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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90年军歌

无 论 是 1937 年 ， 音
乐家贺绿汀对着一盏小小
的油灯，一气呵成创作铿
锵有力的 《游击队歌》；
还是 1943 年，牧虹和卢
肃在晋察冀边区目睹百姓
被日寇残杀的惨烈景象，

创作出经典名曲 《团结就是力量》；抑或是 1960 年，
张士燮回忆起蜿蜒如龙的火把映红了于都河水的动人
场景，写下如泣如诉的 《十送红军》，军歌都传递出
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军队的精神力量和理想追求。

《歌声飘过90年》正是通过一首首慷慨激昂的军
歌、一段段浴血奋战的篇章，一幕幕再现了解放军将
士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回顾了人民军队 90 年的光
辉历史和丰功伟绩。节目将 90 年军歌浓缩为“歌唱
理想”“歌唱青春”“歌唱信念”“歌唱中国梦”四部
分，串联起各个时期的经典旋律。更为特别的是，每
介绍一首经典歌曲时都会结合故事讲述，欣赏者可以
从不同角度感受音乐背后的酸甜苦辣。

提起自己最喜欢的军歌，演员刘之冰最难忘的是
《一二三四歌》。“我在中苏边境长大。从小我就能在
家门口前听见军人们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这口号
最简单、却也最有力。它一直影响着我，让我对饰演
军人有种特别的渴望。我演过刘伯承元帅，三度饰演
瞿秋白，扛过枪、打过仗，几乎演遍了所有兵种军

衔。这其中始终不变的就是这句‘一二三四、一二三
四’的口号，那是精神上的引领和鼓舞，是绿色军营的
召唤，更是独属于军人的旋律。”

在原济南军区当了五年特种兵的王向阳也对《一
二三四歌》 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我们当时在军
营最爱唱的就是这首歌，不管再苦再累，只要响起这
首歌的旋律，我们就会热血沸腾。”

展现当代军人英姿

“唱响经典军歌，就是想和观众一起缅怀光辉岁
月，致敬铁血军魂。”《歌声飘过 90 年》导演组表示，文
艺作品应是记录时代故事、抒发时代情感的“化石”，军
歌更应该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

通过深度挖掘每一首歌曲象征的意义，《歌声飘过
90年》将视角从音乐延伸到部队的不同职责、岗位，多
方位呈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面貌。

现场演示攀爬绳索、进行死亡格斗的特种兵，尽
显执行任务的敏捷和勇猛；福建东南沿海石井海防民
兵哨所女兵代表，不畏苦累守卫海防；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被称为“飞天神兵”的战士们，一片赤诚保证
发射安全；漠河北极哨所“第五代菜王”相国军，因守卫
边防相继错过了父亲和儿子的离世；还有来自红其拉
甫哨所的徐石川和他的战友们，远离故乡和亲人，在
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每天都需要克服强烈
高原反应执行任务……

《一二三四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咱当兵的
人》《我不想说再见》《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将他们

昂扬的斗志化为旋律，为他们无私的奉献抒怀，展现
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既有铁血军魂，又有侠骨柔
情的队伍。

老歌新唱精神永在

《义勇军进行曲》《强军战歌》《打靶归来》《我和
我的祖国》《战斗宣言》《长城长》《红梅赞》 ……在

《歌声飘过90年》里，众多激荡人心的军旅歌曲竞相
开唱，或是老歌重现，或是融入流行元素，收获了众
多观众的好评，除了勾起老一辈人的记忆，也不乏年
轻人纷纷点赞。

据 《歌声飘过 90 年》 导演组介绍，为了让更多
人唱起军歌，节目将时代感和流行元素融入到军歌演
唱中。例如经典歌曲 《红梅赞》 就辅以 3D 全息投影
技术的运用，让不同空间、不同场景的江姐同台演
出。该歌曲演唱者王莉在节目录制后笑言，终于实
现了自己“三代”江姐的同台梦。由军旅合唱团和
音乐人洪兵演绎的 《保卫黄河》，在表演中加入了高
潮迭起的钢琴独奏和多元重唱；歌手江涛带来的新
编 《一二三四歌》，融合了说唱元素，相比过往版本
更显动感旋律；《红星照我去战斗》 也做了全新改
编，青年歌手白若溪的吉他演奏，赋予了歌曲更多
的温馨情怀。

“真正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有网友看完节目后表示，《歌声飘过90年》借由军歌全
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风采和情怀，也体现了中国军队
的综合实力和强军兴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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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举行暑期新节目发布会。10余
档新节目闪耀登场。

原创特别节目《时代新语》以形象生动的形式解读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箴言，唱响时代最强
音；《魅力中国城》《谢谢了我的家》《中国影像方志》讲述个人、
家庭、地域、国家的故事，连通小家与大国；《中国民歌大
会》《中国戏曲大会》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观众感受中
华文化之美；《超级工程 （第三季） 纵横中国》见证当今中国
发展建设奇迹，提升整个民族自信。两档科技感、新鲜感十
足的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二季）、《机智过人》也将
在暑期播出。后者聚焦“人工智能”这一科学新领域，将生
动展现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 （文 央）

第30届国际拉班舞谱双年会 （ICKL）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
学拉开帷幕。本次会议主题是拉班舞谱的多元化应用。

为期 6天的会议中，超过 30位国际顶尖专家分享拉班动
作记录法最新的理论研究和在各个领域中应用的实践报告，
包括拉班舞谱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拉班舞谱对舞蹈经典作
品及传统舞蹈的记录与保存等内容。

拉班舞谱是“现代舞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所创，以数
学、力学和人体解剖学为基础，运用各种形象的符号，分析
并记录人体动作和节奏。在戴爱莲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师范
大学曾在 2004 年承办过第 23 届国际拉班舞谱双年会。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中国拉班研究中心。

（文 纳）

喜剧，作为世界艺苑的一枚瑰宝，是一种精妙的
戏剧表达，也为人们审视社会、观察人生提供了全新
视角。

前不久，北京喜剧院迎来开幕两周年的日子。
两年前，北京喜剧院作为国内首家以喜剧为核心定
位的专业剧院，成为文化领域、市属单位、区属企
业和民营企业三方合作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两年
来，北京喜剧院为民众奉上了 74 台 433 场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原创精品及喜剧经典之作。平均

销售率达到 70%，票房总收入 5860 万元，惠及观众
35.2万余人次。

纵观世界各地，标榜以“喜剧”为核心的专院剧
院，并非常见。在网络上搜寻“喜剧院”三字，除了
北京喜剧院，就是位于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喜剧院。喜
剧院成立的意义，与一般大剧院截然不同，是对纯粹
喜剧风格的追求，对明亮的喜剧调性的坚守。

一座喜剧院在一个地区中可以扮演着怎样的角
色？在笔者看来，成立喜剧院对当地喜剧艺术的创
作、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尤其是“传承”。从这个
角度看，北京喜剧院为我国喜剧艺术的发展拓宽了思
路、打开了视野。随着喜剧院引进不同国家的作品，
如莎翁著作 《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威尼斯商
人》 等，同时成就一系列原创剧目 《戏台》《老宅》
等的诞生，无疑给创作人、编剧、导演、剧团一个机

会传承喜剧文化，让经典再现舞台。
有人说喜剧是通过嬉笑怒骂反映现实生活。说

到嬉笑怒骂，北京喜剧院艺术总监陈佩斯早前说
过，喜剧要表达的“快乐”，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
的平等关系，没有性别、年龄、种族的限制。在剧
院里，每个观众都拥有因舞台而发笑的权利，那种
平等的状态让整个剧院都欢乐起来，也形成了一种
相互促进的、融合的文化氛围。喜剧是创造笑声的
艺术活动。笑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
的，是人类能够进化、生存、战胜各种困难的一个
先决条件。在节奏繁忙的都市里，喜剧院为喜剧创
作、发展乃至民众文化生活都带来了改变。它不滑
稽、不搞笑、也不是玩闹，而是以欢笑声剖析人生
的假恶丑与真善美，笑看人生中的瑕疵，把快乐的
种子撒播。

由郭子健执导，彭于晏、欧豪、余文乐、倪妮等
主演的电影《悟空传》上映后票房一路飘红，口碑却
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影片对原著
故事的全盘改编。为此，新浪于近日举办一场关于

“经典 IP在当下语境中改编的得与失”的论坛，出席
者包括《悟空传》的导演郭子健、编剧今何在、主演
彭于晏与几位影评人。

面对几位影评人的现场质疑，郭子健耐心解释剧
情改编的必要，他认为小说改编成电影，需要考虑到
电影播放长度、金钱、人手等等，因此“如果要把小
说里情节说得很仔细的话，其实需要很多篇幅。”而
且他认为，今何在当年的写作状态较为自由，也未因
顾忌《西游记》原著粉的感受而畏手畏脚，“十多年
以后，我们要做《悟空传》的电影，为什么要走以前
的老路”而且郭子健也提到大众喜欢《悟空传》小
说，是因为可以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因此对于电影改
编，“我们不是要把原著完全扔开，而是把这个小说

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抓住，然后把这个小说给我们的限
制全都扔开，重新去写一个故事，重新找一个起点来
开始这个故事。只要不违背这个主题，里面的情节真
的那么重要吗”

作为小说的原作者和电影编剧，今何在对如何改
编更有发言权。他表示，如果自己是导演，也不会按
照原著一字一字地拍。“当年我写《悟空传》就没有忠
于原著，现在我要求别人忠于原著，那样我觉得这个东
西就死掉了。”

经典改编，究竟该忠于原著还是颠覆原著？事实
上，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的个
性，每一个创作者也都有再创作的权利。对此影评人
阿郎也认为，无论改编成功与否，他从郭子健和今何
在的创作中看到了一种正确对待IP的态度，不是仅仅
把IP当作一种增值效应，而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故
事，而创作者可以在改编IP时附加自己的理念，这才
是最珍贵的。

2017北美青年电影节北京影展日前在京举行。影展从北
美青年电影节近两年展映的300多部作品甄选出9部优秀电影
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也较为新颖，其中有立足中国本土展现市
井人生的作品《冬泳》，有演绎他乡漂泊的移民心境的《玉蝴
蝶》，有取材于天马行空幻想的《KARMA》《危笑》等。

此次影展是北美青年电影节在国内电影行业的首次亮
相。北美青年电影节由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媒学院和电
影学院中国留学生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4届。 （金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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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拉班舞谱双年会在京举办

北美青年电影节北京展映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

涛”“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什

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歌

声。一声声高亢的口号声既

是军人前进的动力，也化成

了一首首陪伴在他们身边的

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

属于自己独特记忆的军歌。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歌声飘过90年》日

前登陆中央电视台，以经典

军歌致敬铁血军魂，见证九十

载的强军梦、中国梦。

近期湖南卫视《湖南新闻联播》推出了一部关于
扶贫故事的专题系列片“为了人民”，受到观众的广泛
好评。受众数据显示：有部分单集在播出时段中，使

《湖南新闻联播》整体收视出现提升，如 7月 13日较以
往《联播》时段平均份额高出6%；又如7月16日《联播》
时段，也较以往平均份额高出4%。

这样偏重思想教化类的节目为何能获得社会的普
遍关注？原因还是在于会讲故事。以故事为先导，以
细节为元素，不用数字说活，不用官话说事，而是以
情动人，以理服人，“为了人民”系列专题报道全是
活生生的事和活生生的人。比如在扶贫典型人物胡丕
宇篇章中，就以胡丕宇不让贫困村移民落下一户为基
架，讲述了苗族贫困户吴宇发全家从不愿搬迁到幸福
搬迁的故事，映衬出扶贫模范以情感劝人、以行动帮

人所经历的艰辛和境界。
又如在扶贫典型人物陈勇篇章中，“70后”扶贫

队长陈勇在村民招工会上恳切地说：“我们今天在祠
堂签了合同，也是立个誓，我们要靠劳动，只有靠劳
动才能脱贫，才能致富。这是对着祖宗的面签的，那
就没有反悔的机会。”陈勇的这番发言，去掉官话，
专讲情话，这在以往同类节目中是少见的，但从实际
效果看来，这才是人民的贴心人，讲的人民心里话，
办的人民心里事。

全面完整的结构布局也是这个系列报道成功的关
健要素。节目策划人既考虑到扶贫典型人物不同的年
龄、性别、职业，还考虑到了典型人物不同的扶贫环境、
扶贫目标、扶贫需求和扶贫经历，以这种差异化的人物
架构，全景式地描绘了一个省乃至全国扶贫战线的真

实状况和卓越成就。
“为了人民” 系列专题报道全篇以事代理、以情

为论，将“精准扶贫”这一思想理论进行了升华和展
示。有专家认为，这八个典型案例就是八个扶贫样
本，为如何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如何精准帮扶，如何
组织动员群众，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这
不但对广大农村扶贫攻坚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
广大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也有很大的探索意义。

《建军大业》公映之前，7月17日的全国院线看片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电影院线的130多个代表，就对该
片给出很高的评价。有人说，这是曾经看过的最好的
主旋律电影，达到了主旋律影片与商业大片融合的新
高度，战火与柔情并具，澎湃与细腻兼备。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建军大业》相较
于《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可看性更强。

这部影片确实很燃很精彩。开头就是1927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学生工人大游行惨遭屠戮，为了
消灭舆论，反动派又血洗报馆。周恩来遭扣押，汪
寿华赴宴被杜月笙杀害，李大钊被军阀处决，凡此
种种，使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启示呼之
欲出。随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战争过程拍摄得非常震撼，占领藩台
衙门、督军府、控制火车站，敌我双方激烈对抗，
显示出我方官兵的大智大勇。超多的机位，大量的
爆点，冲天的火光，战争戏一气呵成，场面宏大，
张弛有度。而另一场由朱德指挥的三河坝战役，则
更为悲壮感人。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南下，朱德率领
3000 将士对抗敌方钱大钧 3 万部队，死守三河坝三
日。朱德的军事才能令人钦佩不已，最终数百人舍
身殿后的桥段又令人无限唏嘘。

一些专家认为，与 1981 年的《南昌起义》、2007
年的《八月一日》等同类题材电影相比，《建军大业》
更加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历史全过
程。影片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写起，一直写到

“秋收起义”“三河坝战役”，最后结束在毛泽东和朱
德井冈山会师；也更具有历史揭秘性，如展现了杜
月笙杀害汪寿华、毛泽东脱险、朱德请南昌大小官
员吃饭等细节等。此外，由于此次采用了战争类型
片的叙事模式，使叙事能力有所升级。当然影片也
存在着人物过多，有些剧情生硬，细节失真等问题
和不足，但 《建军大业》 的完成度很高，全片非常
流畅，主旋律电影有这样的突破令人惊喜。

观众喜欢这部影片，是喜欢它青春、激情、热
血的基调，像一首军旅版的青春之歌。当年南昌起
义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恰逢青春飞扬的时候，便
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即便是已经很成熟的周恩
来，也只有 29 岁，贺龙和叶挺都是 31 岁，粟裕和林彪
都是 19岁。影片将这些青年人的时代特殊性表现了
出来，将他们爆破性的冲力展现出来。整部电影的叙
事节奏、画面和一些细节虽然体现了年轻化的追求，
但商业元素并没有削弱革命叙事，没有伤害电影和角
色。影片中50多位明星不乏老戏骨，也有青年偶像演
员，而大量使用的青年演员与当时历史人物的年龄和
形象气质是基本相符合的，虽然有些不太成熟，偶
尔看起来有些尴尬，但他们还是努力让自己投入角
色，基本上演出了革命前辈的风采。

截至 8 月 2 日，《建军大业》 的综合票房为 2.85
亿元人民币，这是个让人有点心疼的成绩。究其原
因，可能有的人对年轻偶像演员有抵触心理。让观
众和既定的观影印象和解，仍然是一件难事。一些
专家认为，要让观众自发买票观看，才能真正传达
影片的正能量，如果启用年轻偶像演员能有效地提
高影片的接受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事；而一
干年轻演员，如果通过出演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能
够在德艺双馨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成为中国电
影新力量乃至中国电影中坚力量，无疑更是中国电
影的福音。这些话甚有道理。

很燃很精彩
□ 苗 春

去掉官话 以情动人
□ 盛伯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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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里的扶贫典型人物

浙江省嵊州市是越剧的故乡，也是女子
越剧诞生地，嵊州市不仅致力于拓展传统戏
曲的传承，也希望以此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

越剧小镇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文化
创意、生态人居于一体。剡溪之畔，山水之
间，剧院、工坊、影视娱乐、艺术家村落，
以及农庄的百亩果园风光美景坐落其间，而
医院、嵊州越剧艺术学校以及小镇教育、怡
养等项目，则提供了优质完备的生活配套及
艺术享受的空间。

越剧从这里走出，再回来的时候已然通
过艺术、休闲，和科技生活形成了新的生活
方式。在衣食住行中创造小镇的文化形态，
在剧场舞台上重现小镇的蕴藉风流，重塑文
化形态经典，越剧小镇希望来访游客变成家
人，全身心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受传
统文化之美。

（任飞帆 郑 娜）

中国首个越剧小镇揭牌中国首个越剧小镇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