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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戏改编自真实故事

祖籍苏州的潘祖荫是清朝鼎鼎有
名的收藏大家，府中收藏无数，其中
尤以大盂鼎、大克鼎为国之重器。潘
氏家族对盂、克二鼎立下“谨守护
持，决不示人”之家规。

苏剧 《国鼎魂》 正是根据潘氏家
族捐鼎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该剧以
1923年至 2007年这 84年间，中华民族
历经的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与发展这段历史为背景，讲述了
以潘祖年孙媳潘达于为代表的潘氏一
门谨守家规，严护国宝，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将大盂鼎、大克鼎
无偿捐献给国家的故事。

“面向宝鼎深深拜，你我相守年复
年。护鼎自有后来人，一脉相承继先
贤……”《国鼎魂》 所宣扬的不仅仅是
表面的传奇身世、捐宝的无私精神，
也不只是临危不惧的民族气节，还有
题材背后所蕴含的隽永的文化传统，
也即文物收藏中所体现出的文明古国
一以贯之的重礼崇文、守护文脉的精
神，更是大力颂扬“国脉文脉相牵，
国运文运相连”的民族精神。

国家一级演员、“二度梅”获得
者、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主任王
芳在 《国鼎魂》 中饰演潘达于。剧
中，她横跨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
深挖人物的情感与心理过程，全面呈
现潘达于屡经磨难、频遭逼迫，耗尽
一生，以柔弱之躯、坚守之志，扛起
延续继承华夏文脉重任的经历。演
出中，她有一段长达 20 分钟的“独角
戏”。戏中，潘达于回忆种种不幸往
事，失魂落魄，当确认宝鼎安全后，
她徘徊在院中无聊地数着落叶。接
着，仆人上场，一句台词，时间已经
过去了 12 年。这种一桌两椅一人唱作
的手法，深得传统戏曲虚拟、写意的

精髓，被专家称为苏剧传承中堪称教
科书级的一折。

苏剧曾经救活昆曲

《国鼎魂》 在保持苏剧纯正韵味的
基础上进行了探索和创新。

提起苏剧，很多人不太了解，容
易将其和昆曲混淆。事实上，苏剧和
昆曲、苏州评弹并称为苏州艺坛的

“三朵花”，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
间，距今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苏
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苏剧前称“苏滩”，由南词、昆
曲、花鼓滩簧合流衍变而成。苏剧剧
目一类出自昆剧传奇，内容略加改
编，以南词曲调演唱，即把昆曲典雅
的词句通俗化；另一类大多改编与创
作自滩簧对子戏或民间说唱，内容大
都表演市民生活，诙谐、滑稽、通俗。

苏剧在当代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据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党支部书
记陈祺皞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
的文化部曾举办过“天下第一团”汇
演，所谓的“天下第一团”就是一个
剧种只有一个剧团，苏剧不仅被列入
其中，而且位居全国“天下第一团”
优秀表演奖榜首。

陈祺皞说，虽然在艺术的发展过
程中是“以昆养苏”，但从上世纪50年
代开始，经济上一直是“以苏养昆”。
1956 年，江苏省政府批准将“苏州市
苏剧团”改名为“江苏省苏昆剧团”，
就是为了让苏剧与昆曲协同发展。即
使到 2001 年，昆曲被评为世界非遗，
苏州市成立的苏州苏剧昆剧院仍然把
苏剧和昆曲放在一起。

“现在说到苏昆，还有很多人以为
讲的是苏州昆剧团，其实不是的，苏
昆指的是苏剧和昆曲，这两个剧种一
直是相处在一起的。”王芳表示。“事
实上，苏剧在鼎盛期时，昆曲正是处

于最低迷的时期，昆曲的老艺术家进
入到苏剧，把昆曲艺术滋养给苏剧，
让苏剧的演员在表演上‘手眼身法
步，唱念做表’得到更大的舒展。”

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昆曲成为世界非遗后，发展日益
提速。2002 年，传承苏剧的重任由苏
州市戏剧团有限公司承担，十几年时
间里，排了 《柳如是》《满庭芳》 两部
戏。

“一度大家都在演昆曲，根本没有
人从事苏剧了。”王芳说。近些年，苏
剧慢慢开始萎缩。有个演苏剧的老演
员，快 70 岁了，她一直对王芳说，苏
剧当时救活了昆曲，现在昆曲好了，
千万别把苏剧给撂了。

不仅是艺术家，地方政府也逐渐意
识这个问题。2015 年，苏州市出台了地
方戏剧的一个政策，同年5月份，正式批
文成立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从
此，苏剧有了专门独立的也是唯一有建
制的传承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国鼎魂》 作为中心成立后的首部
大戏，在戏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出戏最大的特色，就是以苏州
的演员演苏州剧种，讲苏州的故事。
如果做得好，对苏剧的剧种建设及其
当代转化将起到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徐春宏表示。

《国鼎魂》 2016年下半年开始启动
策划，编剧李莉打磨这个戏2年多，写
了 11 稿。自 2017 年 9 月该戏试演以
来，至今已演出 20 余场，得到了观
众、专家、各界人士的肯定。很多人
表示，自己是第一次看苏剧，以前知
道苏剧，没想到这么好听。看完这出
戏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
所长王安奎评价，苏剧的特点非常鲜
明，依然还是这么有光彩，对于表现
这么厚重的历史题材显得很有余力，
很充分，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

湖南卫视的 《天天向上》
开播已经 10年。今年暑假，全
新板块“边境上的宝藏”上
线，节目派出外景主持人到边
境城市探索宝藏，并带回一个
当地人作为“伪装者”参与棚
内“看不见的伪装者”环节的
录制。“伪装者”混在真正从事
边境宝藏相关职业的嘉宾中，
经过互动交谈，由棚内主持人
和节目嘉宾找出。节目播出
后，引起观众的热烈讨论。

创新综艺节目形式，以年
轻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承中
华文化，在当下显得尤为重
要。10年来，《天天向上》始终
以年轻人作为其核心目标受
众，不断探索对文化内涵的挖
掘，创新节目形式。据制片人

沈欣介绍，节目一直追寻形式
感和方向感上的变化，此次全
新板块推出了棚内脱口秀和棚
外真人秀相结合的新模式，增
添了节目的趣味性，能让受众
更加有体验感，带动他们思
考。同时巧妙地将星素结合，
发挥明星的示范作用，让他们
成为文化传承的引领者。更多
年轻受众，通过观看、参与节
目，在了解中国边境宝藏的同
时，也领略了中国独具特色的
地方文化，并唤起他们传承中
华文化的责任感。

聚焦文化是 《天天向上》
10 年来不变的主旨，节目涉及
艺术大师、中国品牌企业、中
国名片人物、中国老字号等几
十个主题、上百个行业。每期

都会邀请相关人物进行访谈，
并穿插表演、互动等轻松随性
的环节，将趣味性与文化性结
合，向受众传递世界各地的文
化元素。无论是美食系列还是
城市地理系列，节目真正做到
了“世界那么大，带你去看
看”。不少网友表示，通过这档
节目认识了许多美食，感受到
了不同城市的独特魅力，开阔
了自己的眼界。同时，每一期
节目还开设趣味性“课堂”，讲
解中华礼仪和公德，让观众在
有趣的氛围中接受中华传统文
化的浸润。《天天向上》创办的
初心就是为了传播文化，想以

“课堂”的形式，将‘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的理念传达
给观众。 （海 莹）

近年来，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复兴的脚步，传统节日与民俗文
化越来越火。“七夕”之夜，也涌现
出许多相关的优秀电视作品。这其
中，《中国诗词大会》“七夕特别节
目”借助文学的翅膀，跳脱出单纯
的“浪漫美学”窠臼，把这个传统
题材做出了深度、做出了厚度、做
出了新感觉。

中国诗词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与“爱情”有着天然联系，从诗
经楚辞到汉魏文章，从唐音宋调到
明清传奇，从近代“雨巷”中幽怨
的“丁香”，到现代“土地”上坚贞
的“橡树”……中国人借爱情诗沉
淀，也借爱情诗抒发。

作为一档电视文化益智类节
目，如何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把这些厚重的历史积淀融入进
来，而又能不着痕迹、自然而然，
节目组首先在命题和解读空间上下
了大功夫。

许多题目，已经不光是知识范
畴，而是在提问与解答的过程中，
融入进中国人特殊的情感态度以及
孕育这些态度的文化空间和这些态
度与空间浓缩成的生活智慧。

比如一道很简单的开放题：假
如你出门前，妻子化妆的时间太长
了，你会对她说什么？三个选项，
都是诗词，无所谓对错，考的是心
性、是夫妻之间的体贴。事后的点
评中，嘉宾先是提到了古代有“催
妆诗”的传统，让观众了解到有意
思的知识点，接着明确指出“化妆
快慢不是一个缺点，夫妻之间的小
矛盾、小问题完全应该包容，可是
大缺点就要毫不犹豫地指出来，否
则会给家庭带来很多麻烦。”话说到
这一步，就从一件日常小事见出了
经营家庭的大原则。

还有一个例子很典型，每个人
都会经历青春不再、容颜老去，假
如有一天，你的另一半为此而感
伤，你会用哪一句古诗词来安慰她

（他）？题目本身出得巧，真实、有
代入感；选手最后选择的诗词是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用意象说明道理，用湖来比
人，答得也巧；随后的嘉宾点评更
巧，康震说：“这句诗里写的‘相
宜’不一定是最美的，但肯定是最
合适的、最顺眼的。夫妻之间，随
着年龄增长，不可能一直都英俊漂

亮，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个‘相宜’，
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另一位嘉宾郦
波接过话头：“生命的长度不可控，
但可以努力拓展生命的广度、宽
度、厚度、温度、深度，当我们拓
展了这些，原本不可控的长度，也
就变成了另一种永恒。”这些点评的
角度抓得都非常巧。

所谓爱情，不光是你侬我侬的
“浪漫的事”，更是一种需要细嚼慢
咽的生活智慧。通过多角度、多层
面的开掘，这个题材本身的立体
感、丰富性、生活气息得到了很好
的展现。

传统文化节目因具有“传承”
的功能，容易获得高雅的传播形象
和积极的社会口碑，但常陷入一个
误区是“概念化”，没有形象、没有
细节、没有生活，以抽象的概念

“传承”概念的抽象，用形容词堆叠
的方式消解了活生生的概念源泉：
对生活状态与伟大情感的凝聚。

《中国诗词大会》追本溯源，在
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
知：“文学既人学”，从“文”中
来，向“人”中去；“人”的故事，
浸润着“文”的精神，“文”的优
雅，彰显着“人”的高贵。

在“七夕特别节目”现场，来
自青岛的毕艺看上去青春阳光，但
却从事着一个沉重的职业：入殓
师。他的妻子何静大学毕业本来可
以留在北京的，却义无反顾为了爱
情回到家乡。在他们身上，“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的浪漫约定活了，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坚贞
誓言活了，古往今来那些名篇佳句
中所传达出的醇美、善良、温暖、
柔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离不
弃相伴相随，统统活了。

节目里这样的瞬间还有很多，
当夫妇彼此用“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来鼓励事业遇挫
的另一半时；当妻子过生日，对丈
夫最大的心愿不过是“三日入厨
下，洗手作羹汤”，为自己做上一顿
热乎饭时；当分隔两地的情侣思之
若狂，锦书传情，一写就写上它十
八页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真
挚”的美好、一种“传承”的力
量。人文未远，爱情永在。

这个七夕，电视屏幕上，因为
有了《中国诗词大会》，增添了许多
诗意。

洛阳豫剧院演艺有限公司的新
编历史剧 《北魏孝文帝》 于 8 月 18
日晚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

《北 魏 孝 文 帝》 创 作 于 2015
年，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元宏）
推行改革、促进民族融合为主线，
借助其生平中的迁都、改姓、易
服、平叛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节
点，通过元宏与儿子元恂、知己嵇
芳、大臣穆泰等人物之间的情感纠
葛和观念冲突，塑造了一个雄才大
略、有血有肉的帝王形象，再现北
魏孝文帝推行改革、促进民族大融
合的历史功绩。该剧大胆吸收并借
鉴了舞蹈、话剧等多门类艺术元
素，并利用高科技手段，打造出一
个多彩的梦幻舞台，将孝文帝这样
一位与洛阳历史密不可分而又极具
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通过豫剧艺
术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该剧主创人员阵容强大，国家
一级编剧、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
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郑怀兴任编
剧，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查明哲执
导，国家一级作曲赵国安担任音乐
设计，河南豫剧院一级导演张平担
任形体导演，知名专家彭丁煌任服
装设计，罗江涛、刘四宇担任舞美

设计，灯光设计为乔凯，复排导演
为李广海。国家一级演员张松晓领
衔主演。

洛阳豫剧院演艺有限公司 （原
洛阳市豫剧团） 是全国富有盛名的
戏曲专业艺术院团。1956年建团以
来，先后整理、创排优秀剧目40余
个，其中，马派名剧 《穆桂英挂
帅》《花打朝》《花枪缘》《杨八姐游
春》 等剧目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保
留剧目。

演出结束后，专家研讨会连夜
召开。与会专家对该剧给予高度评
价和一致好评，认为该剧有以下几
个亮点：一是导演在该剧中使用了
不少话剧的表现方式，让戏曲的写
意与话剧的写实相结合，呈现出独
特的艺术效果，让人物更丰满、更
有张力。二是演员表演出色到位，
刻画人物生动传神，舞台呈现唯美
大气，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满足
了大众审美。三是在宏大的叙事结
构中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尤其剧中洛阳文化元素符号的运
用，彰显出多姿多彩的中原文化的
独特魅力。专家们希望该剧在不断
的演出锤炼中去芜存菁，成为优秀
保留剧目。 （郑 娜）

关于爱情，

诗词比我们懂得更多
□ 郑 毅

《北魏孝文帝》彰显中原文化《北魏孝文帝》彰显中原文化

上 海 博 物 馆 的 大 克
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
盂鼎、台北故宫的毛公
鼎，被称为海内三宝。日
前，根据苏州潘氏家族捐
赠大克鼎、大盂鼎真实故
事改编的大型苏剧现代戏
《国鼎魂》，在北京上演。
作为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
戏曲会演的压轴大戏，同
时也是江苏省苏州市苏剧
传习保护中心成立后的第
一台戏，该剧的幕前幕后
故事都吸引了人们关注。

《天天向上》10年

开启新的文化课堂

9 月中旬，第五届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将在济南开幕。本
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活态传承、活
力再现”，旨在通过多种形式的展
演和活动，体现中国非遗的丰富多
彩及其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博览会的
主展馆在布局上打破以往按省份划
分展区的常规，按照传统工艺展览
项目，分成织绣印染、陶冶烧造、
编织扎制、制茶酿造、印刷刻绘、
家具文房、中药炮制、雕刻塑造 8
个主题。每个主题设置专题展区，
展出同类展品，方便观众有针对性

地参观，提升参观体验。
博览会的主会场分为展演、展

览、比赛、体验和论坛五大板块。
届时，参观者可以观赏到传统表演
艺术类非遗项目的展演，参观非遗
项目保护成果的展览，观看剪纸、
刺绣等传统工艺类项目的比赛。在
互动体验区，还可以亲自动手创
作。活动现场还将开设“振兴传统
工艺与精准扶贫”和“传统表演艺
术传承发展”论坛，与会代表将交
流探讨非遗保护的相关问题。据
悉，除了主会场，博览会还将在济
南市各县区设置 8 个分会场，另外

在潍坊市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主
题不同，从多角度展示非遗保护成
果。

为了办成济南人民身边的非遗
博览会、全国人民都能看见的非遗
博览会，本届非遗博览会将深入城
市社区、乡村、学校、商场等场所
开展系列活动。例如，“非遗社区
行”活动将组织外地队伍进社区进
行展演，举办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
的现场展示和体验活动，将博览会
送到群众身边。“非遗校园行”活
动将对部分学校的传统美术、戏剧
等校园传承成果进行展示和评比，

并在济南市少年宫开设非遗传承培
训班，搭建“非遗传承成果展示
厅”，在展会期间展示展演。此
外，“舌尖上的非遗”、“非遗的世
界——非遗影像展”等活动，还将
为观众献上味觉与视觉的盛宴。

据悉，本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将
大量使用互联网和音视频技术，线
上线下同时举办。届时，官网将进
行非遗产品、传统工艺制作流程、
非遗传承人的故事等直播活动。组
委会还将与电商平台展开多种形式
的合作，扩大本届非遗博览会的影
响力。 （田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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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向上》主持人

▲“二度梅”获得者王芳在《国鼎魂》中领衔主演▲“二度梅”获得者王芳在《国鼎魂》中领衔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