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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民歌

这是四川东部的一首山歌。明清以来，人们曾依
照民歌传唱的环境或歌者的身份将其分为渔歌、樵
歌、船歌、码头调等，就此而论，这首 《太阳出来喜
洋洋》也是一首典型的“樵歌”。

歌词从不同角度写出了打柴生活即打柴人的精神
和情趣，以“太阳出来”起兴，用“上山岗”点题，
其中“啷啷扯，匡扯”，是全首歌词的最精彩之笔。因

“扯”在四川方言中读作“cai”，所以实际上是一句仿
念锣鼓敲打的象声词，它夹在下句的中间，一是歌者
借此给自己的歌声作“伴奏”，二是表现了他此时此刻
昂扬兴奋之情。衬词对于丰富民歌的表现力及其风格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像这首“樵歌”使用这么特
殊的衬词 （实质上它是一句“锣鼓经”），并发挥了这
么特殊的艺术表现力，实在是罕见的。

这首歌的曲体为上、下句结构。上句4小节，处于
音区的高位置上，下句 6 小
节，先抑后扬，与上句相呼
应。仔细分析，下句前 3 小
节实际上是上句前 3 小节的
下五度变化移位。全曲音域
仅五度，篇幅虽然短小，却
有层次感，讲究逻辑，富有
对比，因此也成为一首在专
业舞台上常唱不衰的精品。

从性格复杂多变的巴比伦国国王纳布科，到爱女
情深、热爱和平的热那亚总督西蒙·波卡涅拉，在国家
大剧院制作歌剧 《纳布科》 与 《西蒙·波卡涅拉》 中，
普拉西多·多明戈以充满质感、雄浑有力的声音，细腻
的音乐处理和全情投入的表演，让广大观众领略了

“歌剧之王”的艺术魅力。此次在纪念莎士比亚逝世
400周年之际推出歌剧 《麦克白》，将让中国观众在国
家大剧院的歌剧舞台上，再睹多明戈的风范。

麦克白是多明戈回归男中音之后，塑造的又一经
典角色。与多明戈分享麦克白这一角色的是来自俄罗
斯的歌唱家谢尔盖·穆尔扎耶夫。谢尔盖·穆尔扎耶夫
曾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出演过《麦克白》。谈及对这一人
物的理解时，他说：“麦克白是一个非常强壮的男性，这
种强壮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但因为他非常
爱麦克白夫人，因此，感觉麦克白夫人更加强势，而这种
强势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更表现在行动主导性上。”

在这部歌剧里，麦克白夫人这一角色对歌唱家有
超高的技术与艺术要求，可谓是歌剧中最难演的女高
音角色之一。此次演出中，世界著名华人女高音歌唱家
孙秀苇将挑战这一角色。孙秀苇笑称，出演这一角色需
要使出“洪荒之力”。“这个角色把戏剧女高音、花腔女高
音、女中音融在了一起。同时，还需要演员在演唱时，将
强烈的戏剧性和人物多重的内心世界予以充分表现。”
孙秀苇说。在本轮演出中，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苏珊
娜·布朗齐尼也将出演麦克白夫人。

在演员阵容安排上，与 《纳布科》《西蒙·波卡涅
拉》 相似，国家大剧院将再度将多明戈与杰出的华人
歌唱家、青年歌剧演员安排在同一组别，希望向观众
展现优秀华人歌唱家实力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带动
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

在舞台视觉呈现方面，世界著名导演、舞美设计
大师乌戈·德·安纳将以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舞美与
多媒体营造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元素，表现麦克
白与麦克白夫人被“爆棚”的权力欲望禁锢，以及走
向疯狂与毁灭的过程。同时，在舞美设计上，将以

“圆”贯穿始终。乌戈·德·安纳说：“在第一幕中，圆
形与女巫的黑魔法息息相关，象征大地的邪恶；随后
麦克白决心要谋杀国王，两个半圆合二为一，象征人
类内心的邪恶；麦克白夫人死亡场景中，又出现了一
个代表审判的圆形；剧中所有人物都在这个大圆之
内，象征他们逃不出命运。”

展现文化精髓

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歌舞表演拉开序
幕，到独龙族歌舞《边疆北京在一起》，从《鄂伦
春族酒歌》到蒙古族歌舞乐《骏马归来》，从根
据台湾少数民族音乐编排的舞蹈《山海相依》，
到节目尾声《同心共筑中国梦》，第五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晚会共有 14 个节目，
1400 多名演职人员参加，其中新创节目达 11
个，在历届文艺会演中最多。

连续四次担任开幕式晚会总导演的丁伟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开幕式演出前后筹备
了一年，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行程 6
万多公里，就是为了打造一台精彩的、与众不
同的节目。

“5年一次的盛会，是艺术家们奉献给祖国
的厚礼，更是民族地区文化精髓的一次展示。”
丁伟表示。为使晚会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鲜
明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导演组采用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既深入民族地区采
风、体验生活和挑选节目，又请民族地区的艺
术家到北京来传授技艺。其中，至少七八个节
目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参加的演员大多是
第一次来北京。

比如这次演出中年龄最大的 72岁独龙族
老奶奶，就是第一次走出家乡来到北京。表演
了《四季生产歌》的红河哈尼族老人们也是第
一次离开云南来到首都。《四季生产歌》是红河
州的传统歌舞，曾一度面临失传的窘境，为了
此次演出，当地艺术家们将其重新复排并传唱
给当地年轻人，让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歌舞能

继续传承下去，和更多的观众见面。
类似这样极具民族特色的节目，

在开幕式上还有很多，令观众大饱眼
福——《东西南北同放歌》汇集了鄂伦
春族、怒族、土族、仡佬族、达斡尔族、彝
族 6 个民族的 6 首风格迥异的敬酒歌；

《幸福鼓·中国梦》集合了白族的八角
鼓、满族的太平鼓、瑶族及朝鲜族的长
鼓。此外，蒙古族歌舞乐《骏马归来》、苗
族女子群舞《盛装》、壮族歌舞《唱天
谣》、傣族舞蹈《心愿》、回族歌舞《花儿
绽放幸福来》、裕固族女子群舞《彩云霓
裳》，无不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鲜
明的艺术风格。

反映生活变化

云南省贡山独龙江乡公路全线建成通车，
红河州现代农业建设继续稳步推进，福建省宁
德畲乡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的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开幕式晚会上的歌舞《山高水长手足
情》以特有的独龙族歌曲、哈尼族罗作舞、畲族
拳术表演，表达了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携手
共建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勇气。

由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藏族群
众，包括老师、学生还有牧民自编自演的《高原
雪舞》，自然淳朴，饱满热情，表达了边疆人民
维护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的共同心愿。一列由
乌鲁木齐开往兰州的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西部
大开发的重点工程——兰新高铁开通了。情景
歌舞《快乐的玉米提，你要去哪里》从维吾尔族
青年玉米提的视角，展现出高铁通车给新疆人
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多年前，有一部老电影叫做《库尔班大叔
上北京》，而在《快乐的玉米提，你要去哪里》
中，玉米提变身库尔班大叔的孙子。连续三届
登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晚会舞台的
舞蹈演员玉米提说：“新疆高铁通车之后给当
地人带来了无限的便利，这个节目就是表现新
疆人民的高兴之情、幸福之感。”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民族都是一家人。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正如晚会片尾曲《同心共筑中国梦》唱的一样：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彼此牵挂，风里雨里在一
起，我们是一家。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天南海北心相映，我们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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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植根中华传统

文明，承上启下

革命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
用。诞生于世纪危局下的中国共产
党，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以挽救民
族危亡为己任，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过程中创造出了带有鲜明中国烙印的

“革命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是
其典型代表。

革命文化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中
华传统文明之中，尤其是与时俱进
的政治理念、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
等，并产生了伟大的革命集体主义
精神，深刻的中国本土化实践，艰
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为人民服务的
崇高信念等丰富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文化在当
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新的活着
的传统，它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
本取向，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加以创
新和完善，在建设中不断拓展与发
展。

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旨在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其实质即是革命文化
在当下的一个延伸。继承和发扬革命
文化，我们将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为人类社会美好理想的实现提供道
路、理论和制度范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博士后）

世界歌剧大师

合力打造《麦克白》

由“歌剧之王”多明
戈加盟，指挥大师丹尼尔·
欧伦执棒，著名导演、舞
美设计大师乌戈·德·安纳
领 衔 打 造 的 歌 剧 《麦 克
白》，将于9月7日至11日
迎 来 首 轮 演 出 。 8 月 17
日，该剧在国家大剧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在京主创
主演介绍了精彩看点。

革命文化
何以铸就文化自信

吴四伍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
主线。孕育和成长于战斗岁月中
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道路、中国
理论和中国制度发展的深厚土
壤，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优秀基因。

革命文化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精神引导作用

革命文化成长于中华文明的危难
之际，在最艰难的岁月中，革命者牢
牢把握最先进的革命理论，紧紧植根
于人民群众，焕发中华文化的最大创
造力，成就了全新的革命文化。

清朝道光、咸丰以后，中国遭遇
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命运何去
何从，成为国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之
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寻求革命道
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前赴后
继。

辛亥革命尽管赶走了两千年的皇
帝，但是旧的消极文化始终盘踞中华
大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中国革
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希望。特别是十
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
列主义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登
上历史的舞台，革命的局面从此焕然
一新。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光辉
产物，与革命的发展交相辉映。伟大
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不
竭动力，从陈天华到林觉民，从夏明
翰到方志敏，无数革命志士舍小家为
大家，为革命的熊熊大火在中国大地
燃烧，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这种奉
献精神，在一代代的革命者中，悄然
地 传 播 。“ 杀 了 夏 明 翰 ， 还 有 后 来
人”，是流淌在革命者身上的一种血
液，是中华儿女赢得近代反抗侵略斗
争的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这种革命
集体主义精神，与中国革命的不断胜
利密不可分。

从严复的“群说”，到梁启超的
“新民”，从鲁迅的“改造国民”，到
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中国民众
一改几千年来的臣民思想，从自私自
利的个人奋斗，转移到集体的民族独
立的伟大事业中，革命文化在其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引导作用。

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土化的成功代表

革命文化是中国社会自我选择的
丰硕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
的成功代表。尽管各种救国药方，在
近代革命志士手中，竞相传播。欧风
美雨最终也没有浸润中国革命的种
子。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毛泽东等人将
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启
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
式革命道路时，中外资产阶级，乃至
国际共产主义对此都并不看好。只有
当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中国实现
前所未有的独立与强大，中国革命积
累的经验，中国革命中成长的新式文
化，才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井冈山
精神、延安精神等，无不昭示中国革
命的自我创新与自我发展，它是世界
先进的革命理论和中国最具体的实际
相结合的产物。从革命理论到中国实
际，完成这一独特的结合正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革命文化的核心是大众文化，它
崇尚底层文化、整体精神，坚持为人
民服务，联系群众的新理念和新作
风，展示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一
面。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君主专
制始终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尽管出
现过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如
黑暗中的微弱火光，但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地位，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
与独立。近代革命的斗争中，中国人
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勇气得到前所未
有的开发与拓展，人们为了实现自己
的权利与梦想，展现了巨大的斗争精
神和崇高的革命勇气。中国共产党人
更是集中代表一种全新的革命理念，
重视群众，服务群众，成为新的文化
发展方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
务，成为新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理念。
革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土改中的分田分地，展示一种新的平
均理念和公正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
实践中，革命者代表人民群众的基本
利益，人民群众支持革命者的英勇斗
争，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实现了真正的
鱼水之情。

革命文化始终保持了
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革命文化的特质在于实践中创
新。革命文化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
断接受革命实践检验，又从革命实
践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创造
自我的过程。

革命文化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展
现出不同特征，始终与实践保持密
切的联系，从而保持了自己旺盛的
生命力，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深
入，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不同时期，革命根据地时
代的革命文化，呈现出的是艰苦奋
斗的开辟精神；长征时代的革命文
化，以大无畏革命理想为支撑；抗
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化，以自力更
生、不屈不挠、代表中国新希望的
延安精神为代表；解放战争时期的
革命文化，则以心系人民、众志成
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西柏坡精神闻名于世。

革命文化的持久影响力体现为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作风。
革命是一场新势力对旧制度的持久
的博弈。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设一
个全新的中国，并不止于破坏旧的
政权体系。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艰苦
奋斗、不怕牺牲的作风，是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功的重要源泉。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在 革 命 即 将 胜
利 之 际 ， 就 提 出 著 名 的 “ 赶 考 ”
理念，倡导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
革命作风。事实上，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与
宏大，与领导者的优良作风密不
可分。从历史的变迁来看，革命
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蜕
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成长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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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晚，第五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开幕式文艺晚会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身
穿民族盛装的56个民族
的兄弟姐妹载歌载舞，欢
聚一堂，共同唱响“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时代乐章。

在约90分钟的演出
里 ， 蒙 古 、 藏 、 维 吾
尔、壮、回等近30个民
族的 14 个节目精彩上
演，掌声、欢呼声、喝
彩声不时响起。人民大
会堂掀起一股炫丽民族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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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鼓-中国梦》
《民族画报》 赵利摄

★

扫二维码听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