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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9日 星期一文化万象

10月15日晚，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歌声嘹亮，
琴声悠扬，“向人民汇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组歌交响音乐会在这里上演。音乐会运用交响组歌
的形式，展示了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内容
的13首原创歌曲。

这场音乐会也拉开了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中
国美协、中国曲协、中国舞协、中国摄协、中国书协
陆续举办的6场“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文艺创作成果展演的序幕。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创作源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文艺创作方法。这些音乐、舞蹈、书画、
摄影等优秀文艺作品，是艺术家们近年来走进工
厂、农村、矿山、军营、学校……进行慰问、交流、访
问、培训的过程中，把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基层
群众的同时，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获得了素
材、激发了创作灵感，原创出来的，有些是与基层群
众互相学习、共同创作、共同表演的。

把欢乐送到千家万户

多年来，中国文联积极组织各协会艺术家“送
欢乐，下基层”，尤其是2013年5月23日中国文艺志
愿者协会成立后，他们进一步组织、带领广大文艺
家、文艺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产生了热烈的社会
反响。

据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去年12
月 5日国际志愿者服务日到来之际，戏剧、电影、音
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摄影、书法、杂技、电视、
文艺评论等门类120余名艺术家组成的6支文艺志
愿者小分队，分赴 6个地区、单位服务采风，共举办
文化惠民演出 29场，书法、美术、舞蹈、摄影等辅导
讲座 48 场，赠送书画作品 600 余幅，直接受益群众
达 3.69 万人。今年 5 月 23 日，第二个中国文艺志愿
者服务日前后，“到人民中去”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
动共计开展3000多场次，体制内外参与文艺志愿者
达8万多人，直接受益群众超过500万人。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廖恳认为，已
经坚持了许多年的“送欢乐下基层”活动现在已经
规范，经常开展，文艺支教志愿服务制度化、项目化
和文艺培训志愿服务专业化、常态化，正在推进当
中。

如以中西部地区县乡镇中小学学生为服务对
象开展的文艺支教志愿服务项目，近两年来，在河
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兰考县，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甘
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等地的数十所乡镇中小学实施，
直接受益学生达 10余万人。在各地开展的戏剧、音

乐、美术、曲艺、舞蹈、摄影等6个门类的文艺培训项
目，培训基层文艺骨干、文艺工作者、中小学艺术教
师和文艺爱好者约5200位。

文艺志愿服务是双向受益

10月 16日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文艺创作成果舞蹈专场演出中，群舞

《你是一首歌》《寻觅》《布衣者》几部作品分别立
足于彝族、朝鲜族、藏族的民间文化；

10月 17日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文艺创作成果展演曲艺专场演出，呈现
的作品内容都是曲艺工作者参加“丝路行”、在天
津采风等新创作的优秀曲艺作品，还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百余名老中青幼曲艺演员同台献艺；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向人民汇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 15位美术家作品展，
艺术家们长期与人民打成一片，作品也得到了美
术界的高度认同；

将 于 10 月 23 日 下 午 开 幕 的 “ 向 人 民 汇
报”——著名摄影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
品展，将展出 11位著名摄影家深入基层采风创作
的纪实摄影作品共150余件，都是真实的工作生活
场景。

下基层过程中，艺术家们不仅“身入”，而且
“心入”“情入”。他们也磨砺了思想品格，提高了
艺术境界，获得了创作灵感。正像中国文联党组
书记、副主席赵实所说的，文艺志愿服务是双向
受益。对来百姓来讲是满足需求的惠民服务，对
文艺工作者自身是接地气，贴近人民、贴近群
众，汲取创作营养。

在云南善洲林场、施甸、怒江六库、贡山，
由霍勇、鲁雅娟、何春梅、马奔等艺术家组成的

“怒江小分队”在 7天时间内，行程上千公里，受
益群众数万人。青年歌手茸芭莘娜是从云南怒江

走出去的普米族姑娘，她欣喜地说：“我们怒江60
年了都没有规格这样高的国家级艺术家团队来演
出过，这次终于盼到了！”看到杨善洲住过的简陋
的窝棚以及他的用木板搭起来的床和办公桌，艺
术家们感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青年魔术家曲蕾
说：“我有下次还要来这里甚至不想走的冲动。魔
术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和性格改变都有作用，我还
想以文艺支教者的身份再次回到这里。”

在宁夏银川，第一次参加中国剧协梅花奖艺
术团“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的北京京剧院著
名演员张馨月说：“一来这里，看到台下观众的反
应那么热烈，我觉得真应该多为他们演出，让他
们了解、喜欢戏曲，以后才能经常走进剧场欣赏
戏曲，戏曲才能传承下去，才能更有活力和生
机。”两个月来，张馨月一直脸部过敏，医生嘱咐
尽量不要再上油彩，但她觉得演出最好还是扮上
戏妆，“做演员首先要对得起观众”。

在贵州毕节赫章，时代楷模文朝荣的事迹令
文艺家十分感动。艺术家们观看了村民们表演的

《苗族大迁徙舞》，还让当地村民教他们演唱情歌
和古歌。苏虎、胡旭东、刘琦等词曲作家们认为
这些音乐很多彩，对他们今后的编曲很有启发。

“走近你，歌唱老百姓，走近你，爱在生活中，走
近你，心里有底气，走近你，快乐就流行……”中国
文艺志愿者之歌 《走近你》 这样唱道，表达的是
艺术家对人民的情和爱；此次汇报演出中，新创
作的苏州评弹里写道：“牡丹花开为人民，一片沃
土一片春。”艺术家为人民送欢乐，创作出优秀作
品再向人民汇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与互动，
生生不息……

玉笥山位于汨罗江北岸，山上风景优美，传说屈原曾在
这里写作《离骚》。

有一天，屈原写作 《离骚》 以后，自己就大声吟诵起
来。正吟诵间，只听得野外有几个人幽咽的哭泣声。屈原走
出门庭一看，果真有几个人正趴在荒野的坟堆上哭呢！屈原
问他们：“众父老们，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那群痛哭的人连忙抬起头来，答道：“三闾大夫，我们这
些人早就离开阳世啦！”

“哦？”屈原一惊，“难道你们都是阴间的鬼吗？”
“是啊，三闾大夫！我们都是阴间的人了。”
“那么，你们是遭什么冤枉死的吗？”屈原说，“有冤的

话，只管对我诉说，我替你们伸冤。”
“不是的，三闾大夫！”鬼们说，“我们是听见你写的《离

骚》，那颗爱国的心把我们感动了！想想我们自己，真枉做了
一辈子人，所以就不由得哭了起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屈原感慨地说，“败坏楚国的
并不是你们，但愿你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热爱自己的国家就
好了。”

屈原说完了，那群山鬼一个也不见了。所以后人有诗云：
“芳草写孤忠，一卷《离骚》山鬼哭。”

点 评：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忧国忧民，因

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最后满怀悲愤，投汨罗江而死。屈原
著作很多，主要有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 等。《离
骚》 是其代表作。它强烈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成为千
古绝唱。人们出于对屈原的尊敬、同情和怀念，编织了许多
歌颂他的故事，《一卷〈离骚〉山鬼哭》就是其中之一。故事
通过屈原与山鬼的对话，高度评价了屈原的创作成就。李白
也说：“屈平辞赋悬日月。”动天地、泣鬼神、悬明月，没有
比这评价更高的了。

选自《中华传统故事百篇》

由东方赢乐 （北京） 文化传媒出品的音乐剧
《紫石街》，将于10月22日至25日在北京世纪剧院
上演。

该剧取材于我国著名古典小说 《水浒传》 中
发生在武松、潘金莲、西门庆、武大等人物身上
的一段故事。演员均为科班出身、演出经验比较
丰富的俊男靓女，幕后阵容也非常强大。融导
演、编剧、作词、作曲于一身的万军说，该剧的
创作秉承“不狗尾续貂，不重新编撰，不插打
诨，不玩穿越，不玩概念，不玩似是而非”的原
则，强调简洁、现代、中国元素，他希望通过这
部剧，对中国原创音乐剧 10 年来的探索做出总
结。 （文 依）

忻钰坤导演处女作 《心迷宫》 目前正在全国
公映。这部成本仅170万元人民币的影片讲述了一
个发生在农村的、人性挣扎下的父与子、男人与
女人的悬疑故事。公映前已获得第 8 届 FIRST 青
年电影展青年电影竞赛最佳导演奖、第 30届华沙
国际电影节华沙大奖、第 71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
影评人单元影评人最佳新锐导演奖等奖项，备受
谢飞、陆川、李少红、曹保平、管虎、严歌苓等
业内知名电影人好评，他们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现
在不缺钱，不缺明星，也不缺特效，缺的就是这
样会讲故事的人和作品。 （李 鑫）

民以食为天，而“家”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主旋律。央视综合频
道的原创美食节目 《中国味道·寻找传家菜》，目前正于每周五晚间与观众
见面。节目透过美食向观众鲜活呈现了一个个普通人身上的人情温暖和技
艺传承，一道道传家菜的展示，让埋没于市井的美味珍馐，隐藏在普通家
庭餐桌上的家常饕餮，在节目中大放异彩。

制片人冷燕介绍，这档节目不是传统的“厨艺 PK”，而采取了“选手
做菜＋老板竞拍”的模式，有悬念、情感、冲突，引发观众好奇和话题传
播。在第一期节目中，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郑树国向观众介绍了
流传百年的锅包肉，他家有关这道菜的祖传家训以及他专业的烹饪技术，
得到在场各位老板的高度认可。但是郑树国拒绝了所有老板提出的百万元
合作计划，提出以500元的价格教做锅包肉，获得全场老板和观众点赞。

第二期节目中，来自广东梅州的郭科做出了一道姜蓉鸡，这道从他当
“乡厨”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菜，让老板团拍出了180万元，被戏称“天价
鸡”。郭科制作姜蓉鸡的过程十分有趣，又是给鸡按摩又是吹风扇，配菜冷
卤小龙虾也征服了向来以为“小龙虾凉的不好吃”的行家和主持人华少。

这档节目体现的是“传承的技艺”，讲述的是“传承的故事”，核心是
“传承的精神”。美食家、“蜜供姜”第五代传人姜波说：“我们就是要把传
统文化和美食，传承下去，分享开来。”

日前，声势浩
大 的 《黄 河 大 合
唱》音乐会在美国
波士顿大学体育馆
演出。音乐会主要
由北美华人合唱协
会 NACA 主 办 。
策划兼指挥是华裔
指挥家乔万钧。波
士顿及美国其它城
市以及加拿大的交
响乐团、合唱团队
共 1000 余 名 乐 手
和合唱爱好者参与
了演出。

童古丽珂文
陆德礼摄

日前，中央歌剧院在 2015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
出季期间上演《尼伯龙根指环》之《众神的黄昏》，
引发了业内的关注和赞誉。

1848 年至 1874 年，德国伟大作曲家瓦格纳历
时26年创作了鸿篇巨制《尼伯龙根指环》，总长17
小时，分为《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
和《众神的黄昏》四联，讲述的是北欧的神话故事。
自问世以来，《尼伯龙根指环》一直被视为歌剧史
上难度最高的作品，在世界歌剧界有着“试金石”
的地位，在音乐的艺术高度、思想深度与技术难度
方面令人望而生畏，世界上有实力排演4部全本的
歌剧院少之又少。

中央歌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家俞峰认为，中国
的歌剧院团要屹立于世界民族歌剧之林，必须要
创作出属于自己民族的优秀作品，而创排世界优
秀的歌剧剧目，尤其是高难度的瓦格纳作品，无疑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中央歌剧院先后于 2011
年和 2013年成功演绎了《尼伯龙根指环》之《女武
神》和《齐格弗里德》，今年继续演绎了《众神的黄
昏》。歌剧界有种说法，瓦格纳歌剧是块难啃的骨
头，演出瓦格纳的歌剧就相当于造出了中国歌剧

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事实证明，中央歌剧院不
畏艰险，勇于攀登，成功地发展了歌剧院的整体实
力，闯出了一条我国歌剧院发展的成功道路。他们
上演《尼伯龙根指环》中的三联，代表了新时期我
国舞台表演艺术的最高成就。中央歌剧院演完《女
武神》后，《纽约时报》刊发文章认为：“中国人将

《尼伯龙根指环》的上演视同‘神九’上天，其民族
自豪感超越了一切。”

不少人士曾有过疑虑，觉得“中央歌剧院演不
了瓦格纳”。资深乐评人陈志音当时也有这种担
心。但她现在表示：“中央歌剧院演的这几部瓦格
纳歌剧，每一部我都看了，不仅起点高，而且这次

《众神的黄昏》制作更精良，演员队伍更整齐。总之
是一部比一部感觉更到位，不仅以前中央歌剧院
作为‘女高音的摇篮’的优势得到发挥，这次男声
表现也特别棒。俞峰在德奥歌剧上是有心得的，
他在音乐上是掌控很好的，乐队是非常棒的。”
有消息称，正在兴建中的国家歌剧院将以《尼伯
龙根指环》 四联剧的完整呈现，作为镇院之宝、
开幕大戏。陈志音说，这次的演出令人对此更加
充满信心。

作为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献礼剧，30集新疆题材电视连
续剧 《丝绸之路传奇》 目前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全剧以新疆
的色彩、新疆的声音、新疆的感情讲述了中国梦的新疆故事。该剧是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重点电视剧项目中首个播出的剧目。

这部剧首次将维吾尔族传世瑰宝“艾德莱斯绸”搬上荧屏。艾德莱斯
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手工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21世纪最后的丝绸
手工制作工艺”“丝绸之路上的活化石”称号，2008年还成功申报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扎染技术独特，质地柔软，轻盈飘逸，图案层次分
明，组合严谨，色彩艳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该剧的主人公艾拉提

（巴哈提亚尔·艾则孜饰） 在各民族同胞的帮助下，将古老的手工作坊生产
艾德莱斯发展成先进的工厂机织艾德莱斯，他本人也从一名贫苦的艾德莱
斯纺织传人，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级纺织专家。他的爱人、女一号梅里
古丽 （阿孜古丽·热西提饰） 是一个维吾尔族孤儿，从小被从江南来新疆的
桑蚕养殖专家卫守仁 （王诗槐饰） 收养，卫守仁一家与苏莱曼 （吾守尔·赛
来饰） 一家相知相识，共同生活十多年，结成世代友谊。该剧剧情跨度约
40年，从新疆解放初期，国家选送维吾尔族和各民族年轻人去江南纺织学
院新疆班学习，再回到新疆中国西北最大的丝绸厂工作，直到改革开放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昆仑丝绸厂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颗明珠。该剧正是通过一
个大时代中的民族人物故事，向观众呈现了最真挚的民族团结之情。

为了更好地表现在这条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剧组万里大转
景，横跨东西部取景拍摄。东至江苏无锡、浙江桐乡，取景江南美丽山水
与人文，全景式地展现了大美新疆。剧组深入昆仑深山，驰骋沙漠，草
原、胡杨林等唯美风光通过该剧可以一览无余。新疆60年的发展巨变再现
荧屏，古老的丝绸之路也再度被揭开神秘面纱。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纪录片发展基金成
立。这是中国高校第一支纪录片基金，也是中国
纪录片界第一个学术基金。华夏五维文化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两千
万元人民币，建立中国纪录片发展基金，支持北
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
项目孵化。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底蕴深厚，纪录片研究与
创作在国内高校居于领先地位。北京师范大学纪
录片中心成立于 2006年，主任张同道教授不仅从
事电影教学和研究，而且带领学生进行创作。10
年来，该中心在儿童纪录片项目、大型纪录片拍
摄制作、博士和硕士生培养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等
方面成绩斐然。 （高 爽）

欢乐送到千家万户
精品力作回报人民

本报记者 苗 春

姜昆 （左）、戴志诚在为群众表演。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培训。

中
国
传
统
故
事

一卷《离骚》山鬼哭

《丝绸之路传奇》

讲述中国梦的新疆故事
李 军

《丝绸之路传奇》剧照。《丝绸之路传奇》剧照。

央视寻找传家菜

把传统美食传承下去
金弋琳

美国波士顿上演千人《黄河大合唱》

青年导演忻钰坤处女作
《心迷宫》获好评

青年导演忻钰坤处女作
《心迷宫》获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纪录片
发展基金成立

音乐剧《紫石街》将上演音乐剧《紫石街》将上演

中央歌剧院演《众神的黄昏》

“试金石”试出精品杰作
小 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