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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民歌

这是一首河北民间小调。河北地处华北

平原腹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城镇稠

密，与周围诸省的文化交流非常方便。同

时，地利之便也为民间歌舞、小调的产生与

流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各类民歌体裁

中，河北的小调、秧歌不仅数量大、品种

多，而且艺术价值也很高。它与长江下游的

江浙平原上的民歌相互对应，各呈异彩。

《小放牛》属小调体裁的儿童民歌。一般

来说，儿童民歌有两类，一类是大人哄小孩

时唱的，即“摇篮曲”，又称“摇儿歌”；另

一类是儿童自己唱的，即一般意义上的“儿

童民歌”。这类体裁，音乐性格纯真，节奏较

为简单，音域不宽，旋律流畅；其唱词多为

数数、逗趣或咏颂历史人物，《小放牛》属后

一类。它采用对歌的方式，前四句问了四个

历史常识问题，后四句一一作答。其中，头

一个问题：赵州桥来什么人修？这与河北直

接相关，颇有地方特征和亲切感。曲调是典

型的上、下、上、下的结构关系，一、三乐

句第二小节的后半拍起唱，一下子活跃了乐

意。而第三乐句第一小

节的下五度移位，使情

绪略微一转，增加了旋

律的动力。歌曲的词曲

结合紧密，音调顺畅平

实，朗朗上口，成为一

首南北各地家喻户晓的

优秀曲目。

小放牛
乔建中

扫二维码听歌

中国最高级别的校园戏剧节近日在上海落幕。两年举办
一次的这场校园“戏剧秀”，照例激发起全国大学生高涨的艺
术热情。全国27个省区市81所高校及2所中学共报送102个
剧目，最后有24个省区市的29个剧目被选中参加展演。加上
在上海的10个高校舞台，此次校园戏剧节参与演出和观摩的
大学生达数万人。如此规模，使得戏剧节成为观察和探索大
学生戏剧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最佳窗口。

戏剧是美的教育

来自贵州的廖承承从没想过，自己的大学会与一位历史
人物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接近3年的时间里，他在话剧《王
阳明》里扮演主人公王阳明，学习之余的几乎全部时间都投
入话剧的排练和演出中。

对于位于中国西部的大学生来说，类似这样的戏剧体验
正在深入校园的每个角落。在今年第五届中国校园戏剧节
上，来自西部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西
藏、新疆7个省区市贡献了8台剧目，占此次剧目总量近1/3。
戏剧不仅活跃在东部发达地区，也在西部地区的校园里播下
了一颗又一颗种子，成为青春里静待发芽的新风景。
“演话剧前，我没想过自己会爱上话剧。现在我只想说戏

剧的魅力太大了，它教会我许多书本里没有的东西，我沉醉
其中，我热爱它。”廖承承告诉记者。

话剧《王阳明》剧组由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的同学们组成，该专业崔庆鹤老师及2009级毕业生
刘欢担任导演及编剧。由于是国内首台王阳明题材的大型原
创历史话剧，首创没有前期作品作为参照，创作过程十分艰

难。出演话剧的同学们也都非表演专业出身，因此从剧本完
成到整台话剧的初步呈现花了近两年之久。该剧围绕王阳明
诏狱、求知、悟道、抗争、平定叛乱、死前抗争诸事展开，
娓娓道来，且对官场腐败昏庸给予无情揭露，被上海戏剧学
院导演系主任卢昂点评为“少见的、立体地、多侧面地描写
一位历史人物的校园剧”。

像这样塑造人物的原创作品，今年戏剧节上还有中央美
术学院的话剧《悲鸿1895—1953》、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音乐
剧《元培校长》，在改编影视文学方面，则有西南民族大学艺
术学院的话剧《尘埃落定》、山东艺术学院的话剧《九儿》和
武汉大学的话剧《喜剧的忧伤》等。卢昂认为，这样的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生戏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戏剧艺术之于青年学生最大的魅力，就是在道德情操、

审美修养上给予他们滋养。戏剧归根结底是一项美的教育。”
中国剧协驻会副主席季国平表示。

青年人是戏剧的未来

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认为，大学生戏剧可以反映经典的
主题、艺术的主题，还有就是要反映时代的主题。

关于校园戏剧剧目的选择，重庆市剧协秘书长徐冀鼓励
老师和同学们排演经典剧目，排演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剧
目，鼓励他们写自己的生活，反映校园青春朝气，表达青年
的青春理想和人生追求。

四川外国语大学博艺?莎剧社此次带来的话剧《星光里的
朱丽叶》，被评委们认为是最接校园地气的作品。剧中人物以
博艺莎剧社的社员为原型，讲述了当代大学生们通过排演莎
士比亚经典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如何消弭矛盾和误会，
如何面对令人绝望的病痛，又如何做出难以取舍的抉择，最
终给人以希望，给生活以光亮的故事。
“该剧诠释了校园戏剧的内涵、情感、趣味，并以艺术手

段关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感知，于笑声中净化心绪，回归纯
真，体味温暖，凝望高尚，播种美好，抵达了一种至善至美
的境界。这正是校园戏剧精神的体现，应大力传播推广。”中
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看完演出后表示。

专家学者们认为，校园戏剧还是要扎根于校园、绽放于
校园、发展于校园。青年剧评人闫平就指出：“校园戏剧还得
从题材上取胜，由大学生来写自己感兴趣的事，自己想表达
的感受，哪怕是粗糙、不成熟、简单，甚至单薄，但因为真
切，就有感动人的可能。”
“青年人是戏剧的未来”，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从下一

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开始，组委会将更注重主题性、导向性的
引领，对于有潜力、有创意的作品从剧本阶段就给予重点关
注，加强资金扶持、专家指导等方面的培植力度，力求推出
一批反映校园火热生活、引导青年追求理想、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剧目，培养出更多的青年戏剧人才。

82年前的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
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
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5昼
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
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
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
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
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
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惨败直接导致遵
义会议的召开，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军
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
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血
战湘江》实现了较大突破。湘江一战
红军遭到重大损失，过去的战争题材
影视作品较少触及，《血战湘江》使红
军长征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得以全景式
的艺术再现。影片非常有震撼力、有
血性，大量战争场景真实惨烈，敌我
双方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更突出了
红军将士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党的
坚定信念。据介绍，影片共动用兵力

7600余人次、群众 3.5万余人次，使用
炸药 2吨多、油料 83 吨，力求真实还
原当年的湘江血战。

饰演毛泽东的王霙说，虽然他已
经在很多部影视作品中出演过青年、
中年到老年的毛泽东，对他的各方面
都很熟悉，但这次仍然与过去不一
样。“这部影片中的毛泽东是一个特别
叱咤风云又经常无能为力的毛泽东，
也是一个忍辱负重、服从中央的毛泽
东，还是一个生活化、有血性、鲜活
的毛泽东。”他说，陈力导演在现场要
求非常严格，一个姿态、形体甚至说
话的逻辑重音她都会注意到，比如毛
泽东拄着拐杖走路的戏曾经拍了 11
条，骑马也不用替身，演员自己拍，
以便找到最正确、最贴切的感觉。

饰演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的保剑锋
说，这是他参与过的最惨烈的一部电影，
自己从没有想过会出演这样一个一直在
枪林弹雨中的角色，在影片里开那么多次
的枪，而且一直在奔跑着，带领战士们往

前冲。“这个角色的核心就是4个字：忠诚
坚定。这是个神圣而伟大的角色。”

陈力曾成功执导电影《周恩来的
四个昼夜》和电视剧《海棠依旧》，一
直以表现感情细腻、长于刻画细节著
称，这次她接受新挑战，拍摄了战争
片。她说，从开始拍摄起，就想把这
部影片拍成接地气、有质感的片子，
否则不会让今人感动。影片是在悲怆
的氛围中创作的，演员们吃了很多
苦，始终处于战争中的直观状态。影
片的战争场面拍摄也没有使用流行的
三维、绿布，演员们全部在现场真实
拍摄。绿布前的拍摄要靠想象，没有
真实场景的刺激，而这部电影里所有
人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每个细胞都是
张开的，做梦都在翻滚。
“我们用生命拍了一部电影。拍完这

部影片，我感到幸福、幸运，感到今天
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我们应该让更多的
年轻人看到这部电影，知道生命价值在
哪儿，今天的幸福在哪儿。”她说。

“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日
前在福州举行。大赛旨在推进两岸电视
文化与主持艺术的交流合作。自2008
年创办以来，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 7
届，经国台办批准列入两岸重点交流项
目，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福建省文
联联合主办，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海峡电视台等共同承办。

本届大赛，来自海峡两岸的22个
代表队、110名选手参加，最终选拔出
30名选手参加总决赛。大赛在闽台两
地反响热烈。福建赛区海选在福州高校
设立了 4个站点，同学们参与热情高
涨，报名参赛的不仅有播音主持类的
“专业选手”，还有金融、社科、数学等“非
专业选手”。台湾赛区决赛中，有66所大
学参与了该项活动，3500多名学子踊跃
报名参赛。大赛脸书粉丝专页通过视频
宣传、分享海选直播、《中时电子报》新
闻报道等方式，触及人数13.8万人。

总决赛现场，30名选手经过一分
钟模拟主持的自我展示和辩论环节的
对抗，孙昊、王航、程文杰、陈欣、刘
麟5名选手突出重围获得金奖。台湾队
的张劭斌虽在第二轮落败收获银奖，但
他在台上搂着玩偶小熊介绍台湾美景的
“暖男”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张劭斌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得奖是一种鼓励，
比赛中他看到自己的缺陷和需要改进的
方向，他希望透过自己对台湾和大陆的
认识，把不同的主持风格融合起来，产
生新的风格。

问鼎本次大赛“全能新星奖”的孙
昊说，通过比赛与许多台湾选手成为朋
友，他觉得台湾选手敢于表达的鲜明优
势值得学习，他也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推动两岸青年的互动与交流，
“两岸同宗同源，有非常多契合点，虽
然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想法，但我希
望也相信将来能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
样的距离。”

（海 卫）

近日，由著名词作家安华、曲作家王艺
歌、音乐制作人李珂共同打造，中国煤矿文
工团青年歌唱家王聆燕演唱的《站在草原望
苍穹》，在各大音乐平台亮相。歌曲是在天宫
二号发射圆满成功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饱
含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赞美，对航天人无私奉
献精神的讴歌。歌词的内容为：

穹顶下有一只雄鹰

载着我们共同的梦想

阿妈为你插上腾飞的翅膀

让你在天上自由地飞翔

大草原是我的家乡

这是心灵放飞的牧场

阿爸为我牵来雄壮的骏马

让我去天边追赶那太阳

站在草原望苍穹

等待雄鹰落在我胸膛

我用最纯洁的双手

为你漱洗为你换新装

大草原是我的家乡

这是心灵放飞的牧场

阿爸为我牵来雄壮的骏马

让我去天边追赶那太阳

站在草原望苍穹

等待英雄打开胜利舱

我用最肥嫩的牛羊

还有哈达给你一起献上

还有哈达给你一起献上

（文 总）

《站在草原望苍穹》演绎航天梦

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举行

近日，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的民族舞
蹈集萃《长征路上红军花》在北京上演。长
征途中，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
里，一路披荆斩棘。反映在艺术的舞台上，
由于沿途地域特色鲜明，民间舞蹈形式多
样，素材十分丰厚。这次舞蹈集萃用沿途富
有地域特色的民族舞蹈诠释长征故事，向长
征战士致敬。此次演出内容紧凑，除了富有
气势的群舞以外，更有独、双、三等不同舞
蹈类型节目共13个。《抗争》《雏菊》《游击
队之歌》《东方红》等舞蹈精彩上演，演员们
用舞步带领现场观众一同领悟长征精神，激
励观众不忘初心，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
前进。 （文 纳）

舞蹈集萃《长征路上红军花》上演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电影扛鼎之作出炉

故事片《血战湘江》力求再现历史
本报记者 苗 春

“哪怕经历人间炼狱，也要坚

决服从命令，保卫党中央，保卫毛

主席，渡过湘江！”这是电影《血

战湘江》中红军战士们铿锵有力

的、以生命写下的誓言。八一电影

制片厂组织创作拍摄的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影片《血战湘江》，被业内

视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扛

鼎之作、中国气派的战争大片。

11月27日，该片在京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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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传媒学院木偶剧《小兵张嘎?幻想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