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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与文化相交融

记者：《又见马六甲》 的创作构
思是什么？

王潮歌：马六甲是一个有800年
历史的古城，虽然很有历史底蕴，但
是对许多游客来讲，仍然只是一日
游，早上来晚上走。当地人很想把游
客留下一晚。他们认为，我们在中国
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到一个地方
去旅游，已经不满足于看看风景，拍
拍照片了。他们还想知道这个地方曾
经发生过什么，这里生活的人民在想
什么，只不过他们很难找到这种机
会。《又见马六甲》 不只是一个演
出，也是一个窗口，我们希望通过这
部戏，让来到马六甲的外乡人了解这
里的历史、文化和生活。

在舞台上，我们将马六甲800多
年的历史一一展开。马六甲古城的起
源与发展、多个民族在马六甲繁衍生
息、历史进程与文化交融，都在《又
见马六甲》中得到很好的展现。

记者：以往您的作品一般会选取
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人物，或者
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为何在《又见马
六甲》里选择以“微笑”为主题？

王潮歌：不知道大家到马六甲来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我而言，并
不是古城的建筑，也不是美食，而是

“微笑”。马六甲人特别平和、善意，
他们总是面带微笑。不同种族、不同
民族的人，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

人、荷兰人后裔等，像家人一样和谐
地生活在一起。这一点非常打动我。
和谐，是这个世界最奇缺、最珍贵的
东西。我们希望用这种坦然的微笑来
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当然，为了把

“微笑”这个主题完美地呈现在舞台
上，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创意，用了最
好的技术。目前来看，效果很好。

中国舞台技术世界顶级

记者：能介绍一下为《又见马六
甲》量身定制的剧院吗？

王潮歌：《又见马六甲》 剧院可
能是东南亚乃至亚洲最奇特、最复
杂，也是最大的一个独立式剧场。它
是由中国建筑设计团队——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王戈总设计师领
衔完成，设计理念为“海云之间 大
象无形”。这个剧院就坐落在马六甲
海峡旁边，跟它咫尺相隔。建筑的造
型有一种高贵而神秘的气质，内部则
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它是云和海、动
和静、东方和西方的不期而遇，既是
传统设计观念的颠覆，又是演出之外
的又一次穿越。

记者：剧院拥有马来西亚首个
360度旋转观众席。在技术与艺术的
结合上，这次您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王潮歌：类似这样的剧院，在中
国有过几个,但这次我表达的方式和
语汇是崭新的。这种新体现在打破既
有空间和时间，重新建立舞台上的时
空体系。当观众席以最高 5 米/秒的
线速度旋转时，每个人都像坐在一艘

时光船上，从800年前穿越到今天。
在这个旋转过程中，高清激光投

影配合移动式环形纱幕和景片、数控
水帘及 15 米高的柱状水雾、大型升
降台组、百变景片墙组、随影而变的
纱房子小镇等技术手段，使剧院成为
一个动态的空间体验，营造了一个浸
没式的戏剧表演氛围。

不得不说，这是我所有演出里技
术操作最复杂的一次。所有设备都是
由中国自己制作生产，运到这儿来
的。今天中国的舞台技术已经达到世
界顶级水平了，大家别以为美国拉斯
维加斯厉害，中国才是最厉害的。

他们使出100分的力气

记者：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导
演在国门外，做过这么大规模的室内
情景剧创作。作为来自中国的创作
者，您如何进入马来西亚的文化？

王潮歌：有些人存在一种观点，
希望中国艺术家去做别国文化的时
候，把中国人的感情或者中国人的文
化植入给对方，我认为不对。我应该忘
记我是哪里人，慢慢地融入到这片土
地、这个城市，把自己当成马六甲人，
去看待我的祖先、我的朋友和邻居。

《又见马六甲》 是马六甲的、马来西
亚的，即便是中国人来看，他们都不
会觉得这是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戏。

记者：能谈谈在马来西亚团队合
作的一些感受吗？

王潮歌：我们跟这里的演员合作
其实是一波三折，有很多不顺利。比

如语言障碍、工作习惯不同等。我和
我的团队习惯于高强度的工作，每天
一直、一直、一直在工作。但是马来
西亚演员他们无法适应这样的强度。
但是到最后，我们都被这些演员感动
和鼓舞着。他们能够使出100分的力
气，绝不使 99 分。他们一直是用
100%的投入反馈给导演的。我们在
排练时，有一场戏一直要淋雨，而整
个剧场的空调又开得非常大。他们淋
过雨后，浑身冷得发抖，但是没有一个
人要求马上换上一件干衣服，而是说
等一下，等一下，也许导演让我再来一
遍。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在彼此磨合的过程中
产生的友谊，会常留在我们心中。

记者：您对这部戏最大的期望是
什么？对马、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又有
怎样的愿景？

王潮歌：他们告诉我，从首演开
始，在马六甲过夜停留的人已经开始
增加了。我希望这部戏会让更多人有
机会深入了解马六甲，让马六甲的魅
力为更多人所领略。

马六甲是海上丝绸之路很重要的
一站。郑和七次远航，五次驻节马六
甲，成为中马友好交往史上一段佳
话。像这样的友谊和文明的沟通，我
们的祖辈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们为什
么不持续下去呢？我当然不能像郑和
一样开一条大船来，但是我们可以建
造一个剧场，让这个剧场变成一只
船，时光的船，再一次带来我们的文
明和友好。我们伸出手，当地人也伸
出手，大家的手握在一起，这就是最
美妙的时刻。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
古国，中国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
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名山
大川、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如何保
护、传承与利用好这些资源，促
进它们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是当前各地普遍面临的文化
建设难题。

我们在各地考察，经常发现
很多地方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
有些地方官员、文保人员认为，
只要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管
什么内容，先保护起来再说。至
于为什么重要？重要性在哪里？
他们并不能说得很清楚，因此就
会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

然而，每个地方的传统文化
资源在价值和意义上，其实是不
同的。如果没有从认知上理解这
些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我们在
具体的保护利用行为上，就容易
出现轻重不分，张冠李戴的现
象，也会造成不合理的保护、破
坏和开发行为。

如何去认知一个地方的传统
文化资源的价值？每个地方的文
化资源，往往呈现散落化、隐形
化、基因化的特征，其中的原因
有：一是当前的行政区划划分，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传统文化形
成和演进线路的系统化认知与整
合；二是随着时间流逝，很多文
化信息被掩埋在黄沙下，存储在
历史典籍、地方志、出土文物
上；三是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日
益专业化和细分化，往往某一个
专业系统、某一种类型的专家并
不能呈现某一类资源背后的文化
信息全貌。这就需要我们通过

跨学科的协作与努力，把这些
散落的、隐形的文化信息重新
梳理、挖掘出来，通过历史文
脉和历史叙事的梳理，把内在
的文化精神提炼出来。

比如，从时间上，应该如何
进行前后历史的延展和定位？这
些文化资源与历史前后的典故、
遗址的关系如何？从社会生态
上，这些文化资源与当时的社
会、文化背景的关系如何？是什
么样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影响
下诞生了这样的文化资源？从空
间上，是什么样的地理地貌、空
间环境下形成了这样的文化资
源？它们与周边地理环境中的其
它文化遗存的关系如何？

如果不从这些维度进行深入
的定位、挖掘和解剖，仅仅是用
一些共同的文化符号去挖掘文化
资源、讲述故事，我们就会发
现，很多地方讲故事的方式很浅
层化，或者在重复地讲一个故
事，而且讲不进去。比如我们看
到大运河沿岸的诸多城市、村落
往往在讲一个故事，山西的诸多
城市和区域都讲一个晋商故事，
黄河沿岸的诸多城市、村落也在
讲一个故事。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叙事，最
大的区别是，前者回答的是我有
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的是我是
谁的问题。只有从文化资源走向
文化叙事，才能真正树立当地文
化的主体性，真正塑造一个有灵
魂、有体温的文化母体，也才能
真正吸引到别人来感受，来品
鉴，来回味。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
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份
毕业生消费调查，42.8%的
受访者表示毕业花费超过
3000 元。有媒体报道，大学
生近几年在毕业季的花费呈
越来越高的趋势。

“ 再 见 ” 需 要 仪 式 感 ，
但同学之间的情谊，是否只
能靠吃吃喝喝、礼尚往来体
现？今年毕业季期间，东方
卫视推出体验励志节目 《青
春同学会》，向观众生动展
示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到 00 年代同学之前朴
实无华的情谊。

节目里，来自北京电影
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
戏剧学院三大艺术院校的同

班同学在“同学村”还原学
生时代，或是重听一堂老师
的课，或是躺在上下铺开启
寝室卧谈会，或是给彼此写
一封发自肺腑的信，或是默
契分工再排一场接受观众检
阅的“毕业大戏”，开启一
段师生重逢的“时光之旅”。

“ 青 春 有 戏 ， 我 们 不
散”，当许多人感慨现在的
同学会变了味时，《青春同
学会》 摒弃世俗与物质的干
扰，以真情动人，通过回忆
过往、分享当下，将封存在
时间胶囊里的芳华岁月一一
打开，带领观众重温纯真的
学生时代。

（高 洁）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手广西桂林
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打造的民
族歌剧 《刘三姐》 将于 7 月 25 日、26
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刘三姐是广西壮族民间传说中的
歌仙。1960年，电影《刘三姐》（编剧
乔羽、作曲雷振邦） 诞生，迅速风靡
全国，传播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电
影 《刘三姐》 的唱段像 《白毛女》《洪
湖赤卫队》《江姐》 等歌剧的唱段一
样，被人们广为传唱，成为不朽的经
典。

民族歌剧 《刘三姐》 改编自 1959
年版广西彩调剧《刘三姐》、1960年版
长影音乐故事影片 《刘三姐》 及 1960
年版广西歌舞剧 《刘三姐》，讲述了

“歌仙”刘三姐的传奇故事，通过刘三
姐机智聪颖、能歌善舞的形象，集中
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敢于与

恶势力抗争的精神。
该 剧 的 情 节 结 构 取 材 于 民 间 故

事，围绕唱歌、传歌、以歌传情、以
歌斗智展开。在原作的基础上，歌剧

《刘三姐》 运用戏剧手段和歌剧思维，
将人物形象加工锤炼得更加丰满；运
用现代配器手法、现场交响乐团加上
民族特色乐器，使曲调优美、色彩鲜
明的壮族音乐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运用舞美、灯光、音响等舞台技术手
段与动人的故事、迷人的山水、醉人
的音乐有机融合，营造出山美、水
美、人美、歌美的美丽画卷。

歌剧 《刘三姐》 是中国歌剧舞剧
院继民族歌剧 《白毛女》《小二黑结
婚》 复排之后，“继承传统，重塑经
典”的又一力作；是对乔羽、雷振邦
等为民族音乐事业奉献终生的前辈艺
术家的致敬。 （文 纳）

第 14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
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将于
7 月 19 日至 25 日在北京举办。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对外文化联
络局、国际合唱联盟、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公司、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和中
国合唱协会共同主办。

本届合唱节共有来自 59 个
国家和地区的合唱组织负责人、
专家学者以及 308 支合唱团的
15000 余名合唱爱好者参加，规
模创历届之最。合唱节期间，15
个大项总计263场合唱活动将举
行，包括开闭幕式、合唱教育大
会、大师班工作坊、高水平合唱
团展演、合唱新作品音乐会、公
益专场音乐会等。其中，开幕式
将于7月19日晚在五棵松体育馆
举行。

本届合唱节将继续在国图音
乐厅举办2场中国合唱新作品音
乐会。这些作品既有经典名篇的
改编，也有吸收借鉴各国音乐元

素，契合“一带一路”、中国
梦、改革开放等重大题材创作的
新作品；既有成人合唱作品，也
有童声合唱作品。入选作品均为
国内知名音乐人近两年创作、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中
国合唱的创作水平和演唱水平。

今年，中国国际合唱节将携
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光
华科技基金会等 5 家爱心机构，
对口帮扶包括江西兴国萧华红军
小学小红星合唱团，吉林珲春第
一实验小学春蕾女童合唱团，湖
北宣恩椒园小学春蕾合唱团等 9
支合唱团，资助他们来京参加合
唱节，在更大的舞台上唱响“最
美童声”。

中 国 国 际 合 唱 节 创 办 于
1992 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是
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合唱
类艺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参
加中国国际合唱节的国内外合唱
团体迄今已超过 2000 支，总人
数达60000人。 （郑 娜）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大运河文化
带文化遗产创新设计大赛日前在
北京启动。大赛旨在汇聚国内外
优秀设计力量，为大运河沿线地
区各级各类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
位，提供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
生产销售等对接平台，激发大运
河文化带文化遗产的活力。

大赛分为文创设计奖、大学
生创新奖两类，要求参赛作品须
充分展现大运河沿线地区文化内
涵与具体文物信息价值，且为未
获过其他比赛奖项、未于 2018
年5月前上市销售的原创文创产
品。本次大赛奖金单项奖最高达
12万元，总奖金290万元，投入

为近年来同类大赛之最。大赛结
束后，组委会还将开展长达1个
月的产业化对接活动，为作品提
供生产、销售、电商、海外授权
等产业化服务。

大运河沿线分布着 400多家
各级各类博物馆与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长期以来他们收藏、保
护、展示着大运河文化带最精
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随
着大赛的启动，组委会将邀请大
运河沿线各省市的博物馆与文物
保护单位入驻，并邀请国内外优
秀的设计师及设计机构积极参
与，以大赛为平台，助力大运河
沿线地区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和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 （文 综）

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首次走出国门

马六甲海峡又见文化交融
□ 本报记者 郑 娜

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首次走出国门

马六甲海峡又见文化交融
□ 本报记者 郑 娜

2013年 10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见证下，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的文化项

目《又见马六甲》完成签约。2018年7

月 7日，历时近5年剧场兴建、剧本创

作、舞台排演的《又见马六甲》，在世

界文化遗产名城马六甲正式公演。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下诞生的文化盛事、

第一部走出国门的大型室内情景体验

剧，《又见马六甲》 讲述了怎样的故

事？对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将带来怎样

的影响？本报对话总导演王潮歌，对此

进行解读。

弄清“我是谁”
才能讲好地方故事
□ 肖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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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
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启动

308支中外合唱团汇集
第14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青春同学会》

重温纯真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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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唱起民族歌剧

歌
剧
《
刘
三
姐
》
剧
照

《
又
见
马
六
甲
》
现
场
剧
照

只有从文

化资源走向文

化叙事，才能

真正树立当地

文 化 的 主 体

性，真正塑造

一个有灵魂、

有体温的文化

母体。

《
青
春
同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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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