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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

生活有态度，
演戏才能有态度
□ 本报记者 王 珏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结束美国巡演

演得了世界经典,奏得出中国特色
□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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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昆 剧 团 新 作 《长 安
雪》，作为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
闭幕之作，获得了观众、媒体的
交口称赞。《长安雪》完全是一个
青年剧组，4 位主演的平均年龄
只有 27 岁，编剧是“85 后”。作
为“扶青计划”委约的唯一原创
戏曲，该剧极具特色地把中国传
统艺术与当代哲思对接，既活色
生香，又深刻思辨。在这批年轻
人身上，我同时看到了无畏的
锐气、惊人的成熟，以及戏曲
升级转化的生态变化。

《长安雪》 演绎了特立独行
的仙子葬送自我，满怀抱负的
才子堕落疯狂，传统戏文中常
见的痴情女与负心男组合，却使
主创团队向两个人物投去了同
样的关注与理解。年轻却富有
创 作 野 心 的 主 创 们 ， 试 图 将

“何以为人”作为本剧最深层的
议题，希望警醒观者，凝视那
被裹挟、被撕扯的欲望深渊。
某种意义上，本剧是男女主人公
的自叙与反思。透过个体长诗，
涉及了两性情感、路径选择、贪
腐弊端、上升渠道等话题，但这
些并不是作品的终极。

《长安雪》区别于其他作品
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面新问
题，并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
使作品的文化格调、当代意识有
了观念性的转变，对戏曲文化立
足传统、升级转化做出了有益尝试。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焕发现代生机是一个大课
题。戏剧理论家、戏曲史家张庚先生曾在上世纪30
年代明确指出“绝不仅是舒舒服服地接受技术遗
产”。《长安雪》完全可以做成爱情传奇，但主创将目
光投向了跌宕的命运，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叙事从
传奇人物转向“素人”，发掘出对于昆曲来说全新的
主题。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新”看不到借鉴吸收话
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负担，而是更迫切于内容的当
代化；这种“新”没有时下新编戏半文不白的通病，
全剧昆韵醇正，既典雅又符合人物，展现了昆曲曲
辞独特的艺术魅力。

通过《长安雪》，我清晰地看到了昆曲生态的升
级换代：主题更当代、新生已成熟、观众在成长。当
下的文化市场，是超乎想象的全球范围。昆曲也
应该有置于更广阔坐标系中的新作品，展现新的文
化内涵和更多元的思考。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民
族艺术”来看待传统文化，更应该站在民族文化的
特质上，来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对戏曲
而言，现代戏、外国戏肯定不是“唯二”的创新之路，
我们不仅需要年轻创作者、观众与古典艺术进行对
话，也需要传统文化与当代思维来对话。

中西混搭、西戏中演，对于昆曲来说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长安雪》不再将传统与现代进行
简单的元素交织，而彻底尝试用传统形式讲述当代
情感，这确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年轻昆曲人高
度的文化自信。他们的创作目的越来越回到本真，
强调自我、追求艺术质量、张扬并探究青年一代的
精神肌理。所以，丰满的人物、精彩的故事、传统的
风貌、创新的个性得以同时出现在作品中。他们对
传统的坚守带来了作品的独特性，但我更希望他们
能将这种坚守上升到对昆曲美学价值的领悟，不拒
绝新技术的加入。尝试以古典美为基调，运用现代
化的舞美技术制作，使舞台效果得以提升。比如，丰
富的颜色或道具不一定准确，即使是白光，也可以
通过不同织物或不同颜色的背景，使舞台产生质的
变化。即使白光本身也可以制造效果，通过细微差
别完全可以简约又丰富，统一又凸显。

在政策、观众、市场等配置条件越来越趋于
良好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昆曲人能在立足传统
的立场上，共同寻找多角度、多层次“突围”，合
力促进昆曲原创作品的升级转化。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剧评人）

又见胡歌，是在“猎场”。过去这
一年，他赴美求学，在事业高峰淡出
人们视野。

以猎头行业为背景的 《猎场》，讲
述了主角郑秋冬职场颠沛、商海沉
浮、十年蝶变。在胡歌看来，郑秋冬
不是完人，有很多缺点，命运给了他
很多打击，但他每一次都能重新站起
来。“这个角色特别贴近生活、深入人
心，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胡歌说。他
慢慢发现，现阶段的自己和他有点
像。命运的长河里有些人会顺流而
下，有些人会逆流而上。“郑秋冬会选
择逆流而上，现阶段的我，也是这么
一个逆流而上的状态。”

逆流而上，好像也成为胡歌人生
轨迹的某种隐喻。年少成名，却突遭
意外陷入低谷，他一直默默磨练演
技、塑造角色。潜沉蜕变，在事业再
次到达顶峰时，胡歌又急流勇退、赴
美留学。

选择去国外，胡歌希望能更贴近
自己，贴近创作。这些年在工作中也
听到、看到、感受到，国内很多优秀
的影视作品都发行到了海外，品质和
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国外同行有
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
在类型题材上的深耕和拓展，在表现
手法上的创新、在制作流程上已经形

成非常专业化的体系。”
在国外的一年，他找学校、学语

言，练习网球课程、融入语言环境。
但他也坦言，求学之路并不顺利。“留
学一年，很失败。”他对自己的经历直
言不讳。“在国内工作忙，就给自己找
了很多借口。但发现真正空下来后，
我还是有很多偶像包袱，害怕失败、
害怕学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害怕别
人觉得自己不够好。”但他并不后悔自
己选择，“在学校学习，是一个自我调
适的过程，让我更认识自己。身处当
地环境中，也让我感到我们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而美国又拥有先进的技
术，可以用西方的技术来讲述中国故
事、挖掘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认识自己”，传说中这个箴言是
雅典城建成时神留给人类的箴言。对
胡歌而言，他可能比别人更早意识
到，那个镁光灯下万人瞩目的焦点，
那些他演绎过的万种人生，那个被鲜
花掌声簇拥的胡歌，不是自己。从早
期的 《仙剑奇侠传》《射雕英雄传》 到

《如梦之梦》《伪装者》《琅琊榜》《大
好时光》，从当红小生到遭遇车祸、事
业低迷，再到浴火重生，他心里清
楚，大家看到的成功是别人眼中的成
功，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我的行
业价值是我的作品带给我的。我的生

命力来自作品、来自角色。”
角色和演员，是他最在意的。在

胡歌心中，演员大概分为两类，一类
是娱乐性，给观众减轻压力、带来欢
乐，但要避免传播低级趣味、刻意营
造欢乐。另一类是主流的角色，演员
作为影视作品一部分，也是有生命力
和创造力的符号，有文以载道的责任
和使命。胡歌的好朋友、演员林依晨
对他说过，演员是带领观众探索更深
层的人性。“人性饱满丰富，有光明有
丑恶。除了看到华丽的人生外，让观
众思考受益的，那就是人性。”

这些年来，影视剧的市场环境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网络发达、媒
体发达、资本注入越来越多，这个行
业难免存在浮躁之气。忙着投资、忙
着拍摄、忙着赚钱。对于未来，胡歌
还是希望回归到演员的本分追求。“就
我个人感受而言，演员需要通过阅读
增拓眼界，不断地反思来完善自己。
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对演戏才能有
真正态度。我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因为阅
读思考都需要养成一定的习惯、需要
静下来。”

在 竞 争 激 烈 的 影 视 圈 ， 他 静 下
来，放慢自己的脚步，并不担心被取代
或超越。“价值和排名是很重要，排名越
靠前，选择余地就会大。但这些又是比
较具象的概念，对演员来说是一个特别
虚的东西。如果我一直想这些，会阻
碍创造力，让表演不纯粹。”

取 舍 之 间 ， 胡 歌 有 着 自 己 的 逻
辑。面临选择，他总是问自己，到底
是为了演员这个职业，还是为了挣钱
出名？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思绪总是
把他带到 10 年前的那次经历：10 年前
经历生死的时候，我会想什么？

“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没有奢望
做到一线演员、达到事业顶峰，而是
希望自己真正成熟起来，成为一个有
文化底蕴、有内涵的人。我离我心中
的我还有距离，还是需要成长。”胡
歌说。

芝加哥、纽约、费城、教堂山、旧
金山、安娜堡，10 月底至 11 月上旬，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音乐总监吕嘉带
领下，携手钢琴家张昊辰、琵琶演奏家
吴蛮、小提琴家宁峰及大提琴家戈蒂
耶·卡普松等 4 位独奏家，再踏美国巡
演，奏响“中国声音”。

这是 3年后这支中国新生代交响劲
旅二度北美之行，总行程逾 2.5 万公
里，横贯美国东中西部，所到之处既有
享誉全球的音乐重镇大城市，也有历史
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学城。其中，10 月
30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秀成为重要的
看点和亮点。

当晚演出中，吕嘉与乐团携手张昊
辰上演了钢琴协奏曲 《黄河》。该协奏
曲由音乐家殷承宗、储望华等改编自冼
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堪称华人经典
作品。奔腾万里的黄河元素与华夏民族
的精神力量深深感染了纽约观众。同时

旅法华人作曲家陈其钢的第一支管弦乐
队变奏曲 《乱弹》 也迎来纽约首演。

《乱弹》 是陈其钢题献给英年早逝的儿
子之作。在乐团精心演绎下，乐曲以万
籁俱寂的开始、蹒跚学步的童稚、光华
四射的焰火、悄然逼近的厄运和戛然而
止的句号，带领听众参与了一场灿烂的
生命旅行。

据吕嘉介绍，此次赴美巡演的 7 部
作品，堪称东西文化交相辉映的音乐盛
宴。钢琴协奏曲《黄河》、赵季平的《第一
小提琴协奏曲》、陈其钢的《乱弹》和《逝
去的时光》、美国作曲家卢·哈里森的琵
琶作品，从各个维度为中国近当代音乐
绘制了一幅“微缩全景素描图”。在西方
经典作品方面，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
及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则展示了乐
团在演绎德奥作品方面的传统优势和呈
现民族浪漫主义的深厚功底。

巡演的7部作品中，有3部是美国首

演，其中赵季平《第一小提
琴协奏曲》由国家大剧院与
悉尼交响乐团等联合委约。
这部作品在刚刚过去的“交响中
国风：国家大剧院新作品音乐会”上
世界首演，并大获好评。赵季平表示，
他希望用新的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人
类的博爱与情怀，讲述所有跌宕起伏终
将归于平和包容之道”。“这部作品的音
乐语言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它能为中
国观众所接受喜欢，同时也可以通过音
乐语言与世界对话。”赵季平说道。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珑
表示，这些“新旋律”中蕴含的丰富音
乐色彩展现了中国音乐家在创作风格上
的多种可能性，彰显出中国音乐在当代
国际乐坛中的重要影响力。国家大剧院
联手世界著名艺术机构进行作品委约，
则是为中国当代严肃艺术创作注入新的
传播力，让中国文化通过主流渠道转为

世界语言并登上世界舞台的极好方式。
本次巡演适逢国家大剧院开幕 10

周年前夕。国家大剧院陈平院长认为，
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成立 10 周年之际再
次走出国门，就是要切实作为国家的文
化使者去彰显新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
信，既要体现世界经典的中国诠释，也
要体现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达，以乐团卓
越的艺术表现折射国家大剧院的 10 年
辉煌成就，折射整个国家在文化艺术领
域天翻地覆的发展与变化，并以此向世
界展现充满时代风貌的中国形象和具有
全球价值的中国文化。

◎热点人物

筹建中的北京通州古代牌匾博物馆在
整理实物中，发现了清“三元及第”钱棨、陈
继昌题写的木牌匾。清代两个“三元及第”
牌匾同时亮相，在国内尚属首次。

“三元及第”是指一个贡生在乡试中
考第一中“解元”，在礼部会试中考第一
中“会元”，在殿试中考第一中“状元”，
三级考试皆第一，称为“三元及第”。据
专家考证，中国科举史上共产生14个“三
元”，其中清代 2 人，即：江苏苏州人钱
棨、广西桂林人陈继昌。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辛丑科状元钱
棨，是清朝首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钦
点钱棨后，乾隆帝兴奋挥毫作 《三元诗》
诗：“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墩。国朝经
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
乐著。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讵止求
端楷，所期进谠论。王曾如何继，违弼我
心存。”

钱棨的题匾长 174 厘米，宽 68 厘米，
材质为老杉木，系时任广东副主考、云南
学政的钱棨为贡生吴毓民题匾“进士”，

右侧是“钦命状元及第广东副主考云南学
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钱为”，左侧是“辛
酉恩科进士吴毓民立，嘉庆六年仲冬月谷
旦”。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庚辰科状元陈
继昌，是清代第二个“三元及第”，也是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三元”。陈继昌
三元及第，朝野轰动。嘉庆皇帝认为这是

“熙朝得人庆，明德著后昆”，赋诗庆贺：
“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陈继昌的题
匾从其家乡临桂县收集而得，长 288 厘
米，宽 128 厘米，材质为杉木。从文字上
看，是中状元后还在翰林院修撰国史尚未
派放外任的陈继昌，题匾“德配晋陵”祝
贺同乡周荣翁夫妇古稀双寿。牌匾右侧是

“道光甲申年恭为荣翁周德配秦孺人七十
开一双寿之庆”，左侧是“钦命赐进士三
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年家眷弟陈继昌拜题”。

有意思的是，钱棨不但是中国科举史
上第十三个“三元”，还是中国历史上两
个“六首状元”之一 （另一人是明朝黄
观）。参加牌匾整理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
基金会副秘书长胡承志介绍说，“六首状
元”是指考秀才夺得的“小三元”，加上
考状元夺得的“大三元”，共计六个第
一，合称“六首”，即县考、府考、院
考、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

据悉，这两个“三元”的题匾，近期受邀
在陈继昌的家乡广西展览，待北京通州古
代牌匾博物馆建成后，将作为博物馆的“镇
馆牌匾”在北京固定展出。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和时代风采。“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优秀传
统文化，在今年的一些阅读类电视节目上，表现得
尤为突出。

2017 年初央视的《朗读者》，点燃了这把读书的
火，节目通过嘉宾阅读与分享，为观众开启了另一扇
了解历史、唤醒传统、传递情感的窗户。随后，四川卫
视的《诗歌之王》第二季、江苏卫视的《阅读阅美》也纷
纷以各自新鲜的创意壮大了阅读类节目的行列，使电
视荧屏上刮起了一阵阵阅读的旋风。

说起阅读类节目，其实前身就是读书节目。过去
几年，由于一些真人秀、明星综艺的流行以及自身模式
陈旧等因素，荧屏上为数不多的读书节目更是消失殆
尽，着实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时代的进步重又在呼唤
人们对阅读的渴望。《朗读者》推介书目的受欢迎和被
热议，就证明了这一点；《诗歌之王》第二季为普通人
打造阅读舞台，让阅读回归社会、回归生活，因而被频
频点赞。这都是传播理念“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后释放的能量，让人不得不为之拍手称好。

今天，大众看似更青睐娱乐文化的论断并不尽
然。阅读类电视节目的流行，验证了人们对美好精
神追求的需要并不低。换句话说，观众不是不喜欢
看书，不是不喜欢听高雅音乐，关键在于媒体如何
升级换代自己的传播方式，去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
需求。 （黄 江）

在蒙古民族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杰出女
子，她们同蒙古族男儿一起谱写着辉煌的历史，也一同见
证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她们中有成吉思汗的女儿，为
父亲的帝国执印监国的阿剌海；也有在帝国衰败之时挽大
厦之将倾，守护黄金家族血脉的中兴之母满都海斯琴；更
有破除成规，一力促成蒙汉和平的忠顺夫人三娘子。

日前，由北京天际传媒历时3年制作完成的系列纪录片
《蒙古女王》 在北京正式发布。纪录片在尊重历史的基础
上，再现了从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到“隆庆和议”间风云
变迁的历史长卷里，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国家统一做
出巨大贡献的蒙古族杰出女性代表的传奇故事。纪录片内
容丰富、历史感厚重，为还原真实人物和历史，制作方走
访辽宁、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新疆六省区市，参
考中、英、日、蒙文文献书籍数百册，并邀请多位史学专
家学者提供学术支持。 （孙 霞）

历史纪录片《蒙古女王》发布

▲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结束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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