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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国家大
剧院承办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戏
剧·舞蹈演出季”日前在国家大剧院
隆重开幕，2014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也同时拉开帏幕。开幕式演出是由
国家大剧院出品、国家大剧院与总
政歌舞团联合制作的舞剧《马可·波
罗》。此后近80天时间里，来自7个
国家与地区的34台、近百场精品演
出将在北京多个剧场与观众相继见
面。

开幕大戏《马可·波罗》
启动戏剧·舞蹈文化盛事

当晚，作为开幕大戏、由国家
大剧院与总政歌舞团强强联合、共
同制作的“升级版”舞剧《马可·波
罗》 经过精心的改编与一个多月的
排练打磨，终于揭开神秘面纱，正
式面向首都观众。“升级”后的“梦
里东方”，在更为动人心魄的音乐、
轻灵曼妙的舞姿与自由挥洒的舞台
背景中，展开了一幅震慑人心的辉
煌长卷。

对于此次的“升级版”，总政歌
舞团团长、同时也是该剧作曲张千
一表示：“ 《马可·波罗》 可以说用
崭新的艺术形式，传达出了古老的

‘丝绸之路’文化在当下现实的意
义。在音乐创作上，作品的音乐元
素既有中国古典音乐和蒙古民间音
乐，还有欧洲古典音乐，通过有机
地、感人地融合，使人产生身临其
境之感。”而对于此次总政歌舞团几
位优秀青年演员的表演，总导演陈

维亚感言：“他们用技巧与情感完美
结合的舞姿，将这部作品演绎得非
常动人。今晚的主演玉米提可以说
是响当当的青年舞蹈家，他的爆发
力与灵活度都特别有看点，并且他
的外形棱角很有古希腊雕塑感觉，
特别有欧洲范儿；而明天的主演苏
鹏则拥有无懈可击的技巧，由他和
李祎然演绎的抒情段落特别动人心
弦。”

舞台上下、剧院内外
开启舞蹈“寻觅”之旅

本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
季”将于10月11日至12月25日期间，
在国家大剧院、首都剧场、国话剧场、
长安大戏院、保利剧院、天桥剧场、民
族宫剧院、中国评剧大剧院等多个舞
台共同呈现戏剧、戏曲、舞蹈、歌剧等

多个艺术门类的34台优秀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舞蹈节的

“中国代表队”实力强劲。其中经过
10年岁月积淀和精心打磨的杨丽萍

《云南印象》10周年纪念演出将于11
月12日至16日呈现在大剧院的舞台
上。这部走遍云南山水寻觅民族舞魂
的佳作令观众感动的不仅是台前的
绚丽，更有背后的舞蹈情怀。而今年
恰逢有着中国舞蹈届摇篮之称的北
京舞蹈学院 60 周年校庆，由北京舞
蹈学院学子带来的舞剧《那个秋天里
的女人——秋瑾》和《豆蔻年华》晓星
基金会未来之星舞蹈专场更是让观
众看到中国舞蹈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的新生力量。

除了舞台上的炫目演出，国家大
剧院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多元活动
——剧院内组织了10余场融汇东西
的高品质舞蹈主题展览与顶级大师
主讲的艺术教育普及活动。创办 10
年的“跳格国际舞蹈影像节”也首次
进入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呈献世界各
地的优秀舞蹈影像作品。剧院之外，
台湾云门舞集、杨丽萍舞蹈团、法国
图卢兹歌剧院芭蕾舞团、荷兰国家芭
蕾舞团、苏格兰舞蹈剧场的舞者们将
带着精彩的片段在艺术园地、生活广
场、科技园区、文化中心等地期待着与
你的“偶遇”和“共舞”。而这场聚焦舞
台上下、遍布剧院内外、携手百姓名家
的全方位艺术节，也期待着为市民打
开一扇舞蹈的大门，令更多热爱生活、
热爱艺术的人们真正走进舞蹈艺术的
世界，从中寻觅到活力与激情。

图为演出季剧照。

文 冰

央视综艺频道透露，春晚剧组
日前正式成立，哈文担任总导演。
当日上午央视召开内部通气会，央
视台长胡占凡提出羊年春晚保证三
个“不用”：不用低俗媚俗节目；
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有污点
和道德瑕疵的演员。（11 月 2 日光
明网）

争议与期待之中，又一届春晚
正式拉开了帷幕。2015 年羊年春
晚注定与以往不同，不仅时间紧，
任务重，节俭办，而且提出了不用
低俗媚俗节目、不用格调不高的节
目、不用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
的“三不用”原则。这些，无疑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具体体
现。

“三不用”这将使得春晚更加
干净，清新，向上，体现正能量。
尤其是不用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
员，虽然少了点选择空间，却能弘
扬正气，彰显责任，非常之可贵。

我们也相信，“三不用”的春
晚一样会精彩。因为，春晚是靠方
方面面的演员及各种各样的节目支
撑的，而不是靠低俗媚俗节目、格
调不高的节目以及有污点和道德瑕
疵的演员来吸引观众的。反过来，
不靠肤浅、表面化的节目及演员哗
众取宠，靠实实在在的创作征服观
众，这才是春晚要走的路线，以及
应尽的责任。

胡占凡还表示，羊年春晚将继
续坚持开门办春晚，面向全国通过
网络征集创意，利用好社会资源和
央视优质节目资源，启用选拔节目
的获奖选手，从而体现出百姓舞台
的特点。这样的计划及目标，既令
人欣喜，也令人期待。

“三不用”的春晚，对央视、
尤其是总导演哈文来说是个考验。
创作是最主要的，必须拿出新作
品，好作品。无论是相声、小品等
语言类节目，还是歌曲、舞蹈等其
它类节目，都应成立专门的创作班
子，进行集中创作。语言类节目还
好说，歌舞类节目要想出新，恐怕
就很难了。但再难，也要保证出
新，而不能总是拿老歌曲充数，或
拿简单的大场面歌舞来营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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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东方梦里东方””现北京现北京

情理之中：“50后”“60后”
意料之外：“90后”“00后”

“身边的那个田野啊，手边的枣
花儿香。高粱熟了红满天，九儿我送
你去远方。”11 月 17 日晚，《红高
粱》上演悲壮的大结局，令许多观众
含泪不舍，一些习惯看“韩国欧巴”
剧的“90后”、“00后”，在网上大呼

“追得入迷了”，“还沉浸在剧里的每
一个角色里”。

受到“90 后”，甚至“00 后”的
追捧，显然不在电视剧版 《红高粱》
创作团队之前的意料之中。这部剧一
直被预设会在“50 后”、“60 后”、

“70 后”观众中再火一把，以至于导
演郑晓龙此前接受采访时谨慎地说：

“面对年轻的观众，他们和当年那批
观众的要求不同，审美已经到了新高
度，能否做到，我还不知。”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红高粱》
收获了年轻一代的收视群体。据爱奇
艺平台数据显示，《红高梁》 的热点
话题基本全由“90后”生产，贡献了
几乎90%以上的弹幕讨论量。而这些

“90 后”的弹幕评论，对剧情作出了
更具潮流和年轻化的解读。

一位年轻的观众“blesshealthy”
评价说：“ 《红高粱》 挺好看的，每
个人物都很立体、饱满，每个人的性
格决定他的命运，情节、归宿合情合
理，符合人性。就连小日本也有让人
信服的逻辑和值得欣赏的点了。大的
历史背景下，各种人物都鲜活地生长
着，发展着，交错着，非黑即白、非
好即坏已经不符合当下的价值观了。”

在分析电视剧版《红高粱》为何会
受到年轻人青睐时，一位“50 后”的媒
体人表示，抛开别的不说，这部电视剧
有个性鲜明的人物、跌宕起伏的剧情、
震撼的战争场面，本就是一部上乘之
作，对于不纠结于历史背景的年轻人
来说，这些都是吸引他们的元素。

情理之中：珠玉在前
意料之外：另表一枝

有小说和电影的“珠玉在前”，
电视剧版《红高粱》注定要背负太多
的比较，也容易让人有“先入为主”
的概念。在《红高粱》收官当天，山
东 卫 视 专 门 播 放 电 影 版 的 《红 高
粱》，让观众更深入去品味和对比两
部影视作品的魅力。

不少观众反馈，电视剧版明显不
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
剧《红高粱》中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
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
杰、单家大嫂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
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电视剧
版《红高粱》确实充满惊喜。该剧成
功塑造了一批有趣味有个性的人物形
象：亦庄亦谐、特立独行的高密县长
朱豪三，泼辣倔强、敢作敢为、深明
大义的九儿，集霸气、匪气、豪气、
义气、孩子气为一体的余占鳌，“吃
喝嫖赌抽、奸懒馋猾坏”俱全的戴老
三，恪守传统、内心压抑、精于算计
又不乏善良的淑贤……

电视剧版《红高粱》不仅复活了
原著中一笔带过的朱县长，更顺应现
代观众需求，添加了原本没有的单家
大嫂淑贤、放大了“任副官”——张

俊杰，这些从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电影
及原著小说中留下
的缺憾，被认为是
文学作品改编的成
功案例。在网友投
票中，认为电视剧
版 《红高粱》 让原
著故事情节更加丰
满的超过七成。

除 此 以 外 ， 与
电 影 版 《红 高 粱》
大多荒凉的场景相
比，电视剧版的高
密 县 给 人 “ 烟 火
气”的热闹感，剧
中融合时尚潮流与
山东农村风情于一
体的服装设计，也
成功吸引当代观众
眼球，成为全剧一
大亮点。

“电影艺术形式
不要求你仔细地编
排故事，表现人物关
系，它主要用意象表
现精神。但对电视剧
来说远远不够，我们

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
方。”在这点上，导演郑晓龙与编剧赵
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电影偏陕西，
我们这个是放在山东。陕西是蛮荒之
地黄土高坡，山东是非常扎实、生机勃
勃、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
地方。”

情理之中：永恒经典
意料之外：时代之变

虽然仍有人吐槽电视剧，但时隔
近 30 年再重新诠释经典，并非易

事。从编剧赵冬苓，到导演郑晓龙，
再到演员及幕后班底，敢于直面挑战
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值得点赞。

电视剧《红高粱》延续了经典文
本优良的血统和可观的红利。但仅靠
原著，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人指
出，客观评价一部文学经典改编的电
视剧，首先还得看它是不是尊重电视
剧的创作规律，讲好一个引人入胜的
精彩故事；其次要看小说想表达的那
些精气神是否在改编剧中得以反映和
体现。

学者尹鸿认为，剧版仍然包含了
《红高粱》 小说当中对中国传统人性
的某些反思，对情感、爱情的一种渲
染，但没有了当年那种人性解放，对
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气魄。作为小
说、电影的 《红高粱》，和当时寻根
文化、文化反思的时代背景相契合，
也跟当时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相一致。但在今天，这些条件不再具
有，文化变得更加消费、更加娱乐。

这种变化很难简单地评价好或不
好，与其说这是电视剧的妥协，不如说
是适应。正如郑晓龙所言：“电影《红高
粱》出来时，刚好改革开放不久，人性
被扭曲、压抑了多年，所以大家一看就
特别喜欢。现在再看电影，你觉得还有
那种冲击力么？现在要求我拍成那样
的经典很难，有点强人所难。不过，至
少我的这部剧能让人回顾经典，年轻
人去回看经典也不错。”

当那么多“90 后”、“00 后”在
追《红高粱》时，我们又怎么知道他
们不会汲取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呢？经典的魅力不就是如此，不惧时
代之变，经得起一代代人的检验吗？
就像剧中张俊杰说的：“一代代人生
出来，一代代人又死去，这一代人和
上一代人总要有些不一样，不然我们
为什么要活呢？”

《
红
高
粱
》
：
情
理
之
中
与
意
料
之
外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凭借文学及
电影的影响力、
高水平的制作团
队以及演员精湛
的表现，电视剧
《红高粱》 开播
伊始就赢得超高
人气和口碑，不
仅四大播出平台
（山东卫视、北
京卫视、浙江卫
视、东方卫视）
收视齐齐破 1，
最 高 收 视 率 破
2，更以网络播
放量3周突破25
亿的成绩，创下
国内电视剧多个
收视记录，成为
2014 年当仁不
让 的 “ 压 轴 大
戏”。

电视剧《红
高粱》为何能造
就又一次的文化
现象？在记者看
来，这当中既有
遵循艺术规律的
必然，比如经典
与 品 质 的 “ 回
归”，也有在创
作团队、观众意
料之外的，对当
代 审 美 的 “ 抵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