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评武警文工团大型舞蹈诗剧《延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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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昆山之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昆山之路（（之一之一））

时代声音时代声音：：文化决定未来文化决定未来
王 炜

4 月 26 日，北京国家大剧院

音乐厅内，中央民族乐团《子规

声中烟如雨》民族管弦乐音乐会

上演。

可以说，作为民族乐队，中

央民族乐团在国内的乐队中起

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虽然这场音

乐会是乐团的常规演出，却因在

曲目上安排了 4部协奏曲而显得

很有特色。

第一部协奏曲是任枫根据

古曲改编的古琴与乐队《阳关三

叠》，古琴演奏路宁。听完整曲，

不难觉出，其改编是尽量靠近古

琴的音乐风格的，同时增加了些许

作者的乐思。要知道，古琴作为一

个总是需要加麦克才能实现和乐

队合奏的乐器，其配器的平衡、音

乐主题与素材的变化是一件非常

困难的事情。因此，该曲能达到

如此的听觉效果让人欣慰。

第二部协奏曲为刘文金所

作的高音加键笙协奏曲《虹》（第

二、三乐章）。该作品的音乐较

为丰富和变化，独奏部分也比较

难，笙演奏家吴学伟的表现为这

部协奏曲增色不少。

琵琶与乐队《太极》是音乐

会上的第三部协奏曲，这首新鲜

的作品展现出姜莹这位青年女

性作曲家可贵的大气与胸怀。

作品整体音响恢弘、布局合理，

由于作曲家对于琵琶声部的熟

悉，也使得独奏部分琵琶的韵味

得以充分展现。值得一提的是，

琵琶演奏家赵聪在演出中气场

十足、表情细腻，对于作品全局

的控制力较强，也使得整曲散发

出无限魅力。

作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常

平所作的二胡协奏曲《天香》中

简单的音乐动机从二胡独奏开

始呈现，经过渐变后再转交给乐

队并得到充分发展，其后的音乐

对比素材和变化也非常多样。

虽然，由于二胡音量的局限，独

奏二胡加了麦克，但是作曲家仍

然充分地考虑到乐队与独奏之

间的平衡，同时也为民族管弦乐

队设计了很多新颖、有趣味的音

响。二胡演奏家于红梅的演奏

自然而且大气，表现了其一贯的

细腻和准确。

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举办除

了让人听到了美好的音乐，见证

了音乐家们的精彩表演，也让笔

者有了一些思考：民族管弦乐队

从乐队自身的组成到音乐的呈

现多年来争议不断。这些争议

有时集中在乐器构造层面，有

时集中在合奏音乐的整体音响

构成层面，有时则集中在作曲

家的作品层面。但是，笔者认

为，这些争议的最终解决者应

是作曲家本人。作曲家须不断

深入地了解民族乐器和乐队，

不断地思考和尝试，并做出准

确的美学方向判断，为民族乐

队书写具有真正原创精神的作

品，唯有这样，民族管弦乐才能

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可以

肯定地说，创作决定民族管弦

乐的未来。

现代城市建设与竞争发展面

临着新的形势、机遇与挑战，锐意

进取、敢为人先发展经济是硬道

理，文化是否无关紧要？经济建

设快马加鞭，文化建设是不是可

以小步慢走？江苏省昆山市委书

记管爱国给出的是这样的回答：

“经济决定地位，文化决定未来。

昆山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既

要有经济的硬实力，更要有文化

的软实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

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

潮，对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

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 新 局 面 具 有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意

义，昆山对此深有领悟。

昆山地处江苏省东南部，位

于上海与苏州之间,是一座工商兴

盛、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来自

全球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

这里创办了约 7000 个项目，昆山

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投入高密度、

外商投资产出高回报和经济发展

高增长的地区，更是中国首个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 4000 美元的

县级城市，连续多年位列中国百

强县首位。值得一提的是，昆山

还拥有 10 万户长期经商、生活的

台商台眷，走过大街小巷，具有浓

郁台湾风情的美食休闲娱乐景致

随处可见，因此，这里被冠以“小

台北”的称号。

昆山还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

文化积淀的城市，有 6000 多年的

文明史、2000 多年的建城史。史

前文化遗址赵陵山、绰墩山、少卿

山出土的古礼仪玉器，精美程度

令人叹为观止；联合国首批“人类

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

的昆曲发源于此；古镇周庄作为

“中国第一水乡”，至今仍较为完

整地保存着明清以来的古建筑群

落和生活风貌。昆山人文荟萃，

最为著名的是被誉为“昆山三贤”

的思想家顾炎武、教育家朱柏庐、

散文家归有光，他们博大精深的

思想哲理和精湛绝伦的艺术瑰宝

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此

外，这里民间文化蓬勃发展，全市

有多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昆山因其卓有成效的文化建设两

度成为文化部命名的“全国文化

先进县”。

著名画家陈逸飞曾说过，昆

山就像一把折扇，一面是经济，一

面是文化，两面都很美。今天的

昆山，正在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中

焕发出崭新的时代魅力。

文化自觉鼓风帆

昆山的文化自觉来源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向着更高水平推

进，无论是经济建设的需要，还是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对文化

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使全国掀起了一

股文化发展大潮。昆山应势而动，

主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

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紧紧抓住文

化繁荣发展的难得历史性机遇，

采取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全面

推进文化建设各项工作，充分发

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

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昆山的文化自觉还来源于市

委 和 市 政 府 对 文 化 的 认 识 与 重

视。2007 年，昆山市委、市政府确

定了“文化昆山”建设战略目标。

2009 年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文 化 昆

山”建设 3 年目标，市人大将“文化

昆山”建设列为一号议案，市政府

把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 列 为 头 号 实 事 工 程 。 2011 年

底，昆山市委 、市 政 府 召 开 加 快

文化强市建设工作会议，出台了

《关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实施

意见》，全面吹响了“文化强市”

号角。

管爱国表示，文化软实力是

最具战略性的竞争优势，文化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特别重视发

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需要一种作

为动力和规范因素的文化，没有

文化提供的价值定位，就不可能

有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秩序。发

达的文化是构成地区发达的一个

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欠发达地区

发达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立足新起点，面向新未来，昆

山领军人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

在此基础上，昆山提出大力实施

思想文化引领、公共文化普惠、社

会文明提升、文化产业跨越、文化

品牌升级、文艺精品塑造六大工

程，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同

时 ，结 合 昆 山 实 际 ，适 时 提 出 了

“融合创新”的文化建设理念。

开拓创新敢为先

“昆山之路”的本质是创新，

昆山的文化建设同样也将创新贯

穿始终。说起“融合创新”，昆山

将 其 概 括 为“ 昆 台 融 合 、新 老 融

合、古今融合、专特融合、城乡融

合、力量融合”。即围绕大局推动

昆山、台湾文化的融合创新，完善

面向广大台商的公共文化服务；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多的特点，推

动新老昆山人基本文化服务的融

合；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百姓现

实文化生活的融合；重视高雅艺

术进入现代市民生活，推动专业

艺术、精品创作与地方特色文化

的融合；顺应城市化步伐不断加

快形势，大力推动城乡文化一体

化的深度融合；构建各部门通力

协作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实现政府力量与

各种社会力量的高度融合。

要实现这些目标，全面而高

效 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必 不 可

少。2011年 5月，包括昆山在内的

苏州市成功入选首批 28 个“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城 市 ，昆 山 以 此 为 新 起 点 ，按 照

“城乡一体、共建共享”的要求，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高效运行和功

能发挥，有力促进了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迈上新台阶。为了更好地

完成创建任务，昆山深入开展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的设计与研

究 ，基 本 形 成 组 织 保 障 、规 划 设

计、过程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效

益 评 估 考 核 等 系 列 化 的 制 度 体

系，努力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提供长效保障。

构建科学的过程管理体系。

昆山成立由市长牵头负责的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先

后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过程管理实施意见》、《基层公共

文 化 体 育 设 施 使 用 管 理 办 法》、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评价

激励机制建设实施方案》、《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运行办法》等

10 多份政策文件，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和高效运行中发挥出

显著的指导作用。

构建有力的财政保障体系。

根据昆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财 政 保 障 实 施 方

案，以及 2009 年至 2011 年区镇文

化设施建设实施财政补助的意见

精神，市级财政对公共文化建设

始 终 保 持 高 投 入 力 度 ，2009 年 、

2010 年、2011 年全市用于文化设

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的资金超

过 20 亿元，全力保障各项创建硬

指标如期达标。

构建完善的考核评估机制。

昆山市委、市政府把文化建设纳

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考

核内容，建立起重大文化项目工

作考核机制，实施公共文化服务

绩 效 评 估 制 度 ，把 服 务 农 村 、服

务 基 层 和 服 务 群 众 满 意 度 作 为

重要考核指标，形成政府、社会、

服 务 群 体 共 同 参 与 的 监 督 管 理

体系。

昆 山 的“ 文 化 强 市 ”目标明

确要求：到“十二五”末，要基本建

成“思想文化引领力强、公共文化

服务力强、文明创建感召力强、文

化产业提升力强和城市文化形象

好”的文化强市。当前，昆山正按

照时间表、路线图，全力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文化强市与经济强市

就像是昆山的一对翅膀，推动着

昆山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踏歌

起舞、展翅高飞。

一部舞蹈剧，特别是一部舞

蹈诗剧，能让人心潮澎湃甚至热

泪盈眶，这在当今的中国舞台上

恐怕是不多见的。然而，由中国

舞蹈家协会和武警文工团联袂创

作 ，由 中 国 舞 蹈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原团长左青担

纲总编导的大型红色题材舞蹈诗

剧《延安记忆》推出以后，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

红色题材戏剧创作的又一成功尝

试。有理论家评价：这部作品通

过对延安那个激情年代的追忆，

让人们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想到继

承传统的重要。它对中国共产党

党员乃至中国公民，有十分现实

的教育意义。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

军队在延安的 13 年，不论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还是人民军队的历

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

年代。这 13 年，延安曾经以磁石

一样的巨大吸引力，把全国各地

的 爱 国 青 年 和 有 识 之 士 引 向 延

安；这 13 年，毛泽东及其党的领袖

们，创造了革命战争史的诸多奇

迹；这 13 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

年轻的政党，在屡经挫折和磨难

之后，也一步步走向成熟；这13年，

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

人民十分美好的记忆。大型红色

舞蹈诗剧《延安记忆》就是用艺术

手段讲述延安往事，引发人们对革

命年代美好传统的追忆。

对中国共产党的延安13年，曾

有过文学艺术的多种形式加以反

映和表现。但是，运用舞蹈诗剧的

形式来概括13年的岁月往事，这是

第一次，对编导者来说，是一次艺

术功力的考验。因为这13年，确实

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大事。延安这

方水土，有诸多的往事可以引发人

们对岁月的回望。

看过演出，我们由衷地佩服

编导者的艺术概括能力。在两个

小时的时间里，编导者和艺术家

们用诗一样的舞蹈语汇，热情讴

歌 了 延 安 这 片 并 不 算 广 阔 的 土

地，讴歌了纯朴善良的延安人民，

讴歌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留给延

安的美好记忆。作品的高妙之处

在于编导采用信天游的形式作为

串联全剧的一条主线，以散点透

视、多章串联的方式，把铭刻在中

国人民记忆中的“抗大精神”“南泥

湾精神”以及枣园故事、双拥传统，

还有白毛女、张思德等关于延安的

标志性人物，用老军号、三八枪、干

粮袋、旧马灯、大刀片这些让人们

触 景 生 情 的 文 化 符 号 和 历 史 名

片，连接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以说，在延安的 13 年，中国

共产党的一代领袖们领导的中国

革 命 ，开 创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奇 迹 。

这期间发生的大事很多，比如著

名的西安事变、新的国共统一战

线建立、伟大的游击战、党的七大

召开、重庆谈判等等，但是，一部

舞蹈诗剧不可能囊括如此多的内

容，编导们独具匠心，以惊人的艺

术想象力，紧紧抓住延安时期颇

具代表性的小故事做文章，达到

以小见大的效果。比如，作品开

始 时 呈 现 在 舞 台 上 的 那 些 老 照

片，仿佛矗立在观众面前的一面

时光隧道墙，这面墙上，抗大校园

一张张充满自信的年轻的脸庞，

拥军花鼓里那些猪羊、锦鸡透着

浓浓的生活气息和诙谐幽默，硕

大无比的南瓜里的欢快舞蹈，四

妹子送三哥哥上前线时的依依不

舍等，以极具质感的艺术表现把

观 众 带 向 了 那 个 充 满 激 情 的 年

代。可以说，编导娴熟地运用了以

小故事表现大主题、对老内容做出

新解读的艺术手法。

一部舞蹈诗剧，需要贯穿始终

的是戏魂。《延安记忆》的“戏魂”是

什么？概括起来，那就是通过再现

延安 13年一幕幕壮怀激烈的历史

画面，表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联

系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表现伟大而深邃的延安

精神，表现党与群众密切相连的

鱼水关系。这样一个思想主题，

如果仅就表现形式来说，舞蹈诗

剧 更 像 是 一 部 散 文 诗 ，弄 得 不

好，就会因其松散而显得像拉洋

片 一 样 ，面 面 俱 到 而 游 离 主 题 。

为避免这个问题，编导紧扣戏魂

做文章，力求把无数个文化碎片

连 接 为 一 个 缤 纷 灿 烂 的 艺 术 整

体。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点做得

很好，颇见编导驾驭题材的非凡

功力。整部戏紧紧把握了一点，

那就是形散而神聚。这部戏之所

以创作成功，就在于编导始终围

绕戏魂结构故事。比如，在作品

中 ，大 量 运 用 人 们 熟 知 的 老 照

片 、老 音 乐 、老 戏 剧 、老 美 术 作

品 ，以 及 种 种 诸 如 老 军 号 、老 马

灯那样的历史文物；大量运用信

天 游 、陕 北 秧 歌 、民 间 剪 纸 这 些

颇具黄土地特色的文化符号。这

样一些看似松散的符号都被有机

地统一在延安革命文化的主题之

下，使广大观众在陕北信天游的

歌 声 里 、在 延 安 窑 洞 纺 车 前 、在

鲁 艺 的 舞 台 上 、在 枣 园 的 马 灯

下，去感受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

信念的执着追求，去感受淳朴勤

劳的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

爱以及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向

往。它清晰地告诉我们：延安之

所以被称作圣地，是因为延安人

民用小米养育了革命，是因为在

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共

和国。它用生动的史实和画面让

人们明白了一个真理：无论是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延安

精 神 是 永 远 不 会 过 时 的 精 神 法

宝。它更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们，不论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及

其 领 导 的 人 民 军 队 都 应 该 坚 定

地 、毫 不 动 摇 地 同 人 民 站 在 一

起 ，离 开 了 人 民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将 成 为 无 源 之 水 、无 本 之 木 ，将

一事无成。这就是这部戏更深刻

的现实思想意义。

《延安记忆》剧照

昆山小昆班演出的昆曲《姹紫嫣红》 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开幕式在周庄举行

昆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专场“玉出昆冈”在上海世博会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