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文化万象2016年7月21日 星期四2016年7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学习习总书
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贯彻落实中国民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座谈会”近日在北
京召开。

中国民协主席团成员就中华传统文化在实
现中国梦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民间文艺的现代
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以及如何礼敬传统文化、
如何彰显主流价值观、如何转化创新等一系列
问题，做了深入的交流，对当前民间文艺界存
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提出了创新转化的
建议。 （赖 睿）

中国民协举办座谈会

交流民间文艺传承等问题

《白毛女》等13部中外歌剧电影登陆八大城市院线

看歌剧电影，一种全新体验
本报记者 郑 娜

□名家说民歌

《白毛女》歌剧电影获观众喜爱

看完3D电影版的《白毛女》后，来自北
京化工大学的赵常祺同学兴奋地说：“观看歌
剧电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特别是连歌唱家
们细微的情绪转变都清晰可见，让我们能更
好地投入其中，更深刻理解歌剧的内涵，真
是太棒了。”

对于观众热烈的反响，歌剧电影 《白毛
女》 主演、著名歌唱家雷佳有点喜出望外：

“很高兴有几乎满场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歌剧电
影。可能在欣赏习惯上，歌剧电影对大家是
一个挑战，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习惯这种欣赏
方式的话，一定会有很珍贵的艺术体验。”

作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白毛女》把西
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采用
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
及其表现手法，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从以王昆等为代表的第一代

“白毛女”，以郭兰英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白
毛女”，到以彭丽媛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白毛
女”，再到以雷佳等为代表的第四代“白毛女”，
这部红色经典歌剧凝聚了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2015 年，为纪念 《白毛女》 在延安首演
70 周年，文化部复排了这部作品，并将其制
作为 3D 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部 3D 歌剧电
影。据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明文军介绍，为
拍摄好这部影片，几代艺术家倾心相授，感
人故事交口相传，其耳熟能详的音乐唤起了
观众的美好回忆，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又增
强了作品的时代气息。此前在几个城市巡
演，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很喜欢。

歌剧与电影的结合所产生的魅力远超过
一般人的想象。古典乐评家、音乐学者王纪
宴分析称，歌剧电影事实上已经是新的艺术
品种，它将歌剧与电影这两种艺术体裁联
姻，有两个重要的价值：一是将歌剧院里那
些名家汇集、水准精湛的歌剧制作拍摄下
来，不至于在演出后令人遗憾地“一去不复
返”；二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有着新

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包括对舞台时空的
拓展以及对人物心理的揭示。这两门艺术的
结合基于二者内在的亲和力，非常值得关注。

进影院看歌剧是世界潮流

歌剧被称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融汇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多
种艺术门类。走进电影院线观看高清歌剧，
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潮流。2006 年，美国大
都会歌剧院率先启动“高清歌剧直播”项
目，这一模式随后被英国皇家歌剧院、莫斯
科大剧院等世界著名剧院纷纷效仿。

“歌剧电影，作为传统歌剧艺术与新媒体
技术的融合，代表着当今古典艺术推广与传
播的新潮流，已经成为国际歌剧界拓展影
响、培养观众的重要手段。”国家大剧院院长
陈平说。

2013 年，国家大剧院与国际潮流接轨，
“试水”拍摄歌剧电影 《图兰朵》，成为国内
首家以高清电影形式呈现歌剧艺术的机构。
短短 4 年，大剧院已先后拍摄制作 23 部院藏
剧目，《骆驼祥子》《卡门》《图兰朵》等歌剧
电影更登陆院线，亮相北京与上海两大国际
电影节，并走进高校校园。

国家级的艺术表演中心能这样尝试，在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蒋一民看来很有前
瞻性：“高清数码技术以宽屏和高清画质，使
歌剧的舞台呈现更臻完美，在视觉上给予观
众极大的满足和享受，使欣赏的视听效果达
到最大化。最大的歌剧院也就容纳两三千
人，一部戏一轮最多也就演十几场，而一部
电影的观视率远远高于歌剧院的观演率。”

以英国皇家歌剧院为例，其媒体负责人托
尼·法洛威尔介绍，这几年他们在 35个国家的
1000家影院进行了歌剧电影的演出直播，在影
院观看歌剧演出的人，比实际到歌剧院观演的
总人数还要多。“歌剧触及我们的心灵，激发我
们的情感。摄像机能够捕捉这一切，并让全世
界人民都感受到歌剧带来的转变。人们可以
沉浸于歌剧创造的声音世界中，近距离观看

最著名的歌剧艺术家的表演，这是一件多么
美好的事情。”托尼·法洛威尔说。

为民族歌剧带来深远影响

继成功地将歌剧电影引入北京国际电影
节和大学校园后，此次“国际歌剧电影展”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呈现中外歌剧电影杰作，
被认为将给中国民族歌剧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性歌剧电
影展，也是中国歌剧电影作品在全球平台上
的一次集中亮相，充分展示出中国民族歌剧
融入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自
信对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繁荣发展
中国歌剧特别是民族歌剧，无疑具有重要的
意义。”明文军表示。

作为中外歌剧的一次重要交流，此次外
方选送的8部歌剧电影均是备受青睐的世界经
典剧目。乐评人许渌洋说，欣赏这些高品质
的制作版本，对于让普通观众了解国际前沿
舞台的艺术水准可谓大有裨益，是对歌剧艺
术在国内市场最好的宣传和推广，同时也开
启了高雅艺术试水以院线为代表的大众消费
市场的先河。

从目前排片的情况看，7月15日至7月17
日在国家大剧院的6场展映活动，展映票全部
售罄。7 月 18 日开始，所有影片在百老汇影
城的大力支持下，陆续登陆北京、济南、大
连、上海、杭州、武汉、成都、深圳等全国
八大城市电影院线，于黄金时段放映214场。

“百老汇一直致力于非商业艺术电影的推
广，此次将针对影展推出多种套票政策，观
众以 40 元至 100 元的亲民票价就可观看歌剧
大片。”百老汇影院全国运营经理王杰表示。

由于是第一次试水市场，各方都抱以
“摸石头过河”的心态，并不追求票房和收
益。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张佳林认为，进入
院线是非常可贵和有益的行动。歌剧在电影
院里播放，成本低得多，同时能够借助发达
的院线宣传和票务系统，向更大的市场推
广。其推广的效果，可能要在若干年后才会
看到成果，但前提是能够常态化，不追求短
期收益。

7 月 15 日上午，昔日里隆重、严
肃的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流动着难得一
见的轻松氛围。开放了 1000 多座位
的观众席上，放眼望去，大部分是年
轻人、学生和孩子，每人手里拿着3D
眼镜。10时，灯光一黑，舞台上立着
的巨幅银幕亮了起来——“北风那个
吹，雪花那个飘”——熟悉的旋律响
了起来，歌剧《白毛女》3D电影揭开
面纱。作为首届国际歌剧电影展的开
幕影片，在未来近一个月时间里，歌
剧《白毛女》3D电影将领衔13部中外
重量级歌剧电影，登陆全国八大城市
院线联袂展映，为观众奉献一场光影
璀璨的歌剧盛宴。

由 文 化 部
艺 术 司 、 国 家
大 剧 院 联 合 主
办 的 “2016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际
歌剧电影展”，
是 我 国 举 办 的
首 个 国 际 性 歌
剧 电 影 展 ， 共
有中外 13 部歌
剧 电 影 参 展 ，
世 界 六 大 知 名
剧院加盟。

13 部 参 展
影 片 中 ， 中 国
制 作 的 歌 剧 为

《白毛女》《骆
驼祥子》《阿依
达》《纳布科》

《参 孙 与 达 丽
拉》等5部。

外 方 选 送
的8部影片包括
美 国 大 都 会 歌
剧 院 打 造 的

《卡门》《艺术
家生涯》《唐-
帕斯夸莱》，英
国 皇 家 歌 剧 院
推 送 的 《茶 花
女》《托斯卡》

《唐璜》，法国
巴 黎 歌 剧 院 出
品 的 《霍 夫 曼
的故事》，俄罗
斯 马 林 斯 基 剧
院 制 作 的 《约
兰塔公主》。

这是一首山西民间小调。绛州在晋东
南，今称“新绛”，古代这里是经济文化的
繁荣地区，“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出于此
地。这首《走绛州》又名《一根扁担》，两
个曲名各有其特殊含义。

“走绛州”在某种意义上与“走西口”
“跑四川”“上扬州”相近，都反映了人们
为求得生存、发展而远走他乡的一种生活
方式。其中，“走西口”偏于表现家庭的分
离和亲人思盼之情；而“上扬州”、“跑四
川”则因为变成风俗活动中的演唱节目而
渗入了一些戏剧因素，《走绛州》属于后一
类。“一根扁担”既源于首句唱词，又抓住
了一个富于动感的音乐形象，所以，更为
传唱者喜欢。而且，“挑”担与“走”绛州
相互呼应，有如“挑起担子下酉州”一
样，“挑”是贯穿性的劳动动作，“走”是
一种新生活的向往。所以，这类民歌除了
较强的节奏性外，还洋溢着一种乐观、自
豪的情绪。

请注意，它从一开始，就把扁担放在
核心位置上，大加渲染。首句唱词中的

“软溜溜”，接着又在下句被重叠使用，如
此简括的两笔，一个挑担前行、扁担在肩
上晃悠闪动的挑夫形象便跃然纸上。也
许，歌者觉得这还不足，故在“挑起扁担
下绛州”后，再度出现了“杨柳青，花儿
红，兹格兹格察啦啦嘣”这样的衬句，首
句写的是扁担的晃动，这里写的是它的声
音，达到了“声貌并见”之境，鲜明的音
乐形象脱颖而出。在曲调方面，从开始的
具有跳跃性的八分
附 点 音 型 ， 到 x x
x x的贯穿运用，准
确地抓住了挑担的
基本律动状态，乐
旨的凝练、乐情的
贯 通 、 挑 夫 的 神
采，尽在音符的跃
动之中了。

走绛州
乔建中

扫二维码听歌

戏剧进入茶园以后，除了它本身
的魅力赢得观众外，也着重于宣传介
绍工作。其举措多种多样，目的在于
不厌其烦地自我推销，从而在市场竞
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三庆会的宣传做
得颇为出色。

其一，是在悦来巷口挂满大小粉
牌，揭示当天午场和晚场的上演剧
目。粉牌有大小之分。通常说，艺术
成就高、有名望的演员，才有单独挂
大牌的资格，即所谓的“挂头牌”。
三庆会中，萧楷臣、贾培之、陈碧
秀、萧克琴等均是挂头牌的演员，他
们的粉牌，以大字书名，下端是演出
剧目，总是挂在最显眼的地方。粉牌

上的字非常工整，可见书写人的书法
功力，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美的享
受。进入剧场，场外有一小天井，天
井墙壁两侧又挂满大小粉牌，预告第
二天午场和晚场将要上演的剧目与演
员。观众入场或散场后，抬头一望，
一目了然，以供选择看戏。无论巷口
或天井处，粉牌声势夺人，蔚为壮
观，给人一派繁荣兴旺之感。

其二，是利用报纸广为宣传。例如
1948年10月12日的《社会日报》，就刊
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悦来大戏院，演
出唐代宫闱哀艳侠义打斗名剧《风流
天子》第一本，又名《唐明皇游月宫》。”
说它是“继《鸾凰剑》后又一辉煌巨

著”。当时各戏班在宣传上涉及的报
纸十分广泛，仅成都就有 《阳春小
报》《天民报》《黄浦日报》《东方夜
报》《新新新闻》《社会日报》《胜利
报》《四川日报》《西南新闻》《益
报》《新民报》《华西晚报》 等 20 多
种，而评介艺人艺事的报刊就更多了。

其三，是在街头巷尾广贴海报。民
国二年二月，三庆会上演宣传戒烟的时
装新戏《女侦探》，就是先期广贴海报，
一时轰动蓉城，观者踊跃，尤多女宾，产
生了不小的社会效果。延至20世纪40
年代，更发展为大型宣传画，大造声势。
当年三庆会凡推出连台新戏，都要在悦
来巷口正面上方展示彩色宣传画以招

徕观众。其他戏班采取此种宣传的，亦
比比皆是。成都商业场口的观剧宣传画
五光十色，令不少游人驻足围观。

其四，是送发戏单。戏单以 8开
纸石印或铅印，上下两栏分别刊登午
场和晚场上演的剧目和演员。戏园名
称、地址和票价均在上面，戏单每日
一份，天天如此。散发戏单有专人负
责，甚至可以给观众送到家里。

其五，是展览剧照。例如三庆会演
《济公活佛》时，每上演一本，都要在悦
来巷口展览剧照；后来上演《九渡文公
十渡妻》，剧照更陈列在春熙路一家商
店橱窗内。这些剧照颇富诱惑力，看了
剧照，使人有不看戏就会遗憾之感。

王府井步行街上，一辆满载中国儿艺卡通人
物形象和大小观众的巡游花车，在孩子们的欢呼
声中前进；街上中国儿童戏剧节戏剧小屋、图腾
柱和儿童戏剧图片展交相辉映……日前，第 6届
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北京拉开帷幕。丰富的儿童戏
剧活动，让暑期的王府井成为欢乐的海洋。

本届戏剧节历时 49 天，涵盖优秀剧目展
演、儿童戏剧交流以及戏剧嘉年华活动，汇聚
美国、日本、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8个国
家和地区的25家儿童戏剧团体，46部优秀剧目
将演出 215 场，惠及观众 16 万人次，并在济
南、成都、宁波设立分会场。

戏剧节开幕式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老艺
术家代表以及来自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儿童
戏剧机构负责人和专家，与现场 700 余名观众
一 起 ，观 看 了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的“ 镇 院 之
宝”——童话剧《马兰花》（第六版）的精彩演
出。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本届戏剧节立
足于北京，将辐射国内及海外两个市场，主打

“演出+体验式”的戏剧活动。戏剧节首设观众
最喜欢的剧目网上评选活动，线上线下互动。
戏剧节还首次设立中日韩亚洲儿童戏剧板块，
推动中国儿童剧走向世界。 （文 纳）

第6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第6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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