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长时间以来，综艺节目多倾向

于 过 度 娱 乐 ，民 生 类 节 目 又 容 易 陷

入 婆 婆 妈 妈 ，电 视 节 目 如 何 在 覆 盖

广 泛 受 众 的 前 提 下 积 极 创 新 ，实 现

立 意 升 华 和 价 值 引 领 ，始 终 是 值 得

探 讨 的 问 题 。 近 日 ，在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的 分 享 会 上 ，北 京 电 视 台 卫

视节目中心副主任、《向前一步》监制

邵晶与广电同行分享北京卫视近期

推出的社会民生类节目《向前一步》

的经验，为行业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文明越发展，就越尊重个

人 利 益 ，与 此 同 时 ，个 人 也 应 更 加

勇于承担公共责任。”邵晶说，当今

传 播 渠 道 日 趋 多 元 、舆 论 环 境 日 趋

复 杂 ，主 流 电 视 媒 体 如 何 切 实 关 注

民生问题中的焦点、难点、痛点，观

照 新 时 代 下 人 民 的 幸 福 生 活 ，正 是

《向前一步》所要探讨的课题、承担

的使命。

区别于以解决个体之间的财产、

情感矛盾为核心的调解类节目，《向

前一步》聚焦公德，旨在推动公民与

公共领域对话。《向前一步》的选题灵

感来源于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

热点、难点问题，以标志性的个案入

手，由城市规划专家、人民调解员、心

理 专 家 、法 律 专 家 等 组 成 城 市 调 解

团，构建多维沟通平台，化解分歧、达

成共识。

从个人利益拓展到公众利益，再

延伸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天坛

的 心 愿》一 期 节 目 做 出 很 好 的 示

范。节目中，79 岁高龄的天坛公园

原总工程师徐志长介绍，“天坛周边

简 易 楼 腾 退 项 目 ”的 目 的 就 在 于 露

出 天 坛 的 坛 墙 ，重 现 天 坛 整 体 建 筑

的宏伟壮观。但该项目遭到周边居

民李先生的抵触。节目嘉宾通过对

项目背景、意义的分析解读，令李先

生 的 态 度 逐 渐 缓 和 ，原 本 对 立 的 双

方 也 找 到了重合点，那便是对于天

坛、对于北京的感情与责任。节目最

后，李先生交出了自家的钥匙，为天

坛重现原貌作出了贡献，实现了家国

情怀与个体诉求的“和解”。

如 果 说 解 决 痛 点 问 题 是《向 前

一步》的魅力来源，那么，敢于碰硬

则 体 现《向 前 一 步》的 勇 气 与 决

心。节目中既有 3 年未拆迁的钉子

户，也有 20 年不交物业费导致被弃

管 的 小 区 居 民 。 节 目 在 涉 及 这 类

对 象 与 问 题 时 ，既 坚 决 贯 彻 政 策 ，

又努力让尖锐的矛盾“软着陆”，凸

显 情 感 的 柔 软 和 人 性 的 善 良 ，其 目

的 并 非 曝 光 问 题 ，而 是 给 当 事 人 以

出 路 。 例 如 ，节 目 团 队 曾 经 为 必 须

要 搬 走 的 烧 饼 铺 寻 找 投 资 商 和 新

铺 面 ，帮 助 某 文 物 腾 退 项 目 中 搬 走

的阿姨找工作等。

在 节 目 模 式 方 面 ，《向 前 一 步》

也 做 出 了 探 索 ，把 节 目 录 制 安 排 在

篮球馆中，并从电影《十二公民》中

获 取 灵 感 ，球 场 中 线 隔 开 了 分 庭 抗

礼的双方，在开放、自由、平等的辩

论互动中，一旦一方被说服，便可以

跨过分歧线，向前一步，表示矛盾得

到 解 决 。 这 样 一 来 ，节 目 就 把 民 生

问 题 进 行 了 综 艺 化 表 达 ，适 合 电 视

视听。

《向前一步》在立意提升和模式

创新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而在创作之

初，节目组只有 4 位核心导演。节目

的组织策划难度很大，说服当事人来

到现场，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团队

邀请第一位当事人参加节目录制时，

导演前后到当事人家里请了 9 次。邵

晶说，《向前一步》是一档在“奔跑”的

节目，它不同于综艺节目中嘉宾直观

的“奔跑”，社会民生类节目的“奔跑”

是潜藏在冰河之下的，更加厚重，但

也更冷、更寂寞。但是，电视人的心

是火热的，这是职业的温度，也是做

好节目的基础和信心。

据了解，第一期节目《天坛的心

愿》播出后，获得良好的收视效果和

社会效应，两户两年不搬的钉子户在

看完节目后，了解到政府“一把尺子

量到底”的决心，在两周内主动完成

了搬迁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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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一步》迈出的是一大步
本报记者 罗 群

本报讯 （驻 广 东 记 者 谭 志

红）2018 年广东省东莞市全民艺术

普及计划之“精品演出进基层”项

目 7月 27日在东莞启动。作为演出

项 目 之 一 ，舞 剧《弟 子 规》故 事 感

人、舞蹈优美，阐释了中华传统文

化尊崇的孝道和血脉相连的家国

情怀，深深感染了当地观众。

从 2017 年起，东莞市文化馆精

心策划了“精品演出进基层”项目，

每年投入数百万元，向省级以上艺

术院团及优秀的民间艺术团采购

引进话剧类、音乐类、戏曲类、歌舞

类、杂技类等文化艺术精品，配送

到基层镇街。

据悉，2018“精品演出进基层”

采购了 12 个优秀艺术团队的 15 个

精品剧目，共演出 37 场，全部免费

向市民开放。演出剧目包括广东

省粤剧团的《八合会馆》、广东省木

偶剧院的《木偶奇遇记》、广东珠江

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等，也有香港和

内 地 文 化 交 流 的 优 秀 产 品《弟 子

规》、来自邻市珠海粤剧团的《疍家

女》、江门文联的音乐舞蹈史诗《闯

金山》以及本土优秀剧目——东莞

长安粤剧团的《浴火凤凰》等，其中

不少是近三年的优秀剧目。

本报讯 （驻 广 西 记 者 郭 凯

倩）7月 29日晚，第十届广西戏剧展

演在桂林市开幕，通过集中展演 25

台大型剧目、46 个小戏小品，讲述

了广西故事，展现了时代风貌。

本届戏剧展演题材广泛、形式

多样，既有壮剧、桂剧、彩调剧、邕

剧等传统剧种，也有桂南采茶戏、

客家山歌剧等地方小戏小品，是近

年来广西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创作的成果。展演分为小戏小

品展演、大型剧目展演两个阶段，

小戏小品展演于 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在桂林举办，大型剧目展演于 8月

20 日至 9 月 22 日在南宁举办，来自

全区 51 个文艺团体的 2000 多名艺

术家和演员将集聚桂林、南宁，展

示新时代广西戏剧艺术繁荣发展

和创作演出的新成果。

其中，小戏小品展演将持续 5

天，举行 9 场演出，共有来自全区的

43个文化单位的46个剧目参加。这

些小戏小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

生活气息浓郁、地域特色鲜明。尤

其是《喜羊羊》《“微”险》等一批作

品，根植于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现

实生活，通过小人物、小事件，折射

出人民群众拼搏向上的奋进精神。

7 月 21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云南

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舞

蹈展演圆满落幕。短短 11 天，来自全

国各地的 80 个舞蹈节目、5 部舞剧亮

相春城，韵味十足、意境深远的作品

集中展现了舞蹈人的自信风采，用青

春的汗水为观众呈现一场场舞蹈艺

术的盛宴。

现实题材舞蹈新起点

讲述三代人“不忘初心”、用血肉

铺筑青藏铁路的舞剧《天路》，聚焦叙

利亚战争并呼唤和平的《活着》，关注

敬老院老人们的相互扶持的《幸福小

院》，展现民族危亡时刻、迸发无限爱

国情怀与青春激荡的《聂耳》，以我国

首架自主研发生产的大飞机 C919 首

飞 成 功 为 灵 感 创 作 的《逐 梦 云 天

外》……本届展演中，现实题材的舞

蹈作品成为一大亮点。

舞剧《天路》作为展演的开幕演

出剧目，获得了观众与专家的一致好

评，“《天路》不仅是现实题材，而且是

现实题材中的重大题材。现实题材

作品必须要有真实可感的个性人物

和现实生活的细节，《天路》在这方面

做了很好的探索。”中国舞蹈家协会

主席冯双白说。原总政歌舞团团长、

解 放 军 艺 术 学 院 副 院 长 左 青 表 示 ，

《天路》为现实题材舞剧创作铺下了

一段坚实的铁轨。

“此次展演中涌现了众多反映生

活、反映时代的作品。”中国艺术研究

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茅慧说，“其实，

现实题材舞蹈创作颇具难度。无论

是中国民族民间舞或是古典舞都有

其独特的语汇，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

编排这些语汇可能会存在局限性。”

她还表示，舞蹈编导偏年轻化，导致

他们对编舞的功力与对生活的思考

深度不足，无法产出有深刻内涵的现

实题材作品。

“将舞蹈风格化的语汇转化成人

物的形象，需要创作者更多的揣摩和

锤炼。”冯双白表示，创作者应深入生

活，留心观察与感悟，尊重舞蹈语言

及其规律，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创

作者一定要审视自身，深入考量作品

的现实意义与时代性。”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一级编导、舞剧《杜甫》编导周

莉亚认为，不论作品是什么题材，只

要其对当下的生活产生密切观照与

深刻影响，都可以打动观众。

创新意识增强

本 届 展 演 中 ，中 国 古 典 舞 与 民

族 民 间 舞 并 重 。 古 典 舞 作 品 题 材 、

编排上的创新性令人耳目一新。展

现 春 秋 时 期 女 剑 客 风 范 的 独 舞《越

女凌风》，取龙行云起之意、表达了

龙 的 传 人 自 强 不 息 的 群 舞《行 云

赋》，根 据《赵 氏 孤 儿》编 创 的 独 舞

《程婴救孤》，根据《三国演义》中“捉

放 曹 ”情 节 改 编 的 双 人 舞《华 容

道》……或呈现出行云流水之感，或

凝聚着历史厚重之气。

“从展演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

国古典舞向困惑突围的意识。从选

材上来说，摒弃了以往愁女、怨妇的

悲悲切切，呈现了健康向上的人物形

象，这是一个很突出的进步。”北京

舞蹈学院原院长吕艺生表示，树立与

增强中国舞蹈文化自信，需要研究传

统艺术本源，从题材与肢体表现上回

归到古典舞自身。

民 族 民 间 舞 作 品 约 占 一 半 ，藏

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尼族、水族、

傣族、朝鲜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蹈

令人应接不暇，风格、创作与表达层

面的突破均在舞台上有所呈现。

“ 民 族 民 间 舞 创 新 意 识 逐 步 增

强，如《喜鹊衔梅》《斗》等参展作品，

构思精巧、寓意深远，在展现民族文

化底蕴的同时，带来了舞蹈艺术视听

的享受。”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原

院长蒙小燕表示，编导等主创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吸收养分，认真

钻研民族舞蹈语汇，才能创作出优秀

的民族民间舞作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

所长江东表示，要多鼓励创作者打破

民 间 舞“ 千 人 一 面 ”的 固 有 表 现 逻

辑。北京舞蹈学院一级舞美设计任

冬生说：“本次展演中大部分作品的

精 致 呈 现 与 舞 蹈 演 员 的 全 情 投 入 ，

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民间舞的持久生

命力。”

助力云南舞蹈艺术

为迎接本次全国舞蹈展演，云南

省 在 今 年 三 月 集 中 了 一 批 专 家 ，对

130 多部舞蹈作品进行筛选，并对初

选出的作品进行了点评和指导修改，

最终推选了《诺玛阿美》《倮·印》《山

之子》《聂耳》《灵·境》等 7 部优秀作品

参加展演，展现了云南舞蹈的独有魅

力，体现了云南舞蹈的快速成长。

中 国 舞 蹈 家 协 会 分 党 组 书 记 、

副 主 席 罗 斌 认 为 ，云 南 虽 是 多 年 的

“舞蹈文化大省”，但一段时间沉浸

在 固 有 的 创 作 思 维 状 态 中 。“ 全 国

舞 蹈 展 演 的 举 办 会 对 云 南 舞 蹈 艺

术 的 发 展 起 到 根 本 性 的 推 动 作

用。”罗斌说。

此外，本届展演参展队伍中，既

有 专 业 的 舞 蹈 团 ，也 有 很 多 来 自 基

层 的 文 化 馆 和 文 化 工 作 队 ，比 如 由

云南马关县民族文化工作队选送的

群舞《顶家女》、由佛山市文化馆选

送的群舞《南狮》、深圳市文化馆与

深圳市坪山区文体服务中心选送的

群 舞《创·空 间》等 ，均 获 得 观 众 好

评 ，为 本 届 舞 蹈 展 演 注 入 了 新 鲜 的

血液与活力。

“基层文化馆的舞蹈作品从题材

到演员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

是，它们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当下幸

福、欢乐的生活状态，具有强烈的现

实意义。”蒙小燕说。

80个舞蹈节目、5部舞剧

中国舞蹈在春城沉思
———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综述—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综述

本报实习记者 韩君怡

本报讯 （记者张婷）7 月 30 日

晚，河北省涿州市文化广场军歌嘹

亮、掌声雷动，“永远跟党走——军

民一家亲 共筑双拥城”涿州市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文化

活动在此举办。驻涿部队官兵、退

伍军人、军人家属以及地方群众齐

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情。

作为该市庆祝建军 91 周年系

列 活 动 之 一 ，本 场 晚 会 由 涿 州 市

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人

武部、市民政局、市广播电视台和

帮 战 友 退 伍 军 人 服 务 中 心 承 办 。

晚会以“军民一家亲 共筑双拥城”

为主题，包括“八一”军旗红、军民

鱼水情、携手新时代、强国强军梦 4

个篇章。驻涿三军合唱队表演的

《强军战歌》拉开晚会帷幕。来自

北京、河北的多名军旅歌手精彩献

唱《好 男 儿 就 是 要 当 兵》等 曲 目 。

驻涿部队自编自演的表演唱《小哨

位》、军犬表演《神犬奇兵》等军旅

题材的文艺作品展现了部队日常

训练风采。退伍士兵代表演唱原

创歌曲《脱下军装 扛起担当》，展

现了老兵的情怀与坚守。此外，地

方文艺团体也纷纷献上芭蕾舞、情

景剧等拿手节目。互动环节格外

动人，现场 400 多名部队官兵和退

伍军人拉歌。一首首气势恢宏的

军歌，听得观众热血沸腾。

据介绍，河北涿州拥有 21 家驻

军单位，近年来着力实施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双拥工作创新

发展，已连续荣获四届“全国双拥

模范城”称号。

东莞精品演出走进基层

舞蹈《活着》剧照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第十届广西戏剧展演展现时代新风貌

“永远跟党走”共叙军民鱼水情

彩调小戏《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韩 江 摄

“永远跟党走”演出现场

《弟子规》剧照节目在篮球场中进行录制

舞剧《天路》剧照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