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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遇重大历史事件纪年，围绕主题的文艺作品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歌剧园地繁花似锦群芳吐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恰逢辛亥革命

110周年。虽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歌剧艺术的创作、排演

不同程度受到干扰，可喜的是，文化和旅游部统领主抓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剧目扶持工作卓见成

效，总体来看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开创了新的纪录。第四

届中国歌剧节24部优秀作品原定在山东7个城市演出48

场，10月13日至11月28日前期12部作品现场展演效果

理想，后期12个剧目云上展播影响广泛，有力证明了红色

题材和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在艺术上越是有追求、有标准，在

思想精神与教化上就越能获得理想效果，有望成为真正留

得住、传得开的红色经典与艺术精品。

经典新版新在意蕴

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专家遴选出的“百年百部”传统精

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中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白毛女》

《小二黑结婚》，国家大剧院《长征》，四川交响乐团《同心结》

等16部歌剧作品。新版演出尤为可赞的是《党的女儿》《江

姐》《马可·波罗》。

国家大剧院最新制作，雷佳、廖昌永、薛皓垠、王璟等领

衔主演，李心草与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及

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家默契合作的《党的女儿》，2021年7月

13日至18日第一轮六场演出盛况空前，一票难求。鉴于社

会反响和观众呼吁，10月28日至31日该剧又开启了第二

轮复演四场，虽因新一轮疫情限制最后两场不得不停演，但

也丝毫不影响这部经典新版演出成为引发高度关注的文化

事件。一部歌剧三个月间两轮演出，在中国歌剧演出史上也

很罕见，可见作品口碑之好、热度之高。在同类题材艺术作

品中，这部民族歌剧堪称艺术性与思想性完美结合的范例，

因为其文学语言淳朴，音乐旋律优美，入耳走心感人至深。

从1991年初版首演到2021年新版首演，在曾经数百场演

出的基础上，全部文本和所有谱本均由国家大剧院剧目制

作部重新整理修订校对最终完成，用忠实的传承与积极的

实践为“守正创新”树立了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式的一面大

旗，在某种维度上也体现了中国民族声乐和中国民族歌剧

的艺术发展。

《江姐》上演的频率、翻新的版本堪称引领潮头之作。

2021年5月上海歌剧院沪版赴京演出预热京城，8月新版

为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原空政歌舞团军地合作项目。王晓鹰

率导演团队赋予该作新意迭出的美学格调，舞台的写意性

诗化呈现，有效放大了戏剧性情感的表达。最大的“颠覆”在

于让幕后伴唱的隐形歌队行为化、角色化地亮相舞台，在互

动感应、强化帮衬等戏剧功能上有效改变了原有的音乐关

系和声场空间。借鉴传统戏曲帮腔的幕后伴唱实为歌剧《江

姐》原版特色，彻底消解这一特色，使之领唱、重唱、合唱与

其他民族歌剧形式接近、类同，如此处理手法引起争议启发

思考。该剧大段咏叹调中频繁出现紧打慢唱，大段情绪音乐

更是于大开大阖之中藏针埋线，指挥许知俊首次和这支乐

队合作，基本未出现器乐“音墙”阻挡或碾压声乐的状况。值

得点赞的是铜管、民乐、打击乐，在宏大音流中挥洒自如应

有的色彩与光感。总体艺术呈现的品相规格质量，要求达到

“一棵菜”的程度与高度，非常难得甚为可贵。无论主角还是

配角，团结合作协同一致、一丝不苟相当讲究。前辈歌剧艺

术家乔佩娟由衷赞道：“新版《江姐》呈现出经典应有的神韵

与风采。”

中央歌剧院《马可·波罗》曾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

年献礼，并获得“文华大奖”等系列荣誉；30年后入选庆祝

建党“百年舞台艺术精品”重点扶持剧目，可谓当之无愧实

至名归，在如何用汉语写宣叙调，如何用音乐拓展舞台空

间，如何让音乐与戏剧互相兼容渗透等，《马可·波罗》已做

出极富探索意义的可喜成果。笔者赞同已故作曲家石夫先

生观点：一部在声乐艺术上达到高度专业性的歌剧，绝对不

应以是否有一两首独唱小曲人人能唱来论成败。中外经典

作品皆如是，《白毛女》“北风吹”要比“恨似高山仇似海”更

普及，《江姐》“红梅赞”也比“五洲人民齐欢笑”更流传，谁能

说后者艺术价值不如前者？《马可·波罗》的索伦咏叹调等，

早已运用于音乐院校教材与声乐参赛曲目。高度专业性与

普及传唱率，何必设定绝对标准，普通观众“喜欢听”和“随

口唱”又岂可混为一谈？

原创作品精雕细刻

“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包括中国歌剧舞剧

院《张富清》、湖北省歌舞剧院《天使日记》、河北省艺术中心

《雁翎队》等19部作品。紧扣建党百年以“红”为题的作品有

浙江演艺集团和浙江省歌舞剧院的《红船》、南方歌舞团《红

流澎湃》、长沙歌舞剧院《半条红军被》、温州大学《五星红

旗》，红色主题的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张富清》、山东省歌

舞剧院《沂蒙山》、青岛市歌舞剧院《国·家》、河南演艺集团

河南省歌舞剧院《银杏树下》等。另一类脱贫攻坚题材包括

江西省歌舞剧院《山茶花开》、凉山文旅集团《听见索玛》、百

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和东方演艺集团《扶贫路上》、重庆

市歌剧院环保主题的《一江清水向东流》。现场演出可重点

推介长沙市歌舞剧院《半条红军被》、中国歌剧舞剧院《张富

清》、中央歌剧院《道路》。

大型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作为文旅部2020~2021

年度“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之一、“百

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剧目，2021年7月9日至10日

亮相于长沙市梅溪大剧院。总导演黄定山、编剧任卫新、作

曲杜鸣、指挥王燕。“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

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一个瑶山女子徐解秀

反复念叨了数十年的话，简易朴拙却意喻深刻，共产党视老

百姓冷暖幸福高于一切的旗帜精神得到高度艺术化的彰

显。写红色题材音乐作品，杜鸣经验丰富独具心得，在民族

性、可听性上有他执著而明确的追求。可供撷取自湘粤边地

包括花鼓戏、丝弦小调、山歌乡谣等音乐素材，根据不同人

物身份性格、不同环境场景气氛，谱写丰富多彩的咏叹调、

宣叙调和主题歌、器乐曲等。全剧55段声乐曲，既有温婉的

情歌，也有坚定的战歌，还有淳朴的赞歌。相信该剧今后将

带着所有创演者的诚意和暖意往前走，用音乐和歌声温暖

全中国。

歌剧舞台以音乐版呈现的《张富清》，实际演出效果甚

至比某些舞台版歌剧更引人入胜，现场十分令人惊艳。全剧

穿插一些闪回的画面讲述主人公小时候在陕南家乡和母

亲、小伙伴生活的场景，同时他的大部分工作经历又与鄂西

地区相关，音乐素材融合南北风格，还有机渗入军人的精神

气质。总导演朱亚林令人刮目相看，他的舞台调度十分流畅

自然，视觉审美相当干净舒服。无论文本还是音乐，还原程

度都令人满意，相信作曲家方石和剧作家文兴国亲临现场

也会打出相应的高分。

纵览中外歌剧舞台，人物故事多涉及历史英雄、爱情传

奇，但工业题材稀缺。中央歌剧院《道路》编剧朱海以潍柴真

实人物真实事迹为创作“原矿”，写出了以齐鲁大地龙头国

企创造工业强国梦的奇迹，实属难得。笔者曾观赏过该剧首

版首演，经过两年五轮修改，2021年复排公演的《道路》感

觉已脱胎换骨，呈现出国家级院团艺术生产应有的品相与

质量。大篇幅的剧词经过剧作家反复推敲也越发凝练而精

彩。从序曲到尾声，从宣叙调到咏叹调，从重唱到合唱，音乐

全方位建立并运用了歌剧化的立体式多维度创作理念与专

业技术，语言上既有地域风格又有人文色彩。在指挥杨洋和

乐队的精诚合作中，舞台上演员唱得舒服、演得舒展。一群

歌剧化、艺术化的形象带给观众心灵的启迪与震撼。

2021年底中国歌剧的收官之作，应为12月23日福建

大剧院上演的《鸾峰桥》（章绍同作曲），宁德市畲族歌舞团、

福建省歌舞剧院等联合主创制作，导演陈蔚。他们希望通过

这部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讲好宁德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彰

显文化自信的责任与担当。有专家认为，该剧基础不错，经

过精工细磨，相信未来会在歌剧舞台上大放异彩。

团队主力超能发挥

2021年的歌剧舞台西方经典继续缺席。在笔者视野范

围内，9月3日至5日上海歌剧院、上海大剧院2021~2022

演出季以音乐会版歌剧《乡村骑士》《丑角》开启大幕，世界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慧饰演两部歌剧的女主角桑图扎和内

达，青年男高音歌唱家薛皓垠、韩蓬与“国际大腕”搭档分饰

两剧男主角，男中音歌唱家孙砾、女中音歌唱家董芳应邀加

盟精彩呈现。第四届中国歌剧节以中央歌剧院的《茶花女》

一枝独秀。

中国歌剧从未如2021年这般独占鳌头引领风向。冯柏

铭和冯必烈、王晓岭、王勇、游暐之、李亭等剧作家，遵循歌

剧文本写作规律，创作成果斐然。孟卫东、杜鸣、唐建平等作

曲家，在语言上更加自觉追求个性与共性、民族与世界、技

术与情感的平衡统一。而栾凯、捞仔、张朝等挺进歌剧音乐

领域，既是“新锐”又堪“精锐”，既不墨守成规也不过于天马

行空，敢于更善于不断接受新的挑战。第四届歌剧节24部

作品，导演黄定山独占5部大作，廖向红亦有3部之多。新

生代导演奋力崛起，沈亮、朱亚林等“后浪”翻卷波澜涛声拍

岸，必将成为骨干中坚。上海歌剧院前任院长张国勇、现任

院长许忠和原中央歌剧院许知俊是歌剧指挥方面的“将帅”

级人物，青年一代如王燕、杨洋、朱曼、黄屹等功底扎实、才

华横溢，他们执棒的乐队都能焕发出歌剧音乐应有的味道

与风采。

可喜的是，中国歌剧表演人才辈出，中国面孔从未像今

天这样自信地撑起中国歌剧舞台一片天。中央歌剧院原以

主攻西方经典为己任，王子公主、大臣名媛们，如今在新创

作品中改头换面光彩照人。青年男高音李爽、青年女高音陈

颖芳等在《道路》中的角色表演亲切朴实，基本跳脱了西方

歌剧的人物“残迹”，他们就是歌剧舞台上丰满生动的潍柴

人。歌剧节24部戏，青年男高音毋攀一人包揽6部大戏男

主，担纲《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3部经典，新作《张

富清》（音乐会版）表现也相当出色，从革命烈士彭湃到国家

领导人周恩来，无缝对接令人耳目一新。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王一凤、蒋宁分别与毋攀合作搭档领衔女一号，在角色塑造

上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同心结》线上直播，蒋宁饰演的朴顺

姬美丽动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网友纷纷点赞好评。高

鹏、王扬在本院《江姐》中表现不俗，还助力领衔凉山文旅集

团的《听见索玛》，挥洒出国家艺术院团主演的应有风采。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在《半条红

军被》《尘埃落定》《同心结》三台大戏中饰演不同时代、不同

性格、不同民族的三个男主角，声情传神令人信服赞叹。薛

皓垠、王传亮、王泽南等青年男高音在《党的女儿》《沂蒙山》

《红船》等剧中也为各自的角色增添光彩注入生机。杨小勇

可谓中国男中音歌唱家歌剧演员的领军人物，塑造《沂蒙

山》孙九龙、《红船》李大钊等人物形神兼备唱演俱佳。青年

女中音歌唱家张卓、李思琪分饰《沂蒙山》《尘埃落定》重要

角色，赢得大家一致好评众口交赞。重庆歌剧院副院长青

年男中音歌唱家刘广业务精进，《尘埃落定》的麦琪土司、

《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环保卫士等保持优良歌喉、生动表

演。湖北的马雅琴既挂牌“洪湖”韩英、又主演“天使”兰之

念，保持水准自由切换。江西省歌舞剧院青年男高音杜欢，

既是“掌门”又是“头牌”，他领衔主演《山茶花开》如一匹“黑

马”杀出重围身手不凡。值得褒奖鼓励的青年演员诸如女

高音歌唱家徐晓英、王丽达、王莉、伊泓远，还有郑培钦、刘

洺君、高淑琴等等。

歌剧，最能体现舞台艺术的奇特魅力。我们期待疫情

早日缓解，更多普通观众走入现场成为民族歌剧的知音，满

怀期待中国歌剧舞台姹紫嫣红百花迎春。

（作者系中国音协音乐评论学会理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

瞩，内容丰厚，视野宏阔，鞭辟入里，句句语

重心长，字字满含温情。现场聆听和学习

总书记的讲话，让人思想上旷达清明，精神

倍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首先用

四个“激励”，全面总结了在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的光辉奋斗历程中，在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

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

艺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发挥

出的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独特而积极

的社会作用，进而为我们明确地指出，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路线，就是一条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

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中国舞

蹈进程，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雄辩地

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在中国现当代舞

蹈发展史上，那些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杰

出舞蹈家往往也是将自己的艺术人生与中

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和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

相融共振的典范。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活跃着时谓

“赤色舞蹈家”的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等

以歌舞、活报等艺术形式反映和服务革命

斗争生活的舞蹈家。她们在工农剧社、蓝

衫团等革命文艺团体里创作表演的《工人

舞》《农民舞》《红军舞》《团结舞》等，生动地

反映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斗争生活现实，受

到广大苏区军民的喜爱，起到了宣传革命、

教育民众和鼓舞斗志的艺术作用。再如中

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和奠基人吴晓邦，他

的一生将自己的艺术追求“为人生而舞”与

“为人民而舞”融为一体。他在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时期奔赴抗战前线，以满腔热血与

一片丹心，在时代的洪涛巨浪中拼搏。他

根据聂耳同名歌曲创作了独舞《义勇军进

行曲》，并亲自到抗战前线为将士们登台表

演。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过去的几年里，

我完全沉溺在个人的舞蹈活动中，几乎与

世隔绝。但是这燎原的战火像在焚炙我的心，激励我走出那

艺术桃源，奔向抗日行列。”他的舞蹈语言运用了中国传统武

术中的拳腿动作，浓郁的中国风与对现实情感的表现性舞动

融合呈现，深受将士们的喜爱，多次返场，欢呼迭起，大大鼓舞

了抗日将士们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志。正是在舞蹈先辈们的红

色精神、艺术创新精神的引领下，和平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新

时期与新时代的舞蹈工作者，得以更好地深入体察民风民情，

为人民鼓与舞。在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的艰难时刻，中

国的舞蹈艺术工作者将目光投向那些精神强大的逆行者、普

通人，用优美而深情的舞蹈语言去表现、抒发和赞美。在

2021年举办的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评奖中拔得

头筹的当代舞《春会来》，就是以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的

生命和精神状态为选材，以积极向上、浪漫唯美的艺术形象和

主题立意，围绕抗击新冠疫情这一重大风险挑战而创作出的

既有生活真实感又具舞蹈意象美的优秀舞蹈代表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五点

希望。总书记昭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总书记指出，新时代

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因此，民族复兴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大主题，爱国主义是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是

核心的时代精神。这要求我们要从时代之巨变、中国之进步、

人民之呼声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现中

华文明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舞蹈这种以人的身

体为主要介质的文化与艺术，在表达深邃的内心情感和营造

脱俗的情景方面，占据着独特而得力的优势，理应在创作史诗

般的画卷、场景、氛围与深刻揭示人性、表达崇高理想、高扬生

命活力等方面大有作为。

在五点希望中，总书记还强调，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生活；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

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

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同时还要求当代中国文艺

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我们不仅要创作更多彰显中

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

国精神的杰作，也要创作出以艺通心、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

求的艺术精品。总书记纵横捭阖、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极大

地开拓了文艺工作者的视野和胸怀，使对文艺创作的使命认

识超越了偏狭的视域，升华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至高价值

层面。这些具体而深刻的艺术指引将大大激励舞蹈创作从题

材选取、主题提炼、内容构成到美学定位、风格营造等全方位、

多面向的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

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在当今中国日新月异、

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

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为时代留下令

人难忘的艺术经典。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到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再见吧妈妈》，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麦田里的《丰收歌》到劳动大军农民工的《进城》……舞蹈艺

术工作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塑造、留下过许多感人生动

的舞蹈艺术形象，但是距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距离一个有

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当今中国实现百年

中国梦的文化要求，舞蹈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既无限光荣，又

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以大唐盛世之时李白写下的

不朽诗句激励我们，“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今

天，在新时代中国的崭新蓬勃气象中，我们要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胸怀凌云之志，勇攀文艺高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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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至16日，由北京演艺集

团出品制作的话剧《簋街》在全国地方

戏演出中心首演。该剧由京味儿文学作

家王之理创作文学剧本，杨硕编剧，钟

浩执导，戴劲松作曲，任冬生任舞美灯

光设计。该剧以北京美食地标“簋街”为

创作题材，从主角李一刀的视角出发，

通过描写住在簋街的李家、金家等三代

人跨越30余年的平凡人生，将父子之

情、亲家之道、邻里之义巧妙联结，借助

平行时空展现了簋街第一家饭馆“酒盈

樽”及簋街在时代变幻下呈现出的新面

貌，从侧面体现了几十年来北京的文化

发展与历史变迁。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表示，

“‘京味文化’既凝练了北京文化的独特

属性，更彰显了北京历史时代特色与未

来北京发展中的活力与创造力”。该剧

融合了戏曲、音乐剧、曲艺等多种艺术

元素，汇集了京演集团旗下中国评剧

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北京曲艺团、北

京市曲剧团等多家院团的艺术人才，

“在拓展创作题材和探索跨界融合舞台

新样式的前提下，着力打造一部兼具思

想性与可看性的话剧作品”。

《簋街》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梅

花奖获得者侯岩松主演，龙月、刚毅、刘

勃君、芦宏、王玉、刁成禹、屈绍春、周士

尧、蒋晓波等出演。在舞台呈现方面，该剧

通过对北京文化元素的提炼与创新，为舞

台空间赋予了更加多变的功能性设计，

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多边错落的舞美

布置充分放大了北京在不同年代背景下

的风格元素和时代符号，通过细节的呈

现既展现了传统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也

突显了主人公的内心表达。（路斐斐）

2021年12月17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

金发起创建，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调研、策划及全面运营的“YUAN·融”培源平

台两周年庆祝活动在京举行，同时开启了培

源跨年孵化月活动。“培源”意为培根铸源，平

台聚焦剧本创作和打磨环节，以“培育生态多

样性、遵循艺术创作规律、不断自我更新迭

代”为原则，筑基戏剧行业，以公益助力中国

原创戏剧，截至2021年底，培源已有实名注

册编剧911名，涵盖200余个城市，原创剧本

1225部，实名认证出品机构150余家，合作

评审专家近300位。

此次孵化月活动包括培源两周岁生日

会、4场孵化打磨活动、2场戏剧分享活动及

3场剧目孵化版公益演出，活动将持续至

2022年1月18日。期间，培源孵化作品《芬

兰》《冰川在末日到来的那天没办法全部融

化》《威廉与我》《征途》《元首的笑话》《三个

水枪手》等作品以线上或线下的形式与广大

观众见面。据了解，2021年培源平台官方

商业运营体“培源优选”已将20余位优秀编

剧推向文旅演艺市场，打造了国内情浸式夜

间剧场《寻仙缘》、融合秀演《重逢草原》等优

秀作品。培源合作机构、专家表示，培源把

剧本孵化渗入戏剧创作与生产的全产业链

条中，从源头出发直面剧本荒、人才荒的现

状，给剧本以来自专业与市场的双重培养，

其合作机制、选拔机制为戏剧领域带来了新

的可能性。

未来培源会结合新时代现实题材的创作

需求重点挖掘选题和编剧人才，讲好中国故

事，同时还会根据全国各区域发展差异，逐步

在苏州、上海、成都等地建立特色类型剧目孵

化基地，持续开掘“培源优选”服务领域，并逐

步开展剧目孵化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 （晓 璐）

“培源”开启跨年孵化月活动京味儿话剧《簋街》讲述北京美食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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