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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文化演

艺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旗下多

彩贵州艺术团联袂澳大利亚管弦

乐 团 打 造 的“ 多 彩 贵 州·风 行 天

下”国潮交响音乐会，将于 7 月 7

日、7 月 9 日首登悉尼歌剧院与墨

尔本演奏中心，以音乐为媒打造

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据悉，此次音乐会特别采用

“双指挥”创新模式，由民乐指挥

与 交 响 乐 指 挥 共 同 执 棒 。 演 出

集结了中澳两国众多艺术力量，

特邀著名胡琴演奏家姜克美、唢

呐 演 奏 家 张 倩 渊 等 国 家 级 艺 术

家 倾 情 加 盟 。 演 出 曲 目 融 合 了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艺术精

髓，既有《黄河》钢琴协奏曲的磅

礴气势，又有《夜深沉》京胡协奏

曲 的 苍 劲 激 越 ；既 能 在《春 江 花

月 夜》中 品 味 东 方 意 境 ，又 能 在

《四 大 名 著 组 曲》中 再 现 西 游 神

话 、三 国 烽 烟 、水 浒 豪 情 与 红 楼

遗韵；《百鸟朝凤》则以唢呐的灵

动 婉 转 描 摹 百 鸟 和 鸣 的 自 然 诗

画 。 此 外 ，贵 州 非 遗 瑰 宝 木 叶 、

芦笙也将在悉尼歌剧院奏响，配

合《多 彩 贵 州 组 曲》的 动 人 旋 律

为海外观众开启一场神秘多彩的

黔韵之旅。

下一步，贵州文化演艺产业

集团将持续深化国际演艺合作，

打造更多具有中国气派、贵州特

色的文化精品，让世界通过艺术

的语言，听见贵州故事，感知中华

文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近日，由四川天府演

艺集团打造的大型舞剧《三国志》

在北京路大剧院演出。该剧以史

学家陈寿十年磨一剑的“著史精

神”为主线，展现了恢宏浩荡的三

国文化，为筑城市民带来一场彰显

忠、勇、智、义的文化盛宴。

舞剧《三国志》以史学家陈寿

的“暗黑十年”为叙事核心。据介

绍，陈寿为编著《三国志》，坚持求

真的著史态度，倾注毕生所学与

半生精力，在接连遭受打击贬谪

后，历经十年寒窗方完成这部历

史巨著。剧中通过舞者的肢体语

言展现他在乱世中坚守史笔的孤

勇——从别离故土的悲怆，到倾注

心血的奋笔疾书，再到困顿中的精

神突围，舞台用矩阵竹简的抽离与

重组，将史册文字幻化为鲜活的三

国英豪。

演出现场，关羽的“忠”化作刚

劲有力的盾甲舞，张飞的“勇”演绎

成雷霆万钧的踏鼓阵，诸葛亮的

“ 智 ”通 过 行 云 流 水 的 水 袖 功 展

现。最巧妙的是貂蝉桥段：两位舞

者共用一袭七米红绫，通过缠绕、

抛接完成“美人离间计”的隐喻，将

权谋斗争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肢体

叙事。此外，舞台通过虚实结合的

布景设计，将竹简投影、舞台装置

等元素与多媒体手段交织，营造出

“青灯黄卷著青史”的场景。当诸

葛亮、关羽等人物从投影中走出，

与陈寿共舞于光影帷幕下，科技手

段精准复刻了“青史照人”的意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大型原创舞剧《三国志》
在筑演出

舞剧《三国志》剧照。 成都天府演艺集团/供图

5 月 13 日晚，四代花灯艺术家历经

半个多世纪接力传承的贵州花灯戏经

典 剧 目《七 妹 与 蛇 郎》亮 相 国 家 大 剧

院，在“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

戏 曲 剧 种 展 演 ”中 精 彩 绽 放 。 有 着 三

百年历史底蕴的国家级非遗花灯戏焕

发 出 新 的 生 机 与 活 力 ，引 起 了 首 都 观

众和各界专家的共情共鸣。该剧由贵

州 文 化 演 艺 产 业 集 团 出 品 、贵 州 省 花

灯剧院制作。

这是 2021 年 7 月贵州花灯戏《红梅

赞》赴国家大剧院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之

后，贵州花灯戏时隔四载再次亮相国家

大剧院这一国家级艺术殿堂。“此前我们

也去过国家大剧院演出，但作为国家级

非遗传统剧目演出，此次参加展演意义

非常重大。”贵州省花灯剧院党总支书记

龙国洪介绍，剧院为此次演出组建了优

质艺术团队，在剧目编排中反复打磨，力

求弘扬传统与创新并举，满足观众的现

代审美与需求。

历经六十余载打磨的

“立团之作”
“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兴”，贵州花

灯戏历史悠久，其发展史可谓是贵州文

化多元共生、创新发展的生动写照。在

与贵州各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实现了贵州花灯戏的本土化演进，且

逐渐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路花

灯，发展为“生、旦、净、丑”行当齐备、

“唱、念、做、打”功法俱全的地方戏曲艺

术 ，在 黔 地 具 有 深 厚 而 广 泛 的 民 间 基

础。经由历代花灯人口传心授、以戏代

培，贵州花灯戏已逐渐形成代代延续的

传承谱系。2011 年，花灯戏入选国务院

第三批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是贵州省花灯剧团。

1956 年，贵州省花灯剧团（贵州省花

灯剧院前身）成立，标志着我省的花灯戏

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场

坝走向剧场。剧团成立后创排的第一部

原创花灯大戏，即是《七妹与蛇郎》。

《七妹与蛇郎》以忠贞不渝的爱情

为 主 线 ，以 脍 炙 人 口 的 民 间 传 说 为 蓝

本，讲述了蛇郎和张家七妹以蛇精内丹

宝珠定情，张家大姐贪财抢珠，蜂翁巧

计夺回，促成七妹、蛇郎姻缘美满，后因

大姐贪财善妒，与蛇精勾结作恶却自食

其果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与

阴暗，是一部扬善惩恶、劝人向善的传

统戏曲佳作。

该剧于 1960 年首演即引发观演热

潮，曾参加 1987 年第一届中国艺术节、

2018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参演纪念，

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2021 年度戏

曲像音像录制工程，是贵州花灯艺术发

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历经六十

余载打磨，四代艺术家接力传承，《七妹

与蛇郎》随时代和观众的审美不断守正

创新，先后推出了 5 个演出版本，堪称贵

州花灯剧院的“立团之作”。

作为贵州花灯戏的代表作，《七妹

与蛇郎》在传承和创新上的努力，体现

了贵州民间艺术瑰宝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剧院不断与时

俱进，推陈出新，从培养新秀到孕育名

家，逐步构建并汇聚了包括中国戏剧梅

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物、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青年骨干在内

的创作团队。“这一团队展现了‘老中青

少’四代人的传承力量，为此次赴国家

大剧院展演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龙国洪说。

“四代同台”构成最动人

的文化图景
此次展演的最大亮点，莫过于“老中

青少”四代花灯人同台的传承模式，这场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接力构成了最动

人的文化图景，生动诠释了贵州花灯戏

的蓬勃生命力。

舞台上，老艺术家举手投足间展示

出六十余载的舞台功力，年轻演员们眉

眼流转中跳动着数字时代的灵动韵律。

邵志庆饰演的“大姐”、蔡妙禧饰演的“七

妹”、罗代航饰演的“蛇郎”、曹礼杰饰演

的“蜂翁”、阮运才和邓铸伟饰演的“蛇

精”，他们构成了一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

艺术对话。古老的花灯戏披上了“年轻

的外衣”，以年轻人熟悉的语言叙述着传

奇，它不再是陈列在舞台上的“非遗展

品”，而是化作融入现代生活、引发情感

共鸣的文化桥梁。这场四代花灯人的艺

术接力，不仅为花灯戏的传承开辟了新

路径，更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书写了

地方戏曲“活态传承”的时代答卷。

“贵州花灯剧院通过建立系统的艺

术档案、数字化保存表演程式、创新青年

演员培养机制，让传统艺术基因在当代

文化土壤中持续裂变。”龙国洪告诉记

者，剧院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花灯

戏数据库，实施贵州花灯戏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已先后出版多

部专著及影像制品，为贵州花灯戏的保

护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持，“剧院所

构建的‘传帮带’体系，正在书写着非遗

‘活态传承’的现代范式。”

贵州多彩文化的“现代

解码”
《七妹与蛇郎》在传统花灯戏“三小”

（小旦、小丑、小生）表演特色的基础上进

行了大胆创新，根据此前演出专家指导

意见进行打磨调整，导演苏捷在原有故

事框架中恢复老版“蛇精”这一反派角

色，以此增加戏剧冲突张力。剧院“持续

打磨，让经典焕发时代光彩”的理念在综

合呈现中得以体现。

在舞美设计方面，采用“虚实相融”

的设计理念，通过“蛇窟”“茶山”“井口”

等场景，使观众仿佛置身于传说中的奇

幻世界。剧中通过“蟒山定情”“蜂翁说

媒”“破镜重圆”等经典桥段，充分展示了

贵州花灯戏独有的艺术特色。在“茶山

对歌”场景中，演员们手持竹篮在茶山载

歌载舞，将贵州方言的幽默诙谐与花灯

曲调的欢快灵动巧妙融合，让观众们看

到了一幅生动的贵州民俗画卷。而最为

观众喜爱的“蜂翁说媒”则精彩展示了传

统花灯的“矮桩步”“扇帕功”，让人眼前

一亮。而序幕的打戏更凸显了作品的戏

曲底色，让人直呼过瘾。

《四小景》《月调》《白牡丹》等经典曲

牌让观众领略了贵州花灯戏的声腔韵

味。而七妹与蛇郎在戏中的几段深情对

唱加双人舞也让年轻观众在传统戏曲中

磕到了偶像剧的 CP“甜蜜感”。这种“旧

瓶换新酒”的创作理念，让 60 多年前的经

典剧目焕发出青春活力。

作为贵州花灯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和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邵

志庆在剧中甘为绿叶，倾情演绎大姐一

角，为青年演员搭台唱戏。她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要让年轻人点燃内心之光在

舞台上绽放，更好地去寻觅贵州花灯戏

的现代表达。我们不是在简单地复制经

典，而是要共同创造新的经典，让花灯戏

焕发新生。”

本文图片由凌风提供

守正创新“点亮”三百年花灯艺术
——贵州花灯戏经典剧目《七妹与蛇郎》亮相国家大剧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多彩贵州·风行天下”
国潮交响音乐会将在澳奏响

贵州花灯戏经典剧目《七妹与蛇郎》亮相国家大剧院。

《七妹与蛇郎》中的“七妹”与“蛇郎”。

新华社电 5 月 11 日，由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儿童剧《鹬·

蚌·鱼》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上演，

200 余名摩洛哥观众在一片恬淡写

意的中国田园景象中了解了中国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经典故

事，演出深受观众好评。

该剧目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

的诸多元素，舞美和音乐设计也

都展现了浓浓的中国风。为便于

摩 洛 哥 观 众 理 解 ，演 出 开 始 前 ，

工作人员特意用阿拉伯语对剧情

进行简要介绍。演出时，不论是

鹬 鸟 、河 蚌 和 游 鱼 的“ 勾 心 斗

角 ”，还 是 渔 夫 被 河 蚌 夹 脚 后 急

于脱身的滑稽一幕，都让摩洛哥

小观众发出阵阵笑声。演出结束

后，小观众们纷纷围住中国演员

合影留念。有小观众告诉记者，

这 是 第 一 次 看 到 这 样 的 表 演 ，

“很酷，很喜欢”。

拉巴特是该剧目在摩洛哥巡

演的最后一站。此前该剧已在得

土安和盖尼特拉演出。

中国儿童剧《鹬·蚌·鱼》
在摩洛哥深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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