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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 山 西 记 者 杨 渊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由山西省文

化厅、黑龙江省文化厅主办的 2018

年“春雨工程”——山西省文化志

愿者边疆行文化惠民活动近日在

黑龙江漠河市举办。

该活动由大舞台、大展台和大

交流三大板块组成，是山西省文化

厅历时半年时间精心筹备的一项重

要文化惠民活动。其中，大舞台活

动由山西省文化志愿者与漠河市文

化志愿者联手打造，山西民歌《桃

花红杏花白》《想亲亲》、山西梆子

《日月图》选段、山西传统二人台小

戏《借钱》等精彩节目收获阵阵掌

声；主题为“乡村振兴·美丽山西”

的大展台展出 158 幅优秀农民画，

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新农村

建设的新变迁和新成果。活动期

间，山西省文化馆和黑龙江省群艺

馆举办了群文建设发展论坛交流活

动，就今后繁荣群众文化的方向进

行深入探讨。

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润民表示，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山

西与黑龙江的艺术交流，把山西人

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赞美与祝

福带给黑龙江人民。

本报讯 （记 者 张 婷）7 月 23

日，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北

京 房 山 区 委 宣 传 部 联 合 主 办 ，房

山 区 文 化 委 员 会 、长 阳 镇 人 民 政

府 协 办 的“ 与 时 代 同 行 —— 中国

画、雕塑作品展”在北京智慧长阳美

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包含“致敬新时代——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 致 敬 新 时

代 ——雕塑名家邀请展”“峰下桃

李——孙其峰艺术研究会花鸟画

工作室师生展”“美在自然、爱在人

间——马 振 声 、朱 理 存 中 国 人 物

画（北京长阳）展”4 个主题，展出

作 品 500 余 件 。 其 中 包 括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馆

书 画 院 研 究 员 及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中国雕塑名家的新作，呈现出

时代性、学术性、创新性和多样化

的特征。

在开幕式上“中央文史研究馆书

画院创作展览中心”同时揭牌成立。

据悉此次展览将从 7月 23日展

览至 8月 23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

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读这首诗

时，总让人想起陈毅元帅刚毅的面孔

和刚直不阿的精神。日前，在四川成

都首演，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舞台

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由四川省成都市

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广新局策划，成

都市京剧研究院创作的新编现代京

剧《陈毅回川》再现了陈毅这青松般

的精神。

京 剧《陈 毅 回 川》取 材 于 1959

年 冬 天 ，陈 毅 同 夫 人 张 茜 回 到 四

川 ，在 乐 至 、成 都 两 地 亲 历 的 真 实

故 事 。 其 中 ，陈 毅 的 现 实 经 历 与 往

事 片 段 交 替 出 现 ，同 时 穿 插 其 脍 炙

人 口 的《梅 岭 三 章》等 诗 作 ，而《青

松赞》则是贯穿全剧的主题曲。

据成都市京剧研究院院长刘露

介 绍 ，该 剧 于 2016 年 启 动 创 作 ，剧

本 经 过 十 余 次 修 改 ，剧 组 4 次 到 乐

至县深入采风，今年 4 月下旬正式进

入排练场，剧组冒高温、战酷暑，连

续 奋 战 了 3 个 月 。 2016 年 10 月 ，京

剧 院 领 导 和 编 剧 专 程 到 北 京 拜 访

了 陈 毅 元 帅 的 子 女 陈 昊 苏 先 生 和

陈 珊 珊 女 士 ，得 到 了 他 们 的 认 可 和

支持。

该 剧 由 谭 愫 、曹 顺 成 、谭 昕 编

剧，胡筱坪执导，李连璧担任唱腔设

计，蓝天作曲，国家京剧院著名裘派

花脸魏积军饰演陈毅。

值得一提的 是 ，为 体 现 地 域 特

色，《陈毅回川》中运用了不少川剧

元素。“剧中有这样的情节 ，陈 毅 回

老 家 四 川 乐 至 的 时 候 ，曾 经 点 过

一 台 川 剧《包 公 铡 侄》。 我 们 就 设

置 了 一 场‘ 戏 中 戏 ’，在 京 剧 的 舞

台 上 还 设 置 了 一 个 小 舞 台 来 表 演

川 剧 。”据 曹 顺 成 介 绍 ，除 此 以 外 ，

该 剧 还 大 胆 融 入 了 川 剧 特 色 帮

腔 ，衬 托 演 员 的 唱 腔 ，渲 染 舞 台

气 氛 。 而 陈 毅 台 词 中 不 时 加 进 的

四 川 方 言 ，不 但 让 陈 毅 的 形 象 更

接 地 气 ，还 展 现 了 他 幽 默 直 爽 的

一面。

对 于 塑 造 陈 毅 这 个 角 色 ，魏 积

军坦言这是 40 年演艺生涯中，难得

的机遇和挑战。“我是从四川走出来

的 京 剧 花 脸 演 员 ，一 定 会 尽 心 尽 力

演 好 ，向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表 达 怀 念 和

敬仰之情，同时回报生养、栽培自己

成长的四川乡亲。之前演传统剧目

居多，怎么唱怎么做动作，都有一套

程 式 化 的 表 演 。 可 这 一 次 不 一 样 ，

是一位特型人物，不能随便创作，要

让观众一看这就是陈毅元帅。而且

要 去 掉 程 式 化 的 表 演 ，还 不 能 少 了

京 剧 的 特 点 来 展 现 陈 毅 元 帅 的 特

质，的确需要好好琢磨。”

从今年 4 月开始排练，魏积军已

连 续 3 个 月 没 有 休 息 ，一 遍 遍 地 打

磨 ，甚 至 一 个 脚 步 都 要 思 量 许 久 。

“陈毅元帅的刚毅、幽默、柔情，都要

通 过 我 的 表 演 表 现 出 来 ，这 才 能 最

完整地展现这个角色。”

在造型方面，也让魏积军吃了不

少苦头。“首先是头套，专门定制的硅

胶 头 套 ，戴 在 头 上 密 不 透 风 ；还 有

就 是 陈 毅 元 帅 的 肚 子 ，他 比 较 胖 ，

肚 子 很 大 ，我 只 有 在 腰 上 裹 一 圈 海

绵，才能达到增胖的效果。”排练的

过 程 虽 然 辛 苦 ，但 对 于 魏 积 军 而

言 ，是 快 乐 的 。“ 听 到 观 众 的 掌 声 ，

这一切都值得。”

现 场 演 出 ，观 众 用 掌 声 和 叫 好

声 表 达 了 对《陈 毅 回 川》的 喜 爱 。

一 位 老 戏 迷 激 动 地 说 ：“ 京 剧 是 国

粹 ，我 20 年 前 开 始 观 看 并 爱 上 了

京 剧 ，此 后 几 乎 每 年 都 会 观看京剧

演出。《陈毅回川》中，一些经典唱段

让 我 重 温 了 历 史 ，在 历 史 的 余 温 中

再 一 次 深 刻 感 受 到 革 命 先 烈 的 崇

高 精 神 ，对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也更加

珍惜。”

四 川 省 剧 协 名 誉 主 席 、戏 剧 理

论家廖全京用“真实、真诚”来形容

该剧。“现代戏创作艰难，历史革命

题 材 就 更 难 ，尤 其 以 领 袖 人 物 为 中

心的题材更是难上加难。成都市京

剧研究院很有胆识，我很佩服。”

80 岁 的 京 剧 老 艺 术 家 李 长 春

说 ：“ 我 曾 有 几 次 机 会 接 触 过 陈 老

总 ，戏 里 的 那 些 历 史 我 也 全 赶 上

了。成都市京剧研究院做了一件可

喜的事情，展现了我们党不忘初心，

不忘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

本报讯 （记者刘淼）记者日

前从主办方获悉，由北京市文化局

主办、宽友文化承办的 2018 年“北

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于

8月 1日在京启幕。

据介绍，本次展演从来自全国

60 个演出单位的 75 台申报剧目中

遴选出 20 台优秀作品入围，涵盖话

剧、戏曲、形体剧、舞蹈、新杂艺实

验剧等多种舞台形式，这些作品将

在国话小剧场、国话先锋剧场、北

京人艺实验剧场、天桥艺术中心、

中华世纪坛、繁星戏剧村等北京近

10个剧场陆续上演。

本次展演的入围作品，题材广

泛，内容丰富，力显当代小剧场戏

剧的原创性、实验性和丰富性。其

中既有关注现实、聚焦当下生活的

《将军里》《十年》，也有关注历史、

感悟哲思之美的《丁西林民国喜剧

三则》《三昧》；既有关注戏曲、彰显

国粹魅力的昆曲《流光歌阕》、京剧

《思·凡》，也有关注理念、提倡创新

融合的形体剧《失歌》、新杂艺实验

剧《Touch—奇遇之旅》等。

本 届“ 北 京 故 事 ”以“ 戏 如 人

生、人生如戏”为主题，组委会不仅

为观众定制了戏剧观剧护照、“北

京故事”明信片、“北京故事”便签

等“有故事”的衍生品，还将与 9 月

展开的“北京故事巡演”联动，把邮

筒“搬进”剧场。

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艺

术形式，中国民族民间舞贯穿漫长岁

月，在今日仍闪耀着熠熠光辉，不断

变化发展并影响着其他艺术门类。

在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中，不

断涌现着大量的优秀民族民间舞蹈

剧目，汉族、藏族、水族、傣族、朝鲜

族、蒙古族等各民族舞蹈竞相争艳。

其中，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带来

的《阿嘎人》《斗》《梦宣》这 3 部作品，

从 题 材 、编 排 到 表 演 等 多 层 面 的 创

新，令专家与观众们耳目一新，带来

多重审美体验。

艺术感与民族性兼备

“阿嘎”在藏语中是指黏性强而

色泽优美的一种风化石，由于防水性

能好且质地坚固，阿嘎土通常被用来

筑造屋顶和地坪。群舞《阿嘎人》就

表现了一群勤劳的打阿嘎人集体协

作，边唱边舞的劳作形态，运用浓郁

的藏族舞蹈语汇与道具，时而舒缓、

时而明快的舞步展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之美。

双人舞《斗》运用拟人的手法，展

现了两只鸡的争斗，在贵州省舞蹈家

协会会员鄢洪阿略的苗鼓伴奏与演

唱下，两位男舞者赤裸上身，生动表

现了两只公鸡互不相让，不断争斗的

形态，通过眼神、翻滚、跳跃、喊叫，展

现了十足的舞蹈张力。

“宣”舞是流布于藏区的一种原

生态舞蹈艺术，融合了藏戏、舞蹈、说

唱等艺术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古老的

象雄王朝，传承到古格王朝时得到了

持续发展。“宣”舞的服饰精美华贵、

舞姿端庄稳健。群舞《梦宣》以一位

现代的“宣”舞舞者为视角，用千年的

宣歌唤醒壁画中人，带领观众领略盛

极一时的古格王朝的风景。整部作

品层次分明、循序渐进，20 位舞者身

披披肩，构成了一幅壁画，曼妙优雅

中蕴含着庄严。

“这 3 部作品极具艺术形式感，视

觉效果极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

研究所副所长江东表示，这 3 部作品

的艺术意味完成度非常高，“在此基

础上，它们还完成了与民族性本身的

勾连，民族属性贯穿在作品里，表达

了独特的民族韵味。”

对民间舞创作的突破

由于题材多样、风格别致、特色

鲜明，这 3 部作品都曾入围第十一届

“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的评选，其中

《阿嘎人》最终获奖。江东说：“《阿嘎

人》不仅舞台表现力极强，且具备时

代性，展现了老百姓沐浴在新时代的

春 风 中 ，越 来 越 幸 福 快 乐 的 精 神 现

状，使人感受到轻松愉快的氛围与美

的意境。”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形

容《斗》“与众不同，个性十足”，并且

编导“脑洞大开”。“《斗》的‘破’，在于

它突破了民族民间舞固有的传统表

现形式，整体构思着重考虑到了舞台

呈现，所以显得如此别致。”江东表

示，《斗》打破了民间舞“千人一面”的

表现逻辑，体现了编导的创作追求。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编导周莉亚表

示，在观看《梦宣》时感到眼前一亮，令

她体味到了极具仪式感的舞蹈形式。

冯双白说：“《梦宣》带给我们的体验与

众不同，它保持了民族特征，展现了其

中蕴含的女性之美，令人动容。”

“《梦宣》的音乐运用恰当，与舞

蹈融合程度很高。”国家一级作曲家、

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室主任温中甲

说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舞 蹈 学 院 特 地 为

《梦宣》制作了原创音乐，他非常认可

这种做法，舞蹈与音乐不应该是“两

张皮”，要倡导加大对舞蹈作品音乐

创作的投入力度。

佳作来源于深扎与教学

好的作品离不开对现实深入的

了解与体悟，尤其对于民族民间舞的

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活

动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3 部作品，

尤其是《阿嘎人》与《梦宣》的诞生，都

与创作者深扎藏区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宣’舞的气质与律动有别于其

他 藏 区 舞 蹈 ，可 以 说 属 于 藏 族 古 典

舞。我们经过多次采风，最终确定了

编舞方向，选用‘宣’舞本身的元素，

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将传承千年的文

化搬上了舞台。”《梦宣》的编导之一

武宁说。

武宁目前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

学院研二的学生，她的导师丛帅帅每

年寒暑假都会去西藏采风，参加藏族

传 统 节 日 ，对 藏 文 化 有 着 深 厚 的 兴

趣 。 一 次 机 会 ，她 随 丛 帅 帅 去 西 藏

阿里地区采风，两人对“宣”舞题材

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随后再度

入藏，深度考察研习藏族民间舞蹈，

在 不 断 打 磨 中 ，作 品 风 格 与 舞 蹈 语

汇逐渐成形。

由 于 自 己 本 身 不 是 藏 族 人 ，创

作 有 一 定 难 度 ，武 宁 格 外 珍 惜 每 一

次入藏的采风机会。这样的机会来

源于学院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作

为 领 导 层 ，要 给 予 年 轻 的 编 导 充 分

的 自 由 创 作 空 间 去 施 展 才 华 ，发 挥

他们个人的主动性。”中央民族大学

舞蹈学院原院长蒙小燕说。

此外，蒙小燕认为教育体制的革

新 为 优 质 作 品 的 诞 生 带 来 了 转 机 。

“学院对于舞蹈编导艺术硕士的教学

理念是实践与理论并重，在毕业成果

中要有两个作品，不超过 45 分钟的编

舞作品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在

这样的教学环境下，会更有力地催生

优秀作品的诞生。”

本报讯 7 月 23 日晚，由中国

舞协主办的第五届“荷花少年”全

国舞蹈展演活动在京开幕。

本届展演为期 3天，分为两场普

通组和一场专业组，共有 69 个作品

参演。演员年龄段划分为初中组

（13 周岁至 15 周岁）和高中组（16

周岁至 18 周岁）。《彩云追月》《镜

像梨园》《那些花儿》《血色江山》

《桃李行》《和梦一起飞》《青春纪念

册》等 作 品 亮 相 当 晚 普 通 组 第 一

场，展现了当代青少年积极进取、

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活

动 创 办 于 2013 年。据介绍，本届

展演活动在展演种类和活动规模

上 都 实 现 了 提 升 和 创 新 ，不 仅 保

留 了 群 舞 作 品 ，同 时 还 新 增 了 独

舞 、双 人 舞 、三 人 舞 的 展 演 种 类 。

从 第 四 届 开 始 ，还 特 别 纳 入 了 各

地中专艺术院校报送的优秀舞蹈

作 品 。 中 国 舞 协 分 党 组 书记、驻

会副主席罗斌，中国舞协分党组成

员 、副 秘 书 长 夏 小 虎 等 有 关 负责

人出席活动。

（琴 心）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积极吸取民族民间舞蹈精华——

踏歌起舞 夺人眼球
本报实习记者 韩君怡

《阿嘎人》剧照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梦宣》剧照 何 铭 摄

京剧《陈毅回川》再现青松精神
本报记者 刘 淼

山西文化志愿者赴漠河惠民演出

“与时代同行”作品展在京开幕

2018年“北京故事”展现“戏如人生”

69个舞蹈作品亮相“荷花少年”

《那些花儿》剧照 黄凯迪 摄

观众在画作前拍照 本报记者 张 婷 摄

《陈毅回川》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