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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 《长征》 由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两组歌唱家
分别演绎。其中民族唱法中，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

（中） 将饰演剧中的彭政委。

▲美声唱法中，男高音歌唱家迟立明 （右） 饰演彭
政委，男中音歌唱家刘嵩虎 （左） 饰演曾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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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践行绿色发展、为美丽北
京加油”为主题的“2016第三届北京
环境文化周”上，以“时代楷模”、优秀
共产党员苏和的先进事迹为原型的
国内首部大型原创环保题材话剧
——《西风烈》，于6月1-7日在北京
工商大学礼堂、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和东宫影剧院先后上演。

该剧由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旗委、旗政府主导，联合北京市环
境保护宣传中心、大连话剧团有限
公司、额济纳胡杨英雄文化有限公
司与北京金海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根据内蒙古阿拉善
盟原政协主席、优秀共产党员苏和
及其夫人德力格治沙造林的真实事
迹改编而成，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平
凡人实现“绿色梦”的复杂感人的
心路历程。

主人公道尔吉在花甲之年，怀
着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梦”，自

愿提前两年退职，主动自费到影响
北京的内蒙古沙尘暴风源地——荒
无人烟的黑城戈壁滩治沙造林，夫
人决然追随他。面对没有路、没有
水、没有电，风沙肆虐的恶劣环
境，他们信守承诺、遇挫弥坚、毅
然坚守，用毕生的心血和汗水，矢
志不渝地与风沙作斗争，战胜了常
人无法想象的各种困难与挑战。经
过漫长的 10 多年坚守，他们成功
抢救天然梭梭林 3500 多亩，人工
种植梭梭 9 万多棵，累计建成长 3
公里、宽500米的绿色屏障，改善
了额济纳旗的生态环境，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了阿拉善盟乃至北京的生
态环境。全剧环环紧扣，一气呵
成，把环保卫士、优秀共产党员形
象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
始终被主人公执著坚守的胡杨品
格、绿色发展信念和无疆大爱深深
感染。

5月 23日，国内首家二胡艺术研究中心
在浙江音乐学院揭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
二胡研究专家学者、著名演奏家齐聚浙音共
贺，他们纷纷表示，这个平台也是中国二胡
界的公共平台，应该共同把它建设好。二胡
在中国民乐史上，年纪并非最大，但它却是
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民族器乐，是最易勾
起乡愁的乡音。这些年，中国二胡事业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遇上了发展的瓶颈。二
胡艺术研究中心将致力于推动二胡事业的
进一步继承、发展和创新，出人才、出成果、
出作品。 （顾兆农）

二胡艺术研究中心
在浙音揭牌

环保话剧《西风烈》在京首演
本报记者 李有军

创新艺术手法

表现长征精神 一次力量的行走
和生命的突围

本报记者 郑 娜

日本巡演

为何今天还要创作歌剧《长征》？
用当代艺术语言向前辈致敬

众所周知，“长征”这一题材，在我国的文艺
史上已产生过小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大歌舞
以及《长征组歌》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大量经典作
品，为何今天还要创作歌剧《长征》？

对此，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争鸣表示，作为
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有责任将伟
大的长征精神以当代艺术的形式，传递给广大
青年观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艺。在忠实再现那段
历史的基础上，用当代的艺术化手法去表现长
征，使之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便是歌剧《长
征》的艺术追求。

那么此次歌剧《长征》用了哪些当代的艺术
化手法？从人物的塑造来说，与着力塑造长征途
中领袖形象的同题材作品不同，为了探索长征
题材新的表现方式，并能够在剧作角度上有所
创新，该剧通过普通红军战士闪烁着人性光芒
的感人事件，来展现长征宏伟的历史画卷。

为了刻画出这些普通战士的形象，该剧编
剧邹静之翻阅了大量史料，刻画出中央红军某
团曾团长、彭政委、瑞金参军的红军新兵平伢子
等战士形象，勾勒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
牲、坚定信仰、追寻理想的姿态和风貌。

在音乐方面，作曲家印青从构想到完成花
了 4年之久，单是选择什么样的音乐风格、音
乐形式这个问题就思考了一年。最后他选择了
符合当今观众审美的“当代音乐风格”，来重
现革命先烈的理想与情怀，并将西方歌剧的交
响性与民族音乐的歌唱性交融，通过一段段精
彩唱段刻画红军战士们的性格；通过西藏弦
子、贵州民歌等民间音乐元素来表现长征进
程；通过气势雄浑的交响合唱来表现长征的史
诗性。

主旋律如何更好地吸引观众？
请最有市场号召力的团队加盟

在演出市场越来越火爆的今天，一部主旋
律歌剧能吸引观众吗？深谙艺术规律与市场运
作的国家大剧院显然胸有成竹。

由作曲印青、指挥吕嘉、导演田沁鑫、编剧
邹静之、主演阎维文、舞美马岩松、服装设计宋
立等名家组成的歌剧《长征》阵容，在国内算是
最顶尖的团队了。尤其是田沁鑫、邹静之、马岩
松、阎维文等人的跨界加盟，更是引得多方关
注，为歌剧《长征》鸣响了第一枪。

作为当今话剧舞台上最具实力和票房号召
力的导演，田沁鑫面对歌剧《长征》时依然很谦
逊。据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邀请她担任该剧导

演，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曾经三顾茅庐。
“因为这将会是我导演生涯中的第一部歌

剧，而且又是以长征为题材，所以我踌躇了很
久。”田沁鑫说。在她看来，长征是历史上极为
罕见、震动中外的一次行走，对此她始终抱着
敬畏之情。她希望能对长征进行艺术化呈现，
以一种“行走”的状态去剖析一种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执导过《生死场》《北京
法源寺》等优秀作品的田沁鑫此次并不参与剧
本创作。剧本的“担子”落在有“中国第一编剧”
之称的的邹静之身上。曾创作了电视剧剧本《康
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电影剧本

《千里走单骑》《归来》等作品的邹静之，此次为
了创作歌剧《长征》剧本，特意查阅了许多革命
烈士家书。

“当我读过他们的家书后，更为在那个时期
的仁人志士，为理想英勇赴死的精神深深感动。
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
念。”邹静之说。

为了配合恢宏的音乐与故事，营造既富有
“建筑”感又富有史诗气质的舞台效果，享誉海
内外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操刀本次的舞美设
计。这般“大材小用”体现了主创团队精益求精
的诚意。据了解，歌剧中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
爬雪山、过草地等段落，将会有特殊的舞台处理
来表现战士们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

年轻人如何看懂歌剧《长征》？
由长征感悟生活中的行走与突围

长征虽然已经过去 80 年，但长征精神依旧
鲜活。把长征精神艺术化地呈现出来，传递给年
轻人，这是歌剧《长征》最大的使命。

为了让年轻人走进剧院，国家大剧院院长
陈平表示，此次将大量邀请“80 后”“90 后”“00
后”的年轻人们观摩彩排、观看演出。

“我一直在想如何让年轻观众接受。”已经
完成了无数经典作品的印青告诉记者，为了更
贴近年轻人，他此次作曲把中国民族元素和西
洋歌剧结合在一起，没有更多地去渲染困难和
恐怖，而是更多地写精神。

“红军的文化是红色的文化，红色文化源于
一个特殊的红色基因，这个基因仍然是当下社
会需要发扬光大的，那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
义，在哪一代青年中都不会过时。”印青说。

在田沁鑫看来，长征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历
史事件，我们的生活中它无所不在。“长征其
实是一次力量的行走和生命的突围。今天，我
们每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何尝不是一次次
长征？在生命旅途的‘长征’中克服困难，战
胜挫折，成功突围，这同样是值得探索的人生
命题。”年轻人如果抱着这样的心理去看，一
定会有共鸣。

说起长征，你会想到哪些文艺作品？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这样豪迈的诗作，还是西方新闻记者笔下的《西行漫记》？是红
色经典旋律《长征组歌》，还是以长征为题材的影视剧？正如绵延不绝的
长征精神一样，文艺创作中的长征题材也总是有着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缅怀先烈，鼓舞后人，传递
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力邀国内顶尖艺术家组成创作团队，历时4年精心
打造了原创歌剧《长征》。近日，该剧的主创团队围绕歌剧《长征》的立
意和艺术特色与记者进行了畅谈。

▶歌剧
《长征》 以
“信仰”和
“理想”为
创 作 关 键
词，以现实
主 义 的 手
法、史诗的
气魄，一气
呵成地表现
红军长征途
中的重要历
史事件。

5月28日，国家京剧院赴日
巡演京剧 《白蛇传》，在东京艺
术剧场正式拉开帷幕。

京剧《白蛇传》取材于神话
传说，在中国流传甚广，是中国
戏曲演出剧种最多、流传最广的
剧目之一。此次上演的 《白蛇
传》是著名剧作家田汉编剧、京
剧表演艺术大师叶盛兰和杜近芳
先生创演的经典版本。由优秀青
年演员付佳和张兵分别扮演白素
贞和许仙。

京剧 《白蛇传》 文场精致，
武场火爆，唱腔优美，做工细
腻。“游湖”描绘出烟波画船、
万语千言的奇妙意境，“盗草”
中闪现着舍生忘死、执著信念的
对剑身影；“水斗”里营造了浪
漫写意、壮阔波澜的水战场面，

“断桥”上飘荡着凄婉缠绵、肝
肠寸断的动情演唱。那一段“青
妹慢举龙泉宝剑”，白素贞历尽
劫波后深沉善良的光华品性熠熠
生辉。

首演虽然是日场，但丝毫没
有影响观众的热情。剧场高朋满
座。一向内敛的日本观众随着剧
情的发展或会心轻笑，或由衷赞
叹，或热烈鼓掌，精彩之处甚至

似中国观众叫好。
“中国与日本毗邻而居，文

化交流渊远流长，相似的东方文
明神韵，相通的艺术审美志趣，
让我们觉得那么近，感到那么
亲。如今我们将《白蛇传》这流
传千年的故事、前世今生的情
缘、60 多年的艺术精品带去日
本，艺术共通，精神共存，愿共
同沉醉，一同分享。”国家京剧
院院长张凯华表示。

据国家京剧院副院长陈樱介
绍，该院首任院长梅兰芳先生曾
多次赴日进行文化交流，传递京
剧之美。建院 60 多年以来，剧
院访日十余次，既带去了《霸王
别姬》《凤还巢》 等传统名剧，
又合作演出 《龙王》《坂本龙
马》等剧目，为促进两国文化艺
术交流做出了积极努力与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蛇传》
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与
日本也颇有渊源。1958 年东映
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就根据《白蛇
传》的故事制作了日本影史上第
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电影。

据了解，国家京剧院此次赴
日演出共20天，演出17场。

（郑 娜）

▲演出现场

5 月下旬，波兰的克拉科夫
老剧院首次迎来了由中国导演田
戈兵执导的戏剧作品《十诫》。

近年，波兰戏剧在中国戏剧
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首都剧场
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乌镇戏剧
节”“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等戏剧
节上，波兰戏剧频繁被引入中国，
陆帕、密茨凯维奇等导演、剧作家
逐渐为中国观众熟知，但中国戏
剧作品“走出去”的机会并不多。

说到克拉克科老剧院，中国
观众或许不太熟悉，创建于 1781
年的它，不但是波兰最古老的剧
院，也是波兰唯一的中央文化部
直属的国家剧院，说它是“波兰的
北京人艺”毫不为过。

“十诫”出自《旧约圣经》的
《出埃及记》。导演以此为新故事
的出发点，与现实产生关联。他首
先根据《出埃及记》理出物品的线

索，比如经文中的水、手杖、面包
等物，对于熟悉基督教的欧洲来
说，观众若在一个充满宗教隐喻
的剧作中看到这些物品，是很容
易领会其象征意义的。

文本的寻找，则由导演提出一
个意象，再由剧构（戏剧构成制作）
根据这个意象寻找出一个已有的
文本。比如“不可杀人”这一诫，导
演提出了“刀子”这一意象，剧构就
根据这个意象联想到了某个刑事
案件，然后再去找有关这个案子的
文献。简而言之，虽然这个戏以肢
体、道具等视觉语言为主，鲜有人
物对话，但舞台上的戏剧冲突由主
创的逆向思维和思想碰撞形成。

田戈兵版的《十诫》共有 10
名演员，包括8名波兰演员和2名
中国演员。10名演员分别挑选一
个号码，被编上号，象征十诫中的
某一诫。“十诫”这个主题也不像

《圣经》原文或同名电视剧版本那
样，把十条诫命分开来诠释，而是
让象征十诫的所有演员、道具、主
创找到的文本都同时在剧场出
现，让他们产生碰撞，擦出火花。
等到演员、导演、剧构磨合得差不
多了，灯光、配乐才逐步地被加进
来。因为这部戏由中国导演执导
的缘故，配乐也首先找了类似于
中国民歌的音乐。

通过合作，观众不但能看到
中国艺术家眼里的欧洲，也能看
到欧洲艺术家眼里的中国。《十
诫》的创作目的，显然不在于普及

《圣经》这样已然家喻户晓的经
典，看到此时此刻的中西剧场交
流现状、了解当代剧场的创作水
平，才是最重要的。

“2016 年第 12 届达喀尔双年
展中国馆”主题活动，日前在中国
援建的塞内加尔共和国国家大剧
院开幕，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首次以
官方形式出现在达喀尔双年展。它
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公共艺
术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创意设计工
作者协会主办。

塞内加尔是非洲大陆最西部
的共和国，是非洲大陆不同宗教、
文化和谐共存的代表。在探索非洲
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塞内加尔以文
化立国，鼓励大量艺术家、文化工
作者、知识分子前往本国，倡导非
洲人的团结，彰显非洲文化的独立
性，创办各类节庆和文化活动，挖
掘和强化非洲人的自我意识和认
同感。其中，以达喀尔双年展最为
著名并形成了品牌效应。

经过 26 年的发展，达喀尔双
年展不仅是非洲大陆唯一能够持
续进行的艺术双年展，而且也成为
世界 20 大双年展之一。时代的发
展促使双年展日益国际化，也带动
了国际艺术力量，尤其是欧美艺术
界在非洲大陆的登场。今年，中国
馆的活动又为其增加了亚洲声音，
非洲当代艺术与中国、与亚洲要有
更多的往来，已成为各界共识。

中国馆以“重塑：54+1——绿

色的未来力量”为主题，与达喀尔
双年展的主题不谋而合。上海主办
方邀请到中国、非洲、拉丁美洲、大
洋洲 48位艺术家的参与，以绘画、
雕塑、装置、摄影、影像等形式，展
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中非
艺术界合作的成果，以艺术为媒
介，与非洲进行深入交流和沟通。

“54+1”表达非洲 54个国家和
1 个中国开展文化对话的姿态，体
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探讨文化
多样性的过程中，双方建立可持续

对话渠道和学术平台的诉求。世界
问题之多，既有差异又有共性，贫
富差距、地域冲突、种族歧视，这些
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作为文化表达
的载体，艺术语言直接、无障碍，它
的独特性是可以超越政治和经济
的和平力量，是绿色的力量。

中非以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文
明体系，形成了语言、风格不同的
艺术系统。这种系统是人们情感的
表达，也是各自历史发展和当下生
活的呈现。正视新问题，运用艺术
手段，研究新现象，超越美学范畴，
扩大艺术研究和实践领域，也是研
究非洲艺术、文化思潮、政经关系
的另一种道路。

本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
范围很广，带动了双方人员的大
量往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现
象。对于双方民众而言，对方依
然是遥不可及的国度，彼此怀有
想象、希望，也存在着误解和偏
见。两大洲共同创意，建立中
塞、中非文化对话的长效机制，
以更生态、更绿色、更平等的方
式，开启双方在艺术领域的学术
研究，并通过各种艺术合作项目
和实践活动，为全球艺术研究提
供新经验、新视角，这是中国与
世界文化对话的又一途径。

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达瓦孜第
六代传人阿迪力·吾休尔近日在京宣布，将
于 6月份从新疆喀什出发，沿丝绸之路经济
带内线一路东进。整个活动历时5个多月，行
程7500公里，影响区域210万平方公里。

在此期间，阿迪力将分别于7月22日—
24 日、9 月 9 日—11 日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
和泰山景区桃花峪，连续向高空走钢丝吉尼
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这两次挑战的钢丝长
度分别为 1778 米和 2680 米，比阿迪力上一
次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难度分别提高了
200%和500%。

达瓦孜是新疆的传统民间杂技，其意思
是“高空走大绳”，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潘旭涛）

“中国馆”首登达喀尔双年展
欧阳甦

“中国馆”首登达喀尔双年展
欧阳甦

▲中国馆开幕当天，吸引了
近千人次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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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长征》是国家大剧院建院以来制作的第50
部歌剧。这部剧也被寄予探索中国原创歌剧新路的厚
望。在距离首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主创、主演和
工作人员进入了“攻坚战”。图为田沁鑫导演 （左） 在
排练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肖一摄

阿迪力再次挑战
吉尼斯世界纪录

“七一”首演

歌剧《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