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民乐合奏丝竹入耳、歌舞演出审美

多重、杂技节目惊心动魄、话剧演出经

典再现……8 月 29 日， 贵州文化演艺

集团 2024 年度第六次基本功训练展

示汇报演出在贵州省北京路大剧院举

行。 现场上演的近 20 个节目涵盖民

乐、歌舞、杂技、话剧等多种舞台艺术，

为现场 400 余名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今年以

来，贵州文化演艺集团组织贵州省花灯

剧院（下辖贵州省民族乐团）、贵州省

歌舞剧院、贵州省杂技团、贵州省话剧

团等开展 2024 年度基本功训练展示汇

报演出活动，已经成为各家院团工作的

常态。 该举措多方位展现演职人员的综

合实力和训练成果，持续推动贵州文化

演艺集团队伍建设，大力加强各文艺院

团综合竞争力，打造一支有着扎实基本

功、深厚表演水平、丰富舞台经验的贵

州文艺强军。

民乐展示中西合璧。 在本次基本功

训练展示汇报演出中，首先亮相的贵州

省民族乐团让现场观众过足了 “民乐

瘾” ：大型民族管弦乐《山海狂想》以山

为形，以海为意，以山海交融为情，表达

黔地山川之秀美、风情之多彩、人民之

豪迈，该作品情感深沉而炽热，在尊重

传统民族音乐的基础上， 研创并举，融

入现代音乐元素与技法，入选了文化和

旅游部 2024-2025 年度“时代交响” 创

作扶持计划；合奏《花好月圆》乐曲明

快、轻盈，旋律优美，呈现出一幅人们在

花前月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的美妙画

卷，也抒发了人们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侗族大歌

《八月金秋好风光》 展现了庄稼猛长、

蟋蟀活蹦乱跳、布谷鸟儿在呼唤伙伴的

金秋好风光； 木叶与乐队的 《木叶声

声》，是以布依族音乐为素材编写的木

叶曲，旋律悠扬婉转、风格独特、意境

深远，表达了布依男女青年以叶传情、

谈情说爱的场面；琵琶与乐队的《春江

花月夜》，用音乐刻画出一幅美丽动人

的月夜江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乐

曲旋律流畅婉转，格调古朴典雅、生动

秀美， 形象地描绘春江月夜的良辰美

景；芦笙独奏《乡音恋歌》以丹寨苗族

地区传统芦笙音乐为素材， 旋律时而

婉转、时而深沉，表达人们对家乡的热

爱与思念之情；重奏《丝绸之路》巧妙

地运用中国民族乐器的特性， 把西域

调式与印度调式相结合，表现了敦煌古

城千里戈壁的凄凉与萧瑟，以及今日敦

煌的繁荣与生机，带观众尽情领略异域

风情的魅力……据介绍，贵州省民族乐

团应悉尼中国文化中心的邀请， 将于 9

月 11 日至 18 日参加“天涯共此时” 系

列文化活动， 举办华韵贵音 2024 中秋

民乐音乐会，与澳大利亚民众共度中秋

佳节。

歌曲展示多重审美。 根据文化和旅

游部的安排， 贵州省歌舞剧院 22 名演

职人员将于 9 月 13 日亮相罗马尼亚

“天涯共此时·天籁贵州” 中秋民族音

乐会现场，让国外观众领略贵州音乐的

独特魅力。 在此次汇报演出中，贵州省

歌舞剧院展示了赴罗马尼亚演出的精

选节目，提前让观众大饱耳福：被海外

誉为“中国第一民歌” 的《茉莉花》与

布依族第一民歌《好花红》联袂登场，

《茉莉花》展现了少女热爱生活，爱花、

惜花、怜花，想采花又不敢采的羞涩心

情，《好花红》 曲调清新委婉、 灵动质

朴，充满生机、遐想和希望；二胡与古筝

合奏的《二泉映月》意境深邃，展现了

中国音乐单音体系变化的极致美感；歌

曲《你是一朵花》描绘了苗族青年男女

在月光下唱起爱的歌曲互诉衷肠、表达

爱意的美好画面； 罗马尼亚民间乐曲

《云雀》以器乐表现云雀的自由、欢乐

和无拘无束， 呈现出山林中云雀争鸣、

风景如画的自然与生命之美；古筝独奏

《高山流水》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感受

“伯牙鼓琴遇知音” 的意境；罗马尼亚

著名民歌《摩尔多瓦的玫瑰》以异域风

情表达了如同燃烧的玫瑰般浓烈的爱

情；贵州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展

现了侗族人民的音乐创造力， 以及对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祝愿……民乐合

奏的经典之作展演曲目，兼顾中国传统

与贵州风格，又有罗马尼亚颇具代表性

的经典民歌， 既彰显了浓郁的中国风

情，又用中国民乐演绎国外歌曲，可谓

融合多重审美。

随后，本场汇报演出上演了惊心动

魄的杂技节目，以及经典再现的话剧演

出。 贵州省杂技团表演的《绸吊 - 手艺

人的春天》融合杂技高空节目，以软绸

求硬技，姑娘们在飞旋绸带间表现出勤

劳的美丽， 彰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贵

州省话剧团表演了经典话剧 《雷雨·朴

园》的精彩片段，演员们以深厚的戏剧

功底和精湛的演技，让观众仿佛穿越时

空走进上世纪 20 年代的周公馆， 感受

周鲁两家复杂纷繁的矛盾纠葛。

贵州文艺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集团将持续以专业精神铸就高水平

表演，推动文艺创作传承发展、守正创

新，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富矿精开” 深入挖掘贵州

多彩文化，用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瓦格纳四联剧“前夜” 作品开启宏大“指环” 之旅

国家大剧院版《莱茵的黄金》震撼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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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

以童趣视角见证“京玉” 一家亲

� � � �“青草来，雪山来，河水来，仙鹤

来，扎西德勒来……” 舞台上，藏地

歌谣空灵唱响， 送来了一段雪域高

原上的友谊故事。 近日，原创儿童剧

《高原上的黑眼睛》 在北京南锣剧

场首演。 作为北京演艺集团 2024 年

重点剧目、2024 年度对口援青项目，

该剧透过孩子们的童趣视角， 展开

了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的

诗意画卷。

演出在孩子们的嬉闹中开启：

北京男孩夏天被妈妈接到青海玉

树 ， 邂逅了玉树少年扎西与他的

藏族伙伴们 ， 夏天与扎西收获了

一段真挚深厚的友情。 许多暗线

悄然铺展，比如 ，夏天妈妈作为援

青的草业专家， 与多年前救了松

吉爷爷的北京“曼巴 ”（藏语对医

生的称呼）前后呼应，从侧面串联

起几代援建工作者为玉树带来的

发展变化。

在表现方式上，《高原上的黑眼

睛》综合运用戏剧、音乐、歌舞、木偶

等多元形式，雪山、青草、河流三大

视觉核心形象贯穿始终，玛尼石墙、

酥油灯等标志性元素不断出现，构

建起具有玉树地貌和藏族气质的舞

台空间。 栖息于三江源的旱獭、野牦

牛、白唇鹿、赤麻鸭、斑头雁等高原

动物则以“偶” 的形式出现，多人展

现的巨型偶、布袋偶、手持偶接连上

场， 灵动浓郁的童话色彩颇受小观

众的喜爱。

为还原藏地风情，主创团队曾

多次前往玉树采风， 翻阅参考大

量文献资料 ，并邀请当地歌手 、演

员来到北京儿艺的排练厅 ， 与剧

组朝夕相处 。 玉树民歌非遗传承

人藏族女歌手白玛永西、 藏族男

歌手永丁然杰与专业演员们一起

登台表演。

“所有演员都学习了藏语，这是

排练过程中最难忘也最有难度的一

环。 ” 饰演夏天的金珊说。 演出的尾

声部分， 夏天与藏族朋友一起吟咏

《格萨尔王传》 的词句， 同样的语

言、 同频的呼吸再次拉近了他们灵

魂的距离。排练时，藏语指导老师对

金珊等主演的要求相当严格，“除

了导演，只有这位老师能喊停。有时

候我们要用手去掰舌头， 不断地纠

正发音，没有窍门，只能靠记忆。 ”

演出开始前， 大家还在后台夯实细

节，在金珊看来，这是剧组的敬畏所

在，“导演一直告诉我们，应该用最

真挚的情感致敬三江源和玉树人

民， 致敬一代又一代的援青工作

者。 ” 据悉，几十位援青干部和家属

受邀来到了演出现场，今年 9 月，这

部作品将回到它故事的发生地青海

进行巡演。

北日 文 / 图

《高原上的黑眼睛》剧照。

� � � � 天衣飞扬，满壁风动。 舞者在舞

台上空旋转飞舞， 呈现出一幅熠熠

生辉的现代“飞天” 画卷。8 月 30 日

至 31 日，原创音乐剧《飞天》在上

海上音歌剧院上演， 为观众带来穿

越时空的梦幻之旅。

作为敦煌艺术的标志性符号之

一， 飞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

体。 音乐剧《飞天》就以敦煌壁画艺

术为灵感。 故事背景发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守护人” 在洞窟只身面

对恶兽、风沙、暴雪、洪水、饥饿和人

类欲望将飞天改头换面的威胁，以

单薄之躯捍卫莫高窟的壁画；“赶

路人” 则因意外看到敦煌壁画画

册，步入拯救文化遗存的危机中，历

经颠沛流离， 最后回到魂牵梦萦的

敦煌。男女主角身处不同地理坐标，

但总能在某个瞬间同时进入壁画幻

象之中。在现实与梦境的交叠中，跋

涉与守望合二为一， 成就一场旷世

奇缘。

《飞天》的舞台上各色形象跃

然而出， 让人一秒入梦 。 飞天为

“乐神” 乾达婆、“歌神” 紧那罗

的复合体 ， 以其为原型的剧目角

色，化身为一对被自然侵蚀和人类

毁坏而失去了面目的莫高窟壁画

人物飞天夫妻，其锦罗绸缎还原飞

天斑斓色彩， 两人互动诙谐逗趣。

无论是 《鹿王本生》《千钉求法》

《入海求珠》《舍身饲虎》 四则经

典故事的再现， 还是九色鹿 、乌

鸦 、劳度叉、枇楞揭梨 、公主 、善友

等各色形象的丰富还原，抑或是第

257 窟 、 第 275 窟 、 第 296 窟 、第

428 窟等一幕幕高悬的石窟壁画

再现，当因铅白氧化而泛黑的壁画

在多媒体大屏上被科技一层层修

复 ， 古今历史的交叠尽现眼前 。

《飞天》将古老神话、工匠精神与

视听技术共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 80 周

年、首任院长常书鸿诞辰 120 周年，

而《飞天》作为国家艺术基金 2024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不久

前更是获得第 18 届韩国大邱国际

音乐剧节最高奖荣誉。

姜方

音乐剧《飞天》：

一梦入敦煌

《飞天》剧照。 资料图片

� � � � 铜管低沉，弦乐叠加，往复回旋的

音响如浪涛拍岸，层层荡开。 大幕拉开，

一方波光跃然台上，仙女在莱茵河的怀

抱里翻滚徜徉，当音流抵达高潮，守护

着黄金的她们开始歌唱。 在这派如同混

沌初开的壮丽景象中，悠远的传说奏响

先声。 8 月 28 日，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瓦

格纳歌剧《莱茵的黄金》迎来首演，由

此，宏大的“指环” 之旅正式启程。

台前

强阵容彰显瓦格纳魅力

《莱茵的黄金》 是瓦格纳四联剧

《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前夜” 作品，另

外 3 部为第一日 《女武神》、 第二日

《齐格弗里德》、 第三日 《众神的黄

昏》， 循此线索， 恢弘的神话史诗铺展

递进，荡气回肠。《莱茵的黄金》虽是四

联剧中时长最短的一部，但出场人物却

最多，角色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莱茵

河畔，水中的仙女奚落侏儒阿尔贝里希

的求爱，他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诅咒

爱情， 盗走了充满魔力的莱茵黄金；群

山之巅，巨人法索尔特、法弗纳为众神

之首沃坦建起崭新的城堡， 功成之际，

沃坦却出尔反尔，不愿兑现把青春女神

弗莱娅送给巨人的承诺。 争执之下，弗

莱娅被掳走，火神洛戈与沃坦决定夺取

阿尔贝里希的黄金， 以此赎回弗莱娅。

围绕着黄金与它铸成的指环，丑恶的欺

骗、诅咒不断上演，神族看似光明的坦

途已然埋下危机……

在《莱茵的黄金》中，瓦格纳对“主

导动机” 技术的运用炉火纯青，“莱茵

河” 动机、“沃坦” 动机、“黄金” 动机、

“指环” 动机等丰富的音乐标签分别指

代剧中特定的事物和观念，充满了鲜明

的个性与画面感。 乐池里，著名指挥家

吕嘉总监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

分明的层次和强烈的张力描绘着角色

心理、环境特征和故事走向；舞台上，托

马斯·托马森、埃吉尔·西林斯、克里斯

蒂安·弗朗茨等活跃于国际乐坛的多位

瓦格纳派演员各显神通，把暴戾可怜的

阿尔贝里希、道貌岸然的沃坦、狡猾游

离的洛戈等主要角色塑造得有血有肉。

在公认“难唱” 的瓦格纳歌剧中，

这一次， 中国歌唱家亦有出色表现，从

开篇部分秦侃如、徐晓英、张亚洁饰演

的莱茵仙女，到踩着高跷饰演巨人法弗

纳的关致京，再到最后出场饰演智慧女

神埃尔达的牛莎莎，他们用到位的表演

留下了中国歌剧事业发展的印记。

演出尾声部分，沃坦引领众神走向

新邸，并为其取名“瓦尔哈拉城堡” ，著

名的“众神进入瓦尔哈拉” 响起，铜管

齐鸣， 将全剧推向雷霆万钧的落幕，但

包罗万象的辉煌中首次出现“剑” 之动

机还是留下了引人遐想的伏笔———《莱

茵的黄金》只是一个起点，“指环” 系列

的其他 3 部作品，国家大剧院将在最近

几年陆续完成。

幕后

大体量搭建史诗世界

如此壮阔的歌剧，该以怎样的舞台

承载？ 导演斯特法诺·波达给出了让人

印象深刻的答案， 他一手包揽导演、编

舞、舞美、服装、灯光、多媒体设计，用全

局化的创作理念呼应、致敬了同样强调

歌剧艺术“整体性” 的瓦格纳。

波达的构想简约现代， 饱含隐喻：

幕起，覆盖大半舞台的水域空间象征世

界的起源，侧幕长长的链条代表被丰沛

河流滋养的自然万物，创世故事由此发

轫， 莱茵的黄金被安放在水域中央，栅

顶的沙漏中金沙落下，暗喻时间的无限

流动；第二场，故事线切换至神界后，昏

黑的色调陡然变成一片纯白，23 层灯

环垂直伸向天空，是完美的象征，然而

瓦尔哈拉城堡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已

经预示着摇摇欲坠的未来； 第三场，阿

尔贝里希奴役族人的尼布海姆之地气

氛可怖，处处弥漫着火焰与雾气，一个

大型的金属圆环笼罩着所有人，这枚指

环被阿尔贝里希视作王座，也为整个故

事奠定了无法逃避的悲剧结局……

“导演的要求非常细致，在国家大

剧院制作的歌剧里，这是体量比较大的

一部作品。 ” 国家大剧院剧目制作部舞

台监督李程说。 通常情况下，一台歌剧

需要 3 到 4 名舞台监督协同配合，《莱

茵的黄金》 配备的舞台监督则多达 6

名。 约 160 分钟的演出一气呵成，近

100 分钟里，各种舞台动作缓慢却持续

地进行： 象征莱茵河的水域是一片 18

米见方的大水池， 水深约有 5 到 8 厘

米，重量将近 20 吨，需用 6 块主舞台托

举升降，精准同步；半空中悬挂的 23 层

灯环， 直径 18.6 米， 重达 4.9 吨，“指

环” 的重量也达到了 2.3 吨；整个舞台

的装台工作为期一周，用时比一般剧目

多出了约一倍。

高倩 / 文 方非 / 图

磨砺打造贵州文艺强军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 2024 年度第六次基本功训练展示汇报演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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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话剧团表演节目《雷雨·朴园》剧照。

� � � � 铜管低沉，弦乐叠加，往复回旋的

音响如浪涛拍岸，层层荡开。 大幕拉开，

一方波光跃然台上，仙女在莱茵河的怀

抱里翻滚徜徉，当音流抵达高潮，守护

着黄金的她们开始歌唱。 在这派如同混

沌初开的壮丽景象中，悠远的传说奏响

先声。 8 月 28 日，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瓦

格纳歌剧《莱茵的黄金》迎来首演，由

此，宏大的“指环” 之旅正式启程。

台前

强阵容彰显瓦格纳魅力

《莱茵的黄金》 是瓦格纳四联剧

《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前夜” 作品，另

外 3 部为第一日 《女武神》、 第二日

《齐格弗里德》、 第三日 《众神的黄

昏》， 循此线索， 恢弘的神话史诗铺展

递进，荡气回肠。《莱茵的黄金》虽是四

联剧中时长最短的一部，但出场人物却

最多，角色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莱茵

河畔，水中的仙女奚落侏儒阿尔贝里希

的求爱，他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诅咒

爱情， 盗走了充满魔力的莱茵黄金；群

山之巅，巨人法索尔特、法弗纳为众神

之首沃坦建起崭新的城堡， 功成之际，

沃坦却出尔反尔，不愿兑现把青春女神

弗莱娅送给巨人的承诺。 争执之下，弗

莱娅被掳走，火神洛戈与沃坦决定夺取

阿尔贝里希的黄金， 以此赎回弗莱娅。

围绕着黄金与它铸成的指环，丑恶的欺

骗、诅咒不断上演，神族看似光明的坦

途已然埋下危机……

在《莱茵的黄金》中，瓦格纳对“主

导动机” 技术的运用炉火纯青，“莱茵

河” 动机、“沃坦” 动机、“黄金” 动机、

“指环” 动机等丰富的音乐标签分别指

代剧中特定的事物和观念，充满了鲜明

的个性与画面感。 乐池里，著名指挥家

吕嘉总监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

分明的层次和强烈的张力描绘着角色

心理、环境特征和故事走向；舞台上，托

马斯·托马森、埃吉尔·西林斯、克里斯

蒂安·弗朗茨等活跃于国际乐坛的多位

瓦格纳派演员各显神通，把暴戾可怜的

阿尔贝里希、道貌岸然的沃坦、狡猾游

离的洛戈等主要角色塑造得有血有肉。

在公认“难唱” 的瓦格纳歌剧中，

这一次， 中国歌唱家亦有出色表现，从

开篇部分秦侃如、徐晓英、张亚洁饰演

的莱茵仙女，到踩着高跷饰演巨人法弗

纳的关致京，再到最后出场饰演智慧女

神埃尔达的牛莎莎，他们用到位的表演

留下了中国歌剧事业发展的印记。

演出尾声部分，沃坦引领众神走向

新邸，并为其取名“瓦尔哈拉城堡” ，著

名的“众神进入瓦尔哈拉” 响起，铜管

齐鸣， 将全剧推向雷霆万钧的落幕，但

包罗万象的辉煌中首次出现“剑” 之动

机还是留下了引人遐想的伏笔———《莱

茵的黄金》只是一个起点，“指环” 系列

的其他 3 部作品，国家大剧院将在最近

几年陆续完成。

幕后

大体量搭建史诗世界

如此壮阔的歌剧，该以怎样的舞台

承载？ 导演斯特法诺·波达给出了让人

印象深刻的答案， 他一手包揽导演、编

舞、舞美、服装、灯光、多媒体设计，用全

局化的创作理念呼应、致敬了同样强调

歌剧艺术“整体性” 的瓦格纳。

波达的构想简约现代， 饱含隐喻：

幕起，覆盖大半舞台的水域空间象征世

界的起源，侧幕长长的链条代表被丰沛

河流滋养的自然万物，创世故事由此发

轫， 莱茵的黄金被安放在水域中央，栅

顶的沙漏中金沙落下，暗喻时间的无限

流动；第二场，故事线切换至神界后，昏

黑的色调陡然变成一片纯白，23 层灯

环垂直伸向天空，是完美的象征，然而

瓦尔哈拉城堡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已

经预示着摇摇欲坠的未来； 第三场，阿

尔贝里希奴役族人的尼布海姆之地气

氛可怖，处处弥漫着火焰与雾气，一个

大型的金属圆环笼罩着所有人，这枚指

环被阿尔贝里希视作王座，也为整个故

事奠定了无法逃避的悲剧结局……

“导演的要求非常细致，在国家大

剧院制作的歌剧里，这是体量比较大的

一部作品。 ” 国家大剧院剧目制作部舞

台监督李程说。 通常情况下，一台歌剧

需要 3 到 4 名舞台监督协同配合，《莱

茵的黄金》 配备的舞台监督则多达 6

名。 约 160 分钟的演出一气呵成，近

100 分钟里，各种舞台动作缓慢却持续

地进行： 象征莱茵河的水域是一片 18

米见方的大水池， 水深约有 5 到 8 厘

米，重量将近 20 吨，需用 6 块主舞台托

举升降，精准同步；半空中悬挂的 23 层

灯环， 直径 18.6 米， 重达 4.9 吨，“指

环” 的重量也达到了 2.3 吨；整个舞台

的装台工作为期一周，用时比一般剧目

多出了约一倍。

高倩 / 文 方非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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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的黄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