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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道路意味着
“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壮阔雄
浑，也见证了“西出阳关”与“天涯比
邻”的离别情伤。在那片辽远而广袤的
土地之上，“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风
情与人文景观相依并存，并最终连缀成
一幅幅天人合一的流动画卷。这条穿越
了关山万重与千载历史、绵延至今的丝
绸之路，有过许多故事。国家大剧院与
国家京剧院首度合作的新编历史京剧

《丝路长城》，以国粹京剧的形式，为我
们讲述其中的精彩段落。

用京剧讲述丝路故事

《丝路长城》的故事以大唐西北边境
马帮首领之女柳娘新婚之日被胡兵掳掠
为切入点，以唐太宗做出“开放边境、胡汉互市”重大
决策和果断出兵平叛并继而“德化天下”、经略周边为
时代背景，讲述柳娘一家在这一大背景下实现亲人团圆
和报国立功的故事，表达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
关系，展现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给丝路各国带来的福
祉。

国家大剧院与国家京剧院凝聚各方力量锻造的这部
剧，厚重深沉，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美好梦想。该
剧以宏大的思路和洗练的结构，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为
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邦邻和睦而重建丝绸之路的壮
阔历史图景，而且创造性地将关注点同时放在“宫廷内
院”与“民间百姓”之上，不论是庙堂之高的宏才大略，还
是江湖之远的民间疾苦，都在这部剧中得到浓墨重彩的
体现，而那从头至尾贯穿始终的“忧国忧民”情怀，更显得
意味深长。

该剧由著名导演陈维亚领衔总导演，国家京剧院资
深戏曲导演孙桂元担任导演，舞美设计高广健等各舞台
技术门类的领军人物也都倾力加盟，还汇聚了于魁智、李
胜素、杨赤、袁慧琴等名角。陈维亚说：“这是一部借古喻
今之作，有着历史厚重的涵盖量，也有着强烈的关照现实
的意义。‘丝路’是民族人文的概念，而‘长城’则是坚毅稳
定民族精神的象征。这部剧是借助唐代开辟丝绸之路，与
边疆少数民族‘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故事，弘扬我们当
今社会所提倡的各民族携手共进的伟大梦想，同时这部
剧还有着丰富的西部民风民俗的元素体现，与京剧本身

斑斓美妙的美学价值高度融合统一。”
在极尽简约灵动的舞台时空中，该剧的几条戏剧矛

盾线索交织并进，柳娘一家的悲欢离合、大唐天子的运筹
帷幄、枭雄北荒的阴谋进犯都被有机地穿插编织进故事
情节中，“扰边”“廷议”“互市”“诱敌”“德化”“盛世”6幕大
戏循序渐进，引人入胜。

学习传统，创出新意

陈维亚说：“《丝路长城》是‘新编历史剧’，既然有
‘新’，那就说明要创造出新意，而这新意就是在符合京剧
艺术本身创作规律的前提下，遵循人物发展的理念，将戏
剧冲突与京剧特有的唱念做打等传统手段融为一炉。”孙
桂元说：“《丝路长城》的主题非常鲜明，并且带有浓厚的
时代精神。我们首先做的是继承传统、学习传统，然后再
激活传统，让京剧艺术跳动起时代的脉搏。”

唱腔是京剧的“精魂”。被誉为“京剧作曲第一人”的
朱绍玉又一次为《丝路长城》执起妙笔，他说：“这出戏音
乐设计的原则是：有肥有瘦，荤素搭配。整体而言就是文
戏、武戏、舞蹈、剧情互相穿插，每个人物都要有符合本行
当设置的代表性唱腔以及‘对儿唱’。为了符合故事发生
在丝绸之路上的特色，音乐唱腔中又融入了西域、波斯等
异域风情，并结合西部民歌，共同营造出丝绸之路上的繁
荣盛景。”

饰演唐太宗李世民的于魁智，用清风朗月般的嗓音

和深沉的舞台表演，将一位以史为鉴、心
系黎民的大唐君王诠释得威严深刻又充
满个人魅力。尤其是最终与北荒一段酣畅
淋漓的对唱，最为精彩。女主角柳娘则对
演员拥有极高的挑战性，一戏之内要花
旦、小生、青衣三变身，李胜素举重若轻，
表现“惊艳”。杨赤演绎的花脸北荒，以架
子花脸与铜锤花脸相互结合的表演方式
让人印象深刻。饰演柳娘母亲的袁慧琴
说：“这个角色有别于传统京剧中的老旦
形象，而是能够随着剧情的逐步发展，一
层层展现人物脉络，很有新意。”

高广健为这出戏做的舞美朴素、简
约，在尊重京剧艺术审美的基础之上，
进行了具备多重可能性的发挥。剧中最
具有特色的布景道具是3块大幅幔帐，利
用巧妙的垂直、折叠、翻转等手段，这3
块幔帐，可以是汉族民宅的婚宴现场，
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突厥首领的冷峻大
帐，可以体现市井风情，也可以演绎空
旷边疆和热闹的胡人市集，千变万化，

让观众尽收眼底。

既高大上，又接地气

业内专家认为，《丝路长城》这部剧既是对民族历史
与传统经典的回溯与继承，也是对于京剧国粹艺术立足
历史、关照现实，并最终与时代并肩前行的有益探索与尝
试。于魁智说：“这部戏宣扬了满满的正能量，不仅仅能够
让观众看到、听到，还最终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余韵悠长的
心意。”

剧评人刘浩洋说，这部新编历史剧的最大特色是既
高大上，又接地气。《丝路长城》的编剧非常了解京剧观众
的需求，尽管这出戏讲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历史视角
也并非传统京剧剧目所能及，但是剧作中仍然能够感觉
到传统京剧创作的影子，唱词上极大地保持了传统风格，
有朴拙之风和老戏中才能感受到的韵味，消弭了观众对
这样一个新“高大上”故事的距离感。同时编剧并没有
按照以往的套路只讲述一个君王平定边患的简单故事，
而是使用着眼“庙堂”和立足“江湖”的双线叙事展
开，这样的谋篇布局使一个本来较为单一的故事变得充
实丰富，而且拓展了舞台表演、丰富了行当的表现，还
使得女性角色的魅力得到了充分体现，旦角风情万种的
表演为原本阳刚的男性群戏增添一抹亮色。所以，“从
传统戏里吸收养分，同时活用到新的创作中”，就是

《丝路长城》成功的诀窍。

2 月 14—16 日，五洲传播
中 心 、 英 国 雄 狮 公 司 联 合 出
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
纪录片 《春节进行时——全球
最大的盛会》 在 BBC2 频道播
出。这部纪录片分为 《回家》

《团圆》《欢庆》3集，以英国人
的眼光认识猴年春节，为“春
节是什么”寻找到了别有趣味
的答案。

在春节的传统民俗中，不
论贴春联、团圆饭、燃爆竹还
是拜大年，人无疑是节日的主
体，人对生活和谐美好的愿望
和期盼是节日文化最主要的内
涵。在纪录片 《春节进行时》
里，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各
个行业、各个地域的中国人。
在摄氏零下 30 度气温里用冰雪
修建“长城”的中国人，在北
京新发地菜市场采购年货的中
国人，在香港黄大仙祠为新年
祈福的中国人……他们是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在一个个
中国人的故事背后，观众看到
了中国人的家庭，以及背后的
家庭观、人生观乃至价值观。
无 论 海 外 游 子 还 是 城 市 新 市
民，无论乘飞机跨越太平洋还
是骑摩托车跨省，他们不远万
里、日夜兼程，为的是在除夕
与家人吃上一餐团圆饭；为帮
助南来北往的回乡人顺利踏上
归途，“小红帽”放弃了自己与
家人团圆的机会；非遗传承人
每次都穿上祖父的防护服原汁
原味地表演“打树花”，一个家
族 14 代人的理想都在这片刻的
绚 烂 中 绽 放 ……《春 节 进 行
时》 所 讲 述 的 这 些 中 国 故 事
里，埋藏着春节3000年依然青春如故的秘密，埋藏着当代
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埋藏着独特却可以与世界取得共鸣的
东方价值：欢乐、和谐、共享、祈福、纳祥。

春节，洋溢着民间烟火气。春节是国家的节日、民族
的节日，但最终是人民的节日。《春节进行时》中的5位主
持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他们带着观众去寻找和发现关于
春节的那些细节。他们发现了春节的“广阔”，也发现了春
节的“细碎”：“中国新年期间通过陆路交通出行的总人数
是令人瞠目的 32 亿人次，其中很多人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打造如此规模的节日 （哈尔滨冰雕节） 意味着需要耗费
1380万个灯泡、23万米的电缆”“到 2030年，将有 10亿人
口居住在城市之中”……这些细节，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里，但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未必自觉，身在其外
的外国人未必了解，纪录片创作者们就站在东西方文化的
交汇点上，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观察、搜集和采撷，由
此形成了中国猴年春节这样一幅缤纷多元的画卷。这画卷
的底色便是浓浓的民间烟火气。这烟火气提示观众，春节
的生命力在民间，它是人人参与的节日，它活在每个中国
人的心里，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春节进行时》摒弃
了宏大叙事，彻底回归民间、回归生活，它所瞄准和展现
的正是那些中国人熟悉又陌生的日常叙事，以及背后的浓
郁情感。这种贴近地面的真实感，使纪录片有了打通人心
的力量。

春节，感染力在于身临其境。纪录片 《春节进行时》
在BBC2播出后，引发了海外华人以及外国观众的共鸣。伯
明翰城市大学媒体理论博士教授 Stephanie Fremaux 留言
说：“我非常喜欢看这个关注中国春节的系列节目。节目的
主题是国际化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和西方在文化
上的相似点。节目的结构非常好，画面精美，它向观众分
享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也让观众理解了不同文化。”日
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有句名言：要是你觉得你的纪录片
做得不够好，肯定是你靠得不够近。《春节进行时》 的

“好”在于其对中国春节零距离的观察和记录。节目采取
“直播”的方式，播放内容在当日录制完成后，经剪辑润
色，延迟几日后播出。由于拍摄至放送时间间隔极短，所
以仍然可以使观众获得观看现场直播的生动感，几乎让英
国观众与中国观众同步度过猴年春节。再者，节目中的5位
主持人，担当的是体验者的角色。他们坐在了中国人年夜
饭的桌旁，走进了正在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后台，加入了
返乡摩托队伍的大军……零距离地参与不同地域和人群的
春节。正是这些身临其境的感受，为 《春节进行时》 带来
了强烈的感染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文化交流的根本在于民心相通。
文化不仅在于庙堂之上、典籍之中，文化的生命力更在鲜
活的民间。《春节进行时》 以英伦眼光重新发现中国春节，
发现春节的文化魅力，也发现春节所寄予的中国人的当代
精神。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开局之
年，也是首个中英文化交流年。在中英“黄金时代”的背
景下，如何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和碰撞，加深两国人民彼此
间的认知，《春节进行时》给出了有力的解答。

一档主打亲情和孝道的综艺节
目，能否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湖南
卫视近期播出的大型节目 《旋风孝
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通过节目的
设置，黄晓明、郑爽、陈乔恩、包贝
尔、杜淳、曹格等演艺明星与父母中
的一位回到家乡共度6天5夜，同享亲
情时刻。明星们孝亲的示范效应，使
得他们获得了众多赞扬。

《旋风孝子》节目像一面镜子，折
射出孝道之光，理解之美。作家苏芩
点评：《旋风孝子》 里，6 对明星嘉宾
的相处方式各有不同。黄晓明在妈妈面
前还像一个乖小孩，温情脉脉，和母亲
的关系如同“恋人”，但因为工作繁忙，
他无暇和母亲相处，为了借此机会弥
补，凌晨4时就起床做饭，在寒冷的天气
光是修理被冻住的水龙头就花了一个
多小时，令人动容；作为父母的骄傲，郑
爽在节目中示范了“90 后”乖乖女的正
确打开方式，仅仅是一流的做饭技术，
就足以当起好榜样；包贝尔从小在父母
离异、母亲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长大，父
母的陪伴缺失是他的不甘和遗憾，但他
独立又主动，尽管经常和母亲意见不
合，仍然尽量顺从。

与其说由《旋风孝子》看出明星们
的孝心孝举，不如说他们是不遗余力

“宣传孝”，使“尽孝”变成一种风尚。尽
孝这个话题看似严肃，但是《旋风孝子》以温情为底色，笑中有
泪，更多是轻松和欢快的呈现，在“见笑”中“见孝”。

心理学家史宇说：“这些明星的家庭反映出了很多普通家
庭的问题，而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能够学会如何跟父母沟通。”
节目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两代人架起一座沟通的“心桥”，破解
尴尬的“相对无言”和“不知所措”。节目中，沉默是金的杜淳父
子从相对无言的状态，逐渐打破零交流模式，开启一段属于二
人的旅程。成长环境最令人唏嘘的陈乔恩，因为“虎妈”给她留
下的阴影，关系最为紧张，最后母女俩同时被勾起回忆，获得谅
解和破冰的良机。《旋风孝子》就像一场“融冰之旅”，为我们提
供了生动的范本。学会去爱，学会去表达爱，正是年轻观众们通
过这个节目最大和最宝贵的所得。

去年，夏雨凭借 《寻龙诀》 中的“大金牙”一角，让
观众见识了他的喜剧功底，近日，他将再度奉上喜剧作
品。由郑潇执导，夏雨、宋祖儿等主演的合家欢喜剧 《洛
杉矶捣蛋计划》将于3月18日上映。

据悉，影片全程在美国取景，呈现的是欢乐夸张的美
式喜剧风格。该片讲述夏雨饰演的明星经纪人黄国伦到美
国寻找失踪艺人，意外成为5个美国“捣蛋鬼”的冒牌老爸
后，发生的一系列爆笑故事。 （张思萌）

北京京剧院第四届“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
将于3月9日至23日在长安大戏院举办。

这一比赛是北京京剧院专门针对年轻京剧演员举办的
赛事，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几年来，已
培养了一批在北京京剧院乃至全国京剧舞台上的骨干力量
和观众喜爱的演员。

此次比赛以35岁以下的青年骨干为对象，通过个人报
名、剧团推荐、专家考评等环节，最终确定了34名演员参
赛。擂台赛将促进参赛选手相互帮衬、相互学习、共同提
高，持续打造“魅力春天”品牌。 （朱 甲）

距今已经有 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是现存中
国戏曲中历史悠久、演出形态古老、表演艺术别具
特色的剧种之一。2月23日晚，浙江台州乱弹剧团
带来的《戚继光》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现场观
众反响热烈。

《戚继光》 截取了戚继光剿灭倭寇的“台州大
捷”这一横断面，通过“三箭杀三酋”、上 《练兵
议》、招练义乌兵等情节，集中表现了戚继光卓尔
不凡的辉煌战绩和大忠、大智、大勇的家国情怀。
据团长尚文波介绍，《戚继光》 邀请了著名编剧姜
朝皋、著名戏剧导演韩剑英、著名舞美灯光设计家
周正平等一批国内一流艺术家组成主创团队。台州
乱弹资深作曲家朱冬康负责唱腔设计，曾参演央视

羊年春晚的朱锋饰演戚继光。
台州乱弹的剧种特色是“文戏武做、武戏文

唱”。唱腔以唱乱弹为主，兼唱昆腔、高腔、徽
戏、词调、滩簧等，舞台语言为中原语音结合台州官
语。台州乱弹的本家戏“七阁、八带、九记、十三图”尤
为著名，其“打插桩”“耍牙”“双骑马”“钢叉穿肚”“风
火球”等独门绝技，均为人称道。2006年，台州乱弹入
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浙江台州乱弹
剧团年平均演出200多场次，累计受众已达百万余人
次，先后获得各级奖项20多个。2015年春节，台州乱
弹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此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后，《戚继光》 将到全
国多地巡演。

《丝路长城》：

国粹声里寻古今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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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春天”擂台赛再推梨园新秀

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扶正扬善

《徐策跑城》

舍子救忠良 挺身斗奸党

台州乱弹新戏《戚继光》北京首演
陈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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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策跑城》是京剧传统戏《薛刚反朝》的一
折，也是京剧名家周信芳的代表剧目。该剧讲述
薛仁贵的后代薛刚酒后大闹花灯，被当权的张
泰等奸佞陷害，全家大小三百余口被满门抄斩。
薛刚外逃，集合各路英雄，聚集青龙会，其妻纪
鸾英也逃至韩山，招兵买马，图谋报仇除奸。

相爷徐策同情薛家遭遇，用自家孩儿代
刑，法场上救下薛猛的孩儿薛蛟，保下忠良之
后并将其抚养长大。薛蛟长大成人后，徐策命
他到韩山下书，约同他正在招兵买马的婶母纪
鸾英发兵报仇。薛刚此时也聚集青龙会人马来

到韩山，两路人马汇集后发兵进逼长安。
徐策闻听韩山发来人马，不顾自己年岁已

高，亲上城楼观望。徐策喝住人马，后退 40
里，许诺上殿代奏本章，启奏皇上捉拿奸党、
斩杀张泰为薛家申冤。老徐策看到薛家后代人
物的英雄气概，甚为欢悦，高兴得马也不骑，
轿也不乘，步行飞跑，入朝代其雪冤。

李滨声的戏画《徐策跑城》表现的正是老
徐策高兴之余步行飞跑上朝奏本的情节。正所
谓：往日行走走不动，今日行走快如风。三步
当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

节目中的杜淳 （右） 父子 梁 飞摄

于魁智 （中） 在《丝路长城》中 国家大剧院提供

关注新编历史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