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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师竞相登台

今年 9 月，被誉为世界“歌剧之王”
的普拉西多·多明戈再度登上国家大剧院
舞台，演绎威尔第歌剧 《麦克白》。这是
75岁的多明戈在短短 5年内，第 5次造访
国家大剧院，第3次担任国家大剧院制作
歌剧的男主角。大师坦言，“这里的制作
团队很专业，水平很高，各部门都保持高
水平的工作状态，中国的观众也非常热
情，我非常享受在这个舞台上演出。”

多明戈只是这些年来造访国家大剧院
的艺术大师之一，阿巴多、西蒙·拉特、
杨颂斯、洛林·马泽尔、艾森巴赫、里奥·
努奇、何塞·卡雷拉斯、乌戈·德·安纳、
强卡洛、诺伊梅尔……从指挥家、歌唱家
到演奏家、舞蹈家，从著名导演到顶级舞
美设计师，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
在大剧院舞台上奉献过精彩演出。这种盛

况让美国著名的 OPUS3 艺术经纪公司副
总裁厄尔·布莱克深深感慨：“到国家大剧
院演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艺术的一种潮
流！”

此外，几乎所有世界著名院团也在大
剧院亮过相，如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
乐团、费城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
哥交响乐团等。据统计，9年来，国家大剧院
先后与近 30 家国外顶级剧院结为战略合
作伙伴，与上百家驻华使馆实现常态化的
文化交流，共有 700 多家中外艺术院团、
28万人次的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毫无疑问，自建成之日起，国家大剧
院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中外艺术交流中心。

用实力塑造良好品牌

国家大剧院何以有魅力吸引这么多世
界艺术家？显然不只因为它有着全世界规
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系统最复杂的演
出空间。

以最能凸显一家剧院“能力”的剧目
制作为例，国家大剧院在9年里共制作67
部剧目，其中原创中国剧目 22 部，仅原
创歌剧就有 12 部。对此，连多明戈都感
慨不已：“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对不可
能的。即使是一些历史悠久的百年剧院，
如今每年也只能创作出三四部左右的新
剧。”

不仅如此，凭借超强的节目经营和吞
吐能力，国家大剧院迄今已形成新春、夏
季、秋季三大演出季，打造出“歌剧节”

“舞蹈节”“中国交响乐之春”“五月音乐
节”“八月合唱节”“漫步经典系列音乐
会”等一系列主题艺术节品牌。这两年，
大剧院还特别推出“国际戏剧季”“国际
钢琴系列”“中国舞蹈十二天”“喜剧艺术
节”等新品牌，在打造剧院本身影响力的
同时，也彰显出北京作为国际文化艺术之

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如今，每年走进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

的人数近百万，参观和参与艺术普及的人
数近百万；每年商业演出 850 场左右，9 年
来共计 7800多场；票房销售率每年逐步提
高，2016年达到87%，不少演出一票难求。

“请进来”也“走出去”

随着国家大剧院品牌影响力的日益增
强，剧院“走出去”的国际交流活动也马
不停蹄，每年涉外演出比例保持在 30%，
足迹已遍布美、英、意、俄、德、澳等17
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完成了
横跨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费城、渥太
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北美七城的巡演，
奏响芝加哥交响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
林肯艺术中心、基默尔艺术中心、渥太华
国家艺术中心等7所世界著名音乐厅，被
北美各大媒体盛赞为“大放光彩”“在各
方面都可以打一百分”。

2015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骆驼
祥子》赴意大利巡演，这部由中国作曲家
创作的中国题材当代歌剧，受到了歌剧之
乡观众的热烈欢迎。2016年，意大利国家
电视台对其演出录像进行了三场转播。在
意大利 20 多年的华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
苇称：“看着中国的歌剧配上意大利文的
字幕在意大利的电视台实况转播，这是第
一次遇到。国家大剧院真正做到了推动中
国的歌剧走向世界！”

接下来，国家大剧院还将在“请进来”
的同时继续“走出去”。“在做好艺术演出、
艺术创作、艺术普及之时，大剧院将孜孜以
求地探索剧院运营管理的‘中国方案’，把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世界观众对高雅艺
术的兴趣、对中国文化的渴求成功对接，
不断产生共鸣、不断有益发酵、不断同频
共振。”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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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摘得第十届舞蹈“荷花奖”的舞剧 《仓
央嘉措》，让丁伟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作为国家
一级导演，同时也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掌门
人”，丁伟有着令同行羡慕的经历。他曾经连续四
次执导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并且担任
2014 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晚宴文艺演出
的总导演。

现在，丁伟谈得最多的是《仓央嘉措》。这部舞
剧对于他和歌舞团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
部作品。对他，这是离自己的心最近的一次创作。
对歌舞团，这不仅是建团 60 多年来的第一部舞剧，
也是第一次以口碑和市场全面宣告胜利的成功实
践。如今，国有艺术院团依旧身处摸着石头过河的
改革期，《仓央嘉措》在短短一年里摸索出的创作思
路、市场模式、品牌锻造之术，无疑已令其成为改
革之中的佼佼者。

《仓央嘉措》 于 2015 年年底首演，至今恰满一
年，但是创排时长达三四年之久。作为近年来比较
受关注的人物，仓央嘉措这个创作题材并不好把
握。歌舞团为此请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等
许多专家，举行座谈研究，最后定下人物故事的走
向，那就是把仓央嘉措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表现包
括乡情、亲情、爱情等这些容易触发人们共鸣的情
感。整体风格上则确立了“淳朴”“安静”的基调：
服装用的是青海来的粗土布；灯光用得最多的是一
盏灯；音乐摈弃大交响，更多的是一把笛子、一架
钢琴；主角的选择上，有着澄澈的眼神和宁静的内
心也成为必要条件。

事实证明，《仓央嘉措》 的艺术定位是准确的。
它不仅受到藏学界、艺术界和媒体的盛赞，也得到
市场的肯定。在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基础上，《仓央
嘉措》 从第二场就开始盈利，目前已在国内巡演了
16 个城市、演出达 40 多场，所到之处票全部卖空，
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这，出乎许多人的意

料。丁伟还记得，刚开始在北京演的时候，曾经有
家知名剧院把一年之中最差的档期排给他们，“因为
不看好”。没想到演出时场场爆满，过后剧院又找到
歌舞团问：“我们接着把十月最好的档期留出来，你
们还能接着来吗？”

《仓央嘉措》 的成功近看是一部作品立起来，
远看是一批演员立起来，一个院团立起来了。主演
黄琛迪因为这部剧，从刚毕业的学生历练成为优秀
青年舞蹈演员。以前团里的老演员也因为参与这部
剧，一改之前懒散、得过且过的消极状态，变得积
极、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2013 年，全团满打满算
只有 20 多场演出，演员收入极低，人才流失严重，而
现在这些都因为一部剧得以改变。“一部优秀的作
品对一个院团的影响太大了。”丁伟反复感叹。

正因为深知其中的不易，团里对 《仓央嘉措》
的演出质量把关也非常严格。每到一个城市演出，
丁伟都要求演员们到当地寺庙去体验一下，特别是
主要演员，一定得让心静下来，早早地沉浸到剧中
的状态。此前，因为经验不足，团里事先没有勘察
好场地先签合约，发生过有的城市因为舞台不符合
标准，最后不得不赔钱取消演出的情况，对此丁伟
既自责也无奈：“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但是为了演
出质量，我们必须精益求精，这是对自己负责，也
是对观众负责。”

短短一年间，《仓央嘉措》已经成为中央民族歌
舞团的一个品牌。未来，这部剧将在国内继续巡演
下去。“我们的目标是走遍全国，走向世界。”丁伟
表示。《仓央嘉措》带给歌舞团的活力，带给国有艺
术院团改革的启示，还将进一步发酵。

如何做到口碑与市场双赢如何做到口碑与市场双赢

嘎达梅林
乔建中

◎名家说民歌

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是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如今，经过 9 年的运
营，它以自己的艺术品位
和水准，渐渐跻身世界一
流剧院行列，不仅给中国
人带来高质量的艺术享
受，也成为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重要的窗口和平台。

国内这些年推出超过一百档音乐类节目，
音乐类几乎成为最红火的节目类别了。但不论
是自主研发也好，或是向国外借鉴也好，都存
在着一个市场规律，就是做一档音乐节目，要
么把赛制玩到极致，要么把纯娱乐玩到极致。
最近一两年来，赛制的变化也进入了瓶颈，很
难再创造有趣新颖的形式，近日，山东卫视推
出大型音乐游戏综艺《超强音浪》，巧妙融合游
戏和音乐两大因素，使音乐脱离严酷赛制的压
力，脱离评判好与坏的负荷，回归到单纯、好
听、有趣的本质。

节目集结众歌手组成“音浪小队”，每期邀
请一位音乐大咖，和音浪小队共同完成数轮音
乐游戏。音乐与游戏的结合带来许多意外的惊
喜。比如节目组总结了 2016年热点事件，让明
星们根据标题即兴创作歌曲，带领观众回顾
2016，既展示了歌手的创作才能，又紧紧跟随
时事热点，引发共鸣和二次传播。有趣的是，
这个环节的输赢，是由摄像机随机选中的观众
来评判，这样互动属性增强，节目的可看性也
大大增强。

音乐的存在，总是与人们的故事和记忆萦
绕在一起，成为一代代人共享的时代记忆。《超
强音浪》 虽以游戏作为外壳，却不丢弃“走
心”的内核。如“我想唱给 TA 听”主打怀旧
牌，歌手要致敬偶像，并献唱自己偶像的歌
曲，这些充满年代感的老歌，很容易就勾起了
大众深深的“音乐情怀”。而“请回答 19XX”
系列，则瞄准了广大观众共同的音乐年代记
忆，选定一个过去的年份，以各种问题来回顾
当年最红的作品，再一次体现了生活与音乐的
强连接。

看完第一期的 《超强音浪》 可以发现，这
档节目包含了歌曲欣赏、身体竞技、星素合
唱、益智抢答、即兴创作等，可以说观众爱看
的元素全都融入其间。在欢乐的游戏过程中，
把嘉宾在音乐方面的偏好、知识面、观点、才
能展现得淋漓尽致，音乐不再是比赛的“道
具”，而是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超强音浪》专注于把一个人、一条线、一
个年代做深入、做透彻，这是音乐形态的创新
逻辑，在一众比赛类节目中，《超强音浪》走出
了一条不落俗套的新路子。 （文 纳）

音 乐 节 目的新突破口
日前，跨年巨献“丝路之魂 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

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四川成都博物馆新馆拉开帷
幕。本次展览于2016年12月27日起向公众免费开放，将
持续4个半月，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以丝绸之路为
主题的敦煌文化艺术大展，共有来自南、北、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的 60 余家文博机构的 200 余件精品文物及来自
敦煌、甘肃麦积山、新疆龟兹和高昌石窟的艺术珍品，
将同时与观众见面。

据成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大展将展出敦
煌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仅包括8个
原比例复原石窟、10件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还有70幅
敦煌壁画临摹复制品、12尊彩塑临摹复制品、25件藏经
洞绢画复制品和 10 件模制花砖；同时还展出了汉代简
牍、彩绘画像砖等精品文物68件，展现了敦煌地区的辉
煌历史。除此之外，具有浓郁西域风格和中原风格的 42
幅壁画临摹复制品和16尊彩塑临摹复制品也将与观众见
面。这些石窟、雕塑和壁画复制品，每件都是工艺大师
毕生心血之作，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敦煌、榆林等石窟
原址都无法参观到的珍贵文物的复制品。 （王明峰）

丝路敦煌艺术珍品聚首成都丝路敦煌艺术珍品聚首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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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内蒙古哲里木盟的“短
调”歌曲。哲里木盟是一个半农半牧
区，因此该地的蒙古族民歌也以短调体
裁为主。从整体特征而言，短调歌曲又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抒情性的短
歌，它的内容主要是表达爱情、赞美故
乡或年轻姑娘的；另一类则是叙事性的
分节歌，其中，有一部分是较严肃的传
说故事，有一部分是较幽默诙谐的表演
性短歌。这首短调所咏颂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草原上出现的一位带领牧民反
抗王爷而最后壮烈牺牲的蒙古族英雄梅
林。由于他本人是哲里木盟中旗人，所
以有关他的事迹在当地流传很广，并以
多种音乐体裁广为传唱。

这首叙事歌是最有影响的一首。它
的唱词用十分概括的四个段落，表现了
梅林的高尚精神和后人对他的怀念。全
曲由两个大乐句组成，第一乐句分两个
乐逗，旋律呈上行趋势，最后结束在高
八度的主音“La （6） ”上，显得挺拔
有力，第二乐句由高而低，一气呵成，
两个乐句的旋律线正好形成一个山峰
状。为了突出思念、歌颂的主旨，它基
本是一字一音，一音一顿，使音乐庄严
肃穆，既是叙事的，又是颂歌式的，充
满了雄壮的英雄气概和厚重的历史感。
除了这一首短歌外，当地还流行着由民
间说唱艺人采用“乌力格尔”（蒙古族
说唱音乐形式“胡尔奇”的一种） 演唱
的长篇小说，在他们的加工下，一部

《嘎达梅林》可以说唱一、二个月。

中德两国岩画专家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北麓的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阿拉伯战马岩
画。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中国北方岩画研究所所长
吴甲才介绍说，岩画中的阿拉伯马高 17 厘米，长 42 厘
米，身上佩戴征战出击时的披甲、足踏，披甲呈平铺背
迭式，前颈、后胯、腿肚下均有宽带皮绳扣固，马下腹
有垂吊式的佩饰。经技术手段测定，其刻磨时间在公元
前210年左右，属于匈奴与东胡之战时期。

阿拉伯马的踪影为何在 2000多年前的内蒙古草原上
出现？专家认为，岩画反映了匈奴与东胡两大北方部族
征战时期的情景。当时，匈奴很可能与西亚、北非等地
有贸易往来，他们把以物易物交换来的阿拉伯马当作将
帅战骑，或用于可汗出行仪仗。这在鄂尔多斯青铜件、
陶俑等文物中均有佐证。

吴甲才说，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位于西亚
的亚述帝国利用撅嘴马征战在欧亚大陆上，到了公元前4
世纪斯基泰文化时期，出现大量撅嘴马战骑，这种马一
直延续到阿拉伯帝国时代，被称为阿拉伯马。不同文化
间的碰撞交流，使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岩画中留下了阿
拉伯马的“足迹”。 （于 嘉）

内蒙古发现阿拉伯战马岩画

舞剧《仓央嘉措》：

▲舞剧 《仓央嘉措》 讲述了西
藏历史上著名诗人及政治人物仓央
嘉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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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

成立9周年

▲曾造访国家大剧院的伦敦交响乐团▲曾造访国家大剧院的伦敦交响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