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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 40年·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
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对反映
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 《迎风山上的告
别》 和书写四川省乡村振兴的长篇报告文学

《向往》进行了研讨。 （张鹏禹）

四川省脱贫攻坚

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四川省脱贫攻坚

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
拉萨。”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索鲁上
世纪 80 年代到达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
高的高原——青藏高原后，曾下过如此论
断。然而，从 1956 年的勘测到 2006 年的
建成通车，被藏族人民形象称为“天路”
的青藏铁路，创造了人类铁路史上罕见的
奇迹，它以其“神一般”的存在，颠覆了
外国人早先的错误论断，为世界贡献了中
国智慧。

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12 周年。今年，不少
艺术院团将舞台创作聚焦于青藏铁路的建
设，特别是首次用舞蹈的形式来讲述天路
故事，如中国铁路文工团舞剧 《雪域天
路》、国家大剧院舞剧《天路》、中央民族

歌舞团《天之路》等。
《雪域天路》《天路》《天之路》 都取

材于天路建设。现实题材的拓展和深度的
表现，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的审美意蕴，
赋予这几部剧重要的时代担当和现实意
义。生动鲜明、优雅高难度的动作性，更
给该剧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全长 1956 公里的天路，50 年的建设
历程，50万铁路大军的投入，要在一两个
小时的舞台上浓缩一部天路的建设史，编
出一部长达 50 年的戏，不能不说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用舞蹈所创造的生命律动去
表现漫长艰辛的筑路历史，建构人物的戏
剧性关系，是这几部舞剧创作至关重要的
第一步。《雪域天路》 以铁路人的身份，
生动讲述了三代铁路人与天路、藏区和祖
国的深情厚谊。《天路》 以藏族同胞的视
角，择取天路西格段修建中铁路兵筑路人
与藏族人民之间的动人故事进行精雕细
琢。《天之路》 采用倒叙手法，巧妙地设
置了“芒种”“寒露”“大雪”“惊蛰”“彩
虹”等五幕，讲述了以男主人公张工为代
表的 50 万铁路建设者们怀着强烈的责任
感，成功地解决了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将
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天路的可歌可泣的故
事，舞出了一副天路盛赞的长篇画卷。

现实创作中，有不少舞剧作品，常常
出现“舞”“剧”分割的现象，要么满台
雕琢精美的动作，缺乏戏剧性，要么舞蹈
本体语汇萎缩，舞剧不舞，这些现象都是
不可取的。“舞”和“剧”须臾不可分
离，“舞”跟着“剧”走，“舞”持续美化

“剧”，“剧”不断强化“舞”。环境、情
节、人物的冲突是舞剧的魅力点，也是故
事对观众的吸引力所在，没有矛盾冲突，
就没有戏。三部天路题材深谙于此。以

《天之路》 为例，这个戏的矛盾冲突主要
有两种：第一，通过主人公等人与大自然
的殊死搏斗，再现了环境的恶劣，逼出了
筑路的凶险，也推动剧情的发展。第二，
以张工和卓玛的爱恋为贯穿全剧的线索，
用精美的舞段和充沛的情感来生动演绎戏
剧的“非语言”情境，全面地展示主人公

自己和自己，自己和恋人之间在情感、理
想、人生抉择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以此塑
造典型人物形象。

在艺术创作上，《雪域天路》《天路》《天
之路》十分注重对民族舞蹈元素和当代舞
蹈语汇的融合与发展。一方面，大量运用
原汁原味的藏族舞蹈语汇，民族风格浓
郁，地域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烈；另一
方面，创造性地融入时代感十足的现、当
代舞蹈元素。一个个精彩的舞段，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尚的联袂演绎，营
造了简约大气的审美意蕴，带给观众以强
烈的视觉震撼。《雪域天路》以丰富有力、顿
挫有度的舞姿，让观众怦然心动。《天路》
中，宁静和谐的藏族舞蹈与刚劲有力的军
旅舞蹈风格的展示，观众为此眼前一亮。

《天之路》将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弦子舞、
锅庄舞等等贯穿始终，配合主题融入现代
时尚的舞蹈语汇，深深感染了观众。

铁路发展是世界性命题。经过改革开

放 40 年的持续奋斗，中国以铁路强国的
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克服多年
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世界铁路建
设难题，给其他国家的铁路建设提供技术
上的借鉴，向世界述说永不褪色的筑路传
奇。《雪域天路》《天路》《天之路》 的舞
蹈世界，带着历史的温度，重温了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高扬了“精神”二字。

文艺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催人奋
进，关键在于其蕴含的思想内核和精神高
度。青藏铁路精神，就其本质而言，主要
是不畏艰险、执着坚守、团结协作、顽强
拼搏、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突出展示了
中国铁路领跑世界的中国精神，这是中国
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为一条铁
路，天路虽然漫长但有尽头。作为一种精
神，天路从过去“走”向未来，永远没有
停歇的时候，它将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这正是舞剧中的天路能给予我们的无尽的
正能量。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副研究员）

近来，享誉世界的一
流交响乐团、闻名遐迩的
国际古典乐坛名家，纷纷
来 到 中 国 。 柏 林 爱 乐 乐
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
团、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
乐 团 、 圣 彼 得 堡 爱 乐 乐
团、圣切契利亚交响乐团
等名团，杜达梅尔、蒂勒
曼、巴伦博伊姆、泰米尔
卡诺夫、帕帕诺、阿什肯
纳齐、郎朗、穆特等国内
外名家纷纷在国内舞台上
亮相。多场音乐会未演先
热，一些场次刚一开票就
被抢购一空；有的音乐会
因为“一票难求”，现场还
采取了加座等措施。国际
一流乐团踊跃来华、呈现
精品，显然为国内演出市
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舶来品”的交
响乐，为何能在中国收获
众多粉丝，特别是吸引了
不 少 年 轻 观 众 ？ 客 观 来
看，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中国相关演艺市场从无到有、日臻成熟，
音乐会的市场运作、营销模式与时俱进，以国
家大剧院为代表的演出平台，也日益得到世界
一流乐团的认可。这些，都为交响乐的推广普
及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
人的需求变化。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成功跻身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创造了发展奇迹。在物质更加充盈
的背景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水涨船
高”。奋进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大家拥有
了更高的文化追求，渴望着更好的文化产品，
期待着更优质的文化资源。因此，以交响乐为
代表的艺术发展，正是人们文化生活不断丰
富、欣赏能力不断提升的一个生动注脚。

从更宽广的视野去观察，古典音乐、民族
音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得益于我国文化
事业的长足进步。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各地努力推进文化资源
整合，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极大丰富与活
跃了演艺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健全，一些文化企业和文艺
院团不断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培育新型文化业
态，为艺术的普及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

前不久，某网络直播平台举办音乐季，邀
请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东方歌
舞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
民族乐团等6家国家级艺术院团的艺术家定期驻
场演出，尝试推广传统文化和古典音乐。“互联
网+艺术”的创新模式，让手机直播间变成“网
络大剧院”；6 场演出的累计总观看人次超过
1500 万。这启示我们，只要永葆创新精神、涵
养创新理念、激发创新思维，善用互联网时代
的新技术、新应用，就能为传统文化、高雅艺
术的传播和创新开掘更广阔空间，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太 阳 快 要 下 山 了 ， 啦 ， 啦 ， 啦

……”随着舞台上嘹亮的歌声望去，舞台
远端的天幕上，伏尔加河河水在晨辉下闪
着波光。台下观众聚精会神观看的，正是
国家大剧院今年运用 8K 技术拍摄的歌剧
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首映式。

12 月 22 日，是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
“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包括歌剧电影《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在内，共有50余场丰富多彩
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在这里集中上演。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开幕至今，国家
大剧院已进入第 11 个年头。自 2009 年
起，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 12 月 22 日定为

“公众开放日”。每年这一天，国家大剧院
为广大观众备下艺术盛宴，邀请百姓“走
进大剧院、了解大剧院、享用大剧院”。

当日，大剧院“处处是舞台”，各大
剧场及公共空间均有精彩的演出呈现。音
乐厅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北京交响乐
团将分别带来合唱音乐会和交响乐音乐
会。小剧场中，由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
室内乐演出倾情上演，让观众在音乐的世
界里自由徜徉。

除了美轮美奂的艺术演出，国家大剧
院还策划了一系列充满惊喜的“殿堂活
动”。橄榄厅铜门，校尉胡同小学、自忠
小学等带来旋律悠扬的童声合唱。戏剧场
入口，昆曲表演让人沉醉。花瓣厅内，阿
根廷舞蹈极具异域风情……各种各样的活
动为观众营造缤纷多彩的艺术氛围，献上
诚意满满的奇妙艺术之旅。

国家大剧院今年的公众开放日仍实行
“免费不免票”。国家大剧院通过多种渠
道，把观摩票定向发放至劳动模范、社区居

民、医护工作者、大中院校师生、地铁公交
司机、首都志愿者等各界群众手中。今年，
共计有8000余位观众走进公众开放日。

今年正值建院第11年，国家大剧院推
出了11部新制作剧目，其中有围绕改革开
放 40 年的现实题材舞剧 《天路》、有儿童
歌剧《白雪公主》《没头脑不高兴》等原创精
品，有法国歌剧《泰伊思》《罗密欧与朱丽
叶》、意大利“美声歌剧”经典《军中女郎》

《梦游女》、瓦格纳鸿篇巨作《纽伦堡的名歌
手》，莫扎特名作《唐璜》等世界经典歌剧作
品，通过推出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经典作
品，向观众展现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艺术交流方面，国家大剧院努力打
造展现国家形象的窗口。今年 9 月，国家
大剧院携原创歌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赴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与莫斯科
中央模范剧院演出，引起当地热烈反响，
积极促进了中俄间的文化交流。

即将到来的201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集中推出
一系列相关专题演出板块，创作一系列原
创剧目，如歌剧 《青春之歌》、话剧 《抉
择》《林则徐》 等。国家大剧院歌剧节、
五月音乐节、舞蹈节、国际戏剧季、昆曲
艺术周等品牌类艺术节也将以新面貌、新
主题亮相。

与此同时，国家大剧院将继续推进文
化艺术交流。2019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
团将赴韩国、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开展
演出交流，积极筹备举办“世界歌剧发展
论坛”“世界著名交响乐团论坛”“北京国
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等重要活动，进一
步巩固提升剧院的国际影响力。

12 月 15 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等主办
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媒介生
态下文艺评论的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
会”在山西太原举行，与会学者就新
媒介生态下文艺批评的新变化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夏潮
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呈现出新业态，文艺工作的对象、
方式、手段、机制、格局随之发生了
很大变化。

回顾文艺评论40年走过的历程，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边国立认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影评蓬勃发
展，对提高电影观众文化水平意义深
远，新媒介生态下，人人当起“评论
家”的现象又出现了。针对新媒介新
形势，河北影视家协会副主席汪帆认
为，在新时代，把握好现实生活的本
真世界与文艺作品的艺术世界的关系
对重塑文艺评论家形象非常重要。

当前，各类批评主体涌现，批评场
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山西省作协主
席杜学文认为，当前的评论有三种主
要形式，一是以欣赏者为主体的赏评，
特点是具有即时性并能带来经济效
应；二是娱乐记者为主体的娱评，特点
是影响力大，具有新闻色彩，抓人眼
球；三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评。陕西电
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将以互联网为媒
介载体的文艺评论新形式细分为三
类：豆瓣、时光网、猫眼电影等新媒体
平台上评论；虹膜、枪稿、深焦deepfo-
cus等电影类微信公众号评论；知乎、

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等贴吧类评论。
关于新媒体评论的特点，《文艺

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认为，新
媒体评论侧重对某个点进行解读；评
论语言跳跃、口语化，贴近网络自媒
体原住民的习惯；更加关注评论本身
的点击量，缺乏内在深刻性。张阿利

认为新媒体评论的数据支撑是传统评
论缺乏的，数理性表述使评论发生了
很大变化。同时，评论的点击量、阅
读量、转载量能够即时掌握。

新媒体评论给传统评论带来的
冲击与对策是与会专家关注的一个
焦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张德祥认为，新媒体上一些优秀评
论，视野开阔，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切
入作品，见解锐利。在 《中国文化
报》高级记者赵凤兰看来，批评主题
多元化的背后，秉持公心、保持清醒
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共同的，要树立文
艺评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中国传媒
大学教授彭文祥认为，当前文艺评论
的新对象是网络文艺，对这方面的关
注能激发网络文艺在繁荣社会主义文
艺过程中由“最大变量”向“最大增
量”转换。

正视新媒体评论的存在和特点，
形成差异互补的批评格局。“各安其
位、各就各位”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戴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她说：“面
对新媒介批评的冲击，有时候不如坚
守自己的本分。”国家广电总局中国
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审陈芳认为，未来
的趋势是，新媒体评论与传统文艺评
论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12月14日，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三集中
外合拍纪录片 《中国：变革故事》 在国家博物
馆举行全球首发仪式。该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指导支持下，由五洲传播中心、优酷、美国
探索频道联合出品，由五洲传播中心、英国子
午线制作公司联合制作，于12月15日起通过探
索频道和优酷在国内外同步播出。

《中国：变革故事》采用国际视角生动讲述
一系列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故事，采访了多位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展示
了 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节目共分三集，第一集

《乡土巨变》讲述了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到新时代的今天，改革开放给中国乡村带来
的巨大发展变化；第二集 《追逐梦想》 讲述了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
人在实现个人梦想与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创
造了更加美好的生活；第三集 《创造未来》 讲
述了中国在时尚、教育、健康、旅行等生活方
式上的变化，展示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的发
展成果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郑 娜）

“一本书就是一条路”，日前在凤凰网、
深圳卫视播出的创新文化综艺节目《一路
书香2》，以“朗读+真人秀+深读”的模式再
度回归屏幕，引发社会关注。2017年，《一

路书香》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价“用行走阅
读，为文化赋能，让观众在人与书的故事
中感受文化经典的魅力，引发人们对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的思考”，荣膺“年度优秀网
络视听专题节目”。《一路书香 2》在第一季
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与普通读者一起，重拾
经典、再读经典、致敬经典。

“探寻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是《一路
书香2》的主题核心。节目将“读万卷书”与

“行万里路”相结合，围绕经典文学著作，
实地走访不同的城市，感悟独特的城市气
质和人文精神。从《长恨歌》“王琦瑶”们的
故事感受“海派”上海的精致与市井，从《射
雕英雄传》体悟香港电影中的情与义，从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回望敦煌
作为丝绸之路节点的辉煌等等，节目通过
行走与深读结合的方式，带领观众品味文
化传承，感受文化自信。 （文 纳）

天路有时尽 精神无穷期
□ 康海玲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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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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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变革 重塑格局
□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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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歌舞团《天之路》

▲国家大剧院《天路》

▲中国铁路文工团《雪域天路》

《一路书香2》

在行走中重读经典

《一路书香2》

在行走中重读经典

（本文图片来源各艺术院团）

▲《一路书香2》现场 图片由节目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