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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上海京
剧院特别为中秋节打

造的京剧音乐剧场 《月光下的
行走》日前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首演。

李白《古朗月行》、苏轼《水调歌头》、范仲淹
《苏幕遮》、《诗经·子衿》 等 !"首诗词，按照其所

表达的不同情感，分别编入乡愁、爱情、亲情和抒怀四
大板块，全新编配的京剧声腔被深情演唱。上海京剧院院长单

跃介绍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寄情圆月，传诵着无数赏月、咏月、
拜月、问月的诗篇，很有必要为这些千古传诵、耳熟能详的古诗词赋

予新的样貌。
无独有偶。今年重阳节，中央文史馆等单位主办了北京四中重阳诗会暨

“诗词名家进校园”活动。诗人、学者与师生们一起，吟诗把琴，续雅韵，明词
心，“寻诗路上竞登高”。这些古诗词新样貌的传扬模式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上海

古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胡晓军表示：当新的艺术媒介纷纷涌
现，传统古诗词也需要借助新的艺术样式加以传扬。

为了纪念邓丽君诞辰 #"周年，今年 $$月 !%日中央电视台“中
华情”栏目推出了“风华绝代·邓丽君”演唱会，在节目中重点
介绍了邓丽君 $&'%年推出的著名古词专辑 《淡淡幽情》，专
辑中 (!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配上现代流行音乐后，由邓
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幽幽情怀演唱，如 《但愿人长久》
（水调歌头）、 《芳草无情》 （苏幕遮）、 《几多愁》
（虞美人）等，颇具唐宋风范。(&&"年，邓丽君计划
推出续集 《春梦秋云》 专辑，收录元好问 《问世间
情为何物》等 ()首诗词。但只留下半首《清平调》
邓丽君就去世了。她生前曾说这些古诗词是“倾
诉古老庄严而多情的中国”，希望古诗词像“秋
海棠上的繁华与五千年文化的菁菁宝玉借着歌声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中国民族声乐学会副会长、著名歌唱家李

元华多年来从事古典诗词的现代演唱活动，她
说：“我们需要充分地挖掘诗词中的音乐性，
只有辞美、诗美、曲美、调美、声美，才能
达到情美、意美。”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人
喜爱并热衷于创作中国风的歌曲，而其中的
意象、情感等正是来源于千古流传的古诗
词。台湾著名音乐人周杰伦创作的 《青花
瓷》、《菊花台》、《东风破》等因为歌词中
充满了中国古典意境而广受世界华语观众的
喜爱。

今年中华诗词学会和山水诗之乡温州市
共同举办的“中国诗之岛———江心屿杯全国
诗词大赛”，将获奖作品制成诗墙，矗立在江
心屿。可见，古诗词眼下正出现“由衰转盛”
的势头，普及和传播的手段日益多元化和时
尚化。比如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
和各类诗词词典是目前印刷量最大的书籍；读
写古体诗词在某些人群中渐成风气，甚至出现
“写诗的同读诗的一样多”的局面，据统计，全国
从事古体诗词写作的人有好几千万；某些网络游戏
要求玩家依靠创作古体诗词过关，作诗填词由此成为

许多玩家的必备功课。
日前，中国首档中文诗词记忆
闯关节目 《中华好诗词》 在河北卫
视华丽亮相，这场文化节目的比赛设有
“百家争鸣”、“挑兵点将”和“金榜题名”
等环节。汪国真作为我国当代著名诗人，近年来致力于为
中国历代优秀古诗词谱曲，目前完成谱曲的古诗词已达 *+"首。

古诗词真的兴盛了吗？这或许仍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胡中行就在多个场合表示，当下古体诗词写作和欣赏中存在
大量不符合规范的现象。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则有不同看法，他
说：“诗歌是最好的美容品，美化的不仅是外貌，更是心灵。它让人
更深切地感受到自然的美和人情的美，并且心怀感恩。”可见，我们只
有避免鉴赏浅表化，摒除创作粗鄙化，才能把古诗词从兴盛引向健康
繁荣的轨道。

台湾地区曾从 (&'!年开始发行“中国古典诗词邮票”，包括唐诗、
宋词、元曲、诗经、楚辞、乐府、古诗等七套，现已成为全球关
注的文化珍品。这说明弘扬古诗词可以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载体
和形式。还有，古诗词只是在国内火热，但在走出国门方

面并不是特别成功。如果能与西方艺术模式共融，将
有利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图为《月光下的行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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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百余件琉璃艺术大师精品的“尊享皇室艺
术，品味艺术人生———中国琉璃之乡传世精品巡展”
日前在北京举行。本次展览品类囊括内画、料景、雕刻、
名贵料器等传统门类。其中一件料景作品“天籁之韵”，
由中国琉璃艺术大师孙即杰耗时3个多月完成，藤蔓
上饱满的12只葫芦象征着“福禄万代”，叶子和葫芦上
的各种昆虫栩栩如生。

人立琉璃艺术馆设在中国琉璃之乡山东博山，是
国内首家以古法吹制琉璃高端艺术品为主的琉璃艺术
馆，馆藏精品琉璃艺术品3000余件。 （王 平）

近日，“美丽中国，从心开始”儿童
教育戏剧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
行开幕式，多位教育戏剧领域的专家学者
出席，还有 !""余名教师、家长和儿童参
与。活动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
办，阳光儿童健康教育基金支持，宜时
（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及上海李婴宁戏剧
工作室暨陶冶教育剧场承办。
“你们热爱关心儿童教育事业，你们的

心和小朋友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永远是一
颗美丽的童心。”阳光儿童健康教育基金创
立人、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女
士发来贺信，祝贺活动的召开，她表示“希
望那些小苗苗们都能身心健康地成长，成
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希望活动能遵循孩子
的天性，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成长。”

教育戏剧将戏剧方法与戏剧元素应用
在教学或社会文化活动中，儿童教育戏剧
则是通过戏剧参与、实做的方式，让儿童

身临其境地在虚拟世界里感受真实的生活
与情感，并使其体验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对于性格还没有
完全形成的儿童而言，这样的人与人之间
直接交流的教育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中
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武亚军认为，
儿童教育戏剧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增
进孩子的团结精神和团队意识，其次是培
养儿童的美育精神，最后则是有利于孩子
的价值观形成，“儿童教育戏剧训练孩子
如何迅速地通过一个模型来认识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如何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从而
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坚强，什么是价
值。”

此次教育戏剧主题活动将历时一个
月，计划在北京、上海举办共计 (&场活动，
以公开讲座、亲子课堂、戏剧工作坊等多元
方式，在幼儿园、小学、图书馆等十家单位
展开。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沈

昕表示，“教育戏剧如何编排，怎么指导孩
子去演，怎么引导孩子在表演过程中，接受
我们传递的价值观念，这里面有很多很深
的学问”。因此本次活动邀请了多位国内外
资深教育戏剧专家，包括我国资深戏剧教
育专家李婴宁、英国戏剧教育专家克里斯·
库伯、台湾教育戏剧专家张纹珑、香港演艺
学院戏剧学院高级讲师黄婉萍、教育戏剧
专家冯云凤、冯雪、陈媛等。

开幕式后，教育戏剧专家李婴宁做了
题为《认识教育戏剧》的公开讲座，围绕
教育戏剧做了系统的介绍。“小孩的游戏
非常重要，实际上人的成长经验基本上是
在游戏中获得的”，她强调了戏剧在儿童
教育当中的重要作用，还呼吁家长不要过
分给孩子灌输知识，“教育就是生长，生
活就是不断地发展和生长”，因此教育要
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使他们在游戏当中
学习。

“美丽中国，从心开始”：

儿童教育戏剧举办
!"

场主题活动
苏 亚

((月 ((日晚上 ,点半，美丽的筑城贵阳华灯绽放，贵阳大剧院座无虚席。热爱民族民间舞的
各界观众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等待一场艺术的盛宴。随着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的朗声宣
布，为期 *天的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决赛正式开幕。

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决赛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中共贵
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执办。“荷花奖”是中国舞蹈界最高荣誉，
而“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则是全国民族民间舞最高水平的赛事，高手云集，精彩纷呈。而今
年则是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赛落户贵州的第十个年头，是中国舞协与贵州省及贵阳市
政府“十年五届”合作的最后一届。这样一场具有顶级水平和悠久传统的重大赛事，呈现出许多
新思路、新亮点，令人瞩目。

在比赛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令观众们耳目一新的“新情况”。在比赛进行的间歇，担任大会
监审组组长的中国文联名誉会员、中国舞协名誉主席、著名舞蹈艺术家白淑湘，频频表示“有话
说”。原来大会设立了对于观众提问的回应机制，在场观众如果对比赛的赛制和打分有疑问，
随时可以用“递纸条”的方式向大会监审组提问，而监审组则会组织相应人员公开回应。

在四天总计三场的比赛中，每一场监审组都要针对观众反映集中的、评委分差较大
的三到五个节目，给予公开回应，要求评委阐述给出高分或者低分的理由。

另外一些零散的观众反馈，也在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给予了集中的
回应。虽然文艺比赛一贯坚持的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三

公”原则，但是实际在操作上，能够切实落实的并不多；至于
像本次大赛一样，由评委直接面对观众疑问，打分高下有
别的评委直接公开对话，能够对观众的质疑采取如此重
视而坦诚的姿态，就尤为少见了。艺术不仅是艺术
家的艺术，更是普罗大众的艺术，将艺术鉴赏的
“秘密”请出艺术家的“黑箱”，向观众彻底公
开，在这个方面，本次“荷花奖”民族民间
舞大赛做出了一个表率。

(( 月 (! 日上午，在决赛第一场和
第二场之间的空余时间，组委会还安
排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送欢乐下基
层”活动，在贵阳市的筑城广场，
组织与会的文联、舞协领导，专家
评委，以及参赛队伍领队，与参
加贵阳市“百姓健康舞”展演的
数千名群众一起大联欢。彼时，
贵阳刚刚经历一次雨后降温天
气，阴冷潮湿，但是这丝毫没
有影响群众和舞蹈家们的热
情。丹增贡布、赵林平、王小
燕、夏小虎……来自舞协的舞
蹈家们纷纷登台，与“百姓健
康舞”的参演群众共跳一支
舞，而广场上数千名观众也被
音乐和舞姿所感染，纷纷跟着
起舞，一时间筑城广场成了舞
蹈的海洋。专业的艺术家们，
不化舞台妆，身着便服，在人
群中与上千人“舞成一片”，虽
然没有舞台的恢弘和灯光的华美，
却是另一副令人动容的景象。
中国舞协党委书记冯双白告诉

记者，不仅仅是“送欢乐下基层”，
数千人参与的广场“百姓健康舞”本
身，也是中国舞协“艺术惠民”的一部
分，由舞协组织专家负责编排，充分考
虑群众健康需要、地域文化特征及舞蹈艺
术性，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大力推广。不仅在
贵阳一地，在北京、辽宁、广东，由北到南，

各地参与人数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在促进人
民身体健康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高着人民群众

的艺术素养。每推广到一地，皆大受好评。冯书记笑
言：最大的问题，是来要求单独编排的地方政府太多，舞

协忙不过来。冯书记还介绍说，舞协下一步还将在全国推广
“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在农村设置舞蹈课堂，在少数民族地区

则特别加设民族舞课程，目的就是为了将民族民间舞蹈的推广与传承
“从娃娃抓起”，让民族民间舞真正还于民族，还于民间。

全部赛程结束之后，((月 (*日下午，召开了此次大赛的颁奖仪式和新闻发布会。
为了贯彻党中央“反四风”的要求，没有准备华丽的颁奖晚会，主办方只准备了一间会议室
作为会场，但整个颁奖仪式依旧气氛热烈隆重。本次大赛共产生金奖 #个，银奖 (,个，铜奖 (*

个，单项奖 %个，“十佳作品”荣誉称号 (*个，全部名单当场宣读，每一个名字都伴随着震天
的欢呼声和掌声。而评委代表和舞协专家对这次大赛的点评也令所有的与会者受益良多。
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艺术源于民间，对于民族民间舞而言更加如此。然而长期以来，

民族民间舞蹈却没能在“民间”“吃香”。脱离了民族的民族舞，脱离了民间的民间舞，其生命力
还有几何，确实令人担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需要整个文艺界深入思考，但是总有一些
事情能够先做起来。这次大赛无论是对观众质疑的详尽解答，还是别开生面的送文艺下基层的联
欢活动，主办方在舞蹈的民间普及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种种引人注目的特点，都在引着民族民
间舞艺术向着更“接地气”的方向前进，不仅呼应了民族民间舞本身的起源，也带着鲜明的文艺
“群众路线”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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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诵词与音乐艺术不期而遇

传扬古诗词呼唤更多新的艺术样式

中国琉璃之乡传世精品巡展举行

马 涌文 叶 进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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