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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用功讴歌伟大的时代
——听《抒情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新创歌曲音乐会感怀

仲呈祥

43位作曲家联袂献艺展中国交响乐魅力

“第一次看到儿童剧！”“不仅好

看 ，还 对 开 发 孩 子 的 想 象 力 很 有 启

发！”“希望大哥哥、大姐姐们还能再

来 演 出 ！”10 月 23 日 至 31 日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成 语 魔 方》系 列 剧

第二部和《小吉普·变变变》剧组一

行 29 人在院长尹晓东、副院长赵寒

冰 带 领 下 ，从 北 京 跨 越 千 里 来 到 云

南 省 红 河 哈 尼 族 彝 族 自 治 州 、西 双

版 纳 傣 族 自 治 州 开 展 公 益 演 出 ，为

上 万 名 边 疆 各 族 少 年 儿 童 演 出 20

场，当地学生、老师、家长被中国儿

艺 不 畏 艰 辛 送 戏 到 边 疆 的 精 神 深

深感动。

台上台下踊跃互动

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与越南

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这个拥有 3 万多

人口的小城是云南的南大门，也是我

国的边陲重镇之一。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10 月

24 日，由激发想象力的“变变变”和传

递勇敢与快乐的消防车“小吉普”两

部分故事组成的《小吉普·变变变》在

河 口 瑶 族 自 治 县 军 嫂 幼 儿 园 上 演 。

“变变变什么？”“鸭子！”每当台上的

演员用刷子、海绵、衣架等日常用品

组合成各式各样的“小动物”时，孩子

们总是能第一时间大声喊出正确的

答案。消防车“小吉普”则以乐于助

人的性格和勇往直前的品质感染了

在场的小观众，教会他们积极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

“再来！再来！再来！”演出结束

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跳着、欢呼着，

表 达 对《小 吉 普·变 变 变》的 喜 爱 。

河口瑶族自治县军嫂幼儿园园长陈

晓华说：“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没有看

过 儿 童 剧 ，即 使 老 师 也 很 少 有 看 过

的。我们以为儿童剧只是让孩子开

心 ，看 了 后 发 现 儿 童 剧 还 能 让 孩 子

学 到 很 多 知 识 ，也 启 发 了 老 师 在 教

学中更多地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

象 力 ，真 心 希 望 能 有 更 多 的 高 水 平

演出来到我们边疆地区。”

与此 同 时 ，《成 语 魔 方》系 列 剧

第二部在蒙自市的演出也让小学生

们大开眼界。“演出形象生动地展示

了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小 朋 友 深 刻 地 领

略到其魅力，在观看过程中，小朋友

非常兴奋。”蒙自市第三小学校长王

波说。

“演出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小吉普·变变变》和《成语魔方》

系列剧第二部在红河州河口、蒙自两

地演出 10 场后，又一路颠簸 8 个半小

时来到西双版纳。西双版纳西南与

缅甸接壤，东南与老挝毗连，涉及的

国境线长达 966.3 公里，全州有傣族、

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瑶族、回族

等 13 个世居少数民族。看儿童剧对

于当地人来说是新鲜事，“我们这里

的演出多是旅游演出，连话剧都很少

有，儿童剧就更难得一见。”西双版纳

允景洪小学副校长朵强说。

《成语魔方》系列剧第二部首场

演出来到了允景洪小学，“刻舟求剑”

“另辟蹊径”“掩耳盗铃”3 个成语故

事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内

涵。该剧用充满童趣的表现方式，让

孩子们哈哈大笑的同时感悟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允景洪小学的

五年级学生胡宽在看完演出后兴奋

地说：“演员的生动表演让我更好地

理解了 3个成语故事。”

孩子们看到了儿童剧的精彩，却

不知道为了让大家看到高水平的儿

童剧，中国儿艺的演职人员付出了多

少：由于演出日程紧张，为了让更多

孩子看到演出，两个剧组每到一地，

不顾舟车劳顿便开始了紧张的装台

卸台工作；一天两场高强度的演出，

演 员 们 没 有 一 丝 懈 怠 ；由 于 大 部 分

是露天演出，赶上烈日当头或下雨，

演 职 人 员 的 工 作 照 常 进 行 ；即 使 演

员 扭 了 腰 疼 得 厉 害 ，贴 上 膏 药 便 继

续演出……

“来到边疆地区，看到孩子们对

儿童剧的喜爱，才知道这里多么需要

文艺的滋养。在这里演出，我们再苦

再累心里也是甜的。”中国儿艺演员

管理部主任、国家一级演员李博说。

为基层创作更多小而精的儿童剧

西部地区的孩子怎样才能看到

更多儿童剧？近年来，中国儿艺不断

扩大公益演出的覆盖面，“经典儿童

剧走进西部”等公益项目用 7 年时间

让西部 12 个省区的孩子看上了儿童

剧。在大漠中奔波，在高原缺氧的情

况下演出……艰苦环境不能阻止文

艺惠民的脚步，中 国 儿 艺 还 要 走 向

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

2017 年 3 月，中国儿艺第一次走

进海南三沙开展公益演出活动。“岛

上面积不大，自然条件比较艰苦，看

到 20 多个孩子流露出对丰富精神文

化 生 活 的 深 深 渴 望 ，让 我 们 萌 生 了

为边疆孩子公益演出的想法。”尹晓

东说。

今年初，中国儿艺开展“边疆不再

遥远”项目，计划用 4 年至 5 年时间走

进边疆九省区，以优秀儿童剧润泽边

疆，让边疆的孩子享受更多、更好的

公共文化服务，欣赏国家级院团高质

量的舞台艺术，让他们和大城市的孩

子一样有机会享受高质量文化生活。

“服务基层群众的同时，我们也

要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小

吉普·变变变》以 3位演员、4位舞美人

员、一车道具的小体量深入到祖国各

地和基层，至今演出约 700 场，是中国

儿 艺 最 受 孩 子 们 喜 爱 的 剧 目 之 一 。

以后，我们要努力创作更多这样的作

品。”尹晓东说。

徜徉于用心用情用功讴歌改革

开放伟大时代的 15 首新歌曲作品的

旋律和意境里，步出音乐厅，余音犹

在，激情满怀，心旷神怡，思绪联翩，

感慨万端。诗言志，歌抒怀，为人民

言志、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这批

新创作的旨在讴歌改革开放的歌曲，

唱响了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主旋律，

是新时代歌曲创作新成果的一次集

中展示。

中华民族素以“礼乐之邦”著称

于世。礼者，制度也；乐者，可视为主

要包含音乐在内的艺术也。靠“礼”

安定社会，凭“乐”和谐人生，这可以

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义

之一。《汉书·律历志》就拿音乐的五

声配合四时五行、将十二律分配于十

二月，让中国人一年的生活都融化在

音乐节奏中，从而从容不迫、怡然自

得 地 感 受 到 生 命 的 意 义 ，充 实 而 美

好。如今，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性变

革的新时代，人民是多么呼唤能唱出

民心民意民情民志的新歌曲啊！一

个时代总有代表一个时代面貌的歌

声，《抒情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新创歌曲音乐会便应运而生了！

这是一批用心之作。习近平总书

记精辟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要“诚

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

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

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

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

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

‘情入’。”遵照这些重要指示，自去年

11 月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精选

组织了老中青三代词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分主题赴广东深圳、福建

厦门、上海浦东、京津冀地区采风创

作，包括德艺双韾的赵季平、韩静霆、

王晓岭、印青、车行、朱海、屈塬、刘锡

津、孟卫东、甲丁和青年词曲作家舒

楠、何沐阳、胡廷江、龚天鹏等。如此

众多的知名词曲作家集中起来围绕

改革开放主题采风切磋、交心交流、

互相启发，然后在集中采风的基础上

进一步根据各自创作需要深入独立

采风，真正做到用心体验、用心感悟、

用心创作、用心打磨，使每一字、每一

句 、每 一 音 符 、每 一 曲 调 都 灌 注 心

血。首先，通过深入生活、走访英模，

词作家用心创作出 51 部歌词作品，提

交党史国史、艺术方面的专家小组先

后 8次审议，遴选出 15首优秀作品，再

经 3 个月的专家组和词作家集体反复

修改，始初定稿。其次，专家组根据

歌词风格、演唱类型又精心为每首歌

词选择最适合的作曲家，以达到最理

想的艺术效果，有的甚至几易作曲家

才最终成形。最后，为使音乐会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和取得最佳演唱效果，

根 据 词 曲 风 格 和 演 唱 类 型 ，从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精 选 了 最 合 适 的 歌 手 。

男 中 音 独 唱《一 路 走 来》（屈 塬 作

词，赵季平作曲，廖昌永演唱）就是

这 样 强 强 联 合 、珠 联 璧 合 的 力 作 ，

词佳、曲妙、唱得好，把一个改革者

的 心 路 历 程 抒 发 得 感 人 至 深 。 男

声 独 唱《天 边 边 个 红》（宋 小 明 作

词，杨一博作曲，杜朋朋演唱）用心

演绎亿万农民的心声：“天边边为什

么 就 这 么 样 个 红/暖 得 个 心 窝 窝 就

喜 个 盈 盈/这 圆 了 梦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好过/一遛遛介起程/就有了信心”——

通过陕北民歌的形式展现了从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到乡镇企业崛

起 ，从 年 年 粮 食 大 丰 收 到 免 除 农 业

税 ，从 精 准 扶 贫 到 奔 向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历 史 巨 变 ，谱 写 了 一 曲 动

人心弦的颂歌。这样用心创作的 15

首新歌曲才真正能够“立得住、传得

开、留得下”，才可能真正走进民心、

代代相传。

这是一批用情之作。艺术须传

达感情，歌曲尤须如此，感情贵在真、

贵在浓、贵在深、贵在高尚。混声合

唱《飞驰的复兴号》（夏征宇作词，孟

卫东作曲，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演

唱）中，高铁列车疾驰，气势磅礡。作

品以激越高昂的音乐深情讴歌了历

史 性 变 革 带 来 的 中 国 制 造 、中 国 品

牌、中国速度和中国精神。而独唱歌

曲《梦之城》（屈塬词，浮克曲，李长

城 演 唱）充 满 激 情 地 唱 出 了 改 革 大

潮 中 普 通 劳 动 者 沐 浴 春 风 、点 起 万

家 灯 火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的 筑 梦 之 拼

搏 、追 梦 之 艰 辛 和 圆 梦 之 喜 悦 。美

声四重唱《未来已来》（王晓岭作词，

鄂矛作曲，东方美伶组合演唱）则以

热烈欢快的旋律，充满豪情地唱出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美好未来的

浪漫情怀。

这又是一批用功之作。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

作品的生命线。提高歌曲的创作质

量，除了旋律要与时代脉搏共振、与

民心民情相印外，关键还要着力提高

歌词表现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的艺

术水平，要努力彰显中华美学精神，

做到雅俗共赏、朗朗上口、易于传唱、

韵味十足。谁都不能忘怀像“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一条大河波浪宽”“红岩

上红梅开”“洪湖水浪打浪”这样脍炙

人口、代代相传、活在人民心中的好

歌 词 ，这 些 歌 词 体 现 着 讲 求 托 物 言

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

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

知、情、意、行相统一的中华美学精

神。这批新歌曲在歌词创作上注重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歌曲创作的美学

传统，力戒公式化、概念化、喊口号。

譬如，《飞驰的复兴号》唱道：“一片片

原野都告别贫瘠/一座座城市都时尚

靓丽/一群群山脉都葱茏峻美/一条条

江河都欢腾不息……一抹抹夜色都

流光溢彩/一缕缕晨光都绚烂无比/一

张张笑脸都绽放灿烂/一个个身影都

充满朝气……”这里托物言志，由景

及人，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引申出

了“复兴路上追风逐雨/为梦想向未来

全力冲击/高速中国奋进砥砺/让东方

再现辉煌的崛起/复兴号飞驰在神州

大地”。可谓形神兼备，意境深远。

《梦之城》唱道：“背着空空的行囊来

这里追梦/扑面而来是大海的风/大

潮 奔 涌 的 年 代 风 雨 兼 程/弄 潮 的 人

们寻觅梦的行踪。怀着满满的憧憬

在这里筑梦/拔地而起是年轻的城/

负重前行的往事成了风景/岁月的榜

单链接我的姓名。一座梦之城降生

在我手中/洒下汗水的人们都是主人

公/一座梦之城儿女们正年轻/美梦成

真的故事说给后人听。”娓娓道来，平

实无华，虽无一句口号，却又饱含激

情，从“空空的”到“满满的”，从“追

梦”到“筑梦”，从“我”到“主人公”，一

直到自豪自信自觉地把“美梦成真的

故事说给后人听”。这歌词，其历史

品位和美学品位何其高也！其功夫

之深，令人感佩！

我深信并祝愿：这批用心用情用

功 讴 歌 伟 大 时 代 的 歌 曲 能 够“ 立 得

住、传得开、留得下”，唱出历史性变

革的时代风貌，引领时代的风尚。

《小吉普·变变变》在军嫂幼儿园演出现场

掏 10 元就看了场《双甲之约》

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 周年名家

名段演唱会，虽然 5 年过去了，但江

苏省泰州市莲花小区居民李玉华

还是一个劲儿地喊“值得”：“北京

京剧院‘九大头牌’来了 6 个，还是

梅葆玖领衔主演的呢！”

作为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乡，

泰州已连续 10 年举办梅兰芳艺术

节。借助“梅派之城”这一城市名

片，泰州常态化举办丰富多彩的京

剧活动，为京剧艺术传承贡献力量

的同时，也凸显了泰州的地域文化

特色。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8 日，2018 中

国泰州梅兰芳艺术节如火如荼地开

展着。本届艺术节将京剧艺术的魅

力和大运河文化结合起来，并有机

串联起泰州的水文化、盐税文化、戏

曲文化、红色文化，通过大型演出、

戏曲大赛、票友演唱会等多种形式，

打造了精彩的文化大餐。知名梅

派传人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如唐元

才、魏海敏、胡文阁、李亦洁等齐聚

泰州，给观众带来艺术的享受。

除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本

届艺术节还为泰州百姓提供展示自

我的平台。艺术节上，“百年梅韵·
千古流芳”——首届海内外京剧梅

派名票演唱会除了名家、名票登台

献唱外，普通京剧票友也有机会参

加。泰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钱建网

说：“梅兰芳艺术节就是要让艺术

走近老百姓，让艺术启迪思想、温

暖人心。”

为了让艺术的力量深入人心，

泰州不断扩大梅兰芳艺术节的辐射

影响范围，除在泰州主城区举办京

剧票友演唱会外，还在靖江举办锡

剧票友演唱会，在泰兴举办越剧、黄

梅戏比赛，在兴化举办淮剧票友大

赛，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其中。

泰州还将梅兰芳艺术节的舞

台延伸到乡村。今年国庆节期间，

一周时间内，泰州就将 56 场文化惠

民 演 出 送 到 城 区 老 百 姓 家 门 口 。

为了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泰州市还

积极打造公共文化客厅——在泰

州 1570 个乡村，村民搭起“村头大

舞台”，不管演什么，市民只要身怀

绝活，都可登台一展身手。与群众

同台献艺，让淮剧表演艺术家陈德

林分外激动。“泰州‘村头大舞台’既

普及了戏曲知识，又能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陈德林说。

伴随着“村头大舞台”的兴起，

一张小小的惠民券点燃了泰州文

艺演出团体献艺的热情。“文化

惠民券”是泰州针对基层文化活动

投入不足而设计发行的一种“有价

证券”，实行事前发放、事后兑现。

市民想看哪个团队的表演，可以到

文化惠民服务平台点单。通过演

出剧团的“优胜劣汰”，结合专家评

审、网络反馈和观众意见，每年对

有违规行为的文艺院团、演出团队

作 出 终 止 演 出 资 助 资 格 等 处 理 。

不少外地演出团队也纷纷加入演

出阵营，截至目前，已有数十家外

来团队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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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淼）日前，由

浙江杭州文广新局和富阳文广新

局共同打造，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

中心与富阳越剧传习院联合创作

排演的历史传奇越剧《苍生》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该剧取材于五代十国时期吴

越国王钱镠乱世杀伐中幡然醒悟

的故事。建都杭州的吴越国开国

君王钱镠在四处征伐中欲杀下属

以示威严，却导致军中异象环生，

其在反省中痛感战争带给百姓的

苦难，进而停止征伐，发誓以苍生

社稷为重，并留下“钱氏家训”诫谕

子孙。该剧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

的钱王形象，揭示了战争与人性的

冲突，呼唤和平、维护统一，强调了

亲情伦理和“天人合一”理念。

在厚重的历史主线之外，该剧

还设置了一条副线——将领杜子

建 与 军 营 绣 女 莫 卉 兰 为 爱 殉 情 。

爱情副线与历史主线的双线交织

并进，使《苍生》既有跌宕起伏的情

节，又具历史反思的文化品格，实

现了轻与重的辩证统一，以民间传

奇的故事架构成功完成了历史剧

的反思重任。

该剧由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

中心主任闫亢舒编剧，浙江越剧团

导演李沛婕执导。

本报讯 （记者罗群）日前，中

国交响乐作品回顾展演暨第六届

中国交响音乐季在山东青岛开幕。

本次音乐季由中国音乐家协

会、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主办，广

东省广州市委宣传部、山东省即墨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中国文联

出版社、中国交响音乐季艺术中心

承办，旨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响乐

创作发展的历程，展示中国交响乐

的文化魅力。

叶小钢、关峡、张千一、秦文琛

等 43 位作曲家的 46 部风格各异的

作品亮相展演，由上海爱乐乐团、

天津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苏

州交响乐团等演奏，呈现中国交响

乐创作丰富多彩的风貌。

越剧《苍生》双线并进演绎历史传奇

10月 29日、30日，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

文艺精品项目——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花界人间》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花界人间》将民族信仰、生命观、传统文化巧妙糅合于舞台，通过打

谷、打砻、祭祀、献药四大场景，描摹了民族和睦、邻里相亲的美好壮乡，

展现了壮族纯朴善良的民族性格，呈现出最具壮乡地域特色的生命律

动，极富美感与魅力。

该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策划，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创作排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纲编剧，中国歌剧舞剧

院一级编导佟睿睿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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