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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的胸膛
里还跳跃着一颗中国心，你就一定难
忘今年7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一
派热烈隆重肃穆的仪式感，从青春纯
真的《唱支山歌给党听》飞旋在广场
上空的时刻，从三军仪仗队行进的坚
定步伐到鲜红的国旗潇洒离开旗手
升向天空的时刻，从100响礼炮轰鸣
大地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
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刻，我们抑
制不住内心热烈的跳动。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有对中国共产党
100年历史无限深情的回眸，更充满
了对美好未来的展望。这是一次对
9500多万党员的战斗动员，一次对
14亿多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
一次向人类和世界表达中华民族心
声的宣告。总书记的讲话激起了全场
的热烈掌声和欢呼。作为一个经历了
共和国几多阳光风雨的中国人，讲话
令我数度泪湿了眼眶。

讲话明确指出，“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讲话号召，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我们
的文学艺术是什么？就是勤劳勇敢的
人民，就是从大漠到东海，从白山黑水
到天涯海角，如此多娇的万里锦绣江山。这也是
10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部
内容和艺术追求、艺术理想。

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现实题材文艺创作而
言，艺术家们为我们打开了丰富多彩的有强烈
现场感新鲜感的艺术空间，展开了热气腾腾焕
发着当代生命活力的现实生活画卷，不断以尽
可能优秀的作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
追求。在我们的剧场里，敢于担当、心念东山百
姓的好干部谷文昌向我们大步走来；30年岁
月深海里隐姓埋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浮出水面；以30岁的年轻生命倒在扶贫现场
的百色扶贫第一书记黄文秀像流星短促而辉
煌地划过天空；新一代刘三姐载歌载舞把壮族
民间文化播撒到火热的当下生活。还有扎根黄
土地的人民作家柳青奋笔疾书的身影，江南农
民陈奂生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和土地分分合合
的曲折经历，新冠疫情肆虐江城的那些揪心时
刻和普通人家，被称为“长安第二碗”的葫芦头
泡馍馆掌柜秦存根一家在大时代波涛中的起
落沉浮。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感受到艺术家们
对火热的不断行进变化的现实生活、对推动现
实生活向着未来向着理想挺进的当代英雄们
投射的热烈关注的目光，感受到他们挥洒在舞
台上源自生活的满腔激情。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进行时的生活带着新鲜的活力大步流星地向
我们走来。在舞台上呈现的既是激动人心的艺
术，也是扑面而来的生活。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歌剧《沂蒙山》、杂技剧《战上海》、话剧《雨

花台》、评剧《母亲》《革命家庭》、上党
梆子《太行娘亲》、赣南采茶戏《一个
人的长征》皆以深情的回眸，重现了
历史的悲壮。当下舞台艺术正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清新的，新时代独有
的艺术情怀、艺术气质和艺术格调
绽放着。

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就要以严谨
的艺术态度，不断在路上的精神，深
耕细作我们拥有的生活和历史。许多
优秀剧目都是不断打磨，反复修改，
甚至不惜推倒重来，精益求精的结
果。民族歌剧《扶贫路上》主创团队
深入生活，推敲剧本，前后近一年，剧
本已完成初稿，突然得到百色百坭村
扶贫第一书记、年仅30岁的黄文秀
不幸遇难的消息，他们赶往现场，实
地了解黄文秀为这片贫困土地上生
活的父老乡亲所做的工作和巨大的
付出，亲身感受她曾经的生命轨迹，
确立以黄文秀为主角的创作方向，以
她的扶贫日记为线索，用一只向往着
自由和飞翔的黄蝴蝶意象为核心，对
剧本总体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安排。

文艺创作来自令人感动的生活
现场和历史情境，来自被感动的那些
献身伟大时代的时代主人。艺术就是

要全力深化强化来自生活现场和历史情境的
感动，不仅不能让它在舞台书写和表演中流
失，还要激发出更浓缩更强烈更生动的审美感
动。如果坐在剧场里观众无法在审美活动中收
获强大的令人激动的艺术感动，与剧中人共
情，我们需要艺术何为？话剧《长安第二碗》像
一曲三秦大地拔地而起的唢呐协奏，从一碗葫
芦头泡馍老汤味道的变化，倒映折射了大时代
波涛对于秦存根这样普通人家的心灵冲击和
改变。编剧陈彦以1978年、1988年、2008年、
2018年的时代跨度，显示了他为时代立传画
像的创作雄心，还有他始终无法忘怀的底层情
结和在兹念兹的对小人物的热切的人文关怀。
剧中父亲40年内心的向往、失落、悲怆，包括
他不甘心命运的拨弄，让我想到秦腔《西京故
事》中的另一位父亲的撕心裂肺。从饥饿年代
的兄弟姐妹你推我让的分饼，到富裕年代你争
我夺的分房，时代的进步迫使我们思考，人性
中某些美好的失落、挽回和再建。要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就要不断
创新。上海歌舞团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之
所以成为现象级的优秀作品，正在于其舞蹈音
乐舞美服装的全方位创新，用肢体语言刻画人
物性格，展现了在复杂险恶的地下斗争环境中
人物内心的波涛汹涌和崇高的理想信念。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以人民为中心，鼓舞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向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挺进，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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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刘三姐》是广西戏曲界于1958年创作首
演的彩调剧艺术经典，经由电影艺术的转化，迅
速在海内外获得广泛传扬，历经一个甲子，至今
脍炙人口。随着时代变迁，《刘三姐》被更加多样
的艺术形式、文化创意形式，反复创作改编，共
同形成久演不衰、久唱不歇、久传不止的文化现
象。“刘三姐”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广西艺术文
化品牌、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形象品牌。

“刘三姐”文化的卓然独立和深入人心，来
源于年轻的彩调剧在剧种个性化发展中的经典
成就，来源于时尚的电影等现代艺术在面对民
族文化遗产时的创造转化，来源于和谐的广西
各民族对歌舞戏剧艺术的丰富展示，来源于深
厚的岭南地域文化在世代相守中的深厚蕴积，
更来源于钟灵毓秀的中国山川自然在现代社会
发展中的持续维护。因此，那些留存在人们记忆
中的“刘三姐”，兼具了人与人本之天然的自由
歌唱、民族与族群发自心灵的自我表达、文化与
自然之美相得益彰的自觉绽放，成为现代中国
保持人性纯美与社会真善而生机勃然、历久弥
新的国家形象典型。

“刘三姐”文化的经典性，与广西深厚的人
文底蕴与现代创造密切相关：

一、“刘三姐”是岭南多元民族和族群文化
共同塑造的地域经典形象。流播于岭南广大区
域的“歌仙”传说，是唐宋以来伴随岭南社会开
发而不断突显出来的文化现象。屈大均《广东新
语》写道：“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
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
歌。……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
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
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
奉之为式。……三妹今称歌仙，凡作歌者，毋论
齐民与狼、傜、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
本祝者藏之。”呈现在文献中的“刘三姐”，是古
老的百粤民族在漫长的文化交融进程中，通过
音声唱和、游戏共赏的独特方式，而被尊奉的理
想人格形象。那种突破民族间语言障碍、文化冲
突，不需攻占杀伐、不需挟私斗狠的民族交流形
式，最终熔铸成和谐而独特的岭南礼俗，用奉为
范式的音声表演艺术，焕发起人性的理解与沟
通，消弭了民族族群的隔阂与差异，共同形成了
千百年来独具岭南特色的文化表达形式。即如
文献所说的，那种随着山川气脉走向而出现的

“登山而歌”，往往是“粤民及傜、僮诸种人围而
观之，男女数十百层”，余音通达天地，歌声此消
彼长，构成了岭南独特的人文景观。正缘于此，
在东起广东客家、潮汕，西至广西壮族、北起五
岭山脉、南至南海海滨的广大区域中，刘三妹、

刘三姐、刘三妈、刘三姑、刘三太等等尊称，如出
一辙地彰显着歌仙“刘三姐”共通的文化意象；
而至今流播于汉族、壮族、仫佬族等岭南民族中
的刘三姐歌谣、史诗传说及其相关礼俗，相沿不
绝地彰显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集体
经验，以及借由文化艺术来实现民族间和谐交
往的中国智慧。

二、“刘三姐”是当代多元的艺术形式深度
重塑的文化经典个案。岭南“刘三姐”文化的深
厚基础，最终在广西这个有着浓郁的音声歌舞
文化的省区，孕育出了以彩调剧《刘三姐》为代
表的经典个案。彩调剧《刘三姐》的创作虽然保
留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阶级关系的解读立
场，充满了具有“革命”气质的民间社会斗争精
神，但是那种通过歌唱来实现生命自由的艺术
思辨，却深刻地体现着歌仙传说长久以来所秉
持的文化表达。剧作中的音乐形象异彩大放，启
迪着此后多个演出版本的创作主题，在与时推
移中不断地彰显出题材本身的文化魅力。1961
年拍摄的电影《刘三姐》在彩调剧基础上，强化
民间歌舞剧的创意走向，用青春的形象和旖旎
的实景，将岭南的歌仙定格为广西的“刘三姐”，
在亮丽的桂林山水间张扬彩调剧在民间文学表
达中的机趣天然、在音乐旋律上的流畅优美，由
此实现了题材的广西化、主题的中国化、风格的
民族化，也完成了“刘三姐”经典品质的跨体裁
转化。电影在海内外公映后，在东南亚等国家和
地区引发共鸣与热捧，“刘三姐”成为彰显中国
崭新形象的独特载体，实现了艺术表达的国际
化。此外1978年被拍摄成戏曲舞台艺术片的
《刘三姐》，由彩调剧表演艺术家傅锦华主演，原
汁原味地展现着彩调剧在探索“民间歌舞剧”时
所具有的艺术韵味，用镜头语言让彩调剧获得更
加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在这些成功创作的基础
上，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民族歌剧《刘三
姐》（2018）、南宁市艺术剧院创作的舞剧《刘三
姐》（2019），面向舞台艺术的国家高度，发挥艺
术体裁的独特手法，创造多样的艺术精品。特别是
2004年创作的《印象·刘三姐》，依托漓江山水，将
山光水色与音声唱叹交织起来，在诗画实景中凸
显广西自然风光与人文视听印象，形成强大的空
间震撼和审美冲击，开启了山水实景印象的独特
创造形式，为今天正在推进的国家文旅融合战
略做了示范价值的探索。这些多元的艺术形式，
均来自彩调剧经典作品，同时也拓展着“刘三
姐”文化中的民间文学、地方声歌、民族舞蹈、山
水自然等诸多构成内容空间，让“刘三姐”成为
解读经典、重塑经典、超越经典的文化个案。

三、“刘三姐”是彩调剧六代艺术传承相续
打磨的戏曲艺术高峰。彩
调剧《刘三姐》的艺术形
象与歌舞内容，是“刘三
姐”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
成部分。在60多年的时
间中，傅锦华、马若云（第
一代）、侯玉华（第二代）、
唐佩珠（第三代）、吴似
梅（第四代）、王予嘉（第
五代）、赵华湘（第六代）
等六代主演，不断地为这
部经典戏曲剧作葆有浓
郁的青春气息，也始终维
护着这部作品在剧种舞
台表演艺术领域的经典

地位。最被人关注的即是，傅锦华在黄婉秋主演
的电影《刘三姐》中作为配唱，而在她主演的电
影《刘三姐》中则用黄兴宁配唱，这种在戏曲电
影中的声与像的“错位”、彩调剧与歌舞剧的“错
位”，正鲜明地展示着彩调剧这个乡土剧种的成
长历程和传承轨迹。世代的歌舞传唱，世代的时
尚更新，世代的艺术扩容，让这部作品见证着彩
调戏从传统的调子戏，到融入民族歌舞、时尚韵
律的现代彩调戏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甚至在当
代又以熟悉的曲调旋律来创作陈慧主演的《新
刘三姐》，实现着“刘三姐”从古典意蕴向现实生
活质感的蜕变。而在这种不断增衍变化的“刘三
姐”艺术中，彩调剧《刘三姐》的舞台艺术进一步
臻于艺术高峰，广西民族民间生活气息熏染下
的歌、舞、诗、戏，不断地减弱那些时代留在艺术
中的痕迹，宜古宜今，亦雅亦俗，更加凸显出戏
以人传、曲以人传的艺术本色。

四、“刘三姐”是中国戏曲体系持续延展并
凝结而成的国家形象、民族声音。“刘三姐”是中
国乃至世界共享的文化名片，从彩调剧到电影，
再到多个艺术样式，刘三姐的形象与题材已经
在时代变迁中具有了超越现实的符号象征意
味，已经成了用优美的歌唱和善良人性来传达
生活理想的载体。在经典的《刘三姐》舞台艺术
高峰之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通过《新刘三
姐》的创作，凸显“刘三姐”文化对于当代生活和
新时代理想的涵摄与延展。今天舞台上的“新”，
当然是保持戏曲本体而进行的时代生活再现，
那种岭南农村、民族族群的现实状态最容易像
今天众多的现实题材创作那样，流于一般性的
政策图解，但是《新刘三姐》却尽量避开这种创
作误区，依然用歌唱的美、山歌的美、人性的美，
来审视八桂大地这块文化空间中人们的去留与
生活。山水依然，而游子回归，剧作中主人公最
终走向的是中国人文的情感故园与精神驻地。
这是该剧迥异于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所在。《新
刘三姐》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重大现象，例
如新农村建设、城市创业等等，全部融汇成现代
青年男女对于真实感情的表达，用情感的推移
来呈现生活的变奏、精神的蜕变和生命的升华，
这也印证了乡土戏曲“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
本”的文化根本要义。因此，这部作品推崇情感
表达，张扬人性美好，肯定草根立场，表达诗性
人生，崇尚民族共同意识，彰显国家现代立场，
形成与众不同的戏曲舞台面貌，以优雅的艺术
化、轻松的娱乐化来建构现代舞台，成为追步
《刘三姐》艺术宗旨的又一部跟进之作，也是“刘
三姐”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又一个精彩个案。
该剧当然更应该用《刘三姐》60年的创作经验
和传承规律，不断打磨，让人能够看到企及经
典的发展空间。

纵观“刘三姐”文化内涵的演变与拓展，可
以看到一部优秀的戏曲经典构成了这个文化现
象的重心所在，而在这个文化现象不断地发展
变化进程中，戏曲艺术经典与时俱进，深度地吸
纳着多元的时代文化艺术内容，进一步深化着
戏曲艺术的经典品质。无疑，广西壮族自治区戏
剧院积极的剧种发展策略与良性的艺术传承，
为彩调剧从《刘三姐》到《新刘三姐》、为“刘三
姐”文化从戏曲审美到广泛的社会接纳做出了
重要的推动。代表性的艺术家、优秀的剧院团、
独具个性的剧种艺术，乃至长盛不衰的“刘三
姐”文化现象，真正地展示出了中国戏曲、中国
多元民族文化的真正魅力。

关 注

7月12日，音乐咏史剧《百炼成钢》在湖南
卫视、芒果TV、腾讯视频、爱奇艺正式收官。
当日下午，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中共湖南省委宣
传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电视
剧《百炼成钢》研讨会在京举行。作为湖南文艺
战线迎接建党百年的重大剧目，《百炼成钢》通
过《国际歌》《歌唱祖国》《黄河大合唱》等多首
时代主旋律串联八大板块，全景讲述了从中国
共产党成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历
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相关负责人、
专家学者、主创主演、播出平台及出品方代表
围绕该剧的形式表达、艺术价值、创新亮点等
进行深入研讨。

以百年撑起“筋骨”，以音乐灌注“血脉”，以
“情境”拔升共情，这样的全新架构使《百炼成
钢》呈现出极高的辨识度。专家认为，该剧把史
的庄重和歌的灵动相结合，变人物群像为歌曲
群像，整部剧堪称“世纪之钟吕，有韵之离骚”。
从伟人领袖、音乐家到科学家，从普通战士、炼
钢工人到脱贫村民，在《百炼成钢》的八个板块
里，既有影响历史走向的赫赫伟人，也有平凡世
界里的小人物，如何博观约取十分考验功力。
有专家谈到，《百炼成钢》在叙事上以远景、近
景、微距相结合，既有全局的宏阔视野，又有小
人物的底层视角，这一架构也客观反映了过去
100年里，“文武”两条战线的作战和胜利。不
少专家都谈到，该剧在细节处理上令人印象深
刻：毛泽东夹给毛岸英的红烧肉，冼星海送给学
生王莘的笔，二十几岁的焦裕禄的精气神，邓稼
先与母亲的最后一面等，这些细节处处洋溢着

党史的温度和感染力。《百炼成钢》主创团队对
共产党人牺牲精神的表达与人性刻画入木三
分，对民族性格、文化肌理的展现力透纸背。

据悉，该剧播出期间，很多深受红色精神感
召的观众自驾2000多公里，打卡红色圣地。站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已经阔步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如何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这部作品必有其
参考价值。主持本次研讨会的中国电视艺委会
秘书长易凯表示，《百炼成钢》是文艺创作领域
的新实践、新成果，它的成功，也是对电视湘军
为什么能在电视业长期成为领军者之一的一个
很好的诠释。

（许 莹）

专家研讨音乐咏史剧《百炼成钢》

以歌咏史获赞以歌咏史获赞““世纪之钟吕世纪之钟吕””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7月9日起在全国各大院线热映的动画电影《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爸》演绎的就是
一个关于“完美”与“不完美”的故事。这一次“大
头儿子”IP新电影的上映，将这个经典辩证关系
体现在了两个世界。

在光影世界里，小头爸爸是个努力工作同时
追求生活与工作完美平衡的人，但事与愿违，他
一次次地让心爱的大头儿子失望。在现实世界
里，作为“大头儿子”IP出品方的央视动漫集团，
对这一国产原创动漫品牌的打造也是力求完美，
一直以来坚持绿色、坚持精品、坚持创新，持续打
造让少年儿童、孩子家长，乃至更广泛社会受众
满意的影视艺术作品。“大头儿子”这个IP到今
年，已经走过了26年历程，内容类型覆盖电视动
画、真人情景剧、人偶舞台剧、音乐话剧、动漫电
影，同时还衍生开发了图书音像、文创产品等。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动画片点击量超
百亿，创造了最高收视率3.17%，拥有大量忠实
粉丝受众。作为“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第
四部大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
爸》点映期间即收获超高人气，好评不断。这部动
画电影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也正是因为对儿童
影视艺术作品追求完美，怀有敬畏之心，才让这
部电影好看、好玩，却又引人深思。

首先，这是一部立体的现实题材动漫类型
片。从风格上来说，该片集合了悬疑、高概念、科
幻、心理、真实主义等多种类型影像特征，呈现出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姿多彩的、蕴藉丰富的立
体光影空间。

其次，这是一部直击现实痛点富有挑战的亲
子剧。当前，网生代少年儿童都已不可能离开虚
实交织而又充满诱惑力的网络虚拟空间。这是一
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空间既是浩瀚无
垠的知识海洋，又是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虚拟
世界，可以满足儿童的情感、知识等多方面心理

诉求；同时，网络技术打造的虚拟空间也是一个
深不见底的沼泽，如不能做到自律、理性、绿色上
网，孩子们就可能像片中的大头儿子一样一度沉
溺其中，难以自拔，越来越脱离“不完美”的现实，
难以形成健全的社会性人格，甚至产生逃避现实
等心理问题。所以，这个话题直击现实痛点，会让
家长们思考，如何用爱，用自我的行为示范，从心
理上去疏导被网络束缚的孩子们。这是一个我们
所有家庭都要面对的挑战。

最后，这是一部思想意味深邃的心理电影。
该剧的核心情节是第三部分，即虚拟世界的“完
美爸爸”与现实世界的“不完美爸爸”的“大头儿
子”之争。两个爸爸就像心理动力理论中的“超
我”和“自我”：虽然“超我”的“完美爸爸”是被人
工智能工程师——小头爸爸创造出来的，是大头
儿子的绝对爱护者、愿望满足者、始终陪伴
者……但诡异的是，通过剧情演绎及行为逻辑推
演可见，这个“完美爸爸”并不完美，他以“爱”的
名义，不让大头儿子通过经历失败磨难获得心智
锻炼，甚至最终还要束缚大头儿子的自由和成
长。这一虚拟爸爸的形象恰恰又成为很多现实中
父母们的映射。现实中，应该也会有很多具有如
此控制欲的家长。实际上，不完美的现实才是真
实的存在。影片反映了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爱之悖
论，其中意味深远。

总体而言，《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
爸爸》是一部现实意味凸显、戏剧张力贯穿、叙事
结构新颖、人物形象鲜明、场景精致绚烂、制作用
心精良的中国优秀本土原创IP动漫影片。该片
最佳的观影方式或是父母子女一起在影院度过
快乐的亲子时光，共同面对剧情仰俯跌宕，观后
且议，共同成长，一起理解关于“完美”的现实哲
学：我们或许将永远存在于不完美的现实中，但
不能没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正如《诗》之有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虽不至，然心向往之。
最终，心有所愿，行而成立。

新作点评

难寻完美事 勿舍完美心
——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爸》 □□丁旭东

彩调剧彩调剧《《刘三姐刘三姐》》

““刘三姐刘三姐””文化与广西戏曲创作文化与广西戏曲创作
□□王王 馗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