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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

新剧进京

历时近1个月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近日在北京
落下帷幕。本届文艺会演评奖结果同时揭晓。《草原上的乌兰
牧骑》等5台剧目荣获音舞类剧目金奖，《冰山上的来客》等
5台剧目荣获戏剧类剧目金奖，《马可·波罗传奇》等8台剧目
荣获音舞类剧目银奖，《六世班禅》等7台剧目荣获戏剧类剧
目银奖，陈家全等8位同志荣获最佳编剧奖，龙阿朵等9位同
志荣获最佳导演奖，沈乐等5位同志荣获最佳表演奖，扎西次
旺等9位同志荣获最佳音乐创作奖，朴哲龙等5位同志荣获最
佳舞台美术奖。

本届文艺会演参演剧目民族特色浓郁、地域特点鲜明、
精品力作荟萃，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时代主题。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澳门联络办组成的35个代表团，56个民族的7000余名演职人
员参加了会演，参演的43台剧目和开、闭幕式文艺晚会共演
出92场。12万各界人士到剧场观看了演出，剧场平均上座率
达93%，近1亿电视观众收看了开幕式文艺晚会实况转播。广
大网民还积极参与43台剧目的网上评选活动，关注和参与投
票的网民超过1亿人次。不少观众表示，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不
仅是一场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自己也因各民族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而深受精神洗礼。

颁奖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闭幕式文艺晚会《花好月圆》。晚会在器乐合奏《北京喜讯到
边寨》 欢快的旋律中开始，在一场场民族歌舞、民族乐器与
乐队演奏、独唱与合唱表演中不断掀起高潮，最后在 《同心
共筑中国梦》歌舞中落幕。 （郑 娜）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闭幕

近百场演出炫起民族风

《回望》：当代视角

由上海沪剧院创演的沪剧《回望》，根
据王愿坚小说 《党费》 改编，以上海小姑
娘替外婆去江西扫墓为切入点，追溯江西
苏区女共产党员黄英忍受着失去丈夫的痛
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揭露叛徒、坚持
斗争，用自己的党费购买咸菜和粮食送给
山上游击队员，最后英勇献身的故事，真
实展现了当代青年通过回望，对中国共产
党人革命精神理解和认同的心路历程。

小说 《党费》 曾被成功改编成歌剧
《党的女儿》、京剧 《映山红》 等舞台作
品。上海沪剧院此次改编，不仅对原有人
物和情节作了较大改动和重新铺陈，而且
倾力打造全新的结构和视觉效果。据上海
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介绍，该剧是一个以当
代视角、当代手法演绎的作品。剧中主演
是一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左右的新生代演
员，他们在剧中用稳健的舞台功力，彰显
了“90后”沪剧新秀过硬的实力。

《浴火黎明》：剑指社会现实

现代京剧 《浴火黎明》 以 1948 年初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庆为时代背
景，以 《挺进报》 事件为切口，以“狱中
八条”（红岩革命烈士留给党的八条诤言）
为核心，描写展示一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在狱中面临酷刑和生活考验的极端情
况下，如何坚定信仰、坚守信念、感化和
帮助曾经丢失信仰的同志重拾信仰，最终
壮烈牺牲并留给我党八条诤言的历史事件。

剑指当今党风廉政问题，使得《浴火黎
明》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以往的红色题材。编
剧李莉突破惯用套路，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
的中国共产党员。特别是主人公范文华——
这么一个丢失了信仰却又在革命战友的集
体感召下重拾信仰的人物形象，在以往的文

艺作品中也是十分少见的。从这个突破来
看，《浴火黎明》是一部具有现代文学意义
探索的现代京剧。

从戏曲的角度看，《浴火黎明》也兼具
实验性和京剧传统底蕴。导演王清表示：

“此剧时代背景真实，高度提炼生活，但不
脱离戏曲本体的根基，将京剧与现代手法
有机融合。”担任唱腔设计的续正泰表示：

“此剧的唱腔优美、流派丰富、版式多样，
整体风格内敛而抒情，情感饱满，很能凸
显人物特点。唱腔并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而是情感的抒发‘生’出来的。”

《浴火黎明》主演全部是“80 后”优秀
青年演员。晋京之前，该剧在上海已演出
13 场，观众皆以中青年为主，受到自媒体
和微信朋友圈的追捧。

《林徽因》：多元化呈现

酝酿 3年之久的评弹《林徽因》，今年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评弹，作为一个地方曲艺种类，人们
对其固有的印象是一人或者两人，在三尺
书台边或坐或立，娓娓述说一段传奇故
事。《林徽因》也不例外，该剧以评弹的细
腻风格表现林徽因的才情、爱情、真情以
及爱国之情，探寻其人生价值。在表演过
程中，演员在角色与说书人的两种身份间跳
进跳出尤为突出，展现了评弹蒋调、俞调、陈
调、丽调、张调等近10种流派，几乎涵括了所
有评弹流派，让评弹迷一次过足瘾。

以传统为基础，《林徽因》在艺术创作上
有“三多”的创新——普通话多、英文多、角
色多。这些创新令不少观众直呼意外：“没想
到能听到评弹演员用英语说书，还朗诵徐志
摩的诗句，前所未有。”对此，该剧编剧窦福
龙表示，用英文绝对不是卖弄或者吸引眼
球，而是因为剧中角色大都有留学背景，且
日常书信也颇多中英文穿插，所以才使用英
文。演出效果真实自然，受到观众认可。

为了更贴近年轻人，《林徽因》还开创了

评弹演出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为一个剧
目的每一回都专门设计了舞美布景；第一次
为剧中人物专门设计服装，拍摄了定妆照；
第一次举办评弹“剧本朗读会”；第一次设置
两组演员在同一轮演出；第一次进行演员网
络选角 PK；第一次众筹吸引了百万元以上
的商业赞助；第一次售出演出版权等。

此前《林徽因》在上海演出 3场，引起热
烈反响。6 月，在北京大学演出，门票 4 天即
告售罄。剧中青年知识分子放飞个性、自由
追求爱情和幸福等故事情节的展现，成为吸
引青年观众的话题。年轻人对评弹艺术和

“林徽因”题材的喜爱，也让演员们对剧目更
有信心。

由 上 海 戏
曲艺术中心主
办的“东方之
韵·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新剧目
北京展演”将
于金秋十月亮
相 长 安 大 戏
院。10月11日
至 15 日，上海
戏曲艺术中心
所属上海沪剧
院、上海京剧
院、上海评弹
团将先后上演
三台新创剧目
—— 原 创 大 型
沪剧 《回望》、
新编现代京剧
《浴 火 黎 明》、
原创中篇评弹
《林徽因》。3台
演出均为 2016
年创作完成的
新作品，均启
用青年演员担
纲主演，力求
展现海派戏曲
新风采。

海派创作意指当代
本报记者 郑 娜

▲现代京剧《浴火黎明》▲现代京剧《浴火黎明》

▲沪剧《回望》

个人的历史就是时代的写照。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
择。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 《太阳的女儿》 近
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该剧叙述了西藏农奴女儿卓玛在农
奴主的统治下饱受摧残，不仅自己出生不久的弟弟被前来逼
债的管家摔死，而且在领主家充当家奴时因酒杯摔破饱受酷
刑，最终不得不踏上生死未卜的逃亡之路。昏迷不醒之际，
遇到当时在附近筑路的十八军先遣支队而获救，并与当时进
藏的十八军先遣支队队长石爱民相恋相爱并结婚。但在新婚
之夜又毅然送别丈夫远行，在丈夫牺牲后，他的儿子石建藏
将老西藏精神进一步传承下去的故事。

全剧以卓玛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通过对她一生坎坷命运
的艺术展现，以一个普通人物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折射
出西藏农奴制度的残酷，以及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
放等新时代的幸福，为观众呈现了西藏社会从黑暗走向光
明、从落后走向繁荣的光辉历程。全剧舞美设计特色鲜明，
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到位，既表现了藏族传统历史、文化与服
饰之美，又展示出西藏改革与建设事业的美好前景。

用舞剧来讲述西藏近现代历史中的个人命运，是很有意
义的尝试。这一舞剧虽然没有对白，却通过旁白、音乐和场
景的三重印证，使人们能够从中真切感受到各个时代的变迁
历程，以及普通人在这些历史大背景之下的心路历程。可以说，
这既是卓玛的个人生命史，也是广大农奴儿女们的群体生命
史，更是整个西藏与中央紧密关联的历史写照。或许我们已经
逐渐忘却这些历史细节，但该剧通过生动具体的形式，让我们
得以重新去体会过去和当下，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理解卓玛、石
爱民、石建藏身上所蕴含着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精神重在传承。《太阳的女儿》还融入了更多新的时代元
素，从而使全剧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相得益彰，使观众能够对
西藏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有更为完整的印象。西藏民主改革
完成已经数十年，当年
风华正茂的卓玛如今已
是白发老人，但由中央
政府和西藏百万翻身农
奴共同推进的西藏解放
与发展事业则永远在路
上。如今，以石建藏为
代表的新一代建设者已
经启程，他们将继续发
扬老西藏精神，建设好
西藏，建设好祖国。

“西口”是晋西北、陕北一带对内蒙古西部
的泛称，也有人说“口”即张家口，故“西
口”就是张家口以西的广大地区。

“走西口”是旧时代这个地方老百姓很特殊
的一种求生方式。因为相对来说，晋西北、陕
北的人口密度较大、土地贫瘠，旱涝不断，而
内蒙古西部则人烟稀少，缺乏劳力。于是，为
了养家糊口，这里的男劳力便在每年的春天成
群结伴到“口外”，或给人揽工，或到煤矿背
炭，直到冬天农闲才返回家里。每年一度与亲
人的痛苦分别，经年累月的背井离乡，使这里
的人在精神上遭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天长日
久，以咏叹离别、思念、期盼为主要内容的民
歌便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走西口”的生活提
炼出了唯独这里才有的歌唱主题。

由于“走西口”所表现的大都是歌手自己
的切身感受，所以它的唱词凝练深刻、震撼人
心。如“大青山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

“提起哥哥走西口，止不住小妹妹泪蛋蛋流；一
把拉住哥哥的手，说下个日子你再走”“山在水
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听见哥哥唱上
来，热身子扑在冷窗台……”这些普通的语言
将亲人间的离情别意描绘到了极致。

《走西口》的曲调十分简洁、动听，其中大多
数是“山歌“体裁，短短的上下两句，便能完美地
揭示出一个完整的乐意。《走西口》还有少量的

“小调”体裁，如陕西府谷
的这一首，它由四个简短
而又相对独立的乐句组成
起、承、转、合的结构而一
气呵成，虽然少了些山歌
体的夸张，却增添了小调
体的细腻含蓄，以内在深
沉的方式表达了妹送情哥
时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

福建东南卫视日前在京举行《天籁之声》启动仪式。《天籁
之声》是一档大型民族音乐真人秀节目，脱胎于百集民族文化
纪录片《民族文化之旅》的音乐专题部分《寻找天籁之声》。

《民族文化之旅》由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贵阳市人民政
府、东南卫视等联合制作，旨在全面地展现56个民族的生活方
式、饮食、服饰、婚丧礼仪、节庆习俗、文字、文学、艺术、建筑及
雄伟景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专题形式全方位展现中华
各民族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等内容的影像作品。

作为 《民族文化之旅》 音乐专题部分，10集纪录片 《寻
找天籁之声》 将深入少数民族省份和地区，北上内蒙草原、
南攀云贵高原、西沿西域丝路、东入白山黑水，用摄像机记
录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歌曲及其背后的感人故事。

拍摄《寻找天籁之声》的同时，《天籁之声》也将进行录
制。该节目与传统的选秀类节目侧重造星不同，更注重音乐
本身。登上这个舞台的歌手作为“天籁之声”的求索者，也
是带领人们探访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引航人。出现在 《天籁
之声》 中的每一首歌、每一支曲皆脱胎于民族音乐，通过与
现代时尚、歌手个人魅力的完美融合再度创作，以竞演的方
式打造民族音乐现代经典。

据悉，《天籁之声》将于12月开始在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
的周末黄金档播出。节目将与国际知名音乐公司和音乐人合
作，精选出最美声音和最美原生态歌曲，打造中华民族的

“天籁之声”金唱片，参加格莱美奖的角逐。 （小 黄）

舞剧《太阳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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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民族最美声音

云门舞集《水月》：

东方神韵与巴赫经典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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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云门舞集《水月》日前首次起舞国家大剧
院，这是著名编舞家林怀民继《行草》《流浪者之
歌》《九歌》《松烟》之后第 5 部亮相国家大剧院的
代表作品。云门舞集男女舞者曼妙的舞姿搭配巴
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太极、明镜与流水在舞
台上交相辉映，带给北京观众一场视听感官盛宴。

云门舞集首演于1998年的《水月》，作为林怀
民的巅峰之作，被媒体誉为“20世纪当代舞蹈的
里程碑”，受到国内外舞迷的热捧。《水月》继承并
发扬了云门舞集一贯强调的中国肢体语汇，并以

“太极导引”为原理，衍生出以曲线动势的独特语
言。在《水月》中，舞者呼吸吐纳，由丹田导气引
身，带动肢体的动作。动静、虚实、阴阳互生互克，
可谓是中国书画“气韵生动”的体现。

《水月》采用了西方音乐的经典——巴赫《无
伴奏大提琴组曲》，同样令国际舞评家惊讶叫绝。
在首演后的第二年春天，林怀民将民将其带到巴赫故
乡柏林的德意志歌剧院演出，获得德国重要媒体
的一致赞誉。随后近 20年的世界巡演，同样征服
了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观众。

《纽约时报》称：“《水月》的舞蹈是
巴赫音乐的化身。”《国际芭蕾杂
志》也评价说：“东方的太极与巴赫
的经典，等待 300 年，只为了在《水
月》中相逢。”

林怀民由“镜花水月毕竟总成
空”的佛家偈语获得灵感作舞，

“水”“月”“镜”是《水月》舞台上必
不可少的意象。林怀民谈到：“《水
月》不是在讲佛经，是在讲山水画
中的横轴，西方的画是挂在那里看
的，我们的画是横着打开的。看到
一点点，然后再一点点，就像旅行
一样。看的人经过一个时间旅行，
一步步走出来。”

首演当晚，《水月》伴着巴赫的音乐逐渐打
开，白裤系腰的男女舞者站在勾画白色水纹的黑
色地板上，身形倒映在身后的巨型镜面中，显得
格外空灵。随着舞蹈的进行，悄然而出的流水缓
缓淌过舞台，在镜面和水波之间映现出层叠繁复
而虚实相间的无限幻象。舞者踏水而舞，有那么一
段时间巴赫的音乐戛然而止，舞台上空余数名舞
者的呼吸吐纳声与潺潺流水声相互呼应，而禅意
也在这动静虚实之间，在观者的心头旋生旋灭。
东方神韵的舞蹈和西方经典的音乐水乳交融、相
得益彰，纯粹、空灵的境界自舞台之上缓缓延展。

为营造出水月天光的舞台空间，林怀民克服
了很多不为观众所注意的困难。比如《水月》舞台
上的水，水温在几十分钟后的演出中必须维持在
一定度数，那就是舞者的体温。林怀民强调：“因为
舞者们是汗流浃背，毛细孔是打开的，遇到天冷的
时候，水面上甚至会起水雾，如果给冷水，跳了几
场后人就会僵在那里。”正因为这样的审慎与细
致，云门舞集带给观众的只有至纯至美的享受。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