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今年是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梅

兰芳诞辰 130 周年。 为纪念两位大

师，近日，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齐白

石》再次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剧中，齐

白石与梅兰芳的交往是重要剧情之

一，二人相互欣赏、彼此认同，缔造了

同一历史时期不同艺术形式的卓越

成就。

新编京剧 《齐白石》 从齐白石

1920 年代的“衰年变法” 切入，以京

剧的表现手法展现齐白石艺术重要

转折期的一段故事。 自去年年底首演

以来，《齐白石》不断打磨提升。 截至

目前，《齐白石》 已演出 30 余场，巡

演足迹遍布北京艺术中心、长安大戏

院、廊坊壹佰剧院、顺义大剧院等京

津冀多家剧场，并先后为北京工业大

学、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中国科

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高校师生演

出。 不久前，首都师范大学书林雅韵

京剧团成员还受邀走进长安大戏院

观看《齐白石》。 在把优质戏曲文化

送进校园的同时，也邀高校师生走进

剧场，这是北京京剧院全面推动落实

“‘京’ 彩文化 青春绽放” 行动计划

的重要举措。

高倩

� � � � 新华社电 深圳原创舞剧 《咏

春》主创团队 9 月 3 日在法国巴黎举

行的发布会上说，该剧将于 10 月 4 日

至 6 日在巴黎会议宫连续演出四场。

《咏春》由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

演出。 该剧将舞蹈与武术相融合，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香云

纱为题材，讲述了武学宗师叶问从佛

山到香港的成长经历及其对咏春拳

的参悟过程。

《咏春》主创团队在发布会上表

示，希望借助《咏春》向海外观众展

现岭南文化、中国武术精神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发布会上，播放了舞剧《咏春》

的演出片段以及深圳城市宣传片，该

剧主演展示了咏春拳基本功。

自 2022 年 12 月在深圳保利剧

院首演以来，《咏春》已在国内外演出

超过 200 场。

肢体戏剧《俑立千年》———

探索“文物活化” 创新表达

� � � � 今年是爱国华侨陈嘉庚诞辰 150 周

年，舞剧《海的一半》近日在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正式建组。 该剧计划于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在中央歌剧院首演，用带有闽

南传统舞蹈风情的舞姿，弘扬嘉庚精神。

陈嘉庚是杰出实业家、 教育事业家

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爱国爱乡、倾资兴

学、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海的一半》

以陈嘉庚为原型创作， 以他兴学救国为

切入点 ，展现“忠 、公 、诚 、毅 ” 等“嘉

庚” 精神，抒发华侨爱人、爱乡、爱国的

深切情怀。

该剧戏剧故事将横跨南洋与闽南两

地，剧目也将融入闽南文化，艺术呈现上

将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 既保留了闽南

传统舞蹈的精髓， 如刚劲有力的动作和

明快的节奏， 又融入了现代舞蹈的流畅

与多变，为观众呈现一幅绚丽多彩、丰富

时尚的近现代闽南文化风情画卷。

韩轩

� � � � “哎嘿哟……六盘的青松折不

断，红军娃遇到个危难，花儿的眼亮

全看见 ， 那故事传遍了山川…… ”

2022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

广项目———音乐剧《花儿与号手》全

国巡演走进贵阳，于近日在北京路大

剧院上演。

《花儿与号手》是由宁夏演艺集

团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音乐剧，

曾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中宣部第十

六届“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等奖

项。 全剧以红军长征过六盘山为背

景，美丽善良、聪慧勇敢的回族姑娘

花儿， 与英勇的红军小号手瑞金，在

命运的安排下相遇相知。 面对国难家

仇，两人携手并肩，用爱与信念谱写

了一曲动人的生命赞歌，展现了军爱

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

以及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

和情感历程。

全剧以六盘山高腔山歌 “山花

儿” 为主要声乐表现形式，并将西北

高腔山歌和江西赣南民歌完美融会，

巧妙融入了激昂的军乐和悠扬的宁夏

民间小调，实现了宁夏“花儿” 与江西

民歌的有机交汇。同时，该剧还采用了

歌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等多种音乐

形式，丰富了剧作音乐的表现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近日， 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和中国国

家博物馆联手打造的肢体戏剧《俑立千

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 这是一

次打破常规的“跨界” 创新之旅。 面对

从秦至唐跨越千年的历史场景，年轻的

主创团队以博物馆为媒、 以俑为介，巧

妙借助戏剧 + 肢体、影像 + 科技的融合

手段，向观众展示文化基因，讲述历史

激荡，展现文明交融。

肢体戏剧《俑立千年》的舞台，是

抽象化的博物馆展厅，古老而神秘。 随

着唐代少 女———彩 绘伏睡女俑 的苏

醒，兵马俑、彩绘男装女陶俑、击鼓说

唱俑、听乐俑、献食女俑、绿釉戏弄俑、

三彩骆驼载乐舞俑纷纷从展柜中醒

来。 他们“活” 了起来，宛若精灵，诉说

着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 探讨对方的

职业和身份，惊异于命运的交织。 他们

都是国博的馆藏文物，来自不同朝代，

行业不同、造型各异 、个性鲜明 ，通过

语言和舞蹈向观众呈现他们的所见与

所思， 努力还原从秦至唐跨越千年的

文化流淌。

肢体戏剧《俑立千年》是中国煤矿

文工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双方战略

合作框架下，联手打造的首部文物活化

剧目。 该剧集结了一批年轻且具备艺术

创造力的主创，以尊重文物尊重历史为

前提，创新舞台表达方式，探索传统文

化与现代艺术的融合。 多次获得田汉戏

剧奖的青年编剧杨浥堃担任编剧，联和

青年导演、编舞郑杰及煤矿文工团青年

编导周文才合力创作。

该剧 2023 年 9 月在国博剧场进行

过三场试演， 主创团队根据试演后收

集到的意见建议，在“戏剧与肢体” 跨

界融合的表达方式上以及对哲学、文

化命题的探讨和审美提升等方面，都

进行了修改完善。 北京此次演出之后，

肢体戏剧《俑立千年》作为 2024 年国

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将

赴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进

行展演。

北宛

话剧舞台传递“温暖的味道” ———

用“苹果” 丈量乡村发展的脚步

����舒缓的音乐中，黄河岸边，晨雾缈缈，炊烟袅袅，散发着乡土气息和缕缕乡愁。 农业博士毕业的第一书记孙光明背着

矮桩苹果苗走进塬底下村，开启了以科技助力种植产业升级，引领村民共赴美好生活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9 月 7 日至 10 日，话剧《温暖的味道》在中央歌剧院首演。 每晚演出结束，当靳东扮演的孙光明和刘敏涛扮演的村支

书郝凤仙谢幕时，观众席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演出结束后，观众在剧场门口还能惊喜地领到陕西苹果，出品方

表示：“请您带走一个苹果，带走温暖的味道。 ”

� �

一则有关“苹果” 的“寓言”

《温暖的味道》以黄河沿岸历史悠

久的“塬底下村” 为背景展开叙述。 北

纬 37 度得天独厚的日照和地理优势，

使塬底下村成为苹果的黄金产区。 四十

年前， 为摆脱贫困， 村民毅然去塬上开

荒， 种出了黄河边上第一批苹果； 四十

年后，因苹果歉收，村民渐渐失去信心。

第一书记孙光明的到来， 改变了大家的

观念和生活。

剧中一段孙光明和农学研究生毕业

的农村青年萍萍的对话可谓点题：“为

什么苹果产区在北纬 37 度， 而不是日

照最丰富的赤道？ 因为太阳和苹果的关

系就是这样， 太近了会灼烧， 太远了又

冰冷， 只有合适的距离， 合适的日照时

间， 才是真正温暖的温度。 人和人之间

也应该是这样……塬底下应该找到属于

自己的温度。 ”

因此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现实主义农

村题材主旋律作品， 更像是一则有关

“苹果” 的“寓言” ，用苹果的生长周期

作为时间刻度， 丈量塬底下村在时光的

淬炼中经历的自我革新，新旧交替，不断

升级的脚步。

一系列鲜活朴实的形象

作为该剧总策划、艺术总监和主演

的靳东，无疑是该剧最大看点，他一登

场， 就是掌声一片。 被大家亲切称为

“老干部 ” 的他 ，在《温暖的味道》中

扮演的孙光明， 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勇

气的基层干部形象。 有着科研背景和

城市生活经历的孙光明，身上还透着知

识分子的书卷气。 初到农村，他面对的

是充满挑战的全新环境，村民们对他的

排斥和质疑，让他举步维艰，感到困惑

迷茫。但他面对困难，坚定执着、耐心真

诚地与郝书记和村民沟通交流，终于迎

来了希望的曙光。

靳东的气质挺符合这样一个人物形

象，他自然朴实的表演，也让人物很有亲

和力。 剧中还通过表现孙光明的梦境，

让这个人物具有一种诗意情怀。

刘敏涛饰演的郝凤仙生动鲜活，复

杂多面。 她曾有过苦难的经历，嫁给塬

底下村最穷最傻的老六。 当上村长后，

为赢得村民的信任和尊重， 她倾尽心

血付出一切。 但在复杂的人情世故

和各种关系中，她也有很多的无奈和

妥协 。刘敏涛以略带夸张但又很接地

气的表演，让这个人物形象立在了舞

台上。

剧中有大量群戏， 通过村民各种不

同表现， 直面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

题， 如产业升级困难、 新技术不易推广

等。这种紧贴时代脉搏的主题选择，使得

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次新与旧的碰撞

导演的二度创作和舞美的精心设

计，让整个舞台既写实又写意，可移动、

组合、 旋转的巨大的黄土斜坡散发着泥

土的味道， 可翻转的多媒体大屏又很有

时尚气息。 演员穿行其间， 人物命运起

起伏伏， 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

故事。 一位没有台词的百岁老人李大娘

的形象， 则带有某种象征意味， 寄托着

人们对故乡的眷恋。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积极返乡，要

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美好， 这给我们创

作带来了很多灵感。 ” 靳东表示，“归根

结底， 这部剧要讲的是人与脚下这片土

地的关系。 我们想表现的， 不仅是一个

具体的故事，更是一次关于时间的对话、

关于新与旧的碰撞。 ”

在导演王延松看来，温暖的味道终

究是人的味道， 是伴随着漫长的乡愁、

传承着古老农业文明演进中世世代代

中国人的渴望，是“新乡土审美主义”

的新生活。

《温暖的味道》 由中国煤矿文工

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人民

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是国家艺

术基金 2023 年度资助项目，进入“与

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新时代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大戏看北京”

2024 展演季等。 北京首轮演出后，10

月将陆续在第 23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第 10 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以

及 2024 首届江苏大戏院戏剧节进行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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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花儿与号手》巡演走进筑城

京剧《齐白石》巡演京津冀多地

中国原创舞剧《咏春》将亮相巴黎

舞剧《海的一半》弘扬嘉庚精神

《海的一半》排练现场。

《俑立千年》剧照。

《温暖的味道》剧照。

《花儿与号手》剧照。

《齐白石》剧照。

《咏春》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