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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当歌》：一路演出一路打磨
本报记者 付 琼

本报讯 （驻四川记者付远书）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锦城艺术宫获

悉，四川大剧院将在7月进入试运营

阶段，落成后的开幕大戏为意大利

歌剧《图兰朵》，标志着四川大剧院

将逐渐“接班”与成都相伴 32年的锦

城艺术宫的演艺职能。

作为四川省“十三五”文化发

展规划重点项目，四川大剧院开工

建设以来就广受关注。建成后的

剧院总建筑面积达到 5.9万平方米，

内含 1600 余座的大剧场、450 座的

小剧场、可容纳约 800 人的地下电

影城以及停车场和配套用房，将成

为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

文化艺术殿堂之一。

除 开 幕 大 戏 外 ，四 川 大 剧 院

试运营期间还将引进刚刚斩获文

华 大 奖 的 舞 剧《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2019 陈佩斯喜剧作品展演将

为 观 众 带 来《戏 台》《阳 台》《老

宅》《托儿》等作品；除此之外，现

代 舞 团 云 门 舞 集 、台 湾 民 族 音 乐

艺术优人神鼓等带来的异彩纷呈

的演出都将充实成都观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飞天神女从天而

降，姿态端庄，衣带凌空飞舞，让人仿佛置身敦煌秘

境中，穿越时空寻找丝路的足迹……中国杂技团大

型杂技主题晚会《丝路国香》近日在北京天桥剧场进

行首轮演出。千余名观众沉浸在惊险的杂技与恢宏

的敦煌舞形成的视觉冲击中，赞叹不已。

《丝路国香》以丝路文明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飞

天神女为依托，用富有浓厚文化特色的敦煌舞展

示了千年以来丝路文化的繁荣。敦煌莫高窟中那

些斑斓的色彩、流动的线条化身为舞者精美的服装

和曼妙的舞姿。他们在热情奔放的腰鼓舞中披荆

斩棘、在疾风飞驰的长袖舞中搏击风浪、在回旋飘

转的胡旋舞中奔向希望，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

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繁华的丝绸之路。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红介

绍，《丝路国香》是中国杂技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以杂技艺术的形式传播丝路文化而打造的重

点剧目。晚会汇聚了北京演艺集团成立 10 年来最具

代表性的 9个杂技节目，含“金”量极高。“节目中既有

古典杂技的精品节目，也有创新作品，曾分别获得过

‘金小丑奖’‘法兰西总统奖’‘水晶大奖’等国内外杂

技金奖，展现了我国杂技艺术在技艺与编排、创意等

方面所具备的高水平。”齐红说。

《俏花旦——集体空竹》自推出就赢得了广泛关

注 ，多年来热度不减。精雕细琢的京味儿风情与一

组组高难度却不失优美的杂技技巧相得益彰，形成

一幅惊险但韵味无穷的画卷。《九级浪——杆技》是

中国杂技团近两年的创新节目，演员如同英勇的水

手在惊涛骇浪中辗转腾挪，过杆 720°、跑酷前后

720°、旗蹬四节等技巧更是对杂技艺术的大胆突

破。此外，《荷塘月色——集体蹬伞》创造了行走蹬

伞；《协·奏黑白狂想——男子技巧》展示人体极限的

力量之美；《灵唤·多维幻象——球技》在多维空间里

珠落玉盘……主创用重瓣花比喻整场晚会的构成，9

个节目“酝酿”成悠远绵长的九重国香。

“晚会中飞天神女以灵动的舞姿带领观众走进

一个又一个惊险刺激的杂技节目，也代表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促

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丝路更加鲜活、有温度。”《丝

路国香》总导演郑博说。

据悉，大型杂技主题晚会《丝路国香》也是北京

演艺集团第六届“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的重点剧

目。首演结束后，该剧将根据专家建议以及观众反

馈进行加工提高，迎接新中国 70 华诞，致敬北京演

艺集团成立 10 周年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杂技团 70 周

年庆典。

本报讯 （记者秦丹华）“总书

记的每一句话语给我们添干劲、添

智慧，给我们指方向引新路，使我

们受鼓舞受教诲……”6 月 28 日，歌

舞晚会《草原赞歌》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唱响，好来宝《习总书记回信

赞》用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形式传

达出乌兰牧骑的集体心声。

本场由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旗下丝绸之路国际剧

院联盟携手成员单位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直属乌兰牧骑倾力

推出的歌舞晚会，是鄂尔多斯市直

属乌兰牧骑为响应2017年11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精

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时

关于“要发扬蒙古马精神”“把祖国

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的指示而倾力打造的。

晚会由《红色嫩芽》《吉祥草原》

《幸福赞歌》3个篇章 15个具有浓郁

草原民族风格特色的歌舞节目构

成，其中包括舞蹈《牧人浪漫曲》、女

声独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民俗

歌舞《鄂尔多斯婚礼》等。演出采用

乌兰牧骑式的歌舞演唱形式，全面

展现了鄂尔多斯的人文历史、自然

风光、民族风情、城乡发展成就，向

祖国70华诞献上美好祝福。

截至目前，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

盟已拥有 107家成员单位，联盟成员

单位遍布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进

一步推动了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自首演至今，上海歌剧院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

已演出 150 余场。6 月 30 日，该剧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大剧院与观众见面，台上台下共唱国歌，标志着 2019

年音乐剧《国之当歌》全国巡演落下帷幕。

演了 9 年，改了 9 年，这部主旋律音乐剧收获掌

声、赞誉无数，成为剧院、剧组演职人员、观众“三得

益”的舞台艺术作品。

观众感慨——
当年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上战场的

《国之当歌》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核心主题，激

昂浩然正气，讲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左翼戏剧家田

汉相识相知、共同谱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全剧

分为“倾听民众苦难之声”和“吹响民族救亡号角”两

个半场，融汇上海的都市风情和抗战的历史烟云，努

力探求历史与现实、经典与大众的贯通之道。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国之当歌》作曲及编剧李

瑞祥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2016年，《国之当歌》巡演

至美国拉斯维加斯，因为文化差异，剧组起初担心会

出现观众退场的情况，但没有想到现场不少人为之流

泪、鼓掌，很多华人观众回忆：“当年我们就是唱着这首

歌上战场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

际，它激励四万万同胞为抗日救亡而浴血奋战。今

天，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

长城’的国歌精神。”李瑞祥说，当下，我们国家的发

展仍旧面临众多挑战，《义勇军进行曲》所唱响的民

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就像一面凝神聚力的精神旗帜，

团结全国人民为中国梦而奋斗。

作曲、编剧谈心得——
以平常心为英雄塑像

“在历史的时空中定位人物，在生活的本真中还

原人物，在艺术的舞台上重塑人物——这三句话就

是我们创作时的初心。”李瑞祥回忆，反思这个作品，

从 2010 年开始投入创作到 2011 年第一稿成型，主创

团队秉持的就是以平常心写历史英雄人物，后来历

经多次打磨仍初心不变。

从聂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最初的梦想是读

点闲书、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最终归老昆明滇池旁

的西山。后来，在民众苦难、山河破碎的社会现实

中，他毅然投身革命、为民呐喊。为买一把小提琴

当掉了外套；在田汉影响下深入底层人民的生活，

为受欺压的劳工、贫民窟里的民众呼吁呐喊；国难

当头时，爆发出内心的呼喊……剧中的聂耳从一个

洒脱浪漫、怀揣着单纯艺术梦想的青年，最终成长

为一名人民音乐家。全剧 7 场层层递进，人物塑造

真实可信。

现在，国内一些主旋律作品存在概念先行、主题

先行的倾向，造成人物的不可亲、不可信、不可爱。

“如果在创作时就怀着一颗英雄人物高高在上的理

念，那舞台上的人物很可能出现脸谱化的状况。”李

瑞祥说，《国之当歌》在创作中对人物的塑造都是从

历史、生活、艺术舞台上去寻找，从而展现了各自不

同的可亲、可信的性格特征。

实践证明——
主旋律也能走市场

《国之当歌》首演以来，主创团队常听到这样的

反馈：乍一看剧名或许没那么有吸引力，但看过之后

就会被感染；原以为主旋律作品的演出就是枯燥乏

味地喊口号、硬煽情，没想到会看到色彩缤纷的画

面、听到悦耳的音乐……剧中聂耳激情澎湃的咏叹

调《振奋中华的歌》还获得了 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小

型剧（节）目和作品的资助，至此，该剧荣获了国家艺

术基金舞台艺术作品的 4项资助。

“一部正能量的剧目如果不能正常演出，那它就

没有价值”，秉持这样的理念，自 2011 年首演以来，

《国之当歌》以大剧场版、巡演版、校园版、音乐会版、

讲演版在全国各地剧场、校园、社区演出了 150多场，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事实也证明，在上海歌剧院的原创大型剧目中，

除民族经典歌剧《江姐》之外，《国之当歌》演得最多、

社会反响也较好。不仅如此，剧组的演职人员也获

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同时在持续不断的演出中得

到了较好的舞台锻炼。

一路演出一路打磨，主创主演团队有默契、有付

出，赢得了《国之当歌》在观众中较高的知晓度、关注

度与良好口碑，以其实际行动践行了主旋律作品也

能走市场。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狼毫挥墨三千丈，秦岭作案写诗

章，从此大唐我独唱，长歌清韵荡八方……”6月 30日，伴随着大气

雄浑的歌唱，诗仙“李白”登上舞台，拉开了大型新编历史剧《李白长

安行》首演的帷幕。据悉，这是诗人李白首次成为秦腔戏的主角。

《李白长安行》由作家阿莹任编剧，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导演

沈斌执导，由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创排演出。该剧以李白第二次

入长安发生的事情为脉络：李白被招为翰林供奉入朝，巧遇故交

薛仁，得知薛仁因科考论及边关书禁而未入三甲，又与相爱的姑

娘花燕失散。李白在大殿之上献诗《清平调》，并趁机劝谏唐明皇

开放书禁，不想反被软禁。执拗的李白并没有向李林甫、太监高

力士妥协，执着上书言事，并借翻译外邦国书的契机，最终取得了

开放书禁斗争的胜利，并帮助薛仁与花燕实现团圆。全剧塑造了

一个有才情、有正义感，不惜触怒权贵，为开放书禁、促进丝路文

化交流勇于担当的文人形象。

演出中，观众可以看到许多与李白有关的历史典故，如唐明

皇七宝床赐食李白以及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等。此外，剧中涉及

的历史人物除了李林甫、宦官高力士外，还有诗人王维、贺知章

等。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将文人才子戏与宫廷戏交织，既有紧张

的斗争冲突，又有舒缓动情的人物刻画，唱词典雅优美、演出细腻

灵动，让观众领略到了秦腔艺术的魅力。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李雨潇）6

月 14日至 17日，第十二届中国音乐

金钟奖全国声乐选拔赛在位于山

东济南的山东艺术学院举行。金

钟奖旨在推动我国声乐艺术的发

展，促进声乐演唱人才的成长，通

过比赛遴选出优秀的青年声乐演

唱者并对其进行表彰。

不同于往届通过观看录像选

拔，本届金钟奖创新性地采取现场

选拔的形式。来自各艺术院校、演

艺 团 体 的 432 名 声 乐 选 手 齐 聚 济

南。选拔赛最终选出声乐民族组

70 人、声乐美声组 70 人，将与直进

选手一同参加 10 月 19 日至 28 日在

四川成都举办的总决赛。

“ 选 手 的 成 长 不 是 一 两 年 的

事，需要自己长期努力，但第一关

还是需要选拔和评审来完成。这

些参赛选手是中国音乐的未来，我

们要与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一起多

交流。”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

钢说。

中国音乐金钟奖创办于 2001

年，是中宣部批准设立、由中国文

联和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中国音

乐界综合性专业大奖。此前，山东

艺术学院曾承办过第十一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山东赛区选

拔赛。

大型杂技主题晚会《丝路国香》首演

千年丝路 一梦敦煌
本报实习记者 韩君怡

《国之当歌》剧照（上海歌剧院供图）

鄂尔多斯乌兰牧骑北京唱响《草原赞歌》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全国声乐选拔赛举办

““诗仙诗仙””登上秦腔舞台登上秦腔舞台

歌剧《图兰朵》为四川大剧院揭幕

6 月 30 日，一场名家荟萃的公益戏曲演唱会在河南郑州的百姓舞台

《大石桥有戏》举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

树建携众弟子演唱戏歌《唱响新时代》，拉开此次演唱会的序幕。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演

唱会上，来自河南的表演艺术家王红丽、史茹、申小梅等先后登台献

唱；《梨园春》明星擂主郭爱云、赵文博，明星小擂主任奕菲、姚欣怡也

纷纷亮相；李树建的弟子沈灿枝、席梦、刘汴京表演了李树建的经典唱

腔；特别是来自喀麦隆的刘汴京一曲豫剧《大登殿》引发了现场观众的

掌声和欢呼声。

图为明星小擂主演唱豫剧《抬花轿》。

本报驻河南记者 张莹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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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风情十足的演出现场（中演院线供图）

《李白长安行》中力士脱靴场景 秦 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