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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2022年9月

1日在京正式开幕，9月4日、5日交响

音画《海峡海峡》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上演。杜鸣作曲，游暐之文学撰稿、作

词，刘云志小提琴独奏，女高音歌唱家

王庆爽、男中音歌唱家王鹤翔（4日）和

冯国栋（5日）独唱重唱，朱曼指挥福州

海峡交响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附属合

唱团，福建省歌舞剧院和福州市闽都文

化艺术中心共同创演。

全篇由序《海的记忆》、第一乐章

《故园依稀》、第二乐章《红烛喜娘》、第

三乐章《孤影离愁》、第四乐章《同源血

脉》、尾声《海峡梦圆》结构而成。游暐之

自言曾深受歌曲《国家》一句“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触动，欣然应约撰写

《海峡海峡》。她用诗意的语言，强化文

学性与音乐性的互通感应浑然天成。剧

中男女主角没有名字，他们代表无数两

岸相望的家庭和亲人。从青梅竹马到两

情相悦，从新婚燕尔到离别相思，音乐

化、艺术化的表现海峡两岸同胞，同宗

同源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这部交响音

画，在一个特殊时空、特殊节点，应运而

生生逢其时。

因各种条件限制，赴京演出简化、

简约、简朴的音乐会版，虽无法让观众

充分领略和感受总导演邢时苗团队主

打舞台版的超能作为，但这让我们更

专注于音乐、文辞、歌唱的本体魅力。

鼓声弱起渐强、鼓点徐疾有致；经片刻

静默后，用颤音技法在中低音区演奏

的弦乐群，如海面上潮汐涌动波浪翻

卷、似胸腔里压抑克制的悲泣呜咽。

清越悠远的钟磬之声，似一束束穿透

浓雾氤氲的晨曦曙光。“深蓝的海，蓝

蓝的海水连起两端，从这边就能看到

那一边，久别的故园依稀在眼前……”

开篇一段朗诵词娓娓道来，既挥洒诗

意又蕴含深意。

从“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衍生发

展的“海峡”主题贯穿全曲，杜鸣特别擅

长谱写优美婉约的旋律，依从文辞笔调

风格，音乐重点突出抒情性。非常民族

化的五声调式，用#4和b7两个偏音发

挥调色功能。耳闻声声吆喝，叫卖此起

彼伏，乡音乡风亲切质朴闽话方言，同

宗同源同胞骨肉血脉相连。这边平常日

子烟火气息，那边魂牵梦绕家乡味道。

第一乐章《故园依稀》以男中音独唱表

达游子惆怅绵延的纷飞思绪，“别乡如

昨日，倏忽几十年。犹记否，那鱼丸肉燕

夜叫卖，屋檐青苔看金桂谢了又开。”漂

亮的词儿配以动听的曲儿，歌声情绪饱

满情感炽热。

游暐之有效规避平铺直叙的情节

讲述，用诗化的语言传情达意且情真意

美韵味绵长。所有章节之间承上启下的

朗诵词，精炼洗练引人入胜。“青梅一样

羞涩的姑娘”成了他的新娘，“竹马一样

挺拔的毛头小子”成了她的新郎。王庆

爽清甜婉转的歌喉悦耳入心，《新娘》的

咏叹，美得令人称绝：“梳起，额前刘海，

挽起青丝长发”，从女儿家到为人妇，家

庭角色与人生际遇，这不就是标志性的

行为与形貌转变过程吗？

女声合唱《喜娘》将第一乐章推向

高潮，我们似乎能够抓住几缕《丢丢铜》

的旋律线头。这个素材，一边谓之闽南

童谣，一边则称作宜兰调。可见其本源

就是两岸共享的音乐资源。原初民歌基

本就在商徴调上转圈，作曲家将其主导

动机向羽调式延伸拓展，音乐色彩也愈

发显得丰富绚丽。在欢快喜庆的音乐情

绪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与之相照对

应的场景画面，那就是海峡两岸互通共

生的民间乡土婚俗仪式的舞台展现。

按照艺术总监的思路，《海峡海峡》

应写成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在民族

性、地域性和艺术性、可听性上努力探

索自觉作为。杜鸣的音乐用了很多带有

原生地域色彩文化基因的素材，除了南

音，相对清晰完整的还有一首《天乌

乌》。关于这首传播久远的童谣，诸多争

议歧义莫衷一是。最普遍的说法是闽南

童谣，也有定位于苍南童谣。而海峡对

岸的音乐学者坚持说，这是台湾本岛童

谣。无论生在哪里、传到何方，《天乌乌》

都是中华民谣。作曲家希望这部交响音

画血统纯正，坚持努力寻找音乐的“母

本”。但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简单随

意就地取材照方引用，那就失去作曲的

能动意义了。所以需要在尊重传承的基

础上，用心去下功夫，谱写出符合现当

代人审美观的音乐。“海峡”不单有闽南

的，还有闽东甚至浙南等海峡两岸民

歌、童谣、歌仔戏依稀可辨的隐性基因

“蛛丝马迹”。

在第二和第三乐章之间，舞台上出

现木身皮面不大不小两只鼓，看上去平

常无异，听起来非同凡响。一男一女两

位鼓师（旧时称鼓佬）双手握锤击打鼓

点时而如“疾风”、时而如“雨滴”。敲着

敲着，只见鼓师左脚搭上鼓面，脚跟移

动变换音色音调，太神奇了！原来这就

是极富区域文化个性特色的“鸭（压）脚

鼓”，原本用于闽南地区民间传统梨园

戏、布袋戏等的打击乐器，曾敲出国门

震惊世界舞台。大多数北京观众，也是

第一次听到见到这种鼓的真容真声。

“喜字的红艳还没有褪去颜色，相

爱的人儿却只能在梦中牵手”。第三乐

章与前面两章，音乐情绪形成强烈的对

比和反差。可以安排二重唱了吧？果然，

这边“相思孤影锁离愁”，那边“天涯思

乡泪空流”，一曲《离殇》唱尽了恋人眷

侣天各一方的悲戚感伤。一个民声女高

音和一个美声男中音，两副歌喉重叠交

织，二部歌声情丝缠绵，竟然这般的和

谐相融。“红豆相思，思乡红豆，少年乌

发已白首”令人感喟唏嘘；“思乡的歌

啊，还要长多久？”引生遐思共鸣。

第四乐章《同源血脉》，虽然我们看

不到舞台呈现祭拜妈祖的隆重仪式，但

从音乐形象刻画中，可以想象，全球超

过两亿信众对本尊诞生于莆田湄洲的

“和平女神”无限尊崇虔诚敬仰。“诚敬

妈祖，宽仁无疆；恩泽四海，普渡慈航；

风调雨顺，福运绵长，千秋圣迹，伏惟尚

飨！”神圣庄严充满仪式感，圣咏般的赞

颂，默祷式的祈愿，从内心深处自然流

淌出来一种真实而深厚的情感表达，美

好良善温暖的人文光辉。

冯国栋是《海峡海峡》首演首唱原

版原声，优良的嗓音条件、优越的专业

技能、优秀的表演功力，再加上对作品

的深刻理解精确把握，他的演唱更熟

稔、他的处理更细腻、他的表情更丰富、

他更成熟也更入戏，非常富于角色感。

王庆爽曾与福建歌舞剧院成功合作，她

领衔主演民族歌剧《土楼》《松毛岭之

恋》已获荣耀赞誉。从技术难度到舞台

表演，《海峡海峡》同样是一次特殊的挑

战。她的演唱游刃有余，表演驾驭自如，

将人物塑造得令人心悦诚服，相信线上

线下观众都会留有美好的印象。看到尾

声处，她蒙着红盖头，莲步轻移款款登

场，柔柔地、缓缓地、默默地掀起红盖

头，露出满头华发银丝如雪那一刻，所

有人都情不自禁为之动容。

全曲从头至尾，音乐并无更多炫技

成分，旋律线条、和声色彩简朴素淡，非

常有利于普通观众的理解。漫长的情绪

铺垫、深沉的情感积蓄，尾声，似所有能

量的一场总爆发，非常震撼。只见十一

面大鼓有序布阵一字排开，在首都音乐

舞台亲眼目睹、亲耳所闻这久负盛名的

福建永定大溪大鼓，真乃幸事福音。相

传宋朝年间，大溪游氏兄弟在南山脚下

兴建游氏宗祠，一对睡狮终日镇守，从

此每年大年初一，在南山游氏宗祠敲锣

打鼓唤醒睡狮。

游暐之采用诗经国风的文辞，杜鸣

的音乐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泱泱华夏，

灿若云霞；广袤沃野，山河一家。同源血

脉，阔别海峡，漂泊游子，望断天涯。天

际飞鸿，春来知返，遥遥思念，呼唤回

家；天堑通途，宝岛归航；两岸骨肉，圆

梦中华！”男中音领唱、男女声重唱、混

声合唱声浪奔涌高潮迭起；只见舞台上

十一位鼓师，英姿飒爽气宇轩昂。歌声、

鼓声此起彼伏如雷贯耳。国家大剧院音

乐厅掌声雷动，音乐中俯拾皆是的岁月

印痕家国情怀，深深感染现场观众，激

情澎湃热血偾张。

一部交响音画《海峡海峡》，优美的

雄健的歌乐鼓点，如是两岸骨肉同频共

振的心跳律动：“回家！回家！”神奇的音

乐“画”出了海峡山水血脉相连的美丽

愿景：回家！回家！

同频共振的心跳律动同频共振的心跳律动：：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听交响音画《海峡海峡》北京首演 □陈志音

评 点

9月1日晚，由查明哲执导，杨椽、郑瑞

林编剧，李天鑫作曲，陈智林、肖德美、刘

谊、李乔松、苏明德等川剧名家联袂主演的

川剧《草鞋县令》，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于天津大剧院上演。作为角逐第十七届

文华大奖的戏剧作品，该剧人物形象鲜活

独特、川剧高腔悠扬婉转、巴蜀特色浓郁活

泼。全剧共分八场，以根治什邡水旱为主

线，讲述了清朝嘉庆年间什邡县令纪大奎

面对灾情从容不迫、坚守本心、排除万难、

为民至上，最终解决民生难题的故事。作为

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

品，该剧自推出以来先后赴北京、上海、重

庆、张家港、绍兴等全国各地巡演，演出近

80场。作品旨在挖掘本地历史文化中的

“清廉因子”，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面从

严治党之中，激发崇廉、敬洁的正能量，培育基层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导演查明哲表示，该剧

讲的是廉官的故事，力求深入人心、人性，在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追求上做了深入刻画，表现了人物从

怎么做官，到最后发展到怎么为民，怎么做人的主题。创作中，该剧还致力于追求鲜明的中国风格及民俗

文化风格，并创新性地运用了“帮腔”上台、“帮腔”对唱、琵琶独奏等形式展现人物的内心。（艺 闻）

9月6日，由中国文联、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2022年“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系列活

动在厦门开幕。展演活动包含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展、书画笔会等内容。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以“同

心向未来”为主题，共展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831

幅，其中美术作品224幅，书法作品457幅，摄影

作品150幅，包括348位台港澳书画摄影家和来

自20个国家共43位华侨华人书画家的391幅作

品。参展作品以生动丰富的艺术语言，热情歌颂了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的光

辉历程，描绘了中国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

好生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动人画卷，展现了

祖国山河壮美、人民幸福安康的生动图景，表达了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华侨“同抒中华

情、共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开幕式上，中国文联和福建省、厦门市、思明

区有关领导和书画家代表向基层党员代表、优秀

社区文化工作者赠送了由厦门书法家创作的《不

忘初心》书法作品100幅。当天下午举行了书画笔

会，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艺术家们铺陈纸

笔、共同创作，以书会友、以画传情。

据悉，此次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将持续到9

月20日。 （许 莹）

﹃﹃
中
华
情

中
华
情
··
中
国
梦

中
国
梦
﹄﹄

中
秋
展
演
系
列
活
动
在
厦
门
举
办

中
秋
展
演
系
列
活
动
在
厦
门
举
办

《遇见星海》是一台视角新颖、选材独特、引人入胜的

儿童音乐剧。

此剧表现在抗战背景下，延安鲁艺收留的一群流浪

儿童，他们跟冼星海不期而遇，跟他的音乐创作交织在一

起，冼星海以他富有灵性的音符，孩子们以他们简单质朴

的乐器，共同发声，鸣奏出民族同仇敌忾的心曲，表达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敌斗志，表现民族精神的凤凰涅槃，

完成了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诗《黄河大合唱》。作为音乐家

的冼星海，与作为流浪儿的弦子、二子、小鼓、小笛、小宝，

他们不同于那些拿起刀枪走上前线跟敌人拼杀的战士，

但是他们也是革命队伍当中的重要成员，他们以自己擅

长的文艺形式，鼓舞人心，教育人民，让文艺发挥了打击敌

人，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在这个层面上，《遇见星海》是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

戏剧中的孩子乐团，是一个饱经战乱的流浪小队，他

们来自东北、华北、江南、西北各地，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只能四处逃难，听说很多人投

奔延安，他们也就走向西北；再大一点的孩子、老腔世家

出身的弦子的带领下，四处流浪卖艺求生。看到八路军

战士们和鲁艺宣传队员要出发上前线，他们迫不及待地

要跟上队伍，到前线杀敌，为父母报仇雪恨。团长告诉他

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的人生有别的选择，

因此，把他们统统交给了延安鲁艺，让冼星海带着他们学

本领，长知识，以便将来成为优秀的文艺战士。

敌机突然来袭，遍地战火硝烟，冼星海保护孩子们，

躲进掩体，自己却被压在土墙之下，冼星海与孩子们生死

与共，同甘共苦，他成了孩子们的主心骨。孩子们把他当

成了父亲、老师和朋友。轰炸过去，冼星海带着孩子们在

黄河边点燃篝火取暖，望着一河的星光，他回忆起自己的

童年，他跟孩子们交心，给他们讲自己童年故事，用乐曲

安慰他们的心灵。那些星光既来自天上，也来自心上，是

他们对光明的向往，也是他们对失去的亲人的思量。从篝火旁跳跃的火星，

到夜空下一河璀璨的星星，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畅想、对光明的向往，这场

戏很有抒情色彩，很有象征意义，也点明了戏剧主题。黄河的奔流不息，人

民的不屈之志、敌人的残酷暴虐、孩子们的纯真天性、民族抗敌的历史传奇，

桩桩件件作用在冼星海的心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变成了他激越雄浑的

乐章，他开始创作一部民族的伟大的音乐史诗。

此剧也表现了冼星海与孩子们的心灵默契。冼星海在创作《黄河大合

唱》，孩子们看到他呕心沥血的辛苦，用他们的顽皮和聪慧，去捕捉那只呜呜

啼叫的邻居家的公鸡，并且为冼星海赚到了老乡家的土咖啡。冼星海完成

了他的《黄河大合唱》，于是出现了奇特的演出场面，不仅孩子们亮出绝活，

一起上阵，而且锣鼓铙柭、管弦器乐、油桶木棍、锅碗瓢盆全都派上了用场，

这是很有时代特点因陋就简的音乐会演出，也是万众一心、抗敌救国的心声

的表达。

如果说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是此剧的主线，那么与其相遇

的孩子们则是他伟大乐章中跳跃的一个个音符。这个剧的节奏有起有伏，

最后形成一个高潮，在一系列行动中完成形象塑造和心理刻画。

作为音乐剧，它的音乐成分化用了冼星海的一些曲调曲式，也化用了

老腔的唱段和皮影戏的表演，使舞台的形式感增强，表现力突出。剧中兼

顾了黄河大合唱的雄浑旋律与儿童们纯真美好心灵表达的内在平衡，也就

是在成人的世界和儿童的心灵之间建立起新的平衡。这里既有《只怕不抵

抗》“吹起小喇叭，哒滴哒滴哒”乐观豪迈的抗敌意志的表达，也有《黄河船夫

曲》等民族心声的传递，还有鲁艺师生们演唱的此剧的主题曲《生命中的火

光》，此曲反复出现，形成了一唱三叹的特点。一些新写的唱词也很有诗意，

节奏感强，朗朗上口。导演赵宇重视舞台场面的行动性、形象性和画面

感，以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方式，表现战时儿童特殊的生活处境和心灵

世界，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不惧艰难、开朗乐观的自然天性。

此剧表现了编剧胡薇的精心设计，这是理性思考和形象创造的有机融

合，比如弦子、二子、小鼓、小笛、小宝，不仅是相依为命、抱成一团的5个孩

子，而且代表着东北、华北、江南、陕北各地遭受鬼子蹂躏、失去了家长的苦

难儿童，他们是战争中的孩子们的缩影。他们每人操控着一种乐器，代表着

各自的心声，也象征着黄河大合唱，这首民族的伟大史诗，是由整个中华民

族共同奏响的。还有星海的象征寓意，这不仅是音乐家的名字，而且是篝

火，是红星，是天上的亲人，是寻找的光明，是未来的希望的象征。黄河的滚

滚怒涛，黄河纤夫百折不回的顽强奋进，入夜时，满河的璀璨星海，画面感很

强，表现了中华民族越挫越勇、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夺取胜利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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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 ……… 乔 良
中短篇小说
叼狼·双子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
作为一种生命需要的写作（佳作点评）…梁鸿鹰
离乡 ………………………… 马笑泉（回族）
成人礼 ……………………… 伊尔根（满族）
增岁 ……………………… 冉小江（土家族）
那扇门 …………………… 蔡国范（朝鲜族）

成龙哲（朝鲜族）译
散 文
朗月在天 …………………… 李约热（壮族）
家有木发 ………………… 班雪纷（布依族）
诗 歌
在我的故乡 ……………… 吉克木呷（彝族）
绿雏菊的星空 ……………… 忆 今（回族）
那情，那故土 ……………… 闵建岚（景颇族）
迎接党的二十大
红色草地的记忆（散文）…… 宁克多杰（藏族）
田野上的启明星（诗歌）…… 宋庆莲（土家族）

本刊新人
绿灯和钱箱子（小说）

……………… 瑞朵·海瑞拉（维吾尔族）
“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
塔纳图夏营地（小说）…脑·孟和陶格套（蒙古族）

道·斯琴巴雅尔（蒙古族）译
小女孩吉茹娜（散文）…杭图德·乌顺包都嘎（蒙古族）

陈萨日娜（蒙古族）译
迁徙（诗歌）…索龙嘎德·陶德格日勒（蒙古族）

哈 森（蒙古族）译
云客厅
面向浩瀚未知的世界…主持人：安殿荣（满族）

嘉宾：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
评 论
新世纪酉阳诗歌创作管窥 ………… 彭 鑫

田景友（土家族）
封面美术作品：广西风光（钢笔画）：陈新民
封二美术作品：九月（油画）：罗尔纯
插图：徐沛君
篇名题字：梁永琳 陈国中
美术编辑：徐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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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

川上（短篇小说）……………………… 赵 雨

蘑菇与爱情（短篇小说）……………… 秦羽墨

莫依德咕之远（短篇小说）…………… 霁 虹

画梦（短篇小说）……………………… 梁浩然

垂杨柳（短篇小说）…………………… 杨永磊

滇池诗卷

诗人 赵 俊 燕 七 罗霄山 杨章池

牧 青 姚彦成 娄继会

集萃 王红梅 杨 中 钟守芳 刘海斌

杨启文 赵林富 张明中 阿 博

个人史 翅膀之歌 …………………… 黄立康

散文

上坟记 ………………………………… 李朝德

曹雪芹：补天遗石雪底芹 …………… 沈荣均

历历万乡 ……………………………… 吴其华

隐忍（外一篇）……………………… 诺尔乌萨

九龙河记忆 …………………………… 王兴昌

封二三 内文插图 组画：赵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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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走廊

北流的注解………………… 林 白 罗 昕

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 …… 穆 涛

空如大海……………………………… 张庆国

金短篇

行星…………………………………… 六 百

暮春之初……………………………… 卢文丽

欲往何处去…………………………… 林 鹿

许多年以后…………………………… 张秀枫

中篇 三生有幸……………………… 津子围

长篇 沈颖与陈子凯………………… 魏思孝

作家地理 荒野之魅………………… 谈雅丽

塞纳河畔

莽莽昆仑，天路驮行——怀念陆振轩老师

…………………………………… 卢 岚

诗人空间

【王学芯小辑】

城市记录……………………………… 王学芯

“非地方”时代的空间抒写…………… 纪 梅

【陈爱中小辑】

相思湖纪事…………………………… 陈爱中

他者视角与诗歌艺术的创新………… 蒋登科

记忆·故事 从毛坝关出发 ………… 杜光辉

艺术中的修辞·两块砖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莫 言

我说我在·朱涛诗歌研究

直面语言的严重时刻………………… 陈培浩

“它在”的签名………………………… 张光昕

现实镜像和通往词语内部的“危险旅行”

…………………………………… 刘 波

地 址：（130021）中国长春人民大街6255号作家编辑部
电子邮箱：ccwriter@263.net zuojiatougao@sina.com

川剧川剧《《草鞋县令草鞋县令》》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