界
杯上，袁树雄的 《早安隆回》 成为助力
神曲。据不完全统计，这首歌在互联网
的播放量已突破1400亿次。

因为这首歌，袁树雄和他的家乡隆
回与足球、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
春节，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来到隆
回，在袁树雄家中与袁树雄一起喝酒，
唱 《早安隆回》。他称这是享受着“一家
人般的神奇时刻”，并表示要推进阿中足
球友谊。3月，由深圳隆回商会组织拍摄
的讲述留守少年追寻足球梦的电影 《永
不独行》 在隆回首映。当天，在家乡人
民面前，袁树雄再次倾情演绎 《早安隆
回》《我是魏源故乡人》等歌曲，为每一
个平凡而伟大的足球梦想加油喝彩。

而早在 1月 5日，袁树雄就接到杭州
亚运会组委会电话，希望他为亚残运会
创作一首能像 《早安隆回》 一样振奋人
心的歌曲。惊喜之余，袁树雄也陷入了
深深的思考：这首歌以什么为主题？歌
词里融入哪些元素？如何更好地体现运
动精神、拼搏精神？

袁树雄回到创作 《早安隆回》 的老
家荆枝村的小木屋里，静静地捕捉灵
感。某天早上，他偶然走出小木屋，看
到洒满阳光的乡村、绿意盎然的大地、
在田头地间忙碌的人们，“人类命运共同
体”“让生命温暖着生命”……这些词句
接连闪现在他脑海中，于是，他为歌曲
取名为 《生命的力量》，歌颂那些顽强拼
搏的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用尽全力去实
现最美梦想的模样，值得所有人为他们
放声歌唱。

音乐初心，矢志不渝

位于湖南西南部的隆回县，是一片
肥沃的土地，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乐
观豁达。出生于此的袁树雄自小喜欢音
乐，靠自学成为创作歌手。16 岁时，他
参加邵阳市吉他大赛，首次演唱自己创
作的歌曲 《我喜欢》 并获得冠军，这给
了他很大的信心，并决定要走音乐之路。

在外闯荡一番，2011 年袁树雄回到
隆回，成为县文化馆的一名音乐专干。
10 多年来，他坚守基层音乐人的初心，
走遍隆回的每一个村庄，寻找“带着阳
光和泥土气的音乐”，先后创作了 《宝庆

府》《老村长》《祝福的美酒敬故乡》《永
远的红色》 等 20 多首歌颂家乡歌颂老百
姓的歌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人。

2020 年疫情期间，留在隆回的袁树
雄想创作歌曲为家乡打气，希望人们早
日从疫情中走出来，迎来早安的曙光，

《早安隆回》由此诞生。歌曲折射了身处
疫情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在
抗疫道路上无比坚定的信心。

《早安隆回》 火遍网络之后，袁树雄
的人生如同过山车冲上“最高点”。面对
突如其来的爆红，袁树雄很冷静，他知
道，《早安隆回》的成功离不开许多人的
帮助：县里的老领导经常教导他扎根家
乡，不放弃梦想；湖南省、邵阳市政府
多次为 《早安隆回》 召开作品研讨会；
隆回的130多万老乡给了他极大的推送流
量……多次面对关于梦想的采访，他总
会建议所有的追梦人：“只要认定方向，
就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才是最好的
奋斗。”

心系乡土，扎根人民

一首歌带火一座城。隆回高铁站如
今成了网红打卡地，袁树雄正着手在高
铁站附近打造“早安隆回音乐会客厅”，
通过直播的形式，带领粉丝、学生等一
起互动，在推广音乐的同时推广家乡。

袁树雄的很多作品是在老家小木屋
创作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他
带领团队计划在荆枝村打造“早安”品
牌的“乡村直播大舞台”，带动亲子乐
园、教育基地建设。为推广隆回花瑶民
族旅游、金银花种植、富硒茶等特色产
业，袁树雄一直在酝酿创作系列歌曲，
最近，他为宣传隆回茶叶创作的歌曲

《那一片叶子》已经推出。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家乡的

人说起隆回都多了一份自信，大家建设
家乡的干劲也更足了。很多人说我有流
量优势，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真正的优
势在于我是基层音乐人，我的音乐梦、
乡村振兴梦都要扎根人民才能实现。”袁
树雄说。

盛夏7月，荔熟蝉鸣。袁树雄与足球
的缘分未完待续。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星海公园旁
边，建有一片占地 100 余亩、由 16 个标
准足球场连成一体的超大足球场，由当
地民营企业木生缘足球体育中心独资建
立。刚刚落幕的“粤港澳大湾区高校首
届大型女子足球联赛”就在这里举行。
眼下，中心正联合人民日报华南报业发
展部紧锣密鼓地筹划“大中华女子足球
友谊联赛”。比赛将召集全国13个省份的
高校女足冠军队，特邀港澳台高校女足
和美国的迈阿密女足，并通过阿根廷驻
中国大使馆及驻广州领事馆邀请梅西出
席开幕式，期待再一次上演“小球推动
大球”的奇迹。与梅西结缘的袁树雄也
已经接到组委会邀请，将在比赛现场再
次唱响《早安隆回》。

本报电 （颜诗桐）“雪花雪花，开在
阳光下，在故乡在远方，都一样闪亮……”
7月 17日晚，中央歌剧院剧场，北京爱乐
合唱团清澈空灵的童声将观众带回了北
京冬奥会现场，优美的旋律也拉开了首
届中国合唱大会暨 2023 全国青少年合唱
展演的序幕。当晚，来自北京、上海、广
东、福建及港澳台地区的10支优秀青少年
合唱团，参加了开幕音乐会演出，《雪
花》《外婆的澎湖湾》《在灿烂阳光下》

《梦想展翅翱翔》等合唱歌曲一一呈现。
首届中国合唱大会暨 2023 全国青少

年合唱展演由紫荆文化集团指导，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宋庆龄青
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合唱协
会、北京市文化馆共同主办。活动吸引
了来自28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近200
支合唱团队、上万名合唱爱好者积极参
与。为期5天的展演，举办了青少年合唱
团专场音乐会、“集爱之夜”公益专场音
乐会、各省区市合唱团交流展演，组织

合唱指挥大师培训班、乡村音乐教师公
益培训等百余场活动。其中，合唱指挥
大师培训班尤其引人瞩目，共设计了 12
个教学单元，邀请国内 12 位行业顶尖专
家与7支不同年龄段的高水平合唱队伍相
互配合，为广大合唱爱好者提供高标
准、高品质的示范教学。

除了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一个合唱艺
术的交流展示平台之外，首届中国合唱
大会暨 2023 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还特设

“乡村地区队”“少数民族团队”“特殊教
育团队”等不同组别，旨在推动乡村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美育普及，促进文
化艺术的均衡发展。以中国合唱大会为
媒介，吸引凝聚更多社会力量，投身乡
村美育振兴工程，促进新时代乡村文化
建设。

据悉，中国合唱大会计划每单年举
办一次，与双年举办的中国国际合唱节
相呼应，共同推动中国合唱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

首届中国合唱大会
暨2023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开幕

寻找带着阳光和泥土气的音乐
罗艾桦 李士燕

红色沃土盛开戏曲新花
本报记者 郑 娜

红色沃土盛开戏曲新花
本报记者 郑 娜

以杨开慧烈士为题材的碗
碗腔《骄杨之恋》、以陕北绥德
郝家桥为创作蓝本的秦腔现代
剧《楷模村》、讴歌平民治沙英
雄的秦腔现代剧 《生命的绿
洲》 ——7 月 7 日至 15 日，陕
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新时
代三部曲”在北京梅兰芳大剧
院精彩上演，参加由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展演”，向观众展现了
陕西新时代舞台艺术创作的最
新成果和陕西戏曲的独特魅力。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1946 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黑龙江兴山成立。近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纪念东北电影制
片厂在兴山建厂的历史，鹤岗市兴山区举办首届观影
节。观影节以“忆东影颂党恩、兴文化惠民生”为主
题，通过“露天电影放映+庆七一群众文化活动+街边
美食+商品展销”等方式，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擦
亮兴山电影文化品牌，带动文旅产业融合。图为居民
在兴山电影广场观看电影。

陆铁男摄

鹤岗兴山举办观影节鹤岗兴山举办观影节

图①：观众在梅兰芳大剧院观看《楷模村》。
图②③：《生命的绿洲》《骄杨之恋》舞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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