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称：秦腔小戏《哎呀呀》

报送单位：陕西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文化馆

作品简介：通过展现一位县委书记深

入基层，明察暗访低保政策在农村落实情

况的特殊场景，塑造了一位心直口快且富

有正义感的乡村妇女形象，折射出当今我

国基层政权中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

评语：作品直接反映了我党基层干部

深入实际、依靠群众，通过明察暗访了解并

解决低保政策在农村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主题突出、立意鲜明，剧场效果十分轻

松，却给人以直接而深刻的教育。

作品名称：谐剧《一分不能少》

报送单位：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演出单位：重庆市渝北区文化委员会、重庆市

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

作品简介：老郑是一个善良、幽默又格外较真的

力哥（重庆叫棒棒），他的原则是力钱一分不能少，

但是在无意中接到挑一担羽绒服去车站的业务，不

幸与货主走散，他冒着严寒寻找货主的故事让他一

下子名声在外。

评语：演员发挥了高超的演技，用谐剧特有的

讲四川方言和一人出演，在搭话和神态中都能体现

出多人存在的艺术形式，将故事情节和故事中的人

物演绎得活灵活现。该节目主题鲜明、时代气息浓

厚、人物设置简单明了、故事情节展开不突兀，表演

生动、极具感染力又朴实无华。

作品名称：板胡与鼓《丝路欢歌》

报送单位：陕西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陕西省艺术馆、陕西省榆林市

府谷县文化馆

作品简介：作品以崭新的构思将板胡与鼓

等打击乐巧妙地结合，预示着新丝路又一次从

起点——长安出发。该作品展示了三秦大地

的风采，给人一种崭新美丽的陕西走向世界的

气魄以及新丝路欢乐、腾飞、发展的新景象。

评语：该作品开拓创新，将板胡与鼓巧妙

地结合，悠扬激越的板胡与变化多端的鼓乐在

强烈的反差中形成跌宕起伏、撼人心弦的艺术

效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体现了对优秀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

作品名称：群舞《我的弦》

报送单位：四川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四川省凉山州文化馆、凉山州会

理县文化馆

作品简介：借用一个民间月琴手一生的经

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表达了民族的

根与魂，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代代

相传、繁荣发展的美好前景。生命季节的幸福，

一生都用我的琴弦诉说。

评语：作品保留了舞蹈本体最优质的美，线

条运用精致，调度含蓄、连贯、不着痕迹，服装道

具巧妙。把东方细腻、静谧、精致的神韵，在行

云流水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传递着生命

的生生不息和爱的源远流长。

作品名称：小品《亲！还在吗》

报送单位：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演出单位：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

作品简介：一位母亲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与女儿

沟通，就在网上冒充淘宝买家与女儿说话。但是一

次与快递员收货中的机缘巧合，事情被拆穿，这对

母女以此为契机袒露心声，领悟了亲情的真谛。

评语：这部小品从人性的开掘入手，以母爱这一

可以普遍共享的亲情作为立意，通过母女的特殊交

流方式，生动地展示出来。在网上与女儿沟通和亲

近，这一戏剧行动设计，不仅将今天所有心系儿女

的母亲的渴望和盘托出，同时揭示了网络时代亲情

的缺失，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发人深省。编导技巧

娴熟，在情境设置和结构安排上都独具创意。

作品名称：淮河琴书《轧狗风波》

报送单位：安徽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安徽省阜南县文化馆

作品简介：讲述致富能手马二牛，夜晚开车轧死镇

委书记养的宠物狗，自己被吓坏了。几年前，他轧死了

某局长夫人的一只鸟赔了 3000多元，这条狗恐怕要赔

两个月跑车挣的钱。他想起现在干部作风大有改变，

就打电话认错。结果书记说不要他赔，让他安心致富，

充分显示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评语：这种小故事折射大主题的作品，有生活，接

地气，政府点赞，百姓叫好！演员的演唱张弛有度，柔

中带刚，声情并茂，韵味十足。结尾处近似京剧黑头

唱法的甩腔处理，更给人以余音绕梁、美不胜收的感

觉。加上乐队的默契配合与伴唱，充分展示了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作品名称：群舞《妙音踏舞》

报送单位：西藏自治区文化厅

演出单位：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民间艺术团

作品简介：“堆谐”有近千年的历史，是藏族群众

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传统歌舞艺术,在日喀则市拉孜

县广为流传，主要依靠节奏表演，旋律优美、粗犷豪

放。此乐舞充分展示了今天西藏新农村的新生活、新

变化和新发展。

评语：在悠扬的琴声中，款款走来一群藏族青

年 。 这 是 藏 族 同 胞 喜 闻 乐 见 的 民 族 传 统 歌 舞“ 堆

谐”。当承载着藏族同胞情感的“堆谐”被《妙音踏舞》

带上舞台，让更多的人感知了藏族歌舞的魅力。随着

琴声、歌声、舞步，我们进入了从容悠扬、轻松自在的

新境地。

作品名称：小品《占座》

报送单位：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演出单位：重庆市大渡口区文化馆、大渡口八桥

镇人民政府

作品简介：图书馆里的 6 把椅子静静地陪伴了一

批又一批大学生度过春夏秋冬，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

大学生在图书馆占座的现象，看到了不同的价值观、

人生观、就业观。

评语：作品以小见大，通过图书馆里 6 把椅子的拟

人化处理，从大学校园里最普遍的占座现象切入，浓

缩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生们的人生

选择。作品不仅触碰到了深层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就

业观，而且在此基础上，弘扬了一种直面人生、积极向

上的信仰追求和精神风貌。

作品名称：群口快板书《羊续悬鱼》

报送单位：广东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广东省东莞市文化馆、东莞市清溪镇文

广中心

作品简介：作品将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将属下赠送的

鲤鱼悬于门前，以示清廉不受贿赂的典故，用三人快板

的形式，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将人民公仆要廉洁自律的

情操品格润物无声地表现出来。

评语：以现代语汇表达古代题材，通俗易懂、鲜活生

动，具有借古喻今的意义。3位演员配合默契，舞台调度

张弛有度，既体现了曲艺艺术说唱故事的本体特征，又增

强了节目的观赏性，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快板

书这种源自北方的曲种能在南国生根开花备受喜爱，体现

了当地群文工作者的努力和担当。

作品名称：唢呐、板胡与乐队《山东梆子腔》

报送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山东省济宁市文广新局、嘉祥县文广

新局

作品简介：以流传在鲁西南一带的地方戏山东梆

子为基础旋律，用器乐的形式展现了人民群众百听不

厌的乡音乡韵。乐曲以唢呐模仿人声，高亢而豪放；

以板胡随腔并加花多变演奏过门，明快、轻松且不失

婉约。

评语：作品特色鲜明、立意新颖，弘扬了优秀传统

文化。采用拟人化手法的大小唢呐的演奏一唱一和、

形象生动，板胡随腔就韵，打击乐队烘托得体，婉转细

腻与豪放热烈相融，演奏水平专业。打击乐一人承担

多角，华彩十分出众。作品显示了中国民间器乐表现

手段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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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学占（《山东梆子腔》编创之一）：《山东梆子腔》是以流传在

鲁西南一带的地方戏山东梆子为基础旋律，用器乐的形式展现人

民群众百听不厌的乡音乡韵。作品在创作时首先写出了第一稿

曲谱，然后选定乐器，写出分谱，初经排练便显现出非同一般的感

染力，听了用大小唢呐演奏的山东梆子男女唱腔和用板胡演奏的

刚劲且不失婉约的加花过门后，许多听众赞叹“这比听真人真唱

都过瘾”。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体现节目的地域特点，编创者将

打击乐融入其中，鼓、锣、镲等5种乐器由一人完成，演奏者日夜训

练。在长达两年多的排练、演出中，整个作品历经5次大改、无数小

改，剧组人员克服诸多困难，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付出了很多。

邵怡（板胡与鼓《丝路欢歌》编剧之一）：在陕西，板胡是秦腔

的主要伴奏乐器，所以创作初期乐器演奏主要选的是板胡，但后

来考虑板胡形式太陈旧、单调，所以进行了多次讨论、尝试。在表

达形式上，以崭新的构思将板胡与鼓等打击乐巧妙结合，表现了

新丝路欢乐腾飞的新景象。此外，这个节目的配乐曲子都是邀请

专人写的，明快新颖，很好地配合鼓曲、板胡曲，展现了丝路风情；

演员则是由戏曲演员、舞蹈演员以及乐队组成。

舞 蹈

朱东黎（广东少儿舞蹈《爸妈我想你》编导）：这个舞蹈不仅是

舞台上的艺术作品，更是在用艺术的形式真实反映当代的社会问

题。作品从父母与子女的爱入手，挖掘、剖析农民工子女的生存

现状。参演的 17名学生中，除 4名高中生是艺术类学生外，其他

全部为无基础、零舞台经验的初中生。且由于学生年纪较小，要

让他们扮演成人角色，特别是扮演父母，挑战难度较大。为此，我

们跟学生讲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让学生们更好地体会角色、演

绎角色。

次仁琼达（西藏群舞《妙音踏舞》编导）：舞蹈创作首先是选

题，又要注重原创，所以在构思《妙音踏舞》时我选择了“拉孜堆

谐”。堆谐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其蕴藏的魅力使我内心深处有一

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构思着如何把平日里老百姓在田间地头或是

亲朋聚会间的娱乐消遣的日常生活节奏搬上舞台。这是一个舞

蹈创作者的职责，更是我从未放弃的追求。近 3年中我曾 4次前

往拉孜县采风、收集素材，其间一直在揣摩思索，在创作中也与演

员共同磨合、不断提升修改。

戏 剧

马维彬（河北评剧小戏《月缺月圆》编剧之一、河北省群艺馆

馆长）：现代铁路的安全、便捷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人

们的出行效率，但那些筑路工人的艰辛却无人知晓。创作者以筑

路工人回家探亲这一生活片段为背景，围绕筑路工人与妻子的情

感冲突，讲述了两人从协议离婚到重归于好的故事，歌颂了筑路

工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这部戏3年时间五易

其稿，并且为了把剧中的人物写实写真，我们多次深入到铁路工地

采访铁路工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剧中两名

主演一名来自藁城县文化馆，一名来自张家口市工商局，他们克服

路途上、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常驻省群艺馆进行排练，3年多来，

有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这部小戏的排练上。

杨迿（上海小品《亲！还在吗》编导、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副

馆长）：最初的灵感来源是网络时代，人们对遥远世界的事件可以

侃侃而谈，却对身边的人与事毫不知情。基于此，我在小品中通

过一位在现实生活中与女儿沟通较少的母亲，却在网上假扮成

淘宝网的买家与女儿经常聊天、成为好友，一句“亲！还在吗”让

母亲无比欢喜。希望引发人们的思考：该如何与自己最亲近的

人沟通？通过反差传递出一个核心价值观，即要在乎、关心身边

的人。

曲 艺

刘亚非（安徽淮河琴书《轧狗风波》编曲、阜阳市文化馆干部）：

该作品充分揭示了干部转变作风后，党和群众的新型干群关

系。创作亮点是：故事完整，通俗易懂、含蓄幽默；虚事实说，没

有直接去赞扬书记，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推进，展现出一位体恤

百姓、朴实的领导干部。另外，在主演表演和乐队伴唱上都有原

先不曾出现过的形式：主演通过剧情的变化，扩大表演区域，通

过语言、表情、动作，生动地展现了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表演过程

中主演和乐队多次交流、共同演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鲁广峰（谐剧《一分不能少》编剧）：我的灵感源自重庆的一

个叫郑定祥的棒棒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太久太久，

可是如何把一个所谓的底层的棒棒搬上舞台，展现幽默乐观的

天性、朴实诚信的品质，确实让我伤了脑筋。最终我抓住棒棒特

有的“较真”做文章，并将这一特征夸大到近乎偏执的状态，人物

的性格一下子鲜活、可爱、可信起来。此外，谐剧是一人独演的

曲艺形式，我自己认为其最大的艺术特征是虚拟，否则与写实为

主的戏剧没有区分，在这一点上也是与演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最

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武秀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军婚药

方》编导、演员）：前年去新疆演出时发现，部队离婚率高是一个敏

感的话题，军嫂的不易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我想从正能量的

角度入手，给观众一些触动，给军嫂一点安慰。写的过程很费周

折，前期写了几稿都不顺，大家也都不认可。有一天，有点上火的

我刚吃完药准备继续写剧本，突然看到药瓶上的药方，便有了灵

感，就用药方把整个故事串起来。我们的最佳道具是一瓶白酒，

一来可以给自己提示，二来有一次演出，坐在前排的观众真的闻

到了酒味，视觉、听觉、嗅觉的触动都有了，现场互动效果特别

好。因为多少次演出，我们都是真酒上阵。

作品名称：故事《军婚药方》

报送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

治工作部宣传局

演出单位：武警部队

作品简介：讲述了两名军嫂面对军婚的

苦、累与不平衡，如何互相倾倒苦水、彼此鼓

劲，成为军人坚强后盾的故事。故事令人捧

腹、催人泪下。

评语：作者的创作手法独到，尝试着歌

颂形式的创新，而且有生活、有气息、有内

容、有故事、有人物、有角度。两个演员也在

舞台上表现出色，一刚一柔，相得益彰。虽

然彼此的军人丈夫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却

能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热血！

主创者说

作品名称：女声表演唱《一条叫做“小康”的鱼》

报送单位：江苏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江苏省文化馆、苏州市公共文

化中心·苏州市文化馆、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

道文化体育站

作品简介：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梦寐以求的愿景。歌曲回避了通常关于小

康社会的直接表述，选取“鱼”作为意象，展现

了一幅中华民族对小康社会执著追求、不懈努

力、渐成正果的绚烂画卷。

评语：以 苏 州 评 弹 元 素 糅 合 现 代 创 作 技

法，通过“年年庆有余”的中国梦想以及“鱼

跃 龙 门 ”的 结 构 形 式 ，发 挥 了 评 弹 音 乐 独 具

的 艺 术 特 色 ，展 现 了 温 馨 淳 朴 、积 极 向 上 的

时代气象。

作品名称：表演唱《敲起琴鼓劲逮逮》

报送单位：湖北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湖北省宜昌市群众艺术馆、

秭归县文化馆

作品简介：作品以秭归县屈原镇新滩

民间特色乐器——琴鼓为道具，演绎了峡

江汉子战天斗地、不畏艰险、追求幸福生

活的勇敢与豪迈。

评语：该作品音乐元素取自秭归高腔

《露水一条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

石杨柳琴鼓为表演乐器，以三峡人真实的

生活状态为背景，通过三峡汉子高亢的歌

声和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真实再现了三

峡人奔放热情、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

作品名称：无伴奏混声小合唱《瓦器器》

报送单位：云南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云南省维西县文化馆

作品简介：“我们围坐在火塘边，喝着

醇香的美酒，唱着欢快的歌谣”就是傈僳族

“瓦器器”真实的写照。流传在维西县境内

的傈僳族“瓦器器”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

础，无伴奏合唱，具有较高的艺术难度。

评语：“瓦器器”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

基础，是维西县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态

歌舞形式之一，深受群众喜爱。根据傈僳

族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瓦器器》音乐

丰富自然，在原有民歌的基础音调上，比

较贴切地揉进了合唱手段，声部进行顺

畅，充分利用了和声效果。

作品名称：群舞《扫街》

报送单位：山西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山西省绛县文化馆

作品简介：作品运用当代舞的形式，展示了城市

形象的雕塑手、市容环境的美容师这个城市建设者

群体的大情怀。如果说每个城市的生活就像一部交

响曲，那么环卫工人就是这乐曲中小小的音符，正是

这一个个音符奏响了城市和谐的主旋律。

评语：作品通过一把大笤帚、一群年轻的环卫工

人与无边的马路，即刻把观众带入了真实的劳动场景

中。眼前一老者，手拿小扫把，始终不曾直起过腰，不停

地清扫。道具的运用充满了灵性，它把一个普通的劳动

者变成了天使。舞蹈结束前，年轻的环卫工人背起了年

老的环卫工人，走在他们清扫干净的大路上。作品主

题清晰，语言质朴、鲜活，表演生动，充满了真诚。

作品名称：群舞《阿婶合唱团》

报送单位：浙江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文化馆

作品简介：舞蹈以合唱排练课的场景

为依托，以合唱课堂中发生的若干情趣瞬

间为基点，以独特的调度方式和极具个性

的舞蹈语汇，刻画了一群认真、可爱、闹腾、

较真的中老年人。

评语：在舞蹈中一群快乐的中老年妇

女时而是人物，时而是琴键，时而独唱，时

而合唱，在歌声里展现着排练课堂上发生

的有趣瞬间，又在各种舞台调度中展示了

可爱、闹腾的生活状态，让观众在快乐中感

受到了邻家大婶的那份亲切。

作品名称：少儿舞蹈《爸妈我想你》

报送单位：广东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广东省中山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中山市石歧中心小学

作品简介：舞蹈反映了农村留守儿

童对在外打工的父母刻骨铭心的思念，

和由此和父母产生的爱恨纠葛。

评语：作品从孩子的心理出发，把对

父母欣喜的等待、焦急的寻找、见到父母

后的喜悦，以及孩子特有的无法言说的

委屈，一层层地通过小演员的表演呈现

出来，让观众在观赏舞蹈的同时，真正有

了一次情感的体验，也让留守儿童这个

社会问题在人们欣赏艺术的过程中凸显

出来。

作品名称：评剧小戏《月缺月圆》

报送单位：河北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石家

庄市藁城区文化馆

作品简介：这是一出歌颂当代筑路工

人的小戏曲。剧中人周大龙常年奋战在

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爱妻秋月

的质问，通过两个人情感与内心的碰撞，

使秋月从抱怨到理解、从协商离婚到重归

于好的故事。

评语：该剧以评剧艺术特有的婉转、

优美的唱腔和丰富灵动的舞台调度，深入

挖掘夫妻二人多彩的内心世界，最终达成

相互理解并重归于好。该剧有着深刻的

现实意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作品名称：小品《一定要找到你》

报送单位：黑龙江省文化厅

演出单位：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文

化馆

作品简介：大森是派出所民警，一次偶

然的机会认识了卖花的盲人小女孩花儿，了

解到花儿一个人去滨海市遇到了坏人，乞讨

中被打瞎了眼睛。大森偷出家里准备给女

儿买钢琴的钱给花儿治眼睛，不巧被爱人发

现，于是在派出所里发生了本故事。

评语：编创以大森与妻子对此事的矛

盾冲突为起点，一改以往同类题材的说教

模式，而以花儿对警察叔叔的绝对信任和

依赖为契机，感染、打动并教育了妻子，揭

示了人性之美、大爱之美。

作品名称：京韵大鼓《丰碑》

报送单位：北京市文化局

演出单位：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

作品简介：长征部队行经云中山时,军

长带领的队伍忽然停止不前，原来是一名

老战士因没有棉衣御寒而牺牲。军长刚要

问责军需处，警卫员报告牺牲的正是军需

处长，他怕随队的伤员难扛风雪，把自己的

棉袄让给了伤员。军长备受感动和鼓舞，

带领部队走向最终的胜利。

评语：故事开门见山，内容虽短小，但

人物形象鲜明，从铺垫到高潮一气呵成。

京韵大鼓专业有男女双唱，而把男女声唱

腔的和声处理得如此之好的作品少见，这

是艺术创新上的一个亮点。

群星奖是国家文化艺术政府奖。今年文化部组织开展第十七届群星奖评奖，这是中央巡视和文艺评奖改革后

举行的第一次评奖，共有来自全国的 5000多件作品参加初选，268件优秀作品进入复赛，84件优秀作品入围决

赛。经专家评委和群众评委严格的评审，报经群星奖评奖委员会审定并向社会公示，最终评出音乐、舞蹈、戏剧、曲

艺4个艺术门类的20个获奖作品。虽然群星奖决赛及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已经落幕，但其精彩留在了每位观众的心

中。这些作品承载着编创者、演员等台前幕后人员的付出与期望。这里特刊发20个获奖作品的简介、评语和主创

者们的声音，以期人们能走近这些群文作品，进而对群文创作和这一创作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妮整理，图片由本报记者陈曦摄）

E-mail:ggwhzk@163.com 电话：010-64299522 “十一艺节”专刊·群星奖

音乐类 舞蹈类 戏剧类 曲艺类（（按行政区划排序按行政区划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