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1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指挥家张艺挥棒，中央

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音符“起舞”、回旋。在这场着重体现芭蕾

舞剧配乐精华的音乐会上，中国作品《鱼美人》与《红色娘子军》

的选段分列首尾，衔接着、呼应着，包裹起一整场演出的轻盈浪

漫，留下中国艺术家对这门舶来艺术的解读印记。

它们都是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的作品。2024 年，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首演一甲子，声势浩大的巡演走遍全国，关于这

部经典作品的种种探讨再度回到视野。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

作究竟如何写成？它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何启迪？听97岁的

著名作曲家杜鸣心再次打捞起记忆中那些闪光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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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0 日，贵州文化演艺产业

集团 2025 年度第二次基本功训练展示汇报

演出在北京路大剧院举行。此次演出对观

众免费开放，现场上演的民族管弦乐、杂

技、话剧、花灯联唱、歌舞乐融合节目，赢得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于日前

揭牌，由贵州文化演艺集团与多彩贵州文化

产业投资集团重组整合而成。此次演出是

该集团整合组建后的首次基训展示。

由贵州省民族乐团展示的民族管弦乐

《超级动感》，率先拉开了本次基训展示汇

报的帷幕，作品既有活泼灵动的动感，又有

优美抒情的静谧；贵州省杂技团带来的作品

《草帽》，通过双手精准控制，在空中完成抛

接、旋转，展示了演员们精湛的手技与默契

的团队协作能力；贵州省话剧团的作品《石

皮二人》，揭示了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克服

困难、坚守初心的重要性；贵州省花灯剧院

展示的《四路花灯联唱》，将贵州具有代表

性的四种花灯表演形式进行融合串联，让观

众在一个节目中领略四路花灯的韵味和风

采；贵州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舞剧团、歌

剧团融合展示的节目《贵艺新篇》，用歌舞

乐融合的艺术形式描绘出充满爱与温暖的

人间景象。

据介绍，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开展

基本功训练展示汇报演出活动已成为创作

演出之余的工作常态，今年将持续深入开

展基本功训练展示“大练兵”，增才干、练

本领，以坚实的业务基础和专业精神铸就

高水平表演，推动文艺创作传承发展、守正

创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

举行首次基本功训练展示汇报演出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组建后首次基训展示汇报演出现场。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供图

“常青就义”有巧思
1964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

关照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

定为新中国成立 15 周年的献礼剧

目。那时，吴祖强、杜鸣心两位作曲

家已在舞剧《鱼美人》中成功合作，

《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再次落到

了他们的肩上。

“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

编成芭蕾舞剧的时间已经非常晚

了，差不多到了 1964 年将近夏天的

时候，开始想让两个人来创作，但

时间来不及，开夜车也赶不上。”于

是 ，杜 鸣 心 和 吴 祖 强 邀 请 了 施 万

春、王燕樵、戴宏威 3 位年轻作曲

家，大家分头创作，吴祖强负责序

幕、第一幕和第四幕前半场，杜鸣

心负责第四幕后半场和最后一幕，

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分别创作

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五幕，大家齐

头 并 进 ，用 两 三 个 月 赶 出 了 钢 琴

谱。施万春曾回忆，为南霸天家中

的情景谱曲时，他彻夜不眠，“想各

种恐怖的镜头，白天一照镜子，头

发几乎都掉光了，枕头上、地上到

处都是。”

然而，由于时间太过紧迫，《红

色娘子军》的音乐形式有些混乱，

“在作品的配器、人物音乐的贯穿

上 ，大 家 没 有 很 好 地 通 气 。”比 如

女 主 角 琼 花 的 主 题 音 乐 ，吴 祖 强

在第一幕中创作的主题并未延续

至 第 二、三、四 幕 ，好 几 个 主 题 显

得不统一。周总理要求进一步完

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大家即

刻着手，“首先集中精力修改琼花

的主题。王燕樵根据吴祖强的第

一 个 主 题 进 行 加 工 ，既 有 海 南 的

风格，也有反抗斗争的精神，大家

就比较满意了。”

男主角洪常青的主题由杜鸣心

所写，“他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革命领

导干部，应该更开阔一点，用革命歌

曲的音调和风格来表现。”“常青就

义”是全剧的高潮片段之一，这段音

乐融入了《国际歌》的前两句旋律，

但实际排练时，饰演洪常青的演员

说：“老杜，我在台上演的时候感觉

还不够沉着、大义凛然，他走到刑场

的过程太快了，你想想办法，再给延

长一些。”

杜鸣心犯了难，这么一首工人

阶级人人会唱的歌曲，还能怎么再

加长？苦思冥想好几天，他把《国

际歌》的两句改成三句，第一句用

铜管在低音区表达就义前视死如

归的英雄气势，第二句不结束，继

续用小号音色高八度抒发慷慨激

昂的心绪，第三句用合唱人声推高

气氛，“这三句一句比一句高，一句

比一句急，排练时一合乐，演员演

下来觉得很高兴。”

“万泉河水”曾重写
家喻户晓的《快乐的女战士》

《万泉河水清又清》也出自杜鸣心之

手。为了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

特色，他走遍了半个海南岛，听了很

多黎族的音乐，这些旋律经过改编

后成为了《快乐的女战士》里欢快又

有朝气的生活场景。《万泉河水清又

清》的灵感同样来自海南当地的民

间音乐。起初，杜鸣心所写的第一

稿《万泉河水清又清》在审查时被批

评，一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全团都被

号召来写《万泉河水清又清》，作曲

者名字一律回避，结果大家“盲选”

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

“这一次我用了海南当地的渔

歌。”杜鸣心猜测，第二版《万泉河水

清又清》之所以中选，要得益于它浓

郁的海南风格，“明朗，也很开阔。”

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抓住了听众

的耳朵，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简单却

动听的版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

修改持续了两到三年，很多时候，通

知来得突然，杜鸣心一熬就是一个

通宵，匆匆躺下睡一觉时，上学的小

学生已经唱着歌儿从他的窗外经

过，早上 10 点，他又会准时带着抄

好的分谱出现在天桥剧场。乐队总

谱出版时，杜鸣心负责定稿，“我们

‘发动群众’，把每一页乐谱挂起来，

让乐手们查看每个声部存在哪些问

题，有问题马上修改。”当时留下的

一个遗憾，是乐队编制，尤其是铜管

部分不够完整，后来，随着国内交响

事业的飞速发展，杜鸣心的牵挂终

于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24 年，《红色娘子军》首演 60

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带着这部看家

大戏，从见证它面世的北京天桥剧

场开启巡演，走向全国——这部在

当年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孕育的作

品，生命力旺盛得令人感慨。经典

的魅力从何而来，是

老生常谈又常谈常新

的话题，“《红色娘子军》

第一故事感人，第二舞蹈创新，

在它之前，从来没有一部芭蕾舞剧

拿着热兵器上台，第三音乐动听。”

杜鸣心总结道。中国艺术家把全部

心血和来自这片土地深处的文化基

因深深烙印在这部作品里，换来了

一代代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

与认同。

耄耋之年仍创作
一直以来，杜鸣心的音乐都被

视为“用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

“我们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西方的

作曲技法，这是完全需要学习和借

鉴的，但要注意的是，它们永远都

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

怀揣这份坚定的理想，1976 年，一

直调动在外的杜鸣心回到之前工

作的中央音乐学院，任作曲系主任

和教授，育人成材，不遗余力。两年

后，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届学生——77、78 级，至今，他们

依然堪称我国音乐界的中流砥柱，

这批学生中，叶小纲、瞿小松、刘索

拉等许多人都曾跟随杜鸣心学习。

在为中国作 曲 事 业 输 送 大 量

人才的同时，杜鸣心笔耕不辍，踏

足 各 个 领 域 ，捧 出 协 奏 曲《春 之

采》《献 给 鼓 浪 屿》，舞 剧《玄 凤》

《牡丹仙子》，交响诗《洛神》《天地

之 滇》等 一 众 精 彩 作 品 ，直 到 今

天，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创作不息。

2017 年，应国家大剧院委约，杜

鸣心手写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北

京颂》，献给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

市，长笛化作鸟鸣，京剧片段《夜深

沉》若隐若现，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

去而复返，国际都市的包容繁华也

在轻快的节奏里熠熠流淌；2023 年，

杜鸣心与儿子杜咏共同执笔为中央

歌剧院创作的大型交响情景歌剧

《奋斗》首演，“挑战禁区”“攻克绝

地”“薪火相传”“情暖万家”“保卫

蓝天”5 个篇章豪气干云，尽情讴歌

石油工人勘探的艰辛、开采的艰难、

运输的曲折、保供的挑战、环保的决

心，这一年，杜鸣心 95 岁。

“大家还会委约我一些作品，这

在激励我创作。”杜鸣心说。《奋斗》

是他第一部上演的歌剧，却不是第

一部下笔的歌剧，他曾把冼星海在

苏联的经历融入乐谱，写这位“人民

音乐家”生命尾声的回音。如今，

“委约”的概念风行全国，但这部歌

剧并非委约。没有费用，没有“死

线”，杜鸣心独立担纲作曲和编剧，

投入了大量心血，“完全按照自己对

歌剧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

作”。97 岁的杜鸣心有些开玩笑地

说，有生之年，他希望能看到这部作

品首演，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这会是

一部留得住的作品。

“是国家培养了我，如果当年国

家不派我去苏联留学，我不可能成

为一名教作曲的老师。”话锋略微一

转，杜鸣心这样说道。每当提起《红

色娘子军》，提起在中央音乐学院执

教的几十载冬春相继，数不清的赞

誉总如雪片飞来，一再推辞的杜鸣

心却谦虚地将它们轻轻拂落，只想

捡起一个“作曲教师”的名号，对他

来说，这已然是最恰当的一句称谓。

高倩/文 王小京/图

本报讯 日前，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

集团主办，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省北京路大剧院承办的“贵演·2025 新春剧

场”演出活动落幕。活动期间，钢琴独奏音

乐会、杂技魔术、京剧、室内音乐会等多种

艺术形式在北京路大剧院连续上演，丰富

了市民节庆期间的文艺生活。

活动从 2 月 2 日至 14 日举行。钢琴独

奏专场音乐会《春节序曲·金蛇狂舞》率先

上演，俄罗斯钢琴大师安德烈演绎了多首

中西经典曲目；省民族乐团带来的室内民

族 音 乐 会《春 来》，各 种 民 族 乐 器 交 相 辉

映，共同奏响了一曲春天的赞歌；省杂技团

的魔术杂技欢乐秀《喜乐年景》以幽默诙谐

的风格，通过喜闻乐见的杂技、魔术、变脸

等表演形式为观众带来一场欢乐、喜庆的

视听艺术盛宴；贵州京剧院的京剧《白蛇

传》经典重现，演员们精湛的技艺、婉转的

唱腔和传神的表演，再现了感人至深的爱

情传奇；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演绎了室内

音乐会《春生万物》，唯美的音乐场景和优

美的旋律，让观众如同置身于万物复苏、生

机勃勃的春天。

据省演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继“贵

演·2025 新春剧场”后，公司将围绕端午、七

夕、中秋、重阳等中国传统节日，在北京路

大剧院举行主题性演出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贵演·2025新春剧场”演出活动落幕

97岁作曲家杜鸣心再忆《红色娘子军》

民族音乐的基因无可取代

《红色娘子军》剧照。

杜鸣心在看琴谱。

《红色娘子军》剧照。

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话剧《一句顶一

万句》近日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剧中，主

人公杨百顺在纷繁复杂的人生之路上数次

改名，最终实现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

迁徙。而这部由牟森导演的话剧，自 2018

年首演以来，也在保留原著“现实魔幻主

义”文学内核的同时，历经分拆剧本、深化

角色、打磨调整，通过舞台艺术的创新探索

不断沉淀和生长，将普通人的“心事洪流”

升华为更具共鸣的生命寓言，蜕变为“成熟

史诗”。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笔下的一曲

中原平民史诗，以“出延津记”为引，铺陈出

乡土社会中的百态人生。牟森把这部作品

搬上戏剧舞台时，将小说中庞杂的人物关系

与命运轮回提炼为“交响乐结构”，运用歌

队营造出古希腊悲剧般的庄严感，同时将河

南民间小调与豫剧元素融入李京键的作曲，

构成双重变奏，探索“说不着”与“说得着”

之间永恒的命题。

沈力的舞台设计简约诗意又大气磅礴，

苍茫的天空象征着中原地区的宽厚与粗粝，

苍穹之下，一切都那么渺小；大地高高低

低，道路曲曲折折，渺小的人如迷途的羔

羊，经过一个又一个岔路口；天地之间的麦

田，隐喻着自然恩赐，是在黑暗迷途中寻找

光亮的人们的希望；灯光则用白色光斑与黑

色暗板交替，暗示命运的挣扎与无常。

剧中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都是纷繁复杂的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与情

感。豫剧表演艺术家赵吟秋、边玉洁等 15

位演员饰演的 40 多个角色被赋予不同的

“音色”，通过旁白、歌队、独白交织成“心事

的洪流”，道出了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等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众声喧哗都被包裹

在一种“难以言说”的整体哲学观照当中，每

个人的求索，也因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感动，而

具有了某种“抵达”和“获救”的意味。

杨易作为话剧《一句顶一万句》首演版

主角，当年以新星状态就挑起了这部大戏的

大梁；如今，经历更多舞台磨砺的他重归该

剧，刻画角色更为沉稳细腻。从倔强少年到

沧桑中年，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

最后自称罗长礼，既是命运流转的隐喻，也

是身份迷失的具象化呈现。杨易通过方言

腔调中的细腻情感与充满张力的肢体语言，

将角色的身份焦虑与精神漂泊演绎得淋漓

尽致。当杨百顺最终踏上出走之路，舞台骤

然暗下，唯有一束追光笼罩其身影，此刻的

孤独不再是软弱，而是“不屈”与“无悔”的

宣言。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

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

独。”“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寻一个说得着

的人。”剧中反复叩问的核心命题是：为何

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对

话？牟森的舞台重构进一步揭示了孤独的

双重性——它既是枷锁，亦是救赎的起点。

这也让人不禁深思：当个体的孤独被淹没在

“一万句”的洪流当中，我们是否还能听见

自己内心的那“一句话”？

王润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

在众声喧哗中叩问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