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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 风 里 ，芬 芳 的 百 合 花

静静绽放。近日，原创芭蕾舞剧

《百 合 花》在 上 海 大 剧 院 迎 来 首

演，以细腻的肢体语言描摹文学

作品中的丰富情感。首演现场，

著名指挥张诚杰执棒，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伴奏，营造丰沛的艺

术感染力。

战火中，“通讯员”为了保护运

送伤员的担架队，扑在敌人投来的

手榴弹上壮烈牺牲；月光下，“新媳

妇”将未曾借出的婚被轻轻盖在他

的身上，枣红被面上的百合花显得

格外醒目；伴随着动人的音乐，“通

讯员”的英魂回到家乡……“这一幕

触到了我的泪点，课本里的文字瞬

间变得生动具象了。”高二学生葛晏

希红了眼眶，她和同学张忻媛、陈思

涵结伴而来，被这部新剧深深打

动。“从喜悦到悲伤的转换，似乎就

发生在一刹间，让我们感受到了战

争的残酷无情、和平的来之不易。”

上海 芭 蕾 舞 团 出 品 的 舞 剧

《百 合 花》改 编 自 茹 志 鹃 1958 年

发 表 的 同 名 小 说 ，由 茹 志 鹃 的

女 儿 王 安 忆 担 任 编 剧 。 穿 越 历

史 长 河 ，母 女 两 代 作 家 的 灵 韵

在 舞 剧 中 交 汇 。“ 当 下 ，主 旋 律

舞 剧 创 作 呈 现 多 元 丰 富 的 新 气

象 ，宏 大 叙 事 更 添 贴 地 感 、烟 火

气 。 对 英 雄 人 物 的 描 摹 越 发 立

体 而 鲜 活，平凡而又不凡的融合

归一，与观众产生了深切的共情

共 鸣 。”舞 剧 总 导 演 王 舸 表 示 ，

《百合花》延续了这一创作理念，

在致敬传统的同时，进行了大胆

的 艺 术 创 新 ，“ 以 小 人 物 、小 情

节，见大视野、大情怀”。

借被子
历时三年精心打磨，《百合花》

首次以芭蕾的形式呈现于舞台。

在原著的基础上，舞剧进行戏剧

性扩充，讲述“通讯员”送文工团

女战士“大姐”到前沿包扎所后，

因向“新媳妇”借被子而产生了交

集……作品中，如同百合花般纯粹

真挚的人性之美、温暖质朴的人情

之美、蓬勃坚韧的生命之美，跨越

时空依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在

《百合花》里，我们看到了几代人在

美学追求上的‘血脉延续’‘基因传

承’，同时也看到不同时代文艺家

的‘不同和差异’。这个话题、这一

实践所带来的思考，对中国芭蕾舞

剧 的 未 来 ，会 带 来 积 极 影

响。”文艺评论家方家骏说。

小 说《百 合 花》1958 年

发表在《延河》上，全文只有

5000 多字。“这部小说的线索

非常简单，戏剧性不强。文中

所写‘借被子’情节太日常、太

写实，而舞蹈肢体讲求外化的

表演，要给演员留下发挥的空

间。第一次将小说改编成舞

剧，这些对我都是新课题。”接

到上芭的邀约时，王安忆想象

不出《百合花》该如何搬上舞

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

思和也打电话提醒她：“舞台上千万

不要出现被子，不太好看。”

为了攻克“借被子”舞段的创

作难题，主创团队反复商量琢磨。

王舸坦言：“我们总不能在台上打

借条吧！必须用细腻的表演刻画

人物心理，说出角色的‘心里话’。”

最终，舞剧采取了诙谐灵动又充满

生活气息的处理方式，让王安忆点

赞“极其意外、非常有趣”。“借被

子”短短几分钟里，许靖昆饰演的

“通讯员”建立起鲜活丰满的形象：

从踌躇不前到鼓足勇气，从满怀期

待到手足无措，配合诙谐音乐的挠

头动作，将少年的纯真可爱展现得

淋漓尽致。“舞台作品不仅要提供

审美价值，更要以情动人，找到与

观众之间共通点。”王安忆说，“不

必过分强调代际差异，人与人的情

感是相通的，我们要相信感情。”

舞剧创排期间，年轻一代演员

们不断实现自我突破。演出中，上芭

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主要演员许靖

昆、郭文槿呈现了茹志鹃笔下的人物

性格——淳朴善良的“新媳妇”、质朴

腼腆的“通讯员”、心怀大爱的“大姐”

从初次相遇到建立深厚情谊，每一处

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经过导演的

悉心启发，年轻演员在如何塑造人

物、如何表达中国式情感上，走过了

一段从陌生到适应到富有创造力的

成长之路。”方家骏认为，几位演员可

以独当一面挑大梁，学会如何塑造人

物，在艺术上也更显成熟。

青春诗
跟随配音演员丁建华深情讲述

的画外音，观众在一幅幅从 1946 年

秋天走出的鲜活人物群像中，仿佛触

摸到了历史的温度。“《百合花》以海

派芭蕾的独有风格赓续上海红色文

脉，用国际视野下的创作弘扬城市精

神品格，作品重现战争岁月年轻一代

的青春、热血、信仰、梦想。”上海芭蕾

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如是说。

在精心构筑的倒叙时空里，舞

剧开篇从中年“大姐”的回忆切入，

通过交错的现实与记忆空间铺展青

春叙事。舞台空间被回忆的潮水浸

染，在战火中永远定格的面容逐渐

浮现。“巧妙的编排让现实与回忆在

这一刻完成了转换，这种带有电影

蒙太奇的编排手法，延展了舞台的

时空。”观众李涛表示，整台表演并

不那么用力，而是呈现清新隽永的

姿态，“让我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舞剧里，不少舞段和场景前后

呼应，激荡出更加澎湃的青春力

量。第一幕中，江南女子在温润水

乡踏着轻快舞步，轻盈的布匹在她

们的手中上下翻飞；“借被子”的舞

段妙趣横生，让硝烟弥漫的岁月绽

放出温情与美好。随着剧情推进，

蓝紫布匹化作血色残片，宣泄着战

火纷飞的惊心动魄；“新媳妇”把婚

被盖在“通讯员”身上，为他最后送

别。“我们用轻喜剧般的灵动舞蹈

勾勒出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却在最

温柔的瞬间，让观众感受到战争的

无情与和平的珍贵。”王舸说。

从笔尖到足尖，《百合花》在

融合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的同时，

展 现 江 南 的 温 婉 韵 味 和 浪 漫 情

怀，将年轻人对生命、美好、和平

的向往化作舞台上动人的青春诗

篇。“顶尖主创团队把文学的诗意

转化为足尖的韵律。”上海芭蕾舞

团团长季萍萍说，“我们不断突破

传统舞剧的表达边界，力求以创

新的艺术语言、富有层次的人物

刻画，让经典文学在当代舞台上

焕发新生。”
宣晶

“黄河之声·世纪回响”——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音乐会日前

在中华世纪坛广场上演，著名钢琴

家郎朗、女高音歌唱家王莉等多位

艺术家携手登台，演绎红色经典作

品，再现烽火岁月中军民携手抗战

的家国情怀。

夕阳余晖中，晚风轻吹，晚霞

将中华世纪坛背后的天空染红，广

场上，蓝色的灯光烘托出庄严的景

象。《红旗颂》的恢宏气象拉开了音

乐会的大幕，天津交响乐团在青年

指挥家刘翔的执棒下，用气势磅礴

的铜管与弦乐交织出红旗漫卷的

壮阔画面。

歌剧《江姐》的旋律响起，著名

女高音歌唱家、第五代“江姐”饰演

者王莉以一曲《红梅赞》掀起全场

第一个高潮，她以宽广音域与深情

吟唱重现“江姐”柔婉而坚定的形

象。随后，《延安颂》《太阳出来照

四方》等作品的上演，让观众听得

如痴如醉。

“中华世纪坛是一个具有独特

意义的场地，它犹如一条贯通古今

的历史长廊，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历

史与未来。”本场音乐会艺术总监

王芙英介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我们要用音乐把这里点燃。”音

乐会设置了一个特别的讲述环节，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

老战士及战士后代缓步登台。95

岁高龄的东江纵队老战士罗竞辉

动情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字字千

钧，“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是以千

千万万人民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不能忘记历史！年轻一代要将他

们的精神传递下去。”

当全体观众沉浸在抗战英雄

的回忆中时，北京的天使童声合唱

团与香港儿童代表携手演绎经典

抗战合唱曲目《保卫黄河》，百人阵

容唱出两地青少年同心共筑民族

记忆的信念。紧接着，著名钢琴家

郎朗与青年盲人钢琴家刘浩先后

登台，分别演绎钢琴协奏曲《黄河》

的不同乐章。

在中华世纪坛灯光的掩映下，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的歌声还在云霄间回

荡，郎朗指尖流淌的音乐又让黄河

的壮美形象如在眼前。观众情不

自禁地拿起座椅上的小国旗，跟着

音乐挥舞，抒发内心澎湃的情感。

抗战精神就在悠扬的音乐和一面

面国旗的挥舞中悄然传承。“今天

是我第一次在中华世纪坛弹钢琴，

我感觉到非常磅礴的力量，在今年

这个独特的时间节点弹《黄河》，我

希望能把它弹得更有气势。”郎朗

说，《黄河》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

中国钢琴作品之一，更是一首凝聚

中国人心的作品，“今天也有很多小

朋友来这里歌唱，希望我能带个好

头，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据悉，本场音乐会由新浪微博

与咪咕视频平台进行现场直播，错

过直播的观众也可通过上述平台

观看完整回放。

韩轩

“在这至暗的寒夜之中，人心深处的星

火，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危险。我们的故

事就从这信仰与抉择、坚守与沉沦的十字路

口开始。”剧场场灯暗下，演员王刚熟悉的画

外音朗诵声响起，瞬间将全场带入 1934 年的

哈尔滨……近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全新打造

的原创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北京首演

正式启幕。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感染力的

表演、燃情的音乐歌舞，都让现场观众沉浸

其中。首演结束时，该剧总制作人周涛、制

作人王翔浅和房雷带领全体主创上台，和演

员们共同谢幕，再次引发全场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

演绎身份撕裂与信仰坚守
原创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改编自陈

玙同名小说，主创主演阵容强大：钟浩导演，

杨硕编剧、作词，刘九佑任音乐总监、作曲，刘

科栋舞美设计，任冬生灯光设计，张恩淑舞蹈

编导，巴特尔声乐指导，孔江多媒体设计，王

婷造型设计；刘令飞、金圣权、何亮辰等优秀

演员主演。

该剧以抗战历史为宏大幕布，以抗战精

神为叙事内核，用音乐和舞蹈的艺术表现形

式，再现了烽火岁月中，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

壮烈史诗。全剧以“身份撕裂与信仰坚守”为

叙事核心，在战争的阴影下，每个角色都面临

着命运的拷问。地下党员王一民在讲台与战

场间切换身份，师者的儒雅与战士的果决形

成强烈戏剧张力；玉旨一郎深陷文化认同与

政治使命的撕裂困境，成为这场人性拷问中

复杂而深刻的灵魂镜像；卢淑娟的坚定反抗、

罗世诚的热血无畏，塞上萧与柳絮影的悲壮

爱情，都让家国大义与个人命运交织出震撼

人心的力量。

突出“青春化”“沉浸感”
演出融合悬疑叙事与浪漫史诗气质，突出

“青春化”“沉浸感”，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共情

桥梁，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时代生命力。

舞台上，松花江滨洲铁路桥化作舞美设计

的筋骨，升降台与多媒体投影构建出“裸眼

3D”的民国冰城；360 度旋转机械装置配合多

媒体投影，让中央大街的霓虹、纷飞的雪片与

监狱的铁窗在 3 秒内完成切换；灯光以红、蓝、

暖三色交织，精准勾勒压抑与希望的博弈；26

首原创歌曲更是点燃现场观众激情，《茫茫

夜》《他的目光》《他到底是谁》《我注定孤单》

等一首首旋律动人、歌词优美的歌曲被唱功扎

实的演员们以真挚的情感唱响时，舞台上下形

成奇妙的情感共振。

以艺术之火重温历史
“历史的回响总是认真严肃的，当代青年

如何将灵魂共振，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

想，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已经迈出了试

探性的一步，让人欣慰。”演出结束后，很多观

众都忍不住分享自己的感受。有观众激动地

表示：“小时候曾经看过《夜幕下的哈尔滨》的

电视剧，所以一听到王刚老师的旁白，就觉得

无比亲切感动；演出更是让人震撼，演员表

演、词曲音乐、舞美灯光，都给人带来艺术的

享受和心灵的触动。”

还有年轻观众感慨道：“回顾往昔，一群心

怀家国的中国人，在至暗时刻选择用生命守护

这片热土。音乐剧以艺术之火重温历史，让我

们与90年前的先辈隔空相望，血脉中所流淌的

是同样的赤诚。当丁香花的意象随着歌声弥漫

剧场，我忽然懂得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为何始

终屹立不倒。那种在夜幕中依然坚守的温柔力

量，让动人心魄的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

王润

近日，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创排的话剧《孤村》登陆国家话剧院舞台。作

品在方寸之间点燃了民族精神的熊熊烈焰，令

人过目难忘。

《孤村》没有选择宏阔的战争全景，而是另

辟蹊径，将目光聚焦于抗战时期一场惨烈激战

后，中原大地上的孤村里一个幽暗逼仄的地

窖。在这里，血战幸存、身负重伤的八路军年

轻战士牛二虎，与为躲避日寇“三光”暴行而

藏匿于此的村姑翠莲意外相遇，两人命运因此

紧紧相连。面对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近乎绝望

的境地，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展开两个人的抗

战。牛二虎骨子里的军人血性与翠莲刻骨的

家仇国恨，碰撞、融合，最终凝结成一股不屈

的信念之火。他们以地窖为据点，凭借仅有的

步枪和菜刀，义无反顾地进行战斗，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息。

该剧最撼动人心的力量，恰恰源于它对平

凡个体人性光辉的深度挖掘。舞台上，那狭小

的地窖隔绝了外界的炮火硝烟，却成为一面映

照战争残酷与人性坚忍的棱镜。通过牛二虎

与翠莲在地窖中的对话、回忆与闪回，老三连

战士近乎全员殉国的惨烈、无辜村民惨遭屠戮

的悲鸣、日寇令人发指的暴行……被一层层无

情地剥开呈现。也是在这极度压缩的小小空

间中，剧中人复杂而炽热的情感被放大：对侵

略者同仇敌忾的切齿之怒，对逝去亲人温暖又

锥心的追忆，生死与共中凝结的军民鱼水深

情，以及在这极端环境下悄然萌生、却又必须

压抑在民族大义之下的朦胧情愫。这里，是绝

望的深渊，却也是孕育希望的温床——驱逐日

寇、为惨死的乡亲复仇、守护脚下这片浸透血

泪的土地与头顶那片自由的蓝天，成为支撑两

人在黑暗中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这种“大时代、小人物、深切口”的创作理

念，在地窖这一极致凝缩的舞台空间里得到了

近乎完美的诠释。空间的限制，反而迫使所有

的戏剧张力、情感波澜都聚焦于牛二虎与翠莲

这两个灵魂的挣扎、坚守与最终的升华之上。

该剧采用小剧场形式。演员们不依赖任

何扩音设备，全凭真声演绎，当剧情推向最紧

张的高潮，演员甚至直接走入观众席间表演，

那份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血脉偾张的同仇敌

忾，瞬间将观众裹挟其中，沉浸感极强。当地

窖外敌人搜寻的脚步声如同丧钟般逼近，生

死悬于一线。为保护翠莲，身负重伤的牛二

虎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艰难地爬出赖以藏

身的狭小空间，主动暴露自己引开敌人。舞

台上，弹尽，刀钝，英雄的身躯轰然倒下……悲

怆的音乐如潮水般瞬间淹没了剧场，观众席

间，泪光闪烁，一片静默，继而爆发出经久不

息的掌声。这一刻，牛二虎完成了从求生者到

自觉献身者的精神涅槃。一个平凡战士的身

影，在牺牲的烈焰中，升华为整个民族不屈意

志的图腾。

方寸地窖见山河。《孤村》以创新的艺术姿

态和深邃的历史表达，重重叩击着每一位观众

的心灵，展现出我国原创戏剧的蓬勃活力。剧

中人在绝境中迸发出的抉择勇气与担当精神，

精准地触动了潜藏于每个人血脉深处的家国

情怀，不仅令人热泪盈眶，更引发了灵魂深处

的持久震荡。

武陈昊

话剧《孤村》：

方寸地窖见山河

原创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再现烽火抗战传奇

演绎红色经典再现抗战精神

《黄河》之声激起“世纪回响”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

致敬战火岁月热血青春

郎朗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一、二乐章。

话
剧
《
孤
村
》
剧
照
。

原
创
音
乐
剧
《
夜
幕
下
的
哈
尔
滨
》
剧
照
。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以细腻的肢体语言描摹文学作品中的丰富情感。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