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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在新时代继承和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于10月22日至11月1日在京举行。

此次展演推出新创舞剧《英雄儿

女》和复排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歌剧

《同心结》3部剧目，共演出10场。展演

坚持公益惠民原则，以“线下”剧场演出

和“线上”网络直播、展播相结合的形式

开展。

开幕演出是由山东省京剧院复排

的经典京剧剧目《奇袭白虎团》。该剧讲

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兵副排长严

伟才在金城战役中，率领侦察班在朝鲜

人民军联络员韩大年和当地群众的协

助下，化装成敌军，策应主力部队，摧毁

“白虎团”团部，生擒“白虎团”团长和美

国顾问的故事。

作为一部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歌

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奋发

向上、不畏强敌的伟大精神，同时也因

为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在现代京剧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的“红色经典”，不断复排

既是对人民英雄精神永恒的铭记，同时

也是延续和传承文艺瑰宝，保存艺术火

种的重要途径。

此次复排邀请了原《奇袭白虎团》

剧组参加过电影拍摄的白云明、张连成

担任导演。“复排不是复制，再现经典的

同时，应注重体现时代性，提高观赏性，

努力再创造。”导演白云明介绍说，该剧

在保留原有舞台风格的基础上，结合声

光电等舞美技术，使舞台呈现更加满足

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在音乐上实现了

传统京剧乐队与交响乐队的深度融合，

使剧中唱段更具艺术感染力。此外，剧

中有很多动作对演员技能要求很高，这

既是该剧的亮点，也是排演的难点。如

第六场“插入敌后”中，主演和“尖刀班”

演员要以多种姿势从两米的高处“下

高”，“云里前扑”“云里翻”“下高三百六

转体”都被称为“玩命动作”。此前，山东

省京剧院多位演员都曾因该剧受伤。能

演主角严伟才的演员更是难找，要求演

员文武兼备，既能唱又能舞，还要边舞

边唱，配合多种高难度的武戏动作，对

演员是极大的考验。此次饰演男主角严

伟才的演员孙卫安，十年前复排时，就

曾在演出过程中受过伤。除了男主角严

伟才，创造了多个“新程式”的群戏动作

场面也是该剧不可多得的看点之一。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新创舞

剧《英雄儿女》改编自同名电影，全剧以

古典舞为基础，融入现代舞、民族民间

舞等元素，通过交响乐合唱形式呈现

《英雄赞歌》《我的祖国》《志愿军战歌》

等经典旋律，充满了英雄主义情怀，将

观众带回到了热血奋进的年代。

《英雄儿女》主创团队负责人说：

“创排舞剧《英雄儿女》不仅是向志愿军

英雄们致敬，也是向中国歌剧舞剧院的

前辈们致敬。翻开历史档案，老一辈艺

术家多次走上朝鲜战场，他们在祖国需

要时，出色的完成了国家交予的任务。

近期，中国歌剧舞剧院有16位老艺术

家获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舞蹈艺术家山翀是该剧艺术指导

和女一号王芳的饰演者，她说：“历史的

长河里，无数的英雄先烈用生命为我们

铺平了道路，如今，我们要用舞蹈的方

式，重现他们、致敬他们、缅怀他们。用

舞蹈的方式永远留下先辈们的精神，完

成先辈们的遗志。”

舞剧《英雄儿女》不仅有对时代风

云、战火硝烟的全景式书写，还从兄妹

情、战友情、父子情等入手，聚焦战争中

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以此展现了中国

儿女不畏强敌、敢于战斗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和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剧中舞

段编排独具匠心，既突出舞蹈的抒情

性，又兼具叙事功能，将剧情与人物情

感紧密相连。其中一段明朗激昂又不失

细腻委婉的朝鲜族舞蹈神韵俱佳，堪称

亮点。

10月22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

首演结束后，不少观众在留言板上写满

了感慨：“纪念战争是为了珍爱和平，纪

念英雄是为了守护正义，英雄是民族最

闪亮的坐标。每一次对英烈的祭奠，每

一次对英雄的赞颂，都是为了新的出

发。英雄不老，精神永恒！”“向英烈致

敬，精神永存！”“这盛世如你所愿”“牢

记先烈们的铮铮铁骨。”

由四川交响乐团、四川人民艺术剧

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演出的复排歌剧《同心

结》，以曲折生动的情节讲述黄继光及

战友们与朝鲜人民在保卫和平、反抗侵

略斗争中，用鲜血凝结起彪炳日月的战

斗友谊，唱响了讴歌英雄的正气之歌。

此次复排由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中

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乔佩娟担任艺术顾问，宫晓东担

任导演，四川交响乐团青年指挥家肖超

担任指挥，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黄

继光，歌唱家黄华丽、蒋宁、张卓主演，

参演人数达260人。

黄继光的英雄故事感人至深家喻

户晓，但对导演宫晓东和所有主创来说

却充满挑战。宫晓东认为，该剧最大的

难点就是突破旧有的英雄模式。没有从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

人，黄继光去抗美援朝时才21岁，他为

什么能做出那样的英雄之举？他对祖

国、对故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都

需要在剧中完整解读。同样，祖国这个

母体，也不是符号化的。在《同心结》舞

台上，有笑容可掬挂念孩子的黄妈妈、

朴妈妈，有故乡充满乡音的土地，有家

里哞哞叫着的老黄牛。在宫晓东看来，

“祖国从来不是抽象的，她是故乡村头

的袅袅炊烟，是故乡天边漂泊的云。”这

一创作理念，同样体现在王宏伟的人物

塑造中。王宏伟认为，英雄应该是一个

鲜活的人物，细腻之处的表达才最令人

动容。从家乡的一碗面到家里的老黄

牛，从他日思夜想的妈妈到他心中挂念

的祖国……这些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普

通的场景，在舞台上放大之后，就能让

观众感受到英雄是实实在在的，是生活

在我们身边的。

歌剧《同心结》于 1981 年创作首

演，时隔40年，原剧在音乐上不免具有

深深的时代印记，为了让今天的观众更

能接受和喜爱这部英雄题材的歌剧作

品，主创团队以极大热情投入了音乐的

再创作，在原作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全

新演绎，利用新的配器技法，进一步增

强了宏大叙事的艺术魅力。作曲家巧妙

地将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四川民歌与

朝鲜民族音调融合在一起，使得民族风

格与时代精神相结合，音乐性与戏剧性

相结合，取材得当、形象贴切，再加上合

唱与乐队的渲染，形成了一部激动人心

的乐章，彰显了时代精神和革命英雄主

义气概。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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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你有多痛，我就多痛

心”“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故乡的土亲吻过脚

丫 ，如 果 有 一 天 ，她 也 需 要 我 ，搭 把 手 ，就 过

了”……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全国

人民的目光都投向这里。广大音乐工作者发挥专

长，自觉自发、不计报酬，克服创作时间紧、录音条

件有限等困难，创作了两万多首抗疫公益歌曲，涌

现出《坚信爱会赢》《大爱苍生》《武汉伢》等一批主

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原创公益歌曲。这些广泛流传

的抗疫主题音乐，不仅为武汉同胞加油打气，更承

载了全国人民对武汉的美好祝愿，提振了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信心。9月29日，在中国音

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音乐的力

量”——抗疫主题音乐创作座谈会暨优秀抗疫公

益歌曲荣誉证书颁发仪式上，叶小钢、舒楠、谭旋、

王晓岭、李诗原、景作人、王一川、向云驹、康伟等

词曲作家、专家学者，分享了抗疫主题音乐创作背

后的感人故事，交流了对此次抗疫主题音乐创作

的体会与思考。

中国音协主席、《大爱苍生》曲作者叶小钢谈

到，《大爱苍生》是其今年 3月份完成的一首抗疫

主题歌曲。4月份叶小钢完成了抗疫歌曲《樱花红

满天》，5 月份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心中的湖

北》。《大爱苍生》上线后，引发广大网友共鸣。叶小

钢认为，音乐表达同音乐家自身的境界是高度统

一的。面对战疫常态化，音乐家应立足现实，加强

同国家关切、民众需要的联系，聚焦人类命运共同

体，围绕火热的社会生活进行创作。《坚信爱会赢》曲作者舒楠创作之初就

在思考，面对疫情，我们的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基调上，而应更多

地体现中华民族面对灾难越战越勇的担当。“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创作

了《生死不离》，广为传唱。第二年我又去往汶川，我看到他们正在重建校

舍，我们准备做一面大红旗铺在操场上，当天风很大，我发动同学把红旗

边角压好，屋里有一个小女孩坐着，她说：‘老师我不去，我在这坐一会就

行。’我一看她整条腿是空的，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当时我就在想，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了，再唱‘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还合适

吗？”舒楠认识到，音乐不仅有宣泄情绪的功能，还应当有治愈的疗效。大

家众志成城战胜困难，而不是一味悲伤，这是此次舒楠在创作抗疫音乐时

的直观感受。《武汉伢》词曲作者谭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影视配

乐工作，今年春节本想带着家人回武汉老家，却由于疫情原因未能如愿。

那段日子谭旋每天都通过新闻报道密切关注家乡的疫情动态。武汉采取

交通管制当晚，身在工作室的谭旋非常担心家乡父母的安危，他和远在新

西兰的武汉老乡段思思通过微信商定，写一首歌来声援家乡。谭旋坦言，

自己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完了《武汉伢》的旋律，“我结合自己漂泊异乡

的游子心情，旋律如同儿时哼唱的童谣，都是小调”。不回避痛苦，也不刻

意煽情，谭旋将真情实感融入旋律，很快完成了谱曲工作。谭旋和段思思

共修改了3个版本的歌词，最后成型的歌词是非常私人化的。谭旋记忆里

的黄鹤楼、江汉路、热干面，武汉二厂汽水等都被写进了歌词中，段思思写

的“轧过大桥说过心里话”还源自武汉当地的一个传说，只要恋人从武汉

长江大桥的这头走到那头，这对恋人就能够白头偕老。《武汉伢》听哭了许

多人，它关乎成长的记忆，更关乎城市的变化。谭旋说，“虽然创作是很私

人的，音乐里的故事却可能是集体记忆。大家从未谋面，却在音乐里相遇，

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力量。”《中国一定强》词作者王晓岭认为，疫情暴发

期间创作的这些作品，用军事文艺的术语来讲叫做“战时文化”，它有因陋

就简、因地制宜、通俗浅近、重词轻曲等特点，这些特点都在此次抗疫歌曲

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此次音乐创作主题鲜明，比如眼睛、背影等都成为最

主要的艺术表达场景，再如守护、生命、逆行、保住、挺住等高频词，都值得

理论评论工作者去总结。疫情期间，抗疫歌曲是生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形成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载体。

与会专家对此次抗疫主题音乐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专家认为，疫情之

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困境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驰援。实现治愈疗效的抗

疫歌曲无不具有炽烈的生命意识、浓烈的情感温度和强烈的艺术品格。抗

疫之战尚未收兵，抗疫歌曲创作在进行沉淀和反思之后，理应将创作与抗

疫史诗相匹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合、与人民内心情感相呼应作为艺

术上的自觉追求，从而彰显音乐的力量。

为颂扬和鼓励音乐工作者在抗疫期间的自觉担当与优秀成果，强化

主题音乐创作的导向引领与价值追求，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与中国

音协对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全国优秀“战役”公益歌曲展播

系列》的316首优秀抗疫公益歌曲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会上，中国音协分

党组书记韩新安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共同为抗疫公益歌

曲《中国一定强》词作者王晓岭、《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日记》曲作者戚建波、

《坚信爱会赢》曲作者舒楠、《你有多美》词作者宋青松、《武汉伢》词曲作者

谭旋、《不舍的目光》词作者陈维东等6位词曲作者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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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首都功能疏解转型和副中心建设的全

面展开，民族文化复兴的脚步越来越快，大运河

和潮白河迅速升温，越来越火。在这古今交汇的

历史文化创作背景下，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19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评剧《梦回洋

桥》（北京凌空评剧团出品，总编导梧桐，主演张

超群、宋丽、赵斌）面对疫情，逆袭成长，终于隆重

推出，在全国地方戏领域和首都戏剧圈、演艺圈

引发热议。

从明代开始，洋桥就开始见诸记载并小有名

气。戏中的洋桥，所指就是顺义区苏庄两座闸

桥，它们兼有蓄水、泄洪、交通、运输、美化环境、

观光旅游等多种安民、利民、惠民之功能，曾被誉

为“铜帮铁底运粮河”。可别小看这两座闸桥，乃

是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因闸桥由

美国人设计并督建，故称“洋桥”。

《梦回洋桥》根据洋桥的历史变迁和民间传

说演绎出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从中可以强烈地

感受到泱泱中华的大国气魄，儒道兼容、亦庄亦

谐的文化气息。中国人知己知彼，质朴低调，善

良大度，心地坦荡，从不小肚鸡肠。中国人勤劳

勇敢，自力更生，不仅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创造出

璀璨无比、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并且虚心吸纳

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成果，共同推进

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梦回洋桥》是个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的

重大题材，编导主创团队充分发挥评剧擅长表

现现代生活的优势，大胆更新传统戏曲的叙事

语言、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避免了“拉洋片”

“散点透视”“串糖葫芦”等常见套路，通过闪回

倒叙，再现全程中几个重要的节点和场面，以人

物为经纬结穴，以灯光布景的舞台呈现为依托

和渲染，营造崭新的现代艺术形式，着力捕捉时

代精髓，挖掘人物的心理情感，使观众穿越时光

隧道神游洋桥，产生富有历史感、现代感的思考

和感悟。

归根结底，《梦回洋桥》的宗旨在于培养家国

情怀、砥砺民族精神。富有洞见卓识和批判锋芒

的鲁迅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中国历史上并不缺

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脊

梁。剧中的农家贫寒子弟唐玉昌就是他们的杰

出代表。他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从大学毕业后任

职顺义知事。身处乱世，他丹心耿耿，清白无瑕，

鄙视官场，讨厌世俗，绝不与黑暗邪恶势力沆瀣

一气，不为一己私利狗苟蝇营，他立下清廉自守

的誓言，决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回馈乡党，报

效家国，普惠众生。待洋桥建好之后，他便辞官

回乡，为一生劬劳的父母守灵尽孝。他生就“一

根筋”的倔强性格，壮怀激烈，忠诚勇毅，不忘初

心，以身相许，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恪守不

已，锲而不舍。他的特立独行不为官场见容，触

碰了权贵集团的利益，于是，他们趁工程发生事

故，故意混淆视听，捏造罪名，嫁祸于人，把唐玉

昌当做替罪羊推进火坑。“天大的冤情不能喊，地

大的委屈不能诉”，但即便命乖运蹇，蒙冤受屈，

身陷囹圄，生命危在旦夕，唐玉昌依然坚守节操，

不坠青云之志。

“紫袍长剑侠”曹二姑是一位富有浪漫气息

的血性奇女子。她慧眼识珠，对唐玉昌情有独

钟，意融神交。她杀富济贫，四方筹款，帮助唐玉

昌建桥修坝。后来虽然发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快，

但侠骨柔肠的曹二姑终于为唐玉昌纯正磊落的

性格人品和大爱无疆的心胸所折服。她公开为

唐玉昌鸣冤送葬，毅然决然地和他举行了阴阳婚

礼，找到人生的精神归宿。尽管他们非仙非佛、

非圣非贤，并非十全十美，但说人话道人情，富有

激情、风骨和理想，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弦……

就连久经历练、洞察秋毫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

会长、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感慨和行

为，也得到当代观众的理解和同情。

剧中的曹少珊，则给予观众多层面的思考和

启示。洋桥曾有过很多温馨的往事，但民间也曾

有过潮白河“恶龙伤人夺命”的诡异传说。自然

界的恶龙恐怕没有人见过，但人世间披着人皮的

妖魔鬼怪、满嘴仁义道德而行若狗彘的人渣却不

曾绝种。他们变幻花样，惑人耳目，呼朋引类，大

行其道，舞台上、生活里、史料中都出现过他们的

身影。远的不说，民国期间，多少人假共和之名，

行专制之实，野心勃勃地占山为王，“乱哄哄你方

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只搞得军阀混

战、天下大乱，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当今，则有

人因为丧失理想和信仰，目光短浅，贪腐成瘾，欲

壑难填，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和事业。一桩桩，一

件件，令人警醒，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当今之

世，人民呼唤领袖，实践渴望引领方向的导师，治

世需要各个方面的能臣，说到底，民族复兴、事业

辉煌最终靠的是天下英雄、人民群众。《梦回洋

桥》中唐玉昌与曹少珊在牢房中的生死叩问，价

值即在于此。

作为普通观众，我也听到一些关于此剧的不

同的声音。赞美居多，也有少数质疑。这其实是

非常正常的文艺批评现象。但愿各方坚持情理

共贯，包容共存。主创倾听各方意见，认真打磨、

不断提升，方为达观明智的态度。

评 点

顺流逆流 不忘初心
——观评剧《梦回洋桥》 □周传家

京剧京剧《《奇袭白虎团奇袭白虎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