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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之声唱响草原 合作之花绚丽绽放
——中央歌剧院与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联学共建慰问演出侧记

本报记者 程 佳

《回道张掖》：回来时，请带些奇情
于 涛

日前，大型历史情景剧《回道张

掖》在甘肃张掖丹霞口旅游度假小镇

正式公演，补齐了张掖旅游无常态化

演 艺 剧 目 的 短 板 ，标 志 着 张 掖 文 化

旅游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作为经

济 社 会 快 速 发 展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背

景下张掖市重点打造的旅游文化演

出项目，《回道张掖》既是应运而生，

同 时 也 承 载 着 政 府 、企 业 有 效 延 长

游 客 停 留 时 间 、拉 动 旅 游 消 费 增 长

的期望。

截至 8 月 16 日，《回道张掖》观众

达 5.7 万人次。在近一个月的试演阶

段，除景区游客购票观看外，出品方

还 邀 请 相 关 领 域 观 众 观 看 ，以 收 集

对剧目的客观评价。通过网络评分

和现场征询，《回道张掖》收获了来自

观众的口碑，观赏需求旺盛。

《回道张掖》时长 70 分钟，由天赐

丹霞、张国臂掖、古邑甘州、炀帝西

巡、邦国会盟 5 幕组成。以远古时期

因地壳剧变引起欧亚板块隆起，形成

依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千里绿洲

和鬼斧天工、造化幻变的七彩丹霞为

始；穿越百万年再将视线投向公元前

2 世纪，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在这

片土地纵马驰骋，收复河西，为沟通

文明与进步、汇聚财富与希望的丝绸

之路带去安定与繁荣；再以 700 多年

后，隋炀帝率领 10 万人浩荡西巡，不

畏风沙走石、野兽环伺的外部环境，

走到了中原皇帝向西踏足最远的地

方，在张掖境内的山丹焉支山下接见

西域 27 国使臣这一历史的高光时刻

做 结 ，融 合 了 舞 蹈 、曲 艺 、杂 技 、朗

诵、器乐演奏、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表

现 形 式 ，以 精 良 的 制 作 、炫 目 的 舞

美、先进的舞台科技、良好的视听体

验，使丝路名城——张掖的久远前世

以梦幻、夺目、真切的方式闪回到 21

世纪的今天，让今昔在剧场这个神奇

的空间中被截取、拼贴、并置、重合，带

给观众奇妙的时空体验和强烈的感官

震撼。

区别于作为文艺作品的戏剧剧

目，旅游演艺剧目有着不同的创作运

营 模 式 、不 同 的 素 材 选 取 与 整 合 思

路、不同的对象群体和目标追求。相

对于文艺作品对思想性、艺术性的天

然要求，旅游演艺剧目的评价标准自

成体系。演艺剧目拿什么来吸引游

客，使之愿意多支出一份费用甚至多

停留一夜？换句话说，游客希望在演

出 中 看 到 什 么 ？ 在 笔 者 看 来 ，是 奇

观、奇技和奇情。

何为奇观？21 世纪初，在桂林漓

江边看到依山傍水的室外舞台，在竹

阀上放歌起舞就是奇观；在全息投影

技术还属新生事物时的人屏合一景

象就是奇观。在《回道张掖》中，可以

180 度翻转、360 度倾斜的舞台是奇

观，400 立方米流沙从 12 米的高度持

续倾泻 3 分钟，散落在倾斜 80 度的舞

台上也是奇观，这样的奇观因其超出

之前的认知水平，对观众产生极为强

烈的视觉刺激，瞬间的场景会长久地

停留在记忆中，并会因其新奇而令观

众有诉说和扩散的冲动。

何为奇技？相较于奇观依赖于

科技，奇技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表演

者，即演员。演员以自身的技艺、表现

力和相互间默契的配合带给观众更

为丰富、立体的审美体验。如马戏演

出中令人屏息的“空中飞人”和诙谐、

幽默的小丑表演；又如歌舞演出中演

员美妙的歌声和舞者兼具力与美的

舞姿，都能让观众产生愉悦的审美感

受。《回道张掖》中，编导非常巧妙地

让杂技自然融入整场演出，对手顶、

空中吊环、柔术、绸吊等杂技节目给

演出带来力量与美感，极具观赏性。

奇观和奇技都可以带给观众富

有冲击力的感官享受，但仅有这两样

还远远不够，何况技术的提升永无止

境，今年的“黑科技”可能明年就会被

淘汰，观众的眼界也更为开阔，今天

的新奇特明天就成了大路货，而不会

过时、永葆吸引力的是情。既然要写

情，就要有情节、有人物、有情感。当

然，旅游演出剧目对情节的要求不是

环环相扣，对人物的要求不是生动传

神，对情感的要求不是细腻隽永，它

的要求虽然简单却更为明确——在

有限的时长、多样的形式、众多的出

场 人 物 中 能 够 找 出 点 题 的 个 别 人

物，为他拉出一道单纯的情节线，最

后提炼出一份独属于这场演出又与

所在旅游目的地人文内蕴相契合的

情绪，谓之奇情。正因如此，奇情是

最 难 做 到 的 ，因 为 它 并 不 是 编 造 一

个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要与所依

托的这一方水土和曾在这里停留过

的 生 命 通 过 升 华 、提 炼 达 成 一 种 情

感的相知和共振，它与山水、人文是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个 整 体 ，它 甚 至 能 为

二者赋予形象和气质。综观国内的

旅游演艺剧目，奇观和奇技不乏见，

但 奇 情 却 较 为 稀 缺 ，而 能 够 最 终 在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中 脱 颖 而 出 、口 耳

相 传 、常 演 不 衰 的 作 品 无 一 不 是 在

奇 情 上 下 足 功 夫 ，追 求 感 官 与 心 灵

同步满足的剧目。

以此为标准衡量《回道张掖》，奇

情正是它所欠缺的。目前的演出中，

人 物 、事 件 还 处 在 散 落 和 随 机 的 状

态 ，编 导 需 要 通 过 对 史 料 的 整 理 和

解 读 ，从 中 拎 出 几 个 点 题 的 人 物 和

清 晰 的 线 索 ，为 这 台 已 经 具 备 了 良

好 奇 观 、奇 技 的 演 出 增 添 奇 情 。 事

实上，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河西

走廊，在绿洲戈壁、七彩丹霞的神奇

张 掖 ，这 片 极 具 诗 与 远 方 气 质 的 土

地上发生的一切故事都自带奇情属

性 ，创 作 者 要 做 的 是 准 确 的 捕 捉 和

灵巧的编织，相信这个专业、敬业的

创 作 团 队 能 够 做 到 ，期 待《回 道 张

掖》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旅客多停留一

程，回望这一路的美与苍凉，感知这

片土地的生命与力量。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水清草美

我爱它……牧民描绘幸福景，春光万

里美如画……”8 月 24 日至 25 日，中

央歌剧院艺术家一行携手内蒙古苏

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一同走进牧

区、深入部队、来到校园，带来凝聚人

心、情满草原的联学共建慰问演出活

动，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以

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

责任和使命。

深情为牧民歌唱

《牧歌》《鸿雁》《草原上升起不落

的太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辽阔

的草原》……8 月 24 日，在额仁淖尔苏

木阿尔善图嘎查，一个个精彩的节目

生动展现了苏尼特草原的美丽辽阔

和草原儿女的纯洁朴实。

中央歌剧院歌剧团演员王艺清

用 蒙 古 语 演 唱 的《梦 中 的 额 吉》深

深 地 打 动 了 现 场 观 众 。 观 众 宝 音

格 希 格 情 不 自 禁 地 称 赞 ：“ 太 动 听

了 ！ 能 听 到 来 自 北 京 的 歌 唱 家 用

蒙古语演唱，我感觉特别亲切。”为

演 绎 好 这 首 歌 曲 ，王 艺 清 在 北 京 专

门 请 了 内 蒙 古 歌 手 对 自 己 进 行 指

导 。 他 说 ：“ 我 反 复 练 习 这 首 蒙 古

语 歌 曲 ，就 是 希 望 能 用 他 们 的 母 语

演唱，真正实现情与情的交融、心与

心的沟通。”

中央歌剧院歌剧团演员王晔和

乌 兰 牧 骑 歌 手 胡 斯 楞 合 作 表 演 的

《敖 包 相 会》将 现 场 的 气 氛 推 向 了

高 潮 。 刚 开 始 ，胡 斯 楞 还 有 些 腼

腆，在王晔的感染带动下，合唱渐入

佳境。胡斯楞激动地说：“和国家级

院 团 的 演 员 同 台 献 唱 有 压 力 ，也 是

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之前基

本 没 有 学 过 美 声 ，这 次 就 很 好 地 学

习了美声唱法。”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长孟克

吉 日 嘎 拉 表 示 ，此 次 联 学 共 建 活 动

是 一 次 互 相 学 习 、合 作 交 流 的 机

会 。 一 方 面 ，基 层 乌 兰 牧 骑 队 员 可

以 向 国 家 级 文 艺 院 团 的 艺 术 家 学

习，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另

一方面，双方携手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 ，可 以 创 作 更 多 更 优 秀 的 作 品 回

馈祖国和人民。

与官兵同台联欢

8 月 25 日，艺术家一行走进陆军

第 81 集团军某合成旅，用歌声向驻守

在祖国北疆、无私奉献的战士表达了

崇敬之情。

来自合成营侦查班的郭颢宇今

年 20 岁，入伍刚满一年。能欣赏到这

么精彩的演出，郭颢宇说，对自己这

样一名年轻战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

鼓舞，今后一定会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严守纪律、坚决完成任务。

中央歌剧院歌剧团演员李爽带

来 的 歌 曲《我 的 太 阳》深 受 官 兵 喜

爱。“我非常喜欢歌曲《我的太阳》，一

直想学习这首歌的中文版本。这次

听完歌唱家李爽的演唱，更激发了我

学习的热情。”入伍 15 年的合成营火

力连班长杨佳斌表示。

演出中，部队官兵还和中央歌剧

院的歌唱家一起互动演唱，《敖包相

会》《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动

人的旋律将官兵与艺术家的心拉得

更近了。

中央歌剧院语言表演艺术家康

庄深情地说：“我原来在北京军区政

治部战友文工团工作了 8 年，可以说

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部队。作

为一名老兵，这次来演出，看到战士

熟悉的身影，我再次被战士的纯朴、

热情深深打动，特别想表达对他们的

敬意。我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对战士

的感情永远不变。”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苏尚国表

示：“此次慰问演出以灵活多样的艺

术形式，丰富了部队文化活动，满足

了官兵的文化需求，让我们全体官兵

倍感温暖。‘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

山 ’，中 央 歌 剧 院 把 高 雅 的 艺 术 带

进 军 营 ，与 乌 兰 牧 骑 和 官 兵 同 台 联

欢 ，必 将 进 一 步 浓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氛围，进一步坚定

官兵卫国戍边意志，进一步增强官兵

练兵备战热情，进一步增进军政军民

关系。”

合作交流，共同发展

结束了在部队的演出，在苏尼特

右旗第四小学，艺术家们又被家长和

孩子们团团围住，孩子们渴望获得艺

术指导的心情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

人。艺术家现场指导孩子们用身体

语言表现演唱内容，启发他们在歌唱

时用眉毛、眼睛、嘴角表达歌唱情感，

传递快乐情绪。

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团长高伟在

授课结束后还专门找到合唱团老师

询问大家的学习情况。他说：“我希

望能促成这些孩子将来去北京表演，

多参加演出、多上大舞台，这对他们

将来在音乐方面的学习会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高伟谈到，这次参加联学

共建活动，就是要践行学习乌兰牧骑

精神，将党的好政策通过艺术的形式

送到最基层，始终坚定服务人民、报

效人民的崇高信念。

苏 尼 特 右 旗 旗 委 书 记 佈 仁 表

示 ，此 次 中 央 歌 剧 院 为 基 层 群 众 带

来 了 丰 富 的 精 神 食 粮 ，也 为 加 强 央

地 文 化 交 流 、更 好 地 弘 扬 乌 兰 牧 骑

精 神 起 到 了 重 要 推 动 作 用 。 下 一

步 ，苏 尼 特 右 旗 将 持 续 深 化 与 中 央

歌 剧 院 的 合 作 ，积 极 搭 建 常 态 化 学

习 平 台 ，充 分 依 托 中 央 歌 剧 院 的 艺

术 资 源 和 人 才 优 势 ，助 力 苏 尼 特 右

旗 在 艺 术 创 作 、人 才 培 养 等 方 面 实

现更好的发展。

中央歌剧院党委书记袁平表示：

“多年来，中央歌剧院在不同省 份 和

地区持续开展深扎、帮扶工作，坚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理 念 ，每 年 坚

持创作原创歌剧。此次深入一线演

出 ，把 党 和 政 府 的 温 暖 送 到 群 众 的

心坎上，是歌剧院‘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

歌剧院将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与乌

兰牧骑一起手拉手，共同推进艺术的

繁荣。”

谈艺说戏

艺术·行走 本报讯 （记者刘淼）8 月 13 日，

由北京市演艺集团、北京市曲剧团、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

天桥演艺联盟主办的 2019 天桥文化

品 牌 塑 造 与 艺 术 惠 民 系 列 活 动 之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 120 周年——北

京曲剧经典剧目京津冀展演”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启幕。

展演期间，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

5 部北京曲剧经典大戏《正红旗下》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方

珍珠》及话剧《老张的哲学》，共 13 场

演出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在展现老舍

作品魅力的同时，集中展示北京市曲

剧团的创作、演出风貌。据介绍，此

次演出的演员阵容集中了北京市曲

剧团老中青三代的力量，卢雪文、盛

国生、李相岿、郭曾蕊、胡优、彭岩亮

等分别在不同剧目中担当重要角色。

除演出外，主办方还安排了老

舍文学讲座及“永远的老舍”展览等

惠民活动。

“天桥文化品牌塑造与艺术惠

民系列活动”作为西城区重点惠民

项目，自 2014 年开始每年举办，至今

已 组 织 各 类 惠 民 演 出 和 活 动 百 余

场，形式涵盖公益演出、讲座、论坛、

展览、沙龙等。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肖依群

通讯员杨国勤）8 月 26 日，第十五届

云南省新剧目展演在昆明市云南大

剧院拉开帷幕。本届展演以“礼赞新

中国·奋进新时代”为主题，集中展示

云南文艺战线近两年来的创作成果。

开 幕 式 音 乐 会 由《艰 难 岁 月》

《狂飙年代》《乡音童趣》《艺术之光》

《启鸣之声》5 章组成，包括《饥寒交

迫歌》《码头工人歌》《翠湖春晓》《茶

山情歌》《梅娘曲》《义勇军进行曲》

等 23 首经典曲目，以管弦乐、合唱、

美声独唱、民歌独唱及童声独唱等

形式，向聂耳致敬，传承发扬民族音

乐精神。

据悉，本届新剧目展演有 23 台

剧目、2 台祝贺剧目参展。其中，为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

艺术交流互鉴，特邀俄罗斯莫斯科

国立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参与祝贺演出。展演涵盖

了京剧、滇剧、花灯、音乐剧、舞蹈

诗、舞剧、庭院剧、杂技剧、跨界融合

舞台剧、交响乐、民族音乐会等类别，

将分别在云南省大剧院、云南艺术学

院实验剧场、云南省歌舞剧院、西南

大戏院、昆明剧院、飞象剧场、马家大

院及元阳哈尼历史文化博物馆 8个场

馆举行。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艺术

成果，展演所有演出场次均实行低票

价，每场票价仅30元至50元。

据悉，云南省新剧目展演每两

年一届，是云南省推出新剧目和展

示新人才的重要平台，为繁荣和发

展云南省舞台艺术、推动民族文化

强省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

云南省规格极高、影响极大的文艺

活动品牌。

第十五届云南省新剧目展演开幕

北京曲剧京津冀展演
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

江西举办第十二届
少儿艺术节综艺类决赛

本报讯 （驻江西记者伍文珺）8

月 26 日晚，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文

化和旅游厅主办，江西省群众艺术

馆承办的第七届江西艺术节·江西

省第十二届少儿艺术节综艺类决赛

在南昌举办。

江西省少儿艺术节已连续举办

12 届，是江西省艺术节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省参与儿童最多、覆盖范

围最广、节目制作水准最高的少儿

才艺选拔活动。

本 届 少 儿 艺 术 节 包 括 3 项 活

动 ，分 别 为 江 西 少 儿 舞 台 综 艺 大

赛 、江 西 首 届 少 儿 合 唱 艺 术 节 、江

西少儿美术书法大赛。活动中，来

自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 17 个文艺精

品节目依次亮相。《在灿烂阳光下》

等节目精彩动人，《信·中国》等节

目 抒 发 了 对 祖 国 的 拳 拳 深 情 ，《刘

二与四妹》《祭祖》等节目巧妙地把

当地特色非遗文化、历史文化与舞

蹈 结 合 …… 艺 术 节 融 合 了 传 统 与

时尚、现代与潮流，以文化为媒、以

少儿才艺做载体，集中展示了近年

来江西省少儿艺术风采，展示了江

西 省 新 时 代 少 年 儿 童 精 神 文 明 建

设的成果，将推动江西省少儿艺术

持续发展繁荣。

《正红旗下》剧照

小演员一人分饰赣南传统采茶

戏《刘二与四妹》中刘二、四妹两角

开幕式音乐会演出现场 肖依群 摄

中央歌剧院演员与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同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