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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明百花园
中法建交60周年

“我有一个愿望，要去全世界歌
唱，给我一双翅膀，我想带着和平鸽，
飞到小王子美丽的故乡……”

5月8日，在结束了法国的文艺演出
和文化交流后，海南五指山黎苗童声合
唱团返程回国，途中，大家仍然沉浸在
演出的兴奋中，哼唱着歌曲。

与法国少年同台表演

法国当地时间 5月 4日，明快悠扬的
童声回荡在巴黎13区剧场。一场中法青
少年音乐交流会在这里举办，18 名来自
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的孩子身着民族
服饰，用中法双语演唱原创歌曲 《把五
指山唱给法兰西》，观众报以阵阵掌声。

“非常惊喜，两国的小朋友一起庆
祝法中建交60周年，能让我们更了解彼
此，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演出
结束后，巴黎宝丽声童声合唱团团长特
里戈·伊丽莎白为孩子们点赞。

当地时间5月6日晚，一场名为“中法
友谊之声”的音乐会在巴黎 20 区政府演
出厅举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与巴黎
宝丽声童声合唱团等同唱《茉莉花》《但愿
人长久》。“孩子们的歌声让人沉醉，我听
了很想去五指山，去海南，去中国看一
看。”法国观众格温多琳·斯科托说。

此次法国之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
唱团准备了 7 首歌。除正式演出外，他们
还在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塞纳
河畔等法国地标景点上演了十几场“快
闪”，吸引法国市民驻足欣赏、合影留念。

表演中，孩子们落落大方、声情并
茂。很难想象，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第
一次离家出省。而就在一年多前，对他们
来说，“合唱团”还是陌生的字眼。

乡村音乐教育激发潜能

“山里娃搞合唱？能行吗？”
合唱团成立前，有人曾这样质疑。

当时，高力担任五指山市水满乡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还不到一年，一直在琢磨
怎么做好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几次跑到

水满中心学校了解情况。
“先把事干起来再说。”经过调研，

他决心尝试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辗转
找到了刘旻和杨纯两位老师，加强乡村
学校的音乐教育。

初到学校，刘旻和杨纯心理上的落
差很大：“孩子们羞涩腼腆，对乐理几
乎一窍不通，一开口紧张得直发抖。”
然而，孩子们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话
语，还是让他们决定任教。他们选出一
批孩子，最大的 12岁，最小的 7岁，从
最简单的音符教起。

2022 年 8 月，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
团成立。此后。每周五、周六下午，总
有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飞扬。

如何调动孩子们的热情？“兴趣是关
键。”刘旻把孩子们熟悉的一草一木、乡
村风物写进歌里，创作了《我爱家乡五指
山》等 6 首歌曲，孩子们很喜欢，练得勤，
越唱越好，越唱越自信，还收到了博鳌
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的演出邀请。

“从毫无音乐基础、怯场怕生到举止
大方、敢于表达。”刘旻说，孩子们的变化

很大，合唱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歌曲寄托美好愿望

2023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
际，法国童谣 《如果我去中国》 在网络
平台广泛传播。刘旻上课时播放这首
歌，发现孩子们和视频里的孩子一样，
对遥远的国度充满向往。他受到启发：

“能不能创作一首歌，让中国的孩子和
法国的孩子‘隔空对唱’？”

几个月后，在五指山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 中
文版创作完成，歌曲寄托着中法两国友
谊长存的美好愿望。

今年 1 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
驻法国大使馆主办、中国驻巴黎旅游办
事处承办的“你好！中国”旅游推介会
在法国巴黎举行，该歌曲 MV 在推介会
上播出后，巴黎宝丽声童声合唱团很快
发来了同台演出的邀约。

得知消息，孩子们格外兴奋。刘旻
把歌曲改编成法语版，带着大家加紧练
习。学校还专门找来法语老师，帮助孩
子们纠正发音。放学回家的路上，孩子
们常常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在田间小
路、池塘边练。

回忆法国之旅，12岁的王铭建仍难
掩兴奋：“我在巴黎认识了新朋友，还
去了很多地方，特别开心，以后想唱歌
给更多人听。”

刘旻说，演出开始前，法国的家长
们专门准备了点心，两国小朋友围坐在
一起，用手势或手机翻译软件聊天，互
相戴上帽子或系上丝巾。分别之际，孩
子们互送礼物，依依不舍。

谈到未来，刘旻说，希望水满中心
学校把音乐教育作为特色坚持下去，让
更多的孩子陶冶性情、开阔眼界，继续
唱响友谊之声。

“无风无晴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
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剧集

《我的阿勒泰》开篇，随着在乌鲁木齐餐馆打工的李文秀回
到阿勒泰，作家李娟在散文中描述的阿勒泰，在影像中变
得立体鲜活。

剧集 《我的阿勒泰》 以生长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汉族
少女李文秀和开小卖部的母亲张凤侠的生活轨迹为主线，
透过三代女性的生活视角，展现阿勒泰人民质朴的生活方
式和精神风貌。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和爱奇
艺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入围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
元，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让这部剧未播先火。改编自
散文集，8集迷你剧，讲述当代新疆的故事，是剧集主创的
用心之处，也是影视创作在文学肩膀上的接续攀登。

李娟的写作围绕个人生活展开，又不循惯例，“羚羊挂
角，无迹可求”。散文集 《我的阿勒泰》 出版于十余年前，
在对文学“阿勒泰”的建构中，李娟尽述自己的生活、家
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阅读李娟的散文，无疑也是在
阅读阿勒泰，阅读李娟这个人。不同读者在阅读接受中，
对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形成想象的默契。改编并不容易。剧
集主创在读原著上下了功夫，将散文的笔力与作家的经历
熔为一炉，呈现原作质朴灵动的精神气质。现实中，写作
既是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也是创造自我的方式。剧集
中，主人公李文秀遵从文学导师刘老师的建议，在“去爱
去生活去受伤”中找到写作入口，也实现了自我成长。李
娟是感受式写作，剧集将李文秀的遭遇和体验作为贯穿主
线，原作中的妈妈、姥姥、牧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被原生
态保留，《“小鸟”牌香烟》《我们这里的澡堂》《乡村舞
会》等原作中闪光的篇章化作剧集的“名场面”。

剧集也有为原作“补白”的部分。哈萨克族养马少年
巴太是新增的人物，并由巴太延展出猎人父亲苏力坦、村
委会主任阿依别克、要改嫁的嫂子托肯、蒙古族巡边员朝
戈等人物，丰满了剧集的叙事线，也让叙事节奏在不疾不
徐中有了波澜。剧集主创曾谈到，两次在新疆实地采风获
取大量素材。李娟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作为二度创作
的改编既要添又须融，每一处新添都体现改编者深入生
活、阅读生活、提炼生活的功力。

让人物说话，让细节说话，让情感说话，真实自有直
抵人心的力量。散文的这一气质在剧集中延续。剧中，不
论汉族演员还是少数民族演员，在表演上追求生活化，天然
去雕饰。率性洒脱的张凤侠、敏感又有点笨拙的李文秀、清澈
又忧伤的巴太、话不多但总能一语道破的奶奶……一众有个
性的人物跃然眼前。汉族文学青年李文秀就是在这样的民
族融合大家庭中成长起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道理不言自明。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对于许多读者
和观众是一个陌生空间，却是一座文艺创作的富矿。展现
怎样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考验创作者的眼光。剧集力
求以平视的眼光、娓娓道来地讲述，将观众引入阿勒泰，
让观众自己去感悟。比如，剧中的一幕打动很多人。去往
夏牧场的途中，连日辗转又加在仙女湾的一夜惊魂遭遇，
张凤侠的样子有些狼狈。初次见面的蒙古族奶奶告诉她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话语朴实却抚慰人心。
这些年，温暖色调成为很多现实题材的创作追求。温

暖，不等于回避矛盾，过度美化。用“加滤镜”的方式描
绘生活，违背现实主义创作的内在要求。剧中穿插的对于
商品经济、现代文明的辩证思考，为这部迷你剧增添了重
量，只不过，这种思考是零散的、灵光闪现式的。作为年
轻一代的牧民，巴太游走在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之间，他
与猎人父亲之间的分歧与和解，隐喻着草原居民与传统生
活方式的漫长告别，饱含对传统美的依依不舍，以及对现
代文明的接纳。创作者将对商品经济的反思，寓于反派人
物高晓亮和去草原“掘金”的投机者等人物的遭遇上。巴
太的哥哥木拉提死于一场酒后意外，留下了孤儿寡女，以
及欠下2000多元的酒钱。作为债主的张凤侠，自觉对这场
意外负有愧疚，直到木拉提的周年祭也没有讨要酒钱。莽
撞的李文秀将欠债的事情公之于众，猎人父亲用远远超过
酒钱的一匹骆驼偿还。李文秀在感触中写下“这深山里的
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
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
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类似的点睛之
笔，为剧集留有余味。

这部剧的主创大多是电影制作班底，导演、编剧滕丛
丛凭借首部执导的电影入围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
奖。8集剧本打磨了一年多，服化道摄录美发挥视听艺术的
特长，细描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细腻的生活质感，体现自觉
而统一的美学追求。在大远景、长镜头的捕捉下，山川色
彩斑斓，戈壁坦阔无边，星空华丽璀璨，草甸绿意盎然。
构图上大量的留白，在戈壁中行走的人是如此渺小，烘托
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大自然的缤纷色彩与清淡柔和的人
物服装如此和谐，搭配出古典的韵味和美感。冬不拉等民族
乐器的主题配乐，森林雨声、牛羊马叫声、水流声、洗衣声，哈
萨克族歌谣的吟唱，渲染出浓郁的氛围感，让观众身临其境，
也不禁心向往之，忍不住要感叹一句：“大美新疆！”

阿勒泰，是文学和剧集未署名的“主创”。大自然造就
了阿勒泰，在一颗颗感悟自然感悟生活的心灵的指引下，
地理意义上的阿勒泰经由文学的书写，又经由镜头的捕
捉，具有了丰富多维的艺术面貌。

“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剧，去一个好地方。”连日
来，剧集热播让有关阿勒泰的话题“破圈”传播。站在剧
集的肩膀上，文艺作品能否再次攀登，让荧屏前的人们从
向往阿勒泰变为奔赴阿勒泰？观众将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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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儿童——

从五指山唱到塞纳河
本报记者 曹文轩

海南儿童——

从五指山唱到塞纳河
本报记者 曹文轩

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中国民歌资源丰富，不同地域形成了不
同风格的民歌文化。近日，来自湖南和
江苏的两场民歌讲唱会先后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举办，为观众导赏了极具地域特
色的桑植民歌、高淳民歌，一展溇澧大
地和苏南地区的民歌风情。

桑植隶属湖南省张家界市，地处湘
鄂交界地带，是白族、土家族、苗族、
汉族等多民族聚居地。桑植民歌起源于
原始农耕时期的生产劳动，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特殊的自然地貌、多
民族交融互通的文化背景、纷繁多样的

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孕育了桑植民歌浓
烈的地域风格。其曲种丰富、曲体多
样、曲式结构严谨，风格质朴、粗放、
风趣、诙谐，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高淳地处江苏省西南端，是南京的
南大门。高淳民歌源远流长，《吴越春
秋》 中记载的高淳民歌 《河上歌》 距今
已 2500 多年。高淳民歌属“吴歌”体
系，融合了吴地汉族民歌、民谣特色，
浸润江南水乡稻作文化、舟楫文化，呈
现出语言美、行腔美、曲调美、音色美
和情韵美的韵味特征，是苏南地区颇具

特色的代表性民歌。
桑植民歌讲唱会汇集了非遗传承

人、高等院校师生、民间艺人等，以高
腔、平调的山歌和明快活泼的小调等
体 裁 ， 精 彩 演 绎 了 《叫 我 唱 歌 就 唱
歌》《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
灯台》《花大姐》《门口挂盏灯》《四季
花 儿 开》 等 19 首 耳 熟 能 详 的 桑 植 民
歌。其中，由桑植民歌首位国家级传
承人尚生武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演唱
的 《大姐上四川》，以脱胎于自然山水
般的嗓音，加上俏皮的默契演绎，博
得阵阵掌声。

“太喜欢这种原生态不加修饰的声
音了！”观众戴雅俐是民歌爱好者，曾
多次通过讲唱会的形式了解陕北、山东
等地民歌，她说，自己从头到尾专注地
听，完全被桑植民歌的优美淳朴深深吸
引，“希望桑植民歌保留根植地域的原
生态唱腔，更期待桑植民歌以其他表演
形式，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与桑植民歌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山区
特色相比，高淳民歌体现了江南文化与
韵味。在高淳民歌讲唱会上，非遗传承
人、民间艺人、艺术院校学生等展演了

《十绣荷包》《风吹杨柳水上漂》《采菱
角》《五月栽秧》《四月里来好风光》 等
16首高淳民歌，囊括号子、山歌和小调
三大种类，从传统到新编曲目，展示了

高淳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其中多首民歌
由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教师郭燕龙挖
掘整理。在过去 3 年里，他总共发掘了
60余首未被收录且有价值的高淳民歌。

“高淳民歌应如何更好传承？”是郭
燕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伴随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民歌逐渐失
去其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态环境和社会
环境。要更好传承高淳民歌，可以建
设民歌数据库，用音视频的方式为其保
留最原生态的“火种”；同时，将高淳
民歌与民俗结合，打造富有地方色彩
的沉浸融入式音乐演出，激活高淳民
歌、民俗的生命力；此外，还可推进高
淳民歌进课堂，培育高淳民歌传承的源
动力，像此次讲唱会就是很好的传播传
承形式。

作为两场讲唱会的主讲人，中国音
乐学院教授张天彤表示，民歌是劳动人
民用歌声守望的精神家园，它不仅关系
到乡村文明建设，更关系乡村全面振
兴，迫切需要大量有专业背景的专家、
学者扎根乡土，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做
民歌的“识歌人”“传歌人”。“未来民
歌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相信观众会
慢慢提出期待，那也一定是我们音乐工
作者所努力的方向。”

题图：民间艺人表演高淳民歌。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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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踏浪》讲述以“彭锦西”和“罗
虹”夫妇为代表的辽宁兴城泳装产业从业
者乘着改革东风成功创业、走出国门的故
事。该剧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爱奇
艺、芒果TV等播出后，受到观众好评。

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辽宁
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该剧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研讨会上，在剧中饰演彭锦西的乔杉
说，很多观众认为彭锦西的创业过程太艰
难，但没有困难可以击倒他，“这个人物
永不屈服、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他的闪光
点”。在剧中饰演罗虹的杨子姗说：“罗虹
看上去很柔弱，实则很坚韧，无论经历多
少风雨，她始终坚定地与爱人携手同行，
一起踏着时代浪潮前进，最后成就了一番
事业。”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认
为，《乘风踏浪》“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东北
人的创业史，带来了东北喜剧的新突破”。

随着 《乘风踏浪》 热播，剧中海滨城
市的美丽风光让许多观众心驰神往，拍摄
地兴城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发展新契机。中

共辽宁省葫芦岛市委一级巡视员冬梅介绍，兴城在今年“五
一”期间共接待游客112.46万人次，同比增长301.64%，旅游收
入 5.62 亿元，同比增长 301.42%。“这是 《乘风踏浪》 给这座城
市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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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 《程婴救孤》 选段“无情棍打得我皮
开肉绽”、曲剧 《李天保》 选段“满天乌云风吹
散 ”、宛 梆《打 金 枝》选 段“ 等 驸 马 回 宫 摆 宴
席”……5 月 16 日晚，位于北京的河南大厦小剧
场里，名段接连上演，名家联袂登台。从当天
起，“京园有戏”豫剧沉浸式小剧场驻场演出进
驻河南大厦，此后这里每月都将上演3场演出。

此次驻场演出的启动，为豫剧名家李树建
的“豫园（上海）·京园（北京）·家园（郑州）”三步
走计划画上了一个阶段性句点。作为中国第一大
地方剧种，豫剧拥有近300年历史，全国共有167
个专业豫剧院团，民营文艺院团达到了 2100 多
个，号称“十万大军”。从业人员之多，流布地域之
广，居全国地方戏剧种之冠。然而，豫剧的影响
力虽然辐射全国，主阵地却始终在河南。

“戏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
老年观众多，年轻观众少；到农村演出的多，
到城市演出的少；城市演出送票的多，买票的

少。”李树建说。
在李树建的努力下，今年1月和2月，豫剧

沉浸式小剧场抱着“守住老观众，打开新市
场”的目标，先后进驻上海豫园、河南艺术中
心。驻场演出以豫剧为主，其他多个剧种参
与；参演节目不限地域、不限剧种；参演人员
不限年龄、不限流派；舞台大胆革新，演员从
小剧场的各个角落出场，与观众巧妙互动，甚
至让观众成为“演员”。演出以更加青春的姿
态，推动传统文化吸引年轻观众。

探索中，风险与困难俱存，李树建说自己
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抱着脱一层皮的思想准
备”，希望和广大戏曲人一道，让豫剧脱胎换骨。

此前无论是上海还是郑州的驻场演出，前
几场大都由李树建领衔主演，步入常态化之
后，就将舞台交给年轻演员。这些演员中既有
李树建的徒弟，也有其他流派的弟子，甚至不是
唱豫剧的演员。用李树建的话说，“只要您是从事
戏曲工作的，我甘当绿叶。我从舞台到讲台，从前
台到后台，就是为了给培养新秀站台”。

“600年前昆曲进京，300年前徽班进京，如
今豫剧进京驻场，我们称之为进京赶考。”李树
建坦言，进京赶考不容易，但他有信心，“古老
豫剧突破传统观演关系，在环境式、沉浸式的
剧场内，驻场演出与文化消费结合，融入都市
人的休闲生活，相信会带来别样的风采。”

开启北京驻场演出

豫剧打开新市场
本报记者 郑 娜

图片从上至下：五指山黎苗童
声合唱团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留
影；中法少年愉快交流；法国观众
在演出期间拍下精彩瞬间。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