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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孙少安成 婚 时 的 热 闹 场

面 ，一 边 是 孤 零 零 哭 泣 的 田 润 叶 ，

中 间 是 一 个 巨 大 并 且 旋 转 着 的 碾

子——这是对黄土地上艰辛生活的

写 照 ，更 观 照 着 苦 难 中 倔 强 生 长 的

爱情和理想。8 月 17 日、18 日，改编

自 茅 盾 文 学 奖 获 奖 长 篇 小 说《平 凡

的世界》的同名话剧《平凡的世界》，

经 过 改 版 提 升 后 在 西 安 全 新 演 出 。

近 3 个小时的独幕演出一气呵成，而

由 巨 型 碾 子 构 成 的 旋 转 舞 台 ，不 但

串 起 了 一 个 个 场 景 中 的 精 彩 表 演 ，

更如历史的车轮，驱动着世事变迁，

承载着重压之下的顽强生命和执着

追求。

由陕西人民艺术 剧 院 创 演 的 话

剧《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展现了上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陕 北

地区普通人平凡而又曲折的人生道

路，向观众传达了原著“坚守理想、

顽 强 奋 斗 ”的 核 心 精 神 。 该 剧 以 社

会的变迁、思想的转型为背景，通过

复杂的矛盾纠葛，塑造了孙少安、孙

少平、田润叶、田晓霞、贺秀莲等一

大批纯朴善良、有血有肉、默默承受

着 人 生 苦 难 的 人 物 群 像 ，讴 歌 了 普

通劳动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

强不息的精神品质。

“ 羊 啦 肚 子 手 巾 呦 ，三 道 道 蓝 ；

咱 们 见 个 面 面 容 易 ，哎 呀 ，拉 话 话

的 难 ……”剧 中 ，在 陕 北 民 歌《泪 蛋

蛋 泡 在 沙 蒿 蒿 里》高 亢 而 抒 情 的 旋

律 中 ，碾 子 式 的 旋 转 舞 台 将 孙 少 安

与田润叶“青梅竹马”式的甜蜜成长，

一下子甩到“我的新娘不是你”的苦

涩现实，留下了孙少安“爱一个人，

就是让她过上幸福生活 ”的“ 舍 得 ”

感悟。

“大（注：陕西方言）求求你，你就

答应了这桩婚事吧！”在田润叶的父

亲田福堂的强烈逼婚之下，满脸泪水

的田润叶脱下了外套，在旋转的巨型

碾盘上换上了红装，一同旋转而出的

是她与李向前的婚房。同样，在旋转

的舞台上，一边是轮椅上因致残而不

想连累田润叶而要离婚的李向前，一

边 是 默 默 将 床 铺 合 在 一 起 的 田 润

叶。在放声痛哭之中，两人相拥在一

起，背后是转动的碾子。

“《平凡的世界》深刻展示了普通

人 在 大 时 代 进 程 中 走 过 的 艰 难 路

程，普通人身上传达的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和感召力。”该剧制作人、陕西人

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表示，剧场也是

一个可以进行思考的地方，希望话剧

《平凡的世界》能引起当今社会，尤其

是年青一代更多的思考。“生活不能

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

斗。”李宣说。

“ 孙 少 平 身 上 有 很 多 我 们 现 在

‘90 后’没有的东西，他出生在那样

贫苦的家庭，但是他有着丰 富 的 精

神 世 界 。 命 运 多 次 碾 轧 他 ，他 都

没有倒下，呈现了这样执着的精神 ，

才算是真的不忘初心。”剧中，男主

角 孙 少 平 的 扮 演 者 、演 员 张 晋 如

是说。

该剧由知 名 剧 作 家 孟 冰 执 笔 ，

七 易 其 稿 ，将 110 万 字 的 文 学 巨 著

改编成 3 万多字的剧本。国家一级

导 演 宫 晓 东 执 导 该 剧 ，演 员 全 部 出

自 陕 西 人 民 艺 术 剧 院 。 在 2017 年

12 月首演后，该剧当即被运营商订

购，计划全国演出 200 场，这在陕西

话 剧 历 史 上 尚 属 首 次 。 迄 今 为 止 ，

该剧已演出 50 多场，获得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本次全新改版演出不但将演出

时间从 195分钟压缩至 165分钟，而且

将多重叙述变成思想性更加明确的

双重叙述，让故事矛盾更为突出、事

件 叙 述 更 为 凝 练 。 据 悉 ，继 成 功 推

出大型话剧《白鹿原》后，陕西人民

艺术剧院及其母公司陕西演艺集团

正以“把话剧《平凡的世界》打造成

又一有筋骨、有道德、有深度、有情

怀 的 精 品 佳 作 ，为 陕 西 文 化 发 展 再

筑新辉煌”为目标，推动“陕派”话剧

享誉国内外。

本报讯 （记者连晓芳）记者

近日从第十三届华语青年影像论

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和湖北省武汉市政府联合

主办的第十三届华语青年影像论

坛将于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武汉举

行，42 部青年导演新作入围本届论

坛影像展。

本届论坛除展映入围影像展

的优秀影片、组织主创与观众交流

之外，还将举办亚洲导演峰会、年

度 青 年 导 演 峰 会 及“改 革 开 放 40

年 的 中 国 电 影 ”高 峰 会 等 活 动 。

作为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主体活

动 之 一 ，影 像 展 旨 在 发 掘 和 培 养

富 有 潜 力 的 华 语 电 影 新 人 ，提 供

作品展示和人才成长平台。自今

年 5 月征集作品以来，组委会收到

海 内 外 华 语 电 影 数 百 部 ，经 过 由

资深电影人、学者、影评人组成的

选片委员会精心评选，42 部 作 品

最终入围。

据 悉 ，活 动 组 委 会 今 年 还 对

论 坛 活 动 进 行 升 级 ，将 影 像 展 和

年 度 新 锐 影 人 推 介 进 行 深 度 融

合，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入

围的青年电影作品提供海外展映

的机会。

本报讯 （黄艺芹 记者洪伟成）

为进一步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 播 力 度 、创 新 戏 曲 艺 术 对 外 传

播 方 式 ，上 海京剧院在品牌项目

“Follow Me 京剧跟我学”时尚课堂

原有课程基础上开设海外版教学

课程，首期课程迎来了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 20 名年轻学员，于 8 月 20 日

至 9月 7日集中授课。

在为期 3 周的学习时间里，京

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史依弘、严

庆谷担任体验课程的主教老师，国

家 一 级 演 奏 员 刘 曙 、国 家 一 级 演

员傅希如担任知识课程的主教老

师，通过“初识京剧”“体验京剧”

“ 展 示 京 剧 ”三 大 课 程 的 知 识 讲

解 、分 组 教 学 、现 场 体 验 、讲 座 观

摩、演出实践等方式，让海外学员

们更好地了解京剧艺术、戏曲文化

和中国美学。

多年来，上海京剧院在做好创

作、演出、人才培养工作的同时，积

极致力于京剧艺术的普及推广与

交流传播。其中，“Follow Me 京剧

跟我学”时尚课堂开设至今已逾 10

年 ，举 办 了 20 期 ，学 员 累 计 超 过

6000 人次。此次开设海外版教学

课 程 ，在 师 资 配 备 方 面 进 行 了 升

级。据悉，上海京剧院还特别邀请

到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知名

导演胡雪桦为学员讲解中西方文

化的差异，优秀青年演员耿露、朱

何吉、鲁肃、毕玺玺等担任助教，全

程参与体验课程的小班教学。

本报讯 （驻吉林记者张海梅）

近日，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

文化厅主办，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

管弦乐队倾情演奏的大型民族管

弦乐《高粱红了》在吉林长春首演。

演 出 在 序 曲《嗨 嗨》中 展 开 ，

观众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冰雪晶莹

的世界。随后，《惊春》《忙夏》《青

纱帐》《秋颂》《高粱红了》《闹冬》

《瑞雪迎春》7 个乐章依次上演，富

有感染力的旋律令全场多次响起

热烈的掌声。

《高粱红了》是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 度 资 助 项 目 ，乐 曲 以“ 春 、

夏、秋、冬”四季更迭为时间线索，

以“起、承、转、合”生命的轮回为

意 象 延 伸 ，从 春 的 播 种 到 夏 的 期

盼，从秋的收获到冬的喜庆，精彩

诠 释 了 东 北 人 民 丰 富 的 生 活 形

态 ，展 示 了 关 东 大 地 深 厚 的 人 文

底蕴，揭示了人与自然、土地与生

命 相 互 依 存 的 质 朴 内 涵 ，折 射 出

黑土地儿女生生不息的精气神。

作为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

节 的 重 点 活 动 ，《高 粱 红 了》将 在

长春演出多场。

话剧《平凡的世界》：

磨难如碾 理想高飞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文/图

42 部作品入围第十三届
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影像展

上海京剧院“京剧跟我学”课堂
开设海外版教学课程

民族管弦乐《高粱红了》长春首演

8 月 16 日，由尚冬、可然、

张越编剧，俄罗斯导演尤里·耶

列明执导，周涛、孙强主演的原

创话剧《情书》在北京保利剧场

上演。这是主持人周涛首次登

上舞台主演话剧。

《情书》的故事开始于 1975

年北京某中学初一的课堂，一

直持续到 2015 年。40 年里，男

女主人公坚持用书信联络、相

互扶持、彼此温暖，共同度过漫

长而又短暂的一生。剧中，周

涛演绎了一个年龄跨度从 13岁

至 50 岁的女性的一生，无论是

台词量还是表演难度，都颇具

挑战。

图为《情书》剧照。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话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山东省烟台华韵民族乐团成立于 2012 年，隶属于烟台市文化馆。成

立6年来，作为当地推动全民艺术普及的重要力量，烟台华韵民族乐团多次

走进当地社区、军营、企业、学校等，为群众送去一场场高水平的音乐盛宴。

图为 8月 17日，烟台华韵民族乐团走进烟台市恒爱养老院，为老人们

送去精心准备的歌曲、吉他弹唱、器乐合奏等节目。

苗 伟/图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文

8 月的哈尔滨，音乐构成了这座

城市的主旋律。从 8 月 6 日持续至 8

月 13 日，第十三届全国声乐展演精彩

不断，流淌的音符诉说着迷人的哈尔

滨之夏。

全国声乐展演从第十二届开始

由“赛”变“演”，在此基础上，第十三

届全国声乐展演首次尝试引入“导师

制”，展演前聘请权威声乐表演艺术

家为参加展演的声乐人才进行辅导；

展演时开展“双点评”，导师和评委现

场对参演者进行点评；展演结束后及

时召开分组专题研讨会，参演者与专

家面对面共同探讨优点和不足。各

个环节、各个方面精雕细琢，只为培

养、挖掘更多出色的声乐人才。

展演前导师课一对一“诊断”

本届声乐展演延续上届组别设

置，分为美声组、民族组、流行音乐组

3 个组。展演开始前，组委会组织阎

维文、么红、刘维维、孙楠、腾格尔、蔡

国庆等声乐专家、艺术家，对参演者

进行集中指导，并与交响乐团和流行

乐队进行合作排练。

来自江苏省南京艺术学院的研

究生臧妍是展演美声组年龄最小的

参演者。导师的事前辅导给她带来

在学校学习不一样的感受。“能参加

本届展演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没 想 到 今 年 还 有 专 门 的 导 师 辅 导

课。有老师提前上课，歌唱的不足还

有舞台上表现不好的地方老师都会

指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珍贵的学

习机会，对于我今后的演唱会起到非

常大的指导作用。”臧妍说。

对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组

合来说，这样的辅导更是一次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的鼓励。“《我宣誓》这首

歌我们演唱了 100 多场，已经形成了

固定模式，刘秀芬导师的指导给了我

们很多新启发，比如在副歌部分多一

些速度上的变化，让歌曲听起来更加

深情。我们一下又找到了当年第一

次演唱这首歌时的感觉，不忘初心。”

通过演唱前的集中授课，导师们

也 总 结 了 参 演 者 的 一 些 共 性 问 题 。

中央歌剧院副院长么红发现，一些年

轻演员在音乐基础知识和素养方面

还有待提高，有些人还面临语言关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此次展演中很多

参演者选择的是一中一外两首作品，

但有些参演者演唱中国作品时与演

绎西洋歌剧时状态不同，忽略了中国

作品的演唱技术和表达方式，这些都

值得特别注意。

展演时点对点“把脉”

全国声乐展演由“赛”变“演”，减

轻了参演者的现场压力。同时，在展

演音乐会上，导师、专家开展“一人双

评”，更加深了专家、参演者之间的交

流和沟通，更好发挥了展演在培养人

才方面的作用。

“你的音色很好，这对一个歌手

来说是很可贵的，但在唱长音收尾时

一定要支撑住，这样才能很好地展现

出 音 乐 的 饱 满 性 ，将 情 感 推 向 高

潮。”8 月 8 日晚，在流行音乐组的展

演现场，参演者税子洺带来《你就不

要想起我》《很多年后想起很多年前》

两首歌曲，得到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一

级演员郭蓉导师的指导。

展演现场，专家们除了对演员表

演的节奏、音准、与乐队合作等直接

点评，还对演员的着装妆容、舞台表

演提出要求。知名歌手、中央民族歌

舞团一级演员腾格尔结合自身的演

艺生涯，鼓励参演者一定要抓住个人

特色，增强流行歌手自身的辨识度。

不仅如此，开展即演即评，对现

场观众来说也是一个当面聆听、当面

学习的机会。72 岁的陈剑英是一名

理 工 科 教 师 ，也 是 声 乐 展 演 多 年 来

的“常客”。“我从小就热爱音乐，是

看 着 声 乐 展 演 一 路 走 过 来 的 。 如

今，我们的展演音乐类型更加丰富，

尤 其 是 导 师 现 场 点 评 的 形 式 ，把 我

很久以来在观演过程中不明白的地

方 一 下 讲 清 楚 了 ，我 认 为 这 种 形 式

很好。”陈剑英说。

展演后面对面交流研讨

美声组、民族组、流行音乐组 3 组

展演结束后，组委会又趁热打铁组织

召开了 3 场研讨会，邀请表演人员与

专家面对面，总结交流演出中的心得

体会，并对我国声乐事业的传承发展

进行深入研讨。

“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把地基打

好，即使是在试唱练耳时也千万别轻

视这些。”“一定要勤练内功，要有自

己的作品，任何一个流行歌手都不应

忘记流行歌曲的艺术性。”“首先研究

的是专业技术上的问题，其次要研究

舞台表演上的事情，为今后艺术上的成

功 、歌 唱 事 业 的 进 步 做 好 每 一 步 工

作。”在 3场研讨会上，专家评委进行谆

谆教导。导师们不仅对参演者的演唱

技巧、情感表达、艺术观念和修养等进

行提点，还语重心长地与参演者谈起今

后的人生规划与从艺之路。“我想让

你们记住，在音乐的道路上，有很多

人在帮助你、为你付出，所以，你们更

要积攒力量，为今后的音乐事业发展

不懈努力。”歌唱家王秀芬的一席话

说出了专家们的心声。

“举办声乐展演最终目的和意义在

于为国家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

人才。”年逾九旬的中央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教授郭淑珍表示，希望全国声

乐展演越办越好，一定要坚持办下去。

全国声乐展演引入“导师制”，开展“双点评”，加强研讨——

扎实做展演 精心育人才
本报记者 付 琼

《高粱红了》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