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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因为主义和理想的纯正，
蕴积成不息的热流和内心的希望。人世间，多少起伏
波澜，因为守望和奋斗的执著，交织出壮丽的图景和永
久的歌唱。

中国共产党百年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无数人为新中国的诞生和
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献出了青春与生命。他们身影虽
远，精神依存，成为超越时空最鲜活的红色记忆。“愿化
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
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广州起
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
起义中遭敌人枪杀，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谋求人民幸
福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其愿化作惊雷的崇高精神
已成为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誓言。

锡剧《烛光在前》近日由常州锡剧院搬上舞台。张
太雷坚贞信仰如烛光般引领、照耀家人坚定前行的故
事，如漫天霞光，染红了岁月和季节，散发出温暖高洁
的馨香。

《烛光在前》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样貌。作品
没有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衷和信仰放置于常规路径去
表达，而是在红色题材叙事视角、形象塑造、情感营造
上独辟蹊径，体现了难得的品相与风骨。

涉及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舞台上大多从正面进
入。这部作品写张太雷，却没有从张太雷入手，而是以
妻子陆静华为第一主角切入。围绕陆静华与丈夫张太

雷及三个女子的数次别离，构建了在张太雷信仰引领
下，一家人追随其足迹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虽没有
正面描写张太雷，张太雷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四送
四别是全剧的情节内核。无论是二女儿去上海寻找党
组织，还是儿子想去延安见像爹爹一样的人，母亲肝肠
寸断的送行衣物里，有交给女儿作路引的张太雷的书
信，有交给儿子作伴随的父亲牺牲时的怀表。儿女因
为父亲的信仰和母亲的支持，先后走上与父亲同样的
道路。这一侧面勾描法令人印象深刻。本想去往延安
的大女儿，看到家中的窘境：快入冬了当铺的棉被还未
赎回，奶奶瘫痪在床，母亲终日持家劳累，最终自觉选
择承担起家庭重担，“他们去走爹爹的路，就让我走姆
妈的路吧”……一家人从走向革命到支持革命，这其
间，张太雷的信仰始终如烛光照亮了所有人的征程，每
一个人都在倾尽心血去谋取大多数人的幸福。四别
中，每一别都有浓烈的情感张扬，人物情感丰满、真实
可信。剧情的曲折迂回，假定性与虚拟性的智慧性运
用，充满了戏剧张力，在朴素动人的情节起伏中，全剧
的题旨意义得到形象的艺术呈现。

作品打破常规叙事的时序框范，没有依照时间顺
序推进，显示了编剧不凡的题材建构功力。全剧以四
折、四次别离为结构主体，开场一折中以一封书信牵引
出张太雷，其余三折以陆静华支持孩子们寻找党组织
作为主线，全剧既有按时序推进之一送再送、一别再别
之情节延展，又在末一折儿子之死上重组时间线——

展开对张太雷的回忆，让儿子的即将出生作为全剧结
尾，并让张太雷与妻子的分别、为儿子起名、对孩子的
期望组成最后高潮。创作者以极富创意的顺推与逆进
交融的时间结构完成对烛光——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之精神的追溯和追随的意象性表达，充满象征
意味。其中母女情母子情夫妻情，百炼钢与绕指柔演
变成催人泪下的乐章。作品视角独特，结构别致，假定
性、虚拟化的有机运用，新颖而大胆的艺术创意，为红
色题材创作拓展了丰富的叙事空间。

作品重点塑造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在
共产党人妻子系列里闪烁着与众不同的光彩。张太雷
的妻子陆静华是一位内心写满伤痛的女人，丈夫别她
而去，去做什么她始终不得知晓。丈夫在信中让她不
要牵挂，尝一点离别的苦，去换明天的幸福。她内心虽
有委屈却选择了无条件信任：“你不说我就不问了，总
之是做好的事体。”她爱丈夫也爱他的信仰，丈夫的信
仰点点滴滴浸润着她。她在世俗的期盼和丈夫的理想
光芒中成长。陆静华还是一位坚定隐忍的母亲，儿女
别她而去，宁愿自己忍受百般痛楚，生死揪心，也要看
着他们追随父亲足迹而去，她承担了信仰的被感染者
与传承者双重身份。儿子牺牲，丈夫永别，她的信仰未
变。她更是一位从苦难生活中走出来的女性，为人缝
补，为全家操劳，一点点纾解着家庭的困顿，一次次让
苦难充满希望。她把等待变成了爱，把苦难化成了诗，
面对生活苦难又超越了生活苦难。她用热爱、宽厚与
善良筑成人物的情感底色，并在戏剧行动中发散出温
暖坚韧的光。这是生活化的母亲形象，母性、人性的光
辉集于一身，具有高贵静穆的美好和伟大，有历史的温
度和真实的生活质感。这样的母亲是戏剧画廊里共产
党人妻子系列里的新形象，在红色题材、革命家庭、英
雄母亲系列里，也属独具一格的书写。

作品的精神寓意、主题阐释的艺术性深厚深刻。
透过一个平凡女性的成长，一个家庭的前赴后继，折射
出共产党人为信仰无畏生死、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光
辉，揭示了代表着最大多数人利益和光明前景的中国
共产党，具有着最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是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胜利的艺术诠释。作品的文学性与戏剧
性、象征性与意象性、假定性与虚拟性的相协，为红色
题材、革命母亲形象创作提供了有益参照。

作品的唱词台词文学性浓厚。演员表演沉稳大
气，拿捏到位。舞台设置简约凝练，具有地域特色的建
筑元素，让作品风格特征更为鲜明。

红色题材创作如何提供熟悉的陌生感，如何在叙
事路径和情感张扬上找到新的表述空间，以当代审美
让革命历史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作品提供的经
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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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期待与意料之外的惊诧，在观看音乐剧《刘天华》时，这样的感受
竟然重叠并融合为一体。纷繁而饱满的结构和纯粹且宏阔的二胡音乐，艺术地阐
释了术与道共生互浸的本土化音乐剧叙事，成为该剧的鲜明特色。同样互动的
是，该剧导演以其多年的音乐剧创作实践真情讲述刘天华，而刘天华的艺术理念
正是《刘天华》基础性的精神支撑。刘天华在改进国乐、发展国乐中，敞开艺术胸
怀，吸纳世界音乐的经验，使二胡这一“国粹”得以原质性的重生。该剧导演则是
将音乐剧这种舶来品进行本土化建构，在现代性的结构中注入中国元素的灵魂。
由此我们看出，刘天华与该剧导演之于音乐的创新式发展，都是行“借力之道”。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在《刘天华》中破壁相遇，这既是超时
空的，又是共时性的。该剧导演以《刘天华》表达了自己艺术上的新成绩，也为中
国音乐剧提供了可供参详的样本和路标。

《刘天华》全剧为五幕结构。序幕中，以二胡演奏家宋飞演奏刘天华先生创作
的二胡曲《独弦操》拉开故事帷幕，灯光聚焦于宋飞的身上，由她的出现引出对刘
天华的追忆。全剧五幕均以刘天华的二胡曲目作为标题，分别是“闲居吟”“歌舞
引”“悲歌”“良宵”“光明行”，刻画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背景下，以刘天华、杨
仲子、梅兰芳等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艺术大师们，为改进国乐、发展国乐，宣扬民族
艺术而鞠躬尽瘁的感人故事。

《刘天华》的叙事，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多时空独立与交融。作为刘天华第三代
传人的宋飞，担任当代叙述者；刘天华的哥哥刘半农，则是相同时间维度的另一
空间的叙述者。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叙述者都与刘天华有互动性的交流，有时隔
空对话，有时经由观众的转接形成共时性。这样的交流，可看作是刘天华心理活
动的外化，又是重要的叙事动力。更为有价值之处在于，刘半农的同时代身份与
宋飞的实时角色，以及刘天华生活现场的再现，这样极富想象力的立体叙事，既
丰富了戏剧效果，又极具可供细品的隐喻。刘半农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宋飞是追
随者和倾诉者，他们时而是刘天华的化身，时而又是观众的代言人。这其实又形
成了更为宏大的叙事，舞台之下的观众不仅仅是旁观者，也不自觉地成为叙事的
一部分。区别在于，观众这一叙事是隐性的，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因而，《刘天
华》所带来的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代入感，还有自然而然的参与感。

舞台设计是导演扩展叙事张力的显要支撑。在道具上，凡是人物所用之物，
都讲究细节的真实，还要具有历史感。而有关场景，则运用现代化的声光电，以中
国大写意手法，既交代人物的背景、状态，更在注重现代与古典的交汇之中，从情
境与意境之间寻求叙事张力的最佳化。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刘天华》的舞美
用前幕、中心现场、后置副场等多梯次空间形成多重叙述时间。前幕带有立体性
的影像，技术是先锋的，内核是中国传统审美的释放。将现实梦幻化，戏剧情绪形
象化，情境意象化，通过调度节奏或渲染气氛，揭开历史的面纱，形成唯美之中有
意蕴，抽象之中有坚实的叙事。

一般而言，音乐剧中的音乐更倾向于承担无法言明和未尽之事的表达与渲
染，是剧的灵魂性存在。显然，导演深谙其理，又赋予音乐以更大的作用。作为一
代民族艺术大师的刘天华是多种音乐的集大成者，但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近现
代的二胡艺术。可以说，二胡是他艺术和精神的象征，他与二胡互为映像。导演敏
锐地把握住这一点，大胆地将二胡音乐作为叙事的另一路径。正如导演所言：“刘
天华作为一号人物，将采用人与二胡音乐交叉相映的方式呈现于舞台，刘天华与
二胡音乐是一对互为映像的艺术形象。作为戏剧人物的刘天华有说有唱，这是音
乐剧的固有表现形式，而作为刘天华之映像的二胡音乐将是表现戏剧人物思想
精神内涵的重要线索，也就是说，二胡音乐是拟人化的，是刘天华的化身。”人物
的演唱、对白、旁白、舞蹈是具实性的，而二胡音乐是意象性的。正如二胡凭借两
根弦演绎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之道，《刘天华》如此的叙事策略也像二胡的两根弦，
虚实相间相映。一虚一实，相互观照，形成了崭新的音乐剧叙事。

在音乐和舞蹈的选取和运用上，导演显示了足够自信的包容。一方面吸收当
下最流行的旋律、唱法和舞蹈，形成鲜明历史人物的当下性叙述。比如剧中人物
的神态、举止都是那个时代的再现，而在舞蹈中则有节制地采用了一些现代舞的
元素和动作，联通当下的同时，又不影响人物塑造。在音乐上，天桥艺人的出场和
梅兰芳艺术片段的展示，形神兼备，助力了外来音乐剧的本土化，又推进了人物
形象的立体性和叙述的戏剧性。在这方面，导演不是粗放式的置装或嫁接，而是
以自己成熟的艺术功力进行融合，进而形成具有外在审美和内在意味一体化的
系统叙事。

对刘天华而言，二胡这一国粹的生存与发展，是艺术的，是文化的，更事关中
国精神。汲取西方艺术之营养，是为了国乐的强盛；之于记谱的改进和创新，畅通
了国乐的海外传播。而该剧导演一直致力于借音乐剧的艺术外壳，彰显中国文化
和戏剧之精华，与其说是行音乐剧本土化之事，还不如说是守正中国文化的本质
性基因和艺术魅力，以鲜活的中国话语、世界化的方法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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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艺术家推荐计划（首批）13
场系列个群展日前正式拉开帷幕，上线开展。该展由中
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委员会学术主持、创作管理处主办，
以中国艺术研究院“80后”“90后”艺术家为主体，首批
推出10场个展及3场群展，以近700件国画、油画、书
法、篆刻、摄影作品集中呈现新时代、新青年艺术成长
轨迹及多元语言风貌，是对当代青年艺术成果的一次
集中展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谈道：“艺
术天然地和青年站在一起，青年也最需要援助，援助青
年艺术家就是援助艺术的未来。”中国美协副主席何家
英提出期望：“青年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应当努力做到艺术创新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同时，在具

体的创作中，要有意识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承担起国家赋予的使命性要求。”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
院长谭平、国画院院长田黎明、文学艺术院院长朱乐
耕、工笔画院院长张见、文学艺术院著名艺术家徐累、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宏剑、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馆长何加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中国工笔画学会
常务理事金沙、当代艺术家曾建勇等众多前辈艺术家、
理论家也纷纷寄语。入选青年艺术家代表陈漫之表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位青年艺术家当
是文化发展的生力军。个体力量也许孤单，但凝聚在一
起，便能激发宏大力量。本次‘青年艺术家推荐计划’亦
可被看作这一生力的展现。”据悉，展览将在中国艺术
研究院官网及院属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许 莹）

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艺术家推荐计划（首批）揭幕上线

新作点评

5月5日，“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全国滑稽比赛”
决赛闭幕式在深圳欢乐谷举办。来自全国的百余位魔术与滑稽艺术演
员历时5天角逐，最终7个魔术节目、3个滑稽节目获中国杂技界最高奖
项“金菊奖”。获奖魔术节目为：深圳市辛宽魔幻杂技艺术团《秘境》、中
国杂技团《玉壶光转》、沧州杂技团《涟漪·扇变》、杭州杂技总团《牌·魂》、
重庆杂技艺术团《仙豆》、长春演艺集团杂技团《红》、内蒙古艺术剧院《骑
手与绣娘》。获奖滑稽节目为：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小夫妻》，济宁市杂
技演艺公司《岁月》，南京市杂技团、阜宁县杂技团《热心人》。

作为经中央批准设立，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
性文艺专业奖项，本次金菊奖比赛由中国文联杂技艺术中心、广东省文
联、深圳市文联、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联合承办，比赛首次将魔
术、滑稽两个奖项合并举办，集中展现了近年来中国魔术、滑稽艺术创
作实践的最新优秀成果。初评报名阶段，中国杂协各团体会员单位和
全国魔术、滑稽工作者热烈响应。报名参加魔术比赛的有全国21个省
份和香港、澳门的53个杂技团（校）及新文艺群体的59个节目，报名参
加滑稽比赛的有全国11个省份和澳门的24个杂技团（校）及新文艺群
体的26个节目。从报名节目数量上看，新文艺群体已成为我国魔术、
滑稽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参赛者年龄结构看，以“80后”

“90后”“00后”为主的青年魔术、滑稽工作者约占七成，已成为中国杂
技事业的重要力量。在参赛节目内容方面，魔术作品展现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的创作较多，还有部分反映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冬奥题材和富有少
数民族风情的节目；滑稽作品结合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故事创作的节目较多，
在故事的完整性、人物的刻画和技术的运用方面与往届相比都有了较大提高。

本届金菊奖评奖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和中宣部《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
案》的要求，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力图更好地发挥评奖在加强
文艺队伍建设、推动文艺创作中的引导示范作用，以此扩大金菊奖和中国魔术、
滑稽艺术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促进我国魔术、滑稽事业的繁荣兴盛。比赛初评
阶段，在评奖办公室的组织下经充分酝酿、讨论并综合专家意见，共遴选出28个
魔术节目和11个滑稽节目入围全国决赛。这些作品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呈现
出当下中国魔术、滑稽事业正在向年轻化、多元化、创意化发展的新趋势。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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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18岁烈
士陈祥荣在日记中写下的战斗口号，

“00后”的他曾坚定地对班长说：“这跟
年龄没有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
这么做的。”这句话一经报道，感动了无
数国人的心，这其中就有旅欧歌唱家师
乐。关于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事件的
报道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各
种缅怀英雄的文艺创作随处可见，尤以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一主题的创作
众多。

作为一位孜孜不倦致力于传播优
秀中国声乐作品的歌唱家，师乐的心
里装满了对祖国深深的爱。当她看到
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的新闻，感慨万
千。师乐曾在军中服役十余载，她想
起了当年的自己也曾紧握拳头在英
雄山下庄严宣誓，想起了每天喊着一
二三四出操的情景，想起了训练场上
摸爬滚打浑身泥浆的战友和自己。
深深的震撼和感动里，师乐作词作曲
了原创歌曲《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她
希望用自己的心声去歌唱最可爱的
人。她说：“我从不追星，但我崇尚英
雄，歌唱祖国，歌唱英雄是我永远要唱
的歌。”

20年职业歌唱生涯，使她获得国
内国际的众多奖项：罗马国际声乐比

赛香港赛区金奖获得者、首届“孔雀
杯”全国艺术高校声乐比赛银奖、第六
届军旅音乐大赛专业组银奖、全军第
七届文艺汇演银奖等等；演出足迹遍
布海内外并主演多部歌剧女主角。作
为中波文化交流使者，师乐近年来为
推广和传播优秀中国艺术歌曲先后在
国内外举办了20场个人独唱音乐会，
原创音乐作品和声乐专辑深得听众好
评和喜爱。 （徐 宁）

旅欧歌唱家师乐谱就

英雄赞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大道不孤”系列展第三回：出入古今·蔡大礼艺术展启幕
近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

画院创研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
“大道不孤——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
家邀请展：出入古今·蔡大礼艺术展”在中
国国家画院明德楼颂厅启幕。本次展览作
为中国国家画院“大道不孤”系列展的第三
个个展，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
副所长蔡大礼书法、篆刻、造像印作品120
余件。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介绍，为了
传达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之间以艺传道、
以艺接力、志同道合、薪火相传的精神，经
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会决定举办“大道不

孤——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
展”，以个展的形式展出院内中青年艺术家
群体的创作成果，以“大道不孤”为主题，鼓
励艺术家们在弘扬艺术大道的同时，不断
探索、追寻，交流、互鉴，携伴攀登、弘扬正
气，培根铸魂、守正创新，以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为创作要求，努力创作出无
愧于新时代的精品力作，为当代文艺事业
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
贡献。

此次蔡大礼艺术展完整全面地呈现了
蔡大礼在研究创作探索过程中取得的成
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了艺术家的

专业才能和品质。从蔡大礼的学习经历和
创作经历来看，他不仅对纵向历史不断深
入学习把握，更有横向博采众长的学习、探
索与吸收。

谈及此次展览，蔡大礼在自序中写到，
“这次展览是我近期的一些思考与心得，由
于准备仓促缺乏一点系统性：书法方面最好
的收获莫过于章草的学习，打通了隶草之间
的渊源关系；篆刻方面除了继续篆隶书法的
强化与支撑，加深了对刀法的理解，有些变
化和探索；造像印则是全新的领域，是造型
与概括能力的一次锻炼，也是对传统造像
要素传承与发扬的有益尝试”。 （任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