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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民歌

蓝花花
乔建中

作为首档方言音乐秀，《十三亿分贝》在全国海选阶段便吸
引了公众的目光。在4月至5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制作组深入全
国159个城市，联合239所高校组织报名，受到全国各地方言音
乐爱好者的热烈追捧，参赛者络绎不绝。

最终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歌手，得以在节目中一展方言能
力和音乐才华。他们有的演唱家乡的方言歌曲，有的用方言改
编经典音乐，有的干脆上演了各地方言歌曲的串烧表演。其中，
来自台湾的玖壹壹组合演唱了自己的作品《9453》，这首歌将普
通话和闽南语混搭，展现出的音乐创作实力令人赞赏。来自湖
南长沙的音乐人刘乙如将韩国组合Bigbang的《loser》进行长沙
话改编，加入了长沙本地的方言歌曲，将方言音乐和流行音乐
完美融合，让人大饱耳福、拍手叫绝。

相比其他音乐类节目，《十三亿分贝》给了方言歌曲更多展现
的舞台和空间。方言流行音乐以前做得也很少，包括在流行音乐领
域里做得也不是特别多。大家普遍认为以方言作为切入点的《十三
亿分贝》，在同质化严重的音乐节目中开辟了一个音乐节目的新模
式，用音乐承载方言，“有意思，也有意义”。

《十三亿分贝》是响应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发文启动的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而研发的。对节目总策划、主持人汪
涵来说，做这档方言节目是他长期以来的心愿。致力于方言保
护的他，曾自掏腰包465万元用于湖南方言的保护，计划用5到
10 年时间搜集和研究湖南 53 个调查地的方言，以录音、录像、
文字等方式保存方言资料。

“我一直对方言感兴趣，怎么样很好地去传承方言文化？最有
可能被接受的方式就是音乐。年轻人喜欢音乐的表达，所以我们想
将方言和音乐结合到一起。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汪涵说。他特别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喜欢、接受并最终使用方言。在他看来，方
言只有在用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无穷无尽的魅力。

“最暖的歌词是方言，最美的曲调是乡音。”这是《十三亿分
贝》里的一句话。虽然有着娱乐的外衣，但节目却承载着浓浓的
文化情怀。除了展现方言歌曲，《十三亿分贝》还会为观众普及
方言知识，介绍方言背后的故事。汪涵说：“我们想通过比较生
动的、不那么说教的方式告诉大家，方言背后还有那么多故事。
方言除了有语言特色外，还有很多民俗。节目力求展现方言更广
阔的外延。”

经典故事 重新解读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
个人爱人。”一首苍凉粗犷的信天游拉开
了舞剧《兰花花》的序幕——孑然一身的
老年杨五娃，在无意中翻出一块印滿岁月
风尘的红盖头，他睹物思人，浮想联翩，
在绵延不尽的哀思中，再次回忆起那些铭
心刻骨的经历和那段撕心裂肺的恋情。

以老年杨五娃的回忆和红盖头为线
索，舞剧 《兰花花》 分为“社火”“美
梦”“闹婚”“殒命”四场。讲述了陕北高
原深山里，兰花花与杨五娃相互爱恋，情
深意笃，但因双方家境贫寒被迫分开，为

了争取自己的爱情，他们互相支持，勇敢抗争，冲破封
建牢笼的故事。

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爱情故事多少有些老套，甚至
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如媒婆必然奸诈，地主必然凶狠，
兰父必然懦弱等，但舞剧《兰花花》把类似的“脸谱化”全
部推翻，对老故事进行新的解读，赋予人物新的生命。

“我们要讲述的是人的命运。”总导演何利山如此阐
释。抛开结局不说，舞剧《兰花花》中每个人物都有自
己的立场，地主虽然逼迫兰花花与儿子结婚，但是设身
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似乎又很合理；兰父虽然最
终同意媒婆的说辞，为的也是给女儿更好的生活。在那
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兰花花》 其实是一场不同的人由
于自身环境不同而造成的悲剧故事。

有了这样的解读，舞剧《兰花花》在人物形象的塑
造上也摆脱了陈旧的艺术思维。“我们把许多脸谱化的
东西去掉，把每一个角色塑造成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
把包容人类的普遍情感注入到每一个角色中，使全剧在
讴歌真情挚爱中张扬生命的力量。”编剧夏征宇说。正

因为每个角色的情感都有“出处”，行为都有“原由”，
所以除了兰花花和杨五娃两个主角之外，兰父、地主、
媒婆等配角形象也立得起来，让人觉得个性鲜明、真实
可信。这对于一部舞剧来说，实属不易。

民族舞剧 中国美学

奠定故事基调、人物形象和情感脉络后，舞剧《兰
花花》在音乐、舞蹈语汇、舞美灯光、多媒体等方面也
下足了功夫，力求体现三个中国元素：讲述中国故事，
聆听中国声音，跳出中国舞步。

为了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兰花
花》在音乐上，用淳朴高亢的陕北信天游搭配深刻庄重
的交响乐，加强民族音乐的感染力和内在张力；舞美
上，将陕北地区特有的艺术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
合，形象写实，表达方式写意，呈现出超然空灵的审美
意境，在有限的舞台上表现了陕北地区的高远辽阔，抒
发了舞剧深沉厚重的内在情感。

在舞蹈语汇的编排上，《兰花花》 也做了新尝试。
例如第三幕是兰花花与地主儿子结婚的场景。这一幕跌
宕起伏、情节紧张，需要转换的场景、交代的环节错综
复杂，给舞剧叙事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让几个空间
的事情全部聚焦于统一场景？最后，主创团队选用“凳
子”这个普通道具，作为一个重要线索和舞台意象。随
着情节的不断演进，“凳子”不断变换功能，它既是兰
花花奋力挣脱的婚房，也是村民们劲歌狂饮的酒桌；既
是兰花花与地主儿子成亲的通道，也是地主酷打杨五娃
的刑房。

这幕戏一方面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思维，在总
体氛围中营造分隔演区的具体情境，另一方面也运用了
中国戏曲“一桌二椅”写意的戏剧美学。“要说这属于
何种表演体系，现在还难有定论，我们希望能在摸索中
开创出一种新的舞剧表现形式。”何利山表示。

《兰花花》 对民族舞剧的探索获得肯定与好评。文
化部部长雒树刚用“四个好”评价该剧：剧编得好，舞
编得好，曲编得好，演员演得好。“这部舞剧进一步拓
宽了东方歌舞团的艺术表现领域，这样有浓郁民族风情
的舞剧演出，是高难度的，但是《兰花花》创造了高水
平。”雒树刚说。

不同于以往制作的大型歌舞晚会、音乐会等，《兰
花花》是东方歌舞团第一部独立创作的舞剧作品。这一
突破，不仅填补了东方歌舞团艺术发展史的空白，更是
拓宽了东方歌舞团新的舞蹈领域——从原来的中国舞、
亚非拉及国外舞种，切换到陕北人民淳朴、劳作的生命
舞步。在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宋官林看来：“这是一种
放下，更是一种回归。”未来，舞剧 《兰花花》 将陆续
在国内不同城市亮相，也将走出国门，让更多海内外观
众欣赏到来自东方“黄土地”的故事和舞步。

这是陕北“信天游”的代表曲目之一，记录于
1944年前后，原记录者已无考。20世纪50年代初，经
若非、维琴、燕平等整理，在何其芳、张松如编辑的

《陕北民歌选》中有这样的说明：“固临县临镇某村有女
子名蓝花花，长得很美，被地主周家娶去，她很不满意，
后和别的男子恋爱。各处传唱，词句各有出入，我们这篇
词是根据临镇、延安、绥德等地采录稿写定的。”这首民
歌的歌词共有17段，内容与民间传说大体相同，但在舞
台上演出时，只保留其主要段落，一般为五、六段。

大多数“信天游”的音乐都具有抒情性，而 《蓝
花花》 则因内容的关系，将叙事性与抒情性融为一
体，从而大大加强了艺术感染力。特别是著名艺术家
郭兰英的演唱，既有奔放清澈的山野味道，又有深沉
细腻的叙咏风格，给 20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听众留下了难忘的
印象。这首民歌的记谱法，一
种用的是“羽 （6） 调式”，一
种用的是“商 （2） 调式”，现
在通行的是前者，但依“信天
游 ” 的 普 遍 风 格 而 言 ，“ 商

（2） 调式”似乎更与原貌相近。

“意象·净土”民族管弦乐原
创作品音乐会，近日在国家大剧
院音乐厅拉开帷幕。它由中国音
乐学院与北京和景文化古典音乐
研究中心、中华诗词研究院共同
举办，是我国第一次由音乐家、
文学家、史学家共同打造的民族
音乐新作展演。

本场音乐会的主创人员，从
中国人熟知的文学意象中，提炼
创作出七部新作：《山居》（作
曲：高为杰）、《古调》（作曲：瞿
小松）、《月下独酌》（作曲：刘长
远）、《咏莲》（作曲：高平）、《桃
花源》（作曲：杜咏）、《净土》

（作曲：谢鹏）、《江南》（作曲：
王燮）。每部作品充满了东方气韵
及时代色彩。 （夏 君）

7 月 8 日晚，旅居加拿大的著
名华人作曲家关迺忠新创作的又一
部力作——二胡协奏曲 《赤壁怀
古》，在武汉琴台音乐厅首演。

关迺忠曾担任中国东方歌舞团
指挥及驻团作曲家、香港中乐团音
乐总监等，指挥和创作了大量的优
秀音乐作品。

关先生说，他上小学就迷上了
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惊
服他的那份豪气；30 岁后，开始
感叹东坡的坎坷；50 岁后，明白
了其作品所写的人世沧桑。如今已
77 岁 的 关 先 生 ， 试 图 用 音 乐 表
述。值得一提的是，武汉音乐学院
院长、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胡志
平教授，以其深厚的文化功力、鲜
明的艺术个性、潇洒飘逸的演奏风
格，在东方交响乐团的协奏下，很
好地诠释了这部作品的深刻内涵。

（顾兆农）

威廉·莎士比亚不仅是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的巨匠，也是世界戏剧史的泰
斗。在他的众多作品中，《仲夏夜之梦》
是其喜剧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剧情浪
漫抒情，在盛夏时节上演将会给观众带
来身临其境、酣畅淋漓的观剧体验。

国家大剧院特别邀请到英国皇家
莎士比亚剧团合作导演克里斯·怀特执
导该剧，对莎士比亚原著文本进行深度
梳理挖掘，以经典创排方式向观众呈现
原汁原味的莎翁喜剧。怀特是一位有着
丰富莎剧排演经验的导演，他以回归经
典的方式解读莎翁喜剧，并兼顾演员自
身的特点，努力达成经典文本与当下语
境的呼应，让观众对于熟知的剧情产生
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不仅仅是观看一部
400年前的“书斋剧”。

怀特将排演重点放在演员表演

上，他说：“莎士比亚悲剧对观众而言
都不陌生，也被改编成各种形式，喜
剧则较少改编，而 《仲夏夜之梦》 是
一个特例，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故
事，对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有更多的发
挥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团队
由 14 位年轻演员构成，他们是国家大
剧院新组建的一支话剧演员队。怀特在
谈及与中国演员的合作时坦言：“不会
有过多的预设，而是在排演过程中碰撞
出灵感的火花。”在排演过程中，允许演
员忘词，但一定要用自己的理解甚至直
觉将情节呈现出来。这样可以帮助演员
逐渐深入到角色状态、情绪和动作，塑
造出鲜活的舞台形象，而不是机械地重
复或是背诵式表演。

话剧演员队的罗巍表示：“这次与

怀特导演的合作，纠正了我对喜剧的
偏见，一路排演下来，我体会到了喜
剧表达深刻内涵的方式。当观众在听
你讲台词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观众与
自己一同呼吸，这种共鸣难能可贵。”

为与导演力求回归经典、将排演
重心放在演员表演本身的理念保持一
致，本剧的舞美设计张鹍鹏也相应地

“低调”处理，但依然不乏有趣的奇思
妙想——以木棍置于舞台之上，化繁
为简地打造一片魔法森林。

“小剧场数码墙的条状结构与森林
很相似，所以我们希望结合这种结构，
让观众一进场就仿佛置身森林之中，打
破观演之间的‘第四堵墙’，同时又争取
能够做到简单化，将观众的注意力放在
表演上，而不是完全还原剧本中的场
景。”张鹍鹏介绍。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蓝格英英（的）采，生下一个
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人。”

上世纪 30 年代陕北高
原一个名叫“蓝花花”（也
称作“兰花花”）姑娘的故事，
因为民歌《蓝花花》在中国广
为传唱，展现出强大的艺术
生命力。千沟万壑的黄土高
原、苍凉高亢的信天游、美丽
善良的姑娘、荡气回肠的爱
情，在音乐的艺术形式之外，
还有着相当丰富的想象空间
和艺术表现手法。

日前，由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与陕西省文化厅、延安
市志丹县人民政府联合出
品，中国东方歌舞团演出的
舞剧《兰花花》，就呈现出
了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该
剧以融合了舞蹈、音乐和戏
剧的舞台艺术形式完成了对
经典的重塑，也进一步探索
了民族舞剧在题材选择、人
物塑造、戏剧冲突、音乐效
果、舞台美术等多方面的创
作走向和美学风格。

国家大剧院首次制作的话剧
版 《仲夏夜之梦》，将于 7 月 20
日至24日亮相，在莎翁逝世400
周年之际，以此向这位伟大的戏
剧巨匠致敬。

《仲夏夜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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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净土”音乐会首演

《赤壁怀古》武汉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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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兰花花》中变化多端的“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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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亿分贝》

川话版的《火》、河南
话的《泰坦尼克号》、粤语
翻唱的《咱们屯里的人》
你听过吗？近日，首档方
言音乐节目《十三亿分
贝》在爱奇艺上线。节目
将方言和音乐混搭，突破
传统音乐节目模式，带给
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体验。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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