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更多观众欣赏到舞台精品 借大银幕多视角呈现舞蹈之美

《只此青绿》拍成电影国庆公映

越野摩托的引擎轰鸣声先于人

影抵达，人车合一驰骋而来，戈壁瀚

海卷起黄沙飞旋———很少有一部国

产剧如此登场。 或者说，新视角、新切

口、新表达，一个别致的开篇里投射

了全剧基调。

电视剧《大海道》正在 7 个平台

热播。 剧名源自地名， 哈密大海道，

一边连着耀眼的敦煌，一边连着传奇

的吐鲁番，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

道，如今是国内旅游胜地。 2024 年 1

月，中国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大海

道国际探险公园成立， 在 “一带一

路” 上续写文旅新篇章的同时，也为

影视创作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

重点展播电视剧，《大海道》 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 该剧以青年

视角将热爱、拼搏、生命力注入沙海

逐梦的竞技故事， 也把文旅创业、基

层工作等线索串联其中。

人文景观融入风光美

学，沉浸式领略大美新疆

《大海道》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是一个诞生在新疆这片沃土中的越

野拉力赛车手的成长史。 剧集始于

两个志同道合年轻人的相遇。 林浩

在新疆的矿区长大， 一心渴望参加

世界顶级摩托车拉力赛； 哈里克从

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 ，在他生活

的大堡镇， 摩托车是最普遍的代步

工具， 也是他们期待拥有的 “大玩

具” 。两个性格各异的青年在大海道

无人区的一次荒漠救援中相识 ，在

对摩托车运动的执着热情磁场中渐

渐缔结兄弟情义。

对许多不曾了解大海道的观众

而言，那里是呈现在图文与视频里的

“诗和远方” 。 那里是地球上最像火

星的地方， 拥有壮观的雅丹地貌群，

还留下了文明交汇的众多遗迹……

极富辨识度与视觉冲击力的故事场

景，或是不少观众第一次打开这部在

新疆哈密实景拍摄的剧集并为之停

留的直观理由。

剧中也的确随年轻人车轮上的

逐梦路， 一路开启新疆风光的不同

“副本” 。 比如第一集有段颇见功底

的运镜调度， 速写了哈里克对摩托

车的热爱， 也把他成长的大堡镇风

貌借运动镜头一一捕捉： 质朴热情

的年轻人穿行过维吾尔族庭院 、葡

萄藤架 、晾房，又飞越沙丘 ，投下被

阳光塑形的纵情身影。 而后，坤海拉

力赛登场， 无论是在沙海日晕蒸腾

中由地平线驶来的青年群像， 还是

入夜休憩时人们身旁的丰美草原 、

悠悠远山、牛羊成群，抑或年轻人梦

里出现过的那一大片芦苇荡……摩

托车引擎轰鸣， 从阳光穿透层林尽

染到旷野戈壁飞沙走石， 周遭风光

移步易景。 而当年轻人开始畅想更

辽远的世界级拉力赛， 奇崛的雅丹

地貌、连绵的沙丘，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及至史书里记载过的瀚海艰辛 ，

都将为观众展卷。

不过，相比仅仅拍成一部摩托车

拉力的越野风光片，主创显然有更多

诉求， 将人文景观融入风光美学，让

观众能沉浸式领略丰富多维的大美

新疆。 母亲准备的手抓饭、家里挂满

整面墙的乐器、 随处可见的烤肉摊、

晒地毯的老人、打台球的孩童、红枣

节上身着精美服饰来赴盛会的年轻

人、夜晚篝火旁载歌载舞的人们……

浓郁的地域风情沁入人间烟火，伴随

韵味独具的音乐，铺开一场新疆文化

的视听盛宴。

总制片人、 总编剧周劲翔表示，

剧集借摩托车运动书写新一代新疆

年轻人的梦想，也展现他们崭新的生

活方式，“我希望这部剧能成为一座

桥梁， 真实呈现新疆人民的丰富生

活，他们各自的美、各自对人生的追

求及对未来的期许，让更多人看到新

疆有那么一批人活得很热血，敢于为

梦想燃烧自己” 。

由竞技到更广义的追

梦， 体验沙漠绿洲变理想

绿洲

《大海道》有着竞技体育热血昂

扬的内核，但它又不囿于几名摩托车

手的成长，而是将镜头拉远。 剧中，在

大堡支边农场长大、出去过又回来的

郝书记，与从哈宁市来到大堡镇任职

的年轻基层干部西琳有段对话。 郝书

记问：“这大堡最缺啥，最不缺啥？ ”

西琳脱口而出， 最不缺的是风和沙，

却对“最缺什么” 不得其解。 郝强回

她，最缺的是光，不是阳光，而是“年

轻人眼里闪耀的希望的光” 。 《大海

道》想用广角捕捉这片土地上更多执

着追梦的人、更多能盛放年轻人梦想

的真实发展故事。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堡镇

靠着大海道，就是靠着戈壁。 远离现

代都市，大堡镇要谋发展固然让人犯

愁，但认准了大海道的历史价值和独

特风光， 他们积极发展文旅事业，打

造、推广摩托车小镇，卷起袖子就是

干。 林浩的父亲为了满足游客们看蒸

汽火车的需求， 忍着病痛反复演示，

导致心脏病发作。 郝强为了办红枣节

拉动经济，一边“智取” 拉赞助，一边

勒紧裤腰带自掏腰包。 文旅创业者沈

笛有胆识、有魄力，“沙漠绿洲也能变

理想绿洲” 是她在谈判桌上一时兴起

的漂亮话。 但为广袤新疆折服后，姑

娘把事业重心转移到大海道地区，在

戈壁边浇灌理想。

导演沈煜傑是“新疆女婿” 。 在

他看来，《大海道》 的核心讲述的是

热爱与信念，是这片土地上一群质朴、

真挚的人， 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寻找美

好生活，虽有波折有坎坷，但始终抱定

信念追逐发光梦想的故事。

曾几何时，大海道见证了人类文

明的融合交汇， 留下璀璨的历史遗

迹，它是地理通道，也是历史文化意

义和人文精神层面上的纽带。 而现

在， 剧中林浩和哈里克向上生长的

故事仍在继续， 众人协力把大堡镇

推向更广阔世界的努力也在持续加

码 ； 现实中，2024 年， 新疆·哈密

2024 第一届大海道拉力赛举 办 ，

《大海道》 的播出佐证着文艺创作

的现实回响。 一群人心手相连、共担

梦想， 沙漠绿洲真真切切成为理想

的绿洲。

王彦

本报讯 9 月 23 日，已故贵州当代

著名文化老人杨祖恺先生的个人书法

文献展在贵州省图书馆（北馆）开幕，

顾久等知名文化学者及杨祖恺后人出

席，展览将延展至 10 月 23 日。

据介绍， 杨祖恺先生出身黔北望

族，生前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古籍整

理及地方史志编纂工作，曾任贵州地方

志编委会特约编纂、 贵州历史文献研

究会理事等职，1985 年受聘省文史馆

馆员，是贵州当代有名的文史学者、诗

人、书法家。 在文史、诗词领域，出版有

诗词联文合集《将就斋杂稿》，遗著有

《且闿遗稿》；书法创作方面也颇有造

诣，以汉隶、小篆为多，尤好秦猎碣，间

摹金文、甲骨，行、楷习欧苏，省内名胜

古迹均有墨迹存世。 2023 年，杨祖恺后

人将先生的书法、书籍、照片、手稿等

文献 600 多件捐赠给省图书馆， 相关

文献整理及展览筹划等系列工作随即

展开，王尧礼、袁海、陈丹阳等文史学

者、 书画家在展陈方案上给出诸多建

设性意见；邓健、王力农、马宏明、冯泽

松等书法家为部分书法作品逐一补书

释文。

此次展览以“笔底五湖心” 为主题，

源于先生 《临江仙·爱晚诗社五周年纪

念》中“民生忧乐事，笔底五湖心” 一

句，该句体现了先生心系民生的博大胸

怀和儒者之风。 展览设置临展及常展，

以先生手稿、书法作品为主体，融入照

片、书籍等，用以展示其人生经历之丰

富、学识之宏通、书法之杰出。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捐赠仪式和交

流座谈会，与会嘉宾畅谈杨祖恺先生生

平，追忆其在治学、修志、诗词、书法上

的执着与坚守，并探讨了杨祖恺先生遗

稿的保护和利用。

据悉，近年来，省图书馆进一步加

强地方文化名人文献的征集利用工作，

创新方式方法，举办了展览、讲座、阅读

推广等多种活动，成为宣传展示地域特

色文化的重要窗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日前，乌当区书法家协会

相继举办乌当区首届篆隶书篆刻展、陈

恒安先生书法诗词研讨会， 致力打造

“恒安故里·墨韵水东” 文化品牌。

书法展上， 展出的 40 件书法作品

皆围绕陈恒安先生诗词进行主题创作；

研讨会上，乌当区文联、区书协介绍了

陈恒安先生与乌当的历史渊源，与会嘉

宾就其诗词作品、书法艺术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赏析分享。

陈恒安先生工诗词、通训诂、富收

藏、精文物鉴别，尤擅书法，其书法诸

体咸备，尤以大篆与行书见长，所作章

法考究，结体精当，朴厚沉雄。 贵州省

书协于 2011 年起举办的“贵州省‘恒

安杯’ 篆隶书篆刻展” ，是贵州省最高

层次的书法展事之一。 陈恒安先生生

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贵州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贵州省博物馆

名誉馆长，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有 《邻树簃诗存》《春茗词》《殷契书

法漫述》《陈恒安书法选》等留世。

据介绍， 陈恒安于 1909 年生于贵

阳府贵筑县北衙（今贵阳市乌当区北衙

村）， 其出生地为历史上水东土司文化

重镇，是保留水东文化遗迹最多的区县

之一。 近年来，乌当区书协围绕陈恒安

乡贤文化、水东土司文化，致力于打造

“恒安故里·墨韵水东” 文化品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省图书馆举行“杨祖恺书法文献展”

乌当区书协致力打造

“恒安故里·墨韵水东” 文化品牌

今年是马家窑文化发现 100 周年，马家窑文化考古百年出土彩陶展于 9 月 25 日至 11

月 25 日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博物馆展出。 在众多展出彩陶中，有 11 件是南京博物院馆

藏的安特生返还彩陶，这是安特生返还文物首次“回家” 展览。 马家窑文化是我国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类型，距今约 5000 年，因 1924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省临洮

县马家窑村首次发现而得名。

新华 / 传真

9 月 26 日，由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国社之镜·世纪光影” 新闻摄影展在北京国家金融

信息大厦开展。 展览精选近 500 张珍贵照片，以百姓视角和光影艺术生动展现新中国成立

75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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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贵州省美协、省美术和

雕塑研究院组织策划的 “多彩贵州·美

在新时代” 2024 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

动于近日走进黔东南自治州天柱县，省

内外美术名家 30 余人参加。

活动紧扣贵州 “四大文化工程”

和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主题展开。

活动中，采风团参观了天柱县博物馆、

城市书屋、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示范

馆、 三星岩文化苑凤山书院等文化地

标 ；探访了“清水江上的明珠” 三门塘

村、“人人会习武” 的甘溪功夫村庄、“天

柱八景之首” 的石坪村“石柱擎天 ”

景点等。 在文化场所和风景人文名胜

之中，美术名家感受到了秀丽的自然

景观 、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 ，每到一

处即兴展开写生创作活动，用一幅幅

融汇个人艺术风格与地方特色的山

水花鸟画，捕捉当地自然风光与人文

韵味 。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多彩贵

州·美在新时代” 2024 美术名家走进

天柱交流会。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征集、推出一

批独具贵州特色、展现贵州精神、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 赋彩新时代的精品力

作， 并于 2025 年举办综合性的美术作

品展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多彩贵州·美在新时代”

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走进天柱县

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 自 2021

年横空出世以来， 至今已演出了近

600 场， 成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舞蹈

作品。 今年国庆档，根据该剧改编的

同名电影将全国上映。

摄影机带观众云游

《千里江山图》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创作，

脱胎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典藏

于故宫博物院的 “镇馆之宝”《千里

江山图》。 在摄像机的镜头中，《只此

青绿》 完全打破舞台的第四面墙，以

更自由的视角、更绚丽的光影、更丰

富的想象力带观众飞入 《千里江山

图》，云游其中。

“《千里江山图》在百年间只公

开展出过 4 次， 上一次展出还是在

2017 年。 ” 导演周莉亚说，“当时我

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了这张名画，看

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激发了我们

的创作冲动———我们想用另外一种

艺术形式让更多观众看到它，让它真

正地‘活’ 起来。 ” 当主创们听说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可以拍成电影，

同一种冲动再次涌上心头，“虽然一

部舞剧能演出近 600 场很不容易 ，

但与在电影院放映相比， 剧场能辐

射的观众始终有限。 ” 周莉亚说。

“任何一个演员都没法拒绝把自

己的形象留在大银幕的机会。 ” 导演韩

真诚恳地说，“每一个舞者从小到大，

都是一个八拍、一个八拍地训练、吃了

很多苦成长起来的，能登上大银幕让更

多人看见，是舞者最真诚的愿望。 ” 韩

真还表示，对于舞台的演出，每一次亮

相都要求舞者达到亢奋的状态才能打

动台下的观众， 当一个作品演出上千

场，客观上需要演员始终保持兴奋的状

态，对演员的意志力也是挑战，如果能

用影像记录他们最佳的状态，观众也能

欣赏到状态更为饱满的表演。

电影画面完全摆脱了

舞台局限

电影 《只此青绿》 目前已经点

映。 从点映场来看，电影完全脱离了

舞台的限制，把舞蹈放置在现实的情

境中，舞蹈诗剧中的山水、翰林院，乃

至寻石的山崖、习笔的作坊、淬墨的

岩洞，都以立体的视觉呈现。 这样的

拍摄， 对熟悉舞台的导演和主演们，

都是挑战。

“舞台演出和电影运用的语言大

不一样， 舞台更多依靠的是空间逻辑

或空间语言， 镜头的语言更主观一

些。 ” 周莉亚说，在电影筹拍的前期，

她们与负责电影拍摄的团队花了一年

的时间磨合，相互学习。 周莉亚以“望

月” 一段为例，在剧场的舞台上，希孟

和他的书桌构成一个空间， 展卷人和

他的书桌又构成一个空间， 一轮明月

照下来， 舞台上几个圆环转轴还能形

成一个空间，三者相互关联，也有许多

留白。 而做电影的视觉效果时，周莉亚

发觉， 拍电影需要把很多舞台上高度

意象化的内容具象化， 作为导演的她

也必须重新学习，并尝试做出取舍。

舞剧演出没有人物对白与台词，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也曾十

分纠结，要不要给电影配上台词。“但

最终，我们都给舞蹈让步了。” 韩真相

信，通过一段段如在眼前翩翩起舞的

片段， 足以达成戏剧诉说的功能，再

加上一些字幕与旁白，观众可以沉浸

式地从舞者的肢体语言中，感受传统

文化的美和《千里江山图》的气韵。

“观众走入影院会比在剧场中更容易

感受到《只此青绿》以及《千里江山

图》的美。 ” 韩真说。

“入画” 8 分钟华彩舞

段全部保留

舞台演出是没有“NG” 的现场艺

术，电影拍摄则需要用无数次、多角度

的拍摄，让观众看到最佳的视觉呈现，

而这也让舞蹈演员们付出全然不同的

努力。

“入画” 是《只此青绿》中极为感

人的一场，描绘的是希孟把他走过的山

川融汇笔端的过程，电影中，“入画” 一

场中的 8分钟华彩舞段被全部保留，为

了让电影的视觉更加丰富，希孟的扮演

者张翰把这一段跳了足有十几二十遍。

“拍摄中不可能给我们某一天的时间

专门拍‘入画’ ，很多片段同时进行，经

常是另一组在休息时， 我接到通知，说

插空拍一段‘入画’ 。 ”张翰说，这意味

着他要时刻准备着调动情绪，随时准备

在表演中掉眼泪，随时“入画” 。

电影中还有一段在雨中舞蹈的

场景，让张翰吃了不少苦头。 那一段，

希孟在大雨中跳舞，还有不少躺在水

里的戏份，体现他的少年心性。 那天

拍了足足有 10 个小时， 每次完成雨

中的镜头， 都有剧组工作人员围上

来，给张翰倒热水、披浴巾，一开始张

翰还漫不经心地说“不用不用” ，“可

拍到后面， 我发现真的需要喝热水

了。 ” 张翰说，“因为我在雨中跳舞跳

到后来，忽然发现胳膊已经回不过弯

了，我已经冷得僵住了。 ”

“那一天是我拍《只此青绿》电

影时记忆最深刻的一天，这种感觉回

想起来却又那么爽。 ” 张翰回忆，“我

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在雨里、在水里

跳一次舞， 这次拍摄给了我机会，我

非常珍惜， 一定会跳到导演满意、跳

到观众满意。 ”

韩轩

描摹新疆文旅新画卷 电视剧《大海道》热播

引擎轰鸣，古丝路上的

新逐梦故事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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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海道》剧照。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