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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艺术家与乌兰牧骑再相会
本报记者 李 雪

艺 术·行 走

音乐剧《白夜行》近日结

束了在北京的演出。经过近

一年的专门训练和几轮演出

的磨砺，该剧女主演韩雪已经

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挥洒自如。

观 众 认 识 和 熟 悉 韩 雪 大

多是通过欣赏她出演的影视

剧以及她演唱的歌曲等，在这

些艺术表演中，韩雪的表现总

让观众惊喜。在韩雪看来，不

管是演员还是歌手，都需要磨

炼和积累。“演员要想演得出

色、走得长远，拼的是文化积

淀和总体修养。”意识到这一

点的韩雪在专业知识的学习

方面也更加积极。“很多演员

喜欢通过‘刷’电影来学习、提

高演技，这不失为一种方式，

多看电影的确有好处。但我

认为，演员需要跳出熟悉的圈

子，从更广阔的生活中寻找滋

养和灵感。”韩雪说，“说来你可

能不相信，我的学习是从重拾

英语开始的。多掌握一门语言

会让你的视野更开阔，你会发

现，真实生活常常耐人寻味，其

中的刺激和感悟都会潜移默化

地融入表演和人物塑造中。”

韩雪选择角色非常慎重，

她不喜欢脸谱化的人物，而青

睐真实、复杂的人物。当音乐

剧《白夜行》剧组找到韩雪时，

她认为这是个机会，女主人公

雪穗层次丰富、性格复杂，能

激起演员的创作冲动。“总演

类似的角色会让人产生疲劳

感，多尝试、突破舒适区，‘蹦’

起 来 冲 一 冲 ，或 许 就 会 有 惊

喜。”怀着这样的想法，韩雪接

下了音乐剧《白夜行》。

当进入实际排练阶段时，

韩 雪 发 现 ，情 况 与 预 想 的 不

同。“《白夜行》的故事虽然脱胎于东野圭吾的小说，但作

为音乐剧，它是原创的，没有范本可参考借鉴，创作团队

要摸索着往前走。”她说，因为自己比较瘦，两个多小时

又说、又唱、又演，在体力上是个挑战，经过不断的体能

训练，才渐入佳境。音乐剧的唱法也与韩雪熟悉的流行

歌曲唱法不同。“我近一年来一直在上声乐课，寻找音乐

剧的理想声音，同时，要与同台其他演员的声音风格保

持统一。”韩雪说，“以前唱歌的时候，我关注的重点就是

音乐本身。但对音乐剧来说，当我有意识地‘歌唱’，人

物的特色反倒淹没了。音乐剧的关键是塑造人物，音乐

属于台词的一部分，不同情境中，说台词的语气、感觉不

同，对演唱的处理也随之不同。”当她对音乐剧有了这样

的理解后，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白夜行》中

有一段 3个人争吵的戏，不同人物的唱腔之间还有重叠，

很难把握。“那就先‘吵架’吧。”韩雪说，“节奏、情绪都‘吵’

对了，再挂旋律。”于是，一段难演但相当精彩的 3 人对唱

就顺利完成了。

据悉，为了以最佳状态演出音乐剧《白夜行》，韩雪

婉拒了不少影视剧的邀约，收入自然也因此减少，但她

认为值得。“演员应该有能力‘延时满足’，在舞台上沉淀

一下，是好事，可以帮助我保持住状态。只要有能力，不

怕以后接不到好戏。”韩雪说。

7 月 9 日，对从北京赴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开展文化交流的首都艺术家来说，日

子过得像打仗般紧张。结束前一天的演

出，早上 7点 30分，38名交流团成员从乌兰

浩特出发，赶往 300公里外的阿尔山市。大

巴车一路疾驰 5 个多小时，终于在下午 1 点

到达目的地。匆匆扒了口午饭，大家便冒

雨赶往 40 公里外的三角山边防连，慰问那

里的战士。晚上演员还要赶回阿尔山市

区，为当地乡亲再演一场。一天奔波劳累，

待到一切收拾停当，已至凌晨。

致敬：歌声献给“北疆卫士”

翠色的桦木林、绿色的林间草甸还有

湛蓝色的湖面……夏季的阿尔山美得像幅

油画，多才多艺的演员们一路唱着草原歌

曲消解旅途的烦闷，美术家则数次产生停

下脚步就地写生的冲动。

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阿尔山时晴时

雨的天气，下午 2点，出发去连队时，豆大的

雨点劈头砸下来。“这么大的雨，很多节目

恐怕要泡汤，魔术、杂技、舞蹈都够呛。”有

演员嘀咕，希望头顶这片乌云快点过去。

下午 3 点左右，雨停了。一进连队大

门，记者就看到了一方用胶带固定好的红色

地毯，上面亮堂堂还存着一片水洼，音响用

防雨布盖着，便猜测小舞台中午前就已布置

好。演出能正常进行，所有人都很激动。几

名战士去周边的山坡上采了不少野花，紫

的、黄的、白的扎成一束，遇到喜欢的演员

和节目就跑上去献花、合影。

跟战士们话话家常，了解到他们在艰

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岗位、为国戍边，演员

们演出劲头儿也随之高涨。歌唱家孔庆

学、陈苏威带来的歌曲《精忠报国》《誓言》

铿锵有力；中幡演员冯文武带来的中幡足

有 6 米高、30 斤重，表演时，老冯将竿子托

在手指上、鼻梁上、脑门上，舞出许多花样，

那把子力气和掌中灵活翻转的中幡看得战

士们赞叹不已；京剧演员王奕戈的一曲《咏

梅》则与战士们扎根边防、守卫边防、建功

边防的精神相呼应。

“战士们非常可爱、可敬，他们战风雪、

斗严寒，穿行在林海雪原，守卫着祖国边关

的安全。在这种大爱和奉献精神面前，演

出中的奔波劳累算不得什么，只能以歌声

向他们致敬。”孔庆学说。

幸福：看节目我笑弯了腰

7 月 7 日至 10 日，北京市文联组织的

首都艺术家在兴安盟开展了 3 场演出、3

场书画笔会，把首都人民的祝福送到了当

地百姓身边，《东方少年》杂志社还向乌兰

浩特蒙古族小学等 5所中小学赠送《东方少

年》期刊书籍 5000册，丰富当地孩子的课外

生活。此行，交流团成员还参观了内蒙古民

族解放纪念馆、五一大会旧址、内蒙古共产

党工作委员会办公旧址和乌兰夫办公旧址

“一馆三址”，了解到老一代革命者带领内

蒙古各族人民寻求民族解放、成功实践党

的民族政策并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光

辉历程。

口技演员冀勇多年演出有个习惯：上

场前把自己“隐藏”在观众席，待主持人介

绍完，只一声清脆的鸟鸣便吊足了人们的

胃口。“这次演出我用口技演绎了阿尔山的

发展变迁。从最初以马为出行工具，到阿

尔山建起火车站、机场，我模仿了马蹄声、

绿皮火车缓慢悠长的启动声和飞机的轰鸣

声。”冀勇说，“现在的阿尔山跟我几年前认

识的大不一样了。2013 年我来阿尔山演出

时，今天这样敞亮的演出场馆还没建起来，

路也没修好。”

“看你们的节目笑弯了腰。”7 月 8 日，

在乌兰浩特乌兰牧骑宫观看了首都艺术家

的演出，市民梁漱敏开心不已，“平时这里蒙

古族的歌舞节目多，今天的演出京腔京韵，真

是大开眼界。”

立志：把乌兰牧骑精神发扬光大

2017年底，兴安盟 5个国贫旗、县、市分

别由北京市五区对口帮扶。两年来，政府援

助、人才支持、企业合作、社会参与，一部携

手共进、同心筑梦的壮美画卷在兴安大地

徐徐展开。这其中文化和旅游发挥的力量

不容小觑，四季如画的阿尔山正通过发展

旅游业和民族特色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人

的目光。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 2008 年成立时只

有 10 名队员，现在已经扩展到 30 多人了。”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演员乌兰介绍，“乌兰牧

骑刚成立时，我们连办公场地都没有，因为

房租的问题一年好几次被迫搬家，搬家时

也没什么家当，东西就用爬犁运。现在在

各地的帮助和文化部门的重视下，我们有

了排练厅、演出车，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如

今阿尔山市乌兰牧骑一年有 200多场演出，

且多半演出分布在牧区、农村广场。“未来我

们很需要首都艺术家的帮助，尤其是在演员

培训、节目编排、文化走出去上，还缺乏相应

的思路和人才。”乌兰说。这次交流，阿尔山

市乌兰牧骑和北京的演员有了同台演出的

机会，演出间隙，乌兰就侧立在台口看北京

演员们的表演，希望能有所收获。据了解，

此次活动后，北京市文联还将针对对口帮扶

地区开展以音乐、摄影、舞蹈等为内容的文

艺骨干培训活动。

兴安盟人民在新时期的奋斗精神让人

感佩。书法家叶培贵用“兴国安民”4 字表

达了对这片土地的祝福。“兴安兼含‘兴盛’

‘安定’之意，必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前

景。”叶培贵说，“ 如今兴安盟本土的艺术

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围绕当地的红色文化

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展开创作，他们不断深

入历史，同时扎根生活，虽然其作品还需要

继续打磨，但作品中饱含的热烈感情和新

气象让人振奋，把乌兰牧骑精神发扬光大

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沐艺路七彩阳光，让童

年精彩绽放。值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建院 60 周年之际，7

月 5 日，在陕西省儿童文化艺术学会、西安市舞蹈家协

会、西安演艺集团等单位的指导下，由西安儿童艺术剧

院主办的《艺路绽放》文艺晚会暨 2019 中国舞考级展演

在陕西西安易俗大剧院精彩举办。

舞台上，伴随着欢快动听的乐曲，小演员们或模仿

各类动物舞动，或用肢体语言对日常生活琐事进行艺术

诠释。孩子们像模像样又充满童趣的表演，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西安曲江新区党工委委员、西安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寇雅玲表示，艺术教育

不仅要对专业艺术人才进行培养教育，也要培养青少年

的艺术兴趣。要将艺术教育与舞台实践相结合，让更多

的孩子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得到展示、锻炼。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7 月 7 日，山东省首届肘鼓

子（系列）艺术节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举办。本届艺术

节由山东省戏剧家协会、青岛市文联主办，青岛市戏剧

家协会、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青岛西海岸新

区文联承办。

开幕式上，京剧尚派传人鞠小苏为观众带来京剧

《杜鹃山》选段“乱云飞”，山东省京剧院副院长刘建杰表

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蒲剧

名家崔彩彩演唱了眉户剧《凤凰岭》选段“当村官为什么

这么难”。此外，吕剧名家高静、柳琴戏代表性传承人刘

莉莉等带来了吕剧、柳琴戏、茂腔的经典唱段，赢得观众

的阵阵喝彩。开幕当天还举行了首届肘鼓子（系列）艺

术节戏曲研讨会，相关专家围绕肘鼓子系列剧种的现

状、保护、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本届艺术节为期 15 天，将持续至 7 月 21 日。肘鼓子

系列剧种流传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专业院团都将集中在

西海岸新区进行优秀剧目展演。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

护中心、高密市艺术剧院、诸城市舜龙艺术团、滨州市博

兴县扽腔剧团、五莲县茂腔剧团、青岛西海岸新区茂腔

艺术传承中心等将分别演出茂腔《寻儿记》《碧玉簪》《墙

头记》、柳琴戏《灵堂花烛》、柳腔《三女拜寿》、扽腔《孝子

桥》等剧目。

据《齐鲁民间艺术通览》记述，茂腔、柳腔、柳琴戏、

五音戏、东路肘鼓子、扽腔、苏北的淮海戏，除音乐上有

所不同外，传统剧目和舞台演出基本相同，同属肘鼓子

声腔系统。

伴随着《清平乐》的徐徐展开，恢宏

壮美的长安城尽在眼前……日前播出

的国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一经推

出便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好评。该剧

还将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北

美地区全集付费上线，实现华语剧的重

大突破。

这出“爆款剧”是如何打造的？能

够“扬帆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用工匠精神再现“唐风古韵”

前前后后看了 3 遍原著，仅第一集

就写了 23 个版本，花费 4 个月时间抓

住人物和故事核心……导演曹盾坦言，

从创作之初就本着讲好“中国故事”的

初衷，自己要做的是“努力想还原大唐

的一天”。

“我觉得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

神的历史题材作品，我们在尊重历史的

基础上来编织故事，尽量做到有迹可

循。”曹盾说，无论是古装戏、近代戏还

是现代戏，创作逻辑都要落脚到现实生

活之中。

正是这种朴实的匠人精神，让剧集

扎根于传统，着眼于实际，处处皆有文

献资料可考。弹幕数据显示，“电影质

感”是观众提及最多的词，除了剧情，网

友们也对剧中的服、化、道等细节的考究

精致而津津乐道。

比如，剧中的贵妇服饰方面，剧组

就收集了奈良正仓院东大寺所收藏的

六种唐代花鸟纹样和新疆吐鲁番阿斯

塔纳唐墓出土的三种唐代对鸟、缠枝

纹样；还对《韩熙载夜宴图》《宫乐图》

以及敦煌壁画等艺术作品中的细节进

行了较为直观的影像还原，参考了博

物馆珍贵馆藏以及民间收藏的文物资

料等。

创新表达弘扬传统文化

《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自马伯庸的

同名小说，讲述了唐代主管侦缉逮捕

的“不良人”张小敬为戴罪立功，需要

在十二时辰之内，与靖安司李必共同

侦破混入唐城的可疑人员，解救黎民

百姓的故事。

该剧总制片人梁超表示，在紧凑的

剧情主线之外，还希望观众能切实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厚重分量。

曹盾告诉记者：“我想把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剧集之中，让大家看到传

统文化的‘美’。”这种美首先是美学上

的美，体现在礼仪、服饰、食物、生活用

具等多方面；同时，也是蕴藏在传统文

化中的“价值美”，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韧劲，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

和自信。

据导演透露，剧组专门请来专家，

精心复原了 28 种供各种宴会日常场景

所需的唐朝点心，还将古法造纸和打铁

花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巧妙融入，带观

众领略文化之美、生活之美。

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邓文卿表

示，打造精品力作，传播弘扬优秀中华

传统文化，展现中国当代主流价值观，

已 成 为 当 下 文 艺 创 作 者 的 责 任 与 担

当。影像的使命不仅是展现与还原历

史文化亮点，更要唤起现代人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传承意识。

“国剧”漂洋过海“圈粉”无数

近年来，在国内受到观众喜爱的一

些优秀国剧作品，也开始走出国门，成

为国外观众了解中国的新窗口。《长安

十二时辰》的开播，在海外再度掀起中

国影视剧的观看热潮。

梁超透露，目前，《长安十二时辰》

已经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的

新媒体平台紧跟大陆同步上线。7 月

起，该剧将陆续在维姬（Viki）、亚马逊

（Amazon）和 优 兔（Youtube）三 大 平 台

全集付费上线。经过配音和翻译后，该

剧还会登陆欧洲、非洲等地。

优 秀 国 剧 作 品 漂 洋 过 海 ，大 受 欢

迎，很好地满足了海外观众在观剧娱乐

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双重需求。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员赵聪认为，这

些类型多元的影视作品凭借引人入胜

的情节、精致唯美的画面、共通的情感

表达让海外观众看到了注重传承又与

时俱进的中国形象。

中 国 影 视 参 与 国 际 竞 争 的 过 程 ，

也 实 现 了 自 身 的 升 级 迭 代 。 专 家 指

出，国内外影视剧市场交流的日益频

繁与深入，不仅为国产影视剧国际传

播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市场，

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国产影视行业

必须掌握更先进的制作技术、选取更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符 号 、创作更新颖的主

题内容、制定更全面的传播策略，才有

可能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影视剧市场走

得更远。

《长安十二时辰》为何成为“爆款”？用影像展现传统文化之美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7 月 7 日、8 日，由上海芭蕾舞团原创

的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河北省艺术

中心上演。

故事以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徐

展开。行军路上的种种见闻与潘东子儿

时的记忆相交织，令他更加坚定信仰，要

为守护更多的家庭而奋战到底。回忆与

现实的不断交替推进着故事的发展，同时

也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红军战士形象，

用最真实的情感打动观众。

图为《闪闪的红星》演出剧照。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 文

河北省艺术中心供图

首届肘鼓子（系列）
艺术节在青岛举办

《艺路绽放》庆西安儿艺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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