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青岛7月16日电 （记

者杨文）电影墙上阐释世界电影起

源与历史的图片引人驻足，全息投

影的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山瞬间惟

妙惟肖，VR 体验区里不时传来人

们的惊讶声音……位于山东青岛

西海岸的青岛电影博物馆，吸引了

大量游客，他们在这里了解电影发

展历程，感受青岛与电影的渊源。

青岛电影博物馆位于青岛灵

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毗邻东方

影都影视产业园，后者是国内先

进 的 电 影 工 业 化 基 地 ，《流 浪 地

球》《疯狂的外星人》等著名电影

均在此处拍摄。

在一面“魔镜”前，不时有路

过的游客停下来比画肢体动作，

他们在镜子里的投影也变成了电

影里的人物。“这面镜子用的是动

作捕捉技术，只要站在特定的位

置，系统捕捉到你的动作和轮廓

后，就会形成完整的影像，一些电

影都用到了这种技术。”电影博物

馆工作人员介绍。

据介绍，电影博物馆场馆采

取数字化、多样化的展陈形式，利

用前沿的互动式科技体验，并配

合不同年代的电影珍藏品，介绍

世界及青岛电影历史和文化，是

一座以文化体验为核心、以数字

科技为动力的“未来博物馆”。

“电影制作需要多久？”“电影

的全部流程有哪些？”“为什么一开

始 电 影 是 黑 白 的 ，后 来 是 彩 色

的？”……在电影博物馆的二层，记

者看到一些小朋友正在向主持人

提问。“我们在这里举办电影研学

活动，目的是向学生介绍投影机、

皮影和放映机的原理，他们也能自

己动手制作投影机，从而学习电影

知识。”研学活动负责人薛培蕾说。

据了解，自 2018 年以来，已有

30 余所中小学校参与电影研学项

目，青岛电影博物馆运营负责人

王柳说，作为青岛市科普教育基

地，青岛电影博物馆深挖影视产

业背后的知识点与兴趣点，推出

系列影视研学课程。“一些电影上

映后，我们展出的电影道具也会

吸引大量观众慕名参观。”

博 物 馆 共 收 录 藏 品 8000 余

件，目前展出 500余件。

青岛：电影博物馆里感受光影魅力

7 月 17 日，第六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在云南开幕。本

届音乐周以“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将在昆明、玉溪

两地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图为演员在玉溪分会场开幕式上表演民族舞蹈。

新华社记者 胡 超 摄

7 月 16 日，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河北梆子演艺有限公司

编排的《西柏坡故事》在河北省石家庄丝弦剧院上演。该剧讲

述了 1948 年 5 月党中央从延安来到西柏坡后，在这个小山村发

生的感人故事。

图为《西柏坡故事》演出剧照。

贾占生/图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文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杂技家协会与中国杂技团

共同发起的“匠心回馈百万观众”大型杂技秀的全国演出活动

于 7月 17日在旅游热点景区重庆武隆开演。

在景区中，游客可欣赏到中国杂技团历年在国内外大赛

中所有的金奖节目，包括观众所熟知的《俏花旦》《十三人顶

碗》《揽梦擎天——摇摆高拐》等央视春晚表演节目，荣获第四

届全国杂技比赛金奖的《喧歌嬉调》，荣获第九届全国杂技比

赛金奖、第三十五届法国“明日”国际杂技节金奖的《协奏·黑

白狂想》等。

据了解 ，演出每天 13∶00 与 19∶30 在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

镇仙女天街广场举行，预计将持续到今年 10月。

图为杂技演员表演集体空竹《俏花旦》。

本报驻重庆实习记者 侯 伊/文 中国杂技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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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6天，在北戏与传统艺术亲密互动

不想说“再见”的艺术时光
本报记者 李 雪

“话说北京城有各种小吃儿，做

法奇特有绝门儿，万紫千红各有各的

味儿……”一段单弦《北京小吃》声音

清脆洪亮，直勾人的口水。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

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

比亲眷还要亲……”耳熟能详的《红

灯 记》从 一 群 娃 娃 嘴 里 唱 出 来 有 板

有眼。

享受完好声音，再看那英气十足

的京剧把子功展示，刀、枪出手尽显

男子气概，而让人赏心悦目的折扇和

团扇表演则别有一番韵味，温婉中带

着几分俏皮。

7 月 18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

少儿京剧、曲艺汇演在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戏”）少儿戏

剧场举行，为首都文明办主办、北戏

承办的暑期传统艺术体验活动画上

了句号。与 6 天前孩子与父母依依不

舍话别的场面不同，这一天的少儿戏

剧场一片喜气，60 名孩子个个精神抖

擞，将几天所学化作生动的表演，惊

艳了台下的父母。

成长生涯中的难忘时光

本次体验活动的学员从北京市

获得“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以

及“社区文明小使者”荣誉称号的学

生中选拔而来，年龄最小的 8 岁，最大

的将年满 18 周岁。孩子们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分别学习了京剧、曲艺的

基本功和表演技巧，通过系统化的学

习实践、观摩演出，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了解日渐深入，彼此间也组成了一

个个默契的团队。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刚开始学把

子功时还有点手足无措，老师把动作

一步步拆开了给我们指导。想想我们

才学了几天，北戏的学生却是长年累

月地坚持练功，让人佩服。”学员付杰

说。记者在现场看到，把子课上，对基

础薄弱的学生，不少同伴主动站出来

帮忙纠正动作，不让一个人掉队。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的

学生卜思萌此前已经有过 3 年戏曲学

习经历，在北戏副院长、荀派名家许翠

的鼓励下，卜思萌还上台唱了一段《穆

桂英挂帅》，让小伙伴羡慕不已。据卜

思萌介绍，她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演

员穿着漂亮的衣服唱戏就觉得特别好

听，便主动跟妈妈提出想学戏，目前已

经学了《凤还巢》《桃花村》《红娘》里的

不少唱段，3年来每天坚持吊嗓子。

在北戏书馆听曲艺专业的师生

说评书；参观北京京剧院了解京剧艺

术 在 北 京 地 区 的 传 承 发 展 ；前 往 剧

场，看专业演员在台上一展绝活儿；

跟着老师学化装，变身小花旦、大花

脸……课堂之外的体验互动令孩子

们兴奋不已。“来之前，完全不知道单

弦是什么，听完老师的课，自己又学

唱之后，我都想带着爸爸妈妈去剧场

看单弦演出了。”学员王思淼说。

艺术进校园成效彰显

评书课上，教师张怡耐心地纠正

学生的发音、语调，只两日，便能有模

有样地讲述《西游记》；戏曲课上，在老

师不厌其烦的辅导下，一个个小花旦、

小青衣越来越有样；90 岁的单弦大师

赵玉明再次带着钟爱的八角鼓走进课

堂，分享自己的单弦人生，并亲自上台

示范，和学生一起唱响《北京小吃》，老

少同台让人感慨良多……

连续多年参与该项活动的曲艺系

教师翟静婉发现，4年前，北戏首次举办

传统艺术体验活动时，孩子们对传统艺

术的了解还比较浅显，这两年通过各种

艺术进校园活动，孩子们的艺术欣赏能

力逐年提高，今年的曲艺班，有的孩子

来之前已经学过快板、相声。“这说明青

少年对传统艺术是有兴趣的，只是要讲

究方式方法。在曲艺普及方面，目前还

没有一套权威的教材，需要业内专家坐

下来，从唱词、旋律、语言方面进行细致

研究。”翟静婉建议。

虽然参差不齐的水平着实让老

师们费了不少心思，但当他们得知每

天早上 6 点多起床洗漱后，很多孩子

会自觉到操场上练习，有人和同伴一

起对词，有的复习前一天的动作，老师

们又十分欣慰：“这些孩子未来就是中

国戏曲和曲艺的观众甚至从业者，想

到在他们少年时期，我们曾通过这样

的方式引导他们接触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作为教师，我们非常自豪。希望

他们回到学校后，带动身边的同学也

喜欢和欣赏中华传统艺术。”

这么开心，不想回家可怎么好

6 天时间，60 名孩子吃在一起、住

在一起、学在一起，与中国传统文化

亲密邂逅，极大激发了小学员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北戏的

排练场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身影，更记

录下他们学成之后的自豪神情以及

收获友谊的甜蜜微笑。

为了让家长第一时间获知孩子

们在校学习、生活的点滴，北戏在微

信成立了家长群，将孩子们的表现通

过照片和视频传到群里，记录下了这

段短暂但充实的时光：大点的女孩子

给小的编小辫，早上 6 点多在操场背

词，起床后轮流打扫卫生，还有的孩

子在北戏度过了难忘的生日。

看到离开父母的臂膀后独立生

活的孩子们，很多父母不禁感慨：“我

家孩子也成为大人了”“看到女儿画

上戏曲脸谱都认不出了，真惊艳”“这

么开心，不想回家可怎么好”……

“送孩子去的时候，我们还担心

她不习惯集体生活，但孩子给我们打

电话的反馈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上

课也很开心，一点也不想家。”王思淼

的 妈 妈 侯 晓 敏 说 ，听 说 孩 子 要 学 单

弦，她和爱人也禁不住好奇，开始关

注这门艺术，了解它的历史。

通过 4 年坚持和持续创新，北戏

的首都暑期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

已成为北京青少年争相体验的文化

项目，它将戏曲艺术融入孩子们的生

活和梦想，实践了院校立德树人、以

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同时，作为推动

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未来力量，青少

年从小打好艺术素养的根基，也能为

传统文化赢得更多受众和市场。90岁单弦大师赵玉明向孩子们教授八角鼓的用法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供图

1所高校，130匹蒙古马，400名师生

实景剧《蒙古马》的文旅融合实践
本报记者 胡克非

蒙古马伴随蒙古人民存续千年，早已融入了蒙古人的生产、生活，对蒙古族文化进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3年前，锡林浩特市开始打造实

景剧《蒙古马》，经过了无数次设计、否定、推翻、修改、调整，最终借助文化与科技的有机融合，在展现历史文化艺术魅力的同时，承载草原文化，弘扬

蒙古马精神。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蒙古马》成了锡林郭勒草原最美季节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实景演出如何展现蒙古马精神

2010 年，中国马业协会授予锡林

郭勒盟“中国马都”的称号。锡林郭

勒地区拥有超过 100 万匹蒙古马，牧

民的生活和蒙古马密不可分，有着相

当深厚的文化底蕴。锡林浩特是“中

国马都”的核心区，每年围绕蒙古马

的文化活动数量惊人。

“拥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和文化

底蕴，是时候进一步挖掘、整理、推出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

了。”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朝

洛蒙说。

2017 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受命

打造《蒙古马》实景剧，这个艰巨任务

就落到了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吉思

汗电影艺术学院院长宁才的肩上。

如何通过一场实景演出展现蒙

古马精神？

这是摆在宁才面前的首要问题。

为此，宁才和主创团队开始了调研之

路。经过调研呼和浩特、北京、湖南等

地的各类实景演出，宁才发现——市

场 上 的 演 出 要 么 是 不 承 载 主 体 的

“秀”，要么是主题脉络不清晰的大杂

烩。“它们缺少故事，没有细节，为了

更 好 地 表 达 ，我 决 定 以 戏 剧 方 式 呈

现。”宁才说。

那么，如何让马更深入地介入戏

剧而不是简单充当道具？

宁才和剧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死磕”。“我们既然要打造一部文化

旅 游 作 品 ，那 就 意 味 着 时 长 不 能 太

长，还要考虑演出效果，在演出结束

后如何留下游客等。”宁才说，“那么，

这部实景剧肯定不能像话剧那样专

注于人物塑造，制造跌宕起伏的戏剧

冲突，但是，在震撼炫丽的视觉效果

背后，一定要有打动观众的点。”

最 终 ，《蒙 古 马》在 实 景 剧 编 排

上，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通过

“战争”“爱情”两条主线，生动讲述了

年轻的蒙古族战士兀良哈台与爱马

在战争中相伴相随、不离不弃的情感

历程及兀良哈台和索伦高瓦男女主

角相识相爱、生死分离的爱情故事。

全剧运用了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制

造出草原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将观众

带入到古代战争、唯美爱情、人马深

情的历史长河之中。

是艺术尝试，也是美育探索

“整部剧的制作中充满了困难。”

宁才说，整部演出需要 460 名演职人

员，其中 400名演员最初一起排练的困

难让人难以想象。“400 名演员全部都

是我们的师生，来自不同的专业。这

对我们学院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女主角的扮演者之一李旖旎是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蒙古语言文化与

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有着良好舞

蹈功底的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丝毫

不 敢 懈 怠 ，排 练 时 经 常 一 跳 就 是 三

四 个 小 时 。 与 一 般 舞 台 不 同 ，这 部

实 景 剧 的 舞 台 是 沙 土 地 ，在 上 面 跳

久了，李旖旎的膝盖渐渐开始受损，

时 不 时 需 要 做 按 摩 缓 解 ，但 她 却 从

未想过放弃。

宁 才 回 忆 起 当 初 排 练 的 日 子 ：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排练分了 4 块场

地进行训练，摔跤馆、艺术馆和两个

马场，我一直担心没有联排会对演出

造成影响。锡林浩特职业学院的院

领导亲自督阵组成小组，分工值班，

制定了严谨的调度和排练日程，经过

半年的紧锣密鼓的排练，第一次走台

居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这次排演《蒙古马》，对于整个

学校的管理与教学工作都有着非常

积极的意义。”朝洛蒙告诉记者，通过

三年的排演，学生积累了大量的舞台

经验和信心，并且对于本民族、地域

的文化有了全方面、立体化的深入了

解。“现在我们的学生参加排练非常

积极，为了一个小细节，几十个演员

自发结成小组加练是常事。这对于

我们学校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艺术尝

试，更是一次美育探索和实践。”

深挖本土资源 助推文旅融合

2017 年至今，《蒙古马》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观众奉献了 200 场精彩演

出，深度演绎阐释了“蒙古马精神”内

涵，也向世界展示了草原民族文化的

博大和绚丽，展示了锡林郭勒草原文

化的魅力。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所长宋宝珍看来，《蒙古马》是草原、

马、人、历史、文化、旅游多种元素相

结合的精心创构，是一部多种艺术元

素 与 现 代 科 技 和 谐 统 一 的 艺 术 产

品。“剧情悲喜交织，场景动静结合，

战马驰骋、金鼓合鸣的宏大场面与局

部典型人物的特写式表达做到了完

整统一，给观众一种视听震撼。”宋宝

珍说。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树

榕 认 为 ，作 为 大 型 实 景 剧 ，《蒙 古

马》充 分 挖 掘 和 运 用 了 地 域 和 民 族

特 色 文 化 资 源 ，通 过 马 与 人 的 同 场

演 出 ，在 气 势 澎 湃 的 马 术 与 歌 舞 融

合 的 演 出 中 ，揭 示 出 人 对 骏 马 的 依

赖 、崇 敬 ，进 而 彰 显 出 马 背 民 族 的

文化自信。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委宣

传 部 副 部 长 包 文 霞 表 示 ，文 化 是 旅

游 的 灵 魂 ，旅 游 景 区 只 有 与 文 化 结

合才能释放持久的魅力。蒙古马是

蒙 古 民 族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兼 具 符

号意义和时代价值。锡林浩特市以

“蒙古马精神”为支点，编排大型室

内实景剧《蒙古马》，深入挖掘马文

化 的 核 心 价 值 ，通 过 实 景 剧 的 平 台

将 其 呈 现 ，既 为 中 国 马 都 景 区 旅 游

资 源 铸 魂 ，也 打 造 了 具 有 草 原 特 色

的艺术精品。

《蒙古马》剧照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