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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微言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展示歌剧艺术最新成果

江苏三部歌剧亮相第三届中国歌剧节
本报驻江苏记者 王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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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厅召开厅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由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

文化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厅承办的

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于 12 月 16 日在南

京拉开帷幕，本届歌剧节是在党的十

九大召开后举办的一次重要艺术活

动，是歌剧艺术的一次盛会。来自全

国各地共 23 部歌剧汇聚江苏，为观众

奉上近一个月的歌剧盛宴。东道主

江苏近年来创作的民族歌剧《二泉》、

歌剧《鉴真东渡》和《拉贝日记》三部

歌剧将在本届歌剧节精彩亮相，它们

都属于中国题材，讲述的都是江苏故

事，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展现了近三

年来江苏歌剧创作的最新成果。

《二泉》：
寻求民族歌剧的当代表达

作为入选 2017 年文化部“中国民

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

和 2016 年江苏省文化厅重点投入剧

目，《二泉》由江苏省文化厅、无锡市

人民政府联合出品，历经两年多的创

作与打磨，将清新秀美的吴地文化、

沧桑复古的民国风情、空灵飘逸的道

教音乐加之写实写意相结合的舞美

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泉》不久前作为第三届精彩

江苏艺术展演月闭幕大戏亮相南京

舞台，此次参演第三届歌剧节，导演

黄定山告诉记者，《二泉》是一部具有

强烈悲情诗意的正歌剧，最大的亮点

是采用多时空角度重构阿炳的一生，

而非简单的线性叙述。通过时空的

交错和重构，在不同的时空里，阿炳

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用歌剧的方式

发问、对话，意识的波涛、音乐的流

淌、情感的交融，使单性的叙事拥有

了丰富的内涵。这是最接近阿炳真

实经历的一部舞台艺术作品，通过强

烈的命运冲突与情感的冲突，更深层

地 揭 示 了 阿 炳 复 杂 的 内 心 世 界 ，以

“二泉”象征阿炳失明但又清澈洞悉

世界的两只眼睛，塑造了一个创作出

东 方 民 族 经 典 的 民 间 艺 人 、英 才 俊

逸、刚毅桀骜的阿炳。歌剧《二泉》以

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为主调，将艺术

家对人生、生命的透彻洞察，凝聚在

民族歌剧这一艺术形式中，在创作中

把以《二泉映月》为代表的民族经典

作为核心价值元素，并向中国戏曲、

民歌、民乐等传统艺术吸取养分。本

剧站在更高立意上，将《二泉映月》作

为东方的命运交响曲，写出阿炳饱尝

苦难、追求光明的生命之音。

《鉴真东渡》：
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

歌剧《鉴真东渡》由江苏省演艺集

团出品，讲述的是唐代高僧鉴真大师

应日本国僧人邀请，先后六次东渡，历

尽千辛万苦，完成中日间文化交流的

千古佳话。与他同行的人中不仅有懂

艺术的、医学的，还有能工巧匠等。他

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辛勤传播着唐

朝的文化成就。本剧以史实为依据，

艺术地再现了这段历史。全剧以真实

的人物和虚幻的场景，歌颂了鉴真慈

悲普度的悲悯情怀、海纳百川的开放

胸襟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着力

弘扬和揭示鉴真作为佛家的大德高

僧，生于此岸心无岸，忠于自己光明理

想，“即为法事，何惜身命”的崇高献身

精神。歌颂他以一介血肉之身，与自

然之力坚强搏击的事迹，同时也以普

通人的视角抒发了他思乡情切的赤子

情怀。这部歌剧通过多元的音乐和抽

象的舞台写意呈现，着力渲染表达鉴

真内心的情感波涛和人生理念，用古

筝烘托和象征剧中人物心灵的对话，

在视觉空间设计构思和视觉形象方面

追求简约和抽象。

《拉贝日记》：
一部震撼心灵的战争安魂曲

当巴赫小提琴奏鸣曲缓缓响起，歌

剧《拉贝日记》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 80

年前那个惨绝人寰的历史场景中——

1937 年末至 1938 年初，南京城成了人

间地狱，面对侵华日军的血腥屠杀，以

德国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

为首的20多名西方友人却选择留下，建

立国际安全区，保护手无寸铁的南京市

民。歌剧《拉贝日记》由江苏大剧院、江

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江苏省交响

乐团联合出品，该剧自 2016年 12月开

始创作，主创团队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

区，怀着将这部剧打造成史诗般巨制

的梦想，要唤起人们对和平和爱的追

求。歌剧《拉贝日记》用国际视角、世

界语言讲述一段中华民族的历史，这

是一部震撼心灵的战争安魂曲，更是

一部寄托和平希望的光明赞。

歌剧节刚开幕，更多精彩还在继

续 ，江 苏 省 文 化 系 统 将 以 举 办 此 次

歌 剧 节 为 契 机 ，积 极 推 动 江 苏 艺 术

生产，加强现实题材创作，重点扶持

民族歌剧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

力作。

西汉王陵金缕玉衣惊艳纽约、106

件文物讲述一代楚王的尘封故事……

徐州汉代文物系列外展之“楚王梦：

玉衣与永生——徐州博物馆汉代珍

藏展”自今年 5 月在美国纽约开幕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近半年来，

美国观众近距离欣赏中国传统文化

和艺术，深入理解汉朝的盛大气象，更

好地了解了两汉文化。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

物活起来。徐州市提出“做精做响汉

文化品牌，讲好用好汉文化故事”的

目标，以徐州博物馆为主体，以汉代

精 品 文 物 为 载 体 ，精 心 策 划 实 施 了

“讲徐州故事 谱汉风新韵”——汉

代文物系列外展。今年以来，陆续组

织了 6 个境外展，特别是在美国纽约、

旧金山和德国柏林等城市举办的汉

代 文 物 展 览 ，在 国 外 引 起 了 较 大 轰

动，以文物为媒让不同肤色和年龄的

人触摸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谱写

了徐州汉风新韵新华章。

创新展览体系。文物是连接历

史 和 未 来 的 纽 带 ，如 何 将 最 具 代 表

性、最具吸引力和最具艺术价值的精

品文物呈现给国内外公众，徐州市对

馆藏的金属器、玉石器、陶器、汉俑、

汉镜等文物进行了深度挖掘、归纳和

整理，确定了以“汉玉”为主体的徐州

汉代精品文物赴境内外展出的陈展

思 路 ，并 会 同 美 国 纳 尔 逊 艺 术 博 物

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德国柏

林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

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和德国柏林等城

市开展了“楚王梦：玉衣与永生——

徐州博物馆汉代珍藏展”等展览。

活化展陈形式。为让观众切身

体会历史、感悟文化，展览融对比展

示、科技运用、现场体验为一体，极大

地提高了展览的艺术性、趣味性和科

学性。“中国与埃及——世界的摇篮”

展将西汉金缕玉衣和古埃及五彩绘

制的木乃伊进行对比展示，为观众提

供了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窗口。“王

的瑰宝：中国汉代考古新发现展”设

置了贴合女性的话题，从女性角度探

讨 深 宫 内 女 性 的 地 位 及 宫 廷 生 活 。

展览现场，观众还可利用 3D 技术复

原墓葬模型、体验考古，戴上 VR 眼镜

尝试“敲响”古代编钟等。

延伸展览内容。展览期间注重

由“物”向“人”的转变，配合展览策划

举办多种主题活动。“王的瑰宝：中国

汉代考古新发现展”结合“陵墓”这一

主题，会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与

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策划一系列讲座，

探讨如何对待死亡、殡葬和祭奠等话

题。“楚王梦：玉衣与永生——徐州博

物馆汉代珍藏展”举办期间，举办了

“教育者开放日”及专题讲座活动，加

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汉代文化和当

代徐州的了解。“秦汉文明展”开幕式

上，著名作曲家谭盾应邀为展览创作

了多媒体作品《色彩交响乐：陶俑》，

并携茱莉亚交响乐团在大都会博物

馆内举行首演，令现场观众感受到艺

术展览与音乐跨界融合的魅力。

宣传手段多样。外展期间，当地

不少媒体对展览进行了多角度、全方

位、立体化宣传和推介。编辑出版了

《楚王梦：玉衣与永生》中英双语展览

图录、《龙飞凤舞——徐州汉代诸侯

王墓出土玉器》等图书，进一步巩固

和扩大了文物的文化传播效应。

展览虽精彩，终有落幕时。徐州

市将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加强与

淮海经济区和国内文博单位的合作交

流，继续推出一批原创性的主题展览，

持续扩大徐州市两汉文化影响力，全

面彰显徐州“楚韵汉风、南秀北雄”的

城市文化特质。

国庆节前一天，人们在英雄纪

念碑前，寄托哀思，缅怀英烈。共和

国的大厦是无数英烈用热血和身躯

奠基而成。在这些应该铭记的英烈

中，有一个共和国最小的烈士——

“小萝卜头”宋振中。他生于江苏

邳 州 ，随 共 产 党 员 父 母 入 狱 ，在

1949年 9月被害于重庆“渣滓洞”。

无疑他是一位后人永远难忘

的特殊烈士。我们有责任用各种

形式将他的斗争生活、英勇事迹和

革 命 人 生 表 现 出 来 ，作 历 史 的 传

承。舞剧《小萝卜头》就是这样一

部作品。全剧以敌人囚禁和杀害

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渣滓洞为背

景，细致地展示了生活在渣滓洞囚

牢里的小萝卜头和他的父辈一起

与敌人开展的“特殊战斗”。从无

辜 随 父 母 入 狱 、在 牢 房 里 生 存 下

来，到得到难友照顾学习成长，再

到利用孩子的方便传递情报进行

狱中斗争，直到他们期盼的共和国

诞生前夕牺牲于渣滓洞。

在特殊的环境里，描写一个特

别的人物，作品注重了从孩子的眼

光出发，通过他的所见，既表现出

敌人的残暴，也体现出了革命者的

坚贞，既有敌人的无所不用其极，

又有难友们的大智大勇。这是其

他 孩 子 无 论 如 何 也 想 像 不 到 的 。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小萝卜

头成长起来。舞剧用较重的分量

突出小罗卜头的斗争方式，与敌人

巧妙周旋，穿梭在大人们之间，机

智地传递情报。在这些片段中，小

英雄的形象得以展现。

作品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再现

人物的内心情感和坚贞精神。在

囚牢中，主人公的活动余地非常有

限。在这种境况里，表现他们的思

想 和 精 神 就 是 最 重 要 的 手 段 了 。

舞剧有大量的场面是写面对面的

冲突，直接的肢体对抗，以说明革

命 人 的 勇 敢 、顽 强 、坚 毅 和 不 屈 。

但作品更强调的是内在思想和精

神层面的抒发。《囚徒歌》《一个共

产党员的自白》等流传至今的革命

诗 歌 ，就 产 生 于 狱 中 ，产 生 于 心

中。当这种豪情迸发于牢室的时

候，也正是心灵舒张的时候。在这

种气壮山河的时刻，怎么能不舞之

蹈之？听——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

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看——

小萝卜头在豪壮声音中“飞”

起来了！他的父兄辈“飞”起来了！

台上的舞姿是剧中人的心灵

外化，也是观众心情的共鸣。

这种艺术气氛的营造，在该舞

剧中多次应用。特别是在最后，黎

明 前 最 黑 暗 的 时 刻 ，曙 光 就 要 来

临，天安门城楼上即将响起震惊世

界的宣布，可在渣滓洞里，疯狂的

敌人垂死挣扎地把屠刀伸向了英

雄 们 ，伸 向 了 小 萝 卜 头 。 这 个 时

刻，我们看到，先烈在做一件最神

圣、最豪迈的事情——绣一面五星

红旗！他们把为之奋斗的革命理

想，寄托在这个举动上，为他们的

事业书写了最后一笔，完成了自己

最壮丽的人生。

观众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

剧场，面对舞台，盼望与先烈们作

一次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这就是

舞剧《小萝卜头》的感召力。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

民族歌剧《二泉》剧照

观众在认真观看展览

本报讯 12月 11 日，江苏省文

化厅召开厅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副厅长方标军，驻厅纪检组组长

刘爱华，厅副巡视员徐循华，南京博

物院党委书记孙虎出席会议。

刘爱华通报了 12 月 10 日江苏

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紧

急电视电话会议情况，会议传达中

央领导批示精神，要求深刻吸取连

云港灌南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9”爆炸坍塌事故教训，部署全

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

方标军对文化厅系统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首先要切实增

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他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文化厅

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保持了稳定的良

好态势，同时强调，越是在安全稳定

的环境下，越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其次要扎实开展冬春季安

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第三要进一步

明确责任抓好落实。

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文 宣）

“小荷竞放”优秀艺术作品展聚焦“家园”

本报讯 12月 15 日，江苏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小荷竞放·江苏省第

四届青少年优秀艺术作品展”在江苏

省美术馆开幕。该展览由江苏省文化

馆、江苏省美术馆主办，江苏省社会

艺术教育中心承办，分为小幼组、少

儿组、青少年组三大组别，共征集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3200余件，经专家

委员会评审，评选出金奖作品 65件，

银奖作品118件，铜奖作品181件。

展览以家园为主题，从身边家

园到祖国大家庭，再到地球这个人

类共同的家园，在孩子灵动无拘的

画笔下、诗文里、镜头前，得以生动

呈现。

江苏省文化馆、江苏省美术馆

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联合协作，以

“小荷竞放”等品牌活动为依托，合

力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打造艺术美

育第二课堂。 （文 宣）

本报讯 12 月 7 日，江苏省政

府副省长王江一行先后到南 京 图

书馆、南京博物院、江苏省美术馆

调研。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思

源 、江 苏 省 文 化 厅 厅 长 徐 耀 新 等

陪同调研。

王江一行在南 京 图书 馆 考 察

了 0 至 3 岁 少 儿 馆 、惠 风 书 堂 、多

媒 体 欣 赏 室 等 开 放 窗 口 ，在 南 京

博 物 院 ，王 江 一 行 认 真 聆 听 了 江

苏 地 域 文 明 的 发 展 历 程 ，对 南 博

拓展藏品内涵，展示非遗文化、民

国 文 化 的 情 况 进 行 深 入 了 解 ，参

观了在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展出

的“月是故乡明——潘玉良艺术作

品展”等展览。

王 江 充 分 肯 定 了 南 京 图 书

馆 、南 京 博 物 院 、江 苏 省 美 术 馆

所 取 得 的 成 绩 。 他 希 望 南 京 图

书 馆 、南 京 博 物 院 、江 苏 省 美 术

馆 充 分 利 用 好 馆 舍 条 件 、文 献 资

源 和 文 物 、美 术 资 源 ，紧 紧 围 绕

江 苏 文 化 建 设“ 三 强 两 高 ”的 目

标 ，为 继 承 和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推 动 文 化 建 设 和 发 展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文 化 需

求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文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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