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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呼和浩特民族演艺

集团联手打造、董妮编剧、沈亮导演的歌剧《青

山烽火》，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某部委

派老楚和蒙古族姑娘乌日娜带领一支队伍到

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故事。在抗日战

争时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有着独特的位

置。尽管它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却是全国

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抗日根据地。作为反映此

类题材的首部歌剧，《青山烽火》的意义不言而

喻。该剧既传承弘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热情

讴歌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儿女，更展现出历史

上各民族团结御敌、共同抗日的血肉联系、战

友情深。

“小青马哎多喂些料，三天的路程两天就

到……”当大幕拉开，一阵活泼亲切的歌声把

我们带到了八路军某部驻地，表达了乌日娜对

草原家乡的眷念；随即传来日寇入侵屠杀的消

息，众人群情激愤，并根据上级指示准备挺进

敌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场面的

构思和发展，本身就充满戏剧性，由宁静祥和

转入激情浩荡的情感色彩，一开始就把各人物

及其音乐形象推了出来，并借助独唱、重唱和

大合唱等层次展开，一下子铺开了历史画面。

有时看歌剧，总不免感触，它铺展场面的能力

实在太强了，瞬息之间便从涓涓溪水变成壮阔

无比的滔滔江河。歌剧《青山烽火》同样如此，

也由此奠定了它的音乐基调。

这部戏采用的是显隐双线的布局：一方面

是老楚和乌日娜受上级指派去开创根据地，从

而展开与当地群众的互动、与以下川中佐为代

表的日寇周旋；另一方面是老楚与乌日娜从战

斗友谊逐渐发展出微妙的情感，而对乌日娜早已情根暗

种的哈图却因故成为伪蒙军的队长，三人由此产生了抗

战大局与个人情感的选择难题。这种看似“革命加恋爱”

的模式，其实并不生硬，因为后者的选择本身就包含在发

动群众的命题当中。编剧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很好地把后

者融化进了前者，使得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不那么概念化、

宣教化，而有了更加动人的叙事细部。从音乐的角度讲，

也就提供了更多的戏剧发展空间和音乐表达形式。

应当承认，许多歌剧特别是欧洲歌剧作品，音乐往

往是第一度的。因为有了作曲家的音乐而有了故事，或

作曲家的创作构思本身就建立了文学，歌剧史上这样的

例子太多了。但是，当前国内歌剧创作的普遍模式，还是

建立在或有一二度沟通前提下的文学文本基础上。正因

如此，当我们回到音乐里去寻找人物的动机及其形象

时，就会发现更多触动心弦的音符。比如，第

二场装扮成商人的先遣队遭遇盘查，乌日娜

与哈图久别后又一次见面，两人有一段二重

唱“怎么是你”，“大雁飞来又飞去了三次”，那

长久的守候和音信杳无的焦灼，化作舒缓悠

长的咏叹调，与当时剑拔弩张的戏剧场面构

成环境张力；当老楚劝乌日娜不要抵触哈图

是伪蒙军、以大局为重时，乌日娜何尝不懂，

但她那“这是拿我作工具”的叙咏，你老楚何

尝懂？类似的这种小儿女情态，无疑给歌剧增

添了许多层次和色彩。

全剧共分六场戏，分别讲“老楚和乌日娜

受命创建根据地”、“挺进敌后遭遇伪蒙军”、

“发动群众奇袭日寇建立骑兵队”、“营救群众

感召哈图回归”、“乌日娜、老楚和哈图的情

感”、“老楚牺牲，众人奋勇杀敌”。其中，第五

场乌日娜、老楚和哈图的三人咏叹调“雪花飞

舞，月色朦胧”和第六场老楚牺牲后乌日娜的

咏叹调“不要这样离开”，都是极其动人感人

的。在三人咏叹调中，导演运用了不同时空的

调度，场面情境处理得干净；不仅如此，建立

骑兵队后的那场驯马舞，把蒙古族舞蹈元素

化入进来，战斗场面展示的枪舞，等等，又给

柔情的、悲情的情绪注入了阳刚凛冽的气质。

当迎来“青山埋忠骨”的大合唱，一切就有了

支撑。

最具启发性的地方是选取了“小青马”意

象：一是在音乐上让《小青马》主题贯穿全剧，

把爬山调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歌剧叙事，使

得作品更接地气、充满民族和地域的色彩。二

是在文学内涵上，借助“小青马成长为草原上

的骏马”的寓意表达，象征参与创建根据地的蒙汉各族

年轻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个人情感的抉择磨砺中成长成

熟，最终成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英雄儿女。这种音

乐性、文学性的掩映融通，使得整部歌剧被有效统合了

起来，也就不再过实过硬，而兼容了写实与写意、表现与

象征等丰富的色彩。歌剧创作当然要百花齐放，任何路

径选择都无可厚非，但怎样合理地、适度地攫取和运用

民族音乐元素，使之更具通感性地展示到世界音乐舞台

上，我想歌剧《青山烽火》是有意味的。

当然，这部歌剧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比如，《小青

马》主题的发展、变奏不够，从而使得它的贯穿显得单

一。而在唱段和声部安排上，独唱、重唱、合唱虽然都有

了，但还不够有机和丰富，特别是合唱没有更好地参与

进来、融入进去，也就使得一些需要场面的段落缺乏声

势感、色彩感。还有就是个别

场面的舞蹈与歌剧叙事显得

有些脱节，变成是“舞蹈”而

不是“音乐”在叙事。尽管如

此，歌剧《青山烽火》仍不失

为一部有成色、有启发的优

秀作品。在大青山抗日游击

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之际，它

的推出不仅是艺术实践的积

极成果，更是对抗战先烈和

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御敌、鱼

水情深的深深缅怀和崇高致

敬。唯因青山埋忠骨，方有今

日艳阳天。他们无疑是我们

民族的脊梁、民族的骄傲，永

远值得我们讴歌和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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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又称重九节、茱萸节、登高节、女儿节、菊花节等，

在我国起源很早，汉代已成为一个节日。西汉末年的学者刘

歆在其所著《西京杂记》中说，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被害

后，其身前侍女贾佩兰被逐出皇宫，嫁为民妻。贾氏对人说：

皇宫里，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可以

让人长寿。民间纷纷仿效。从此过重阳节的风俗在民间就

传开了。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

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

久，故以享宴高会。”又是“享宴”又是“高会”，说明在东汉末

年三国初年重阳节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节日。到了唐代，重

阳节更成为三大令节之一。唐朝诗人宋之问有诗云：“令节

三秋晚，重阳九日欢。”可见当时重阳节已经过得非常隆重。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唐朝诗人王维17岁时写的这首名诗在今

天依然妇孺皆知，特别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不知勾起了多少游子的思乡情。但诗中蕴含的有关重

阳节的信息，不是每个人都能注意到的，至于茱萸，很多人也

许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在过去，它可是有名的中药啊！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有吴茱萸、山茱萸之分，都是

著名的中药，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生长在北到山

东、山西、陕西，南到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的广大区域。河

南省西峡县的伏牛山区，至今还可以随处见到野生的大片山

茱萸。

有关茱萸名字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春秋时期，

吴弱楚强，弱小的吴国每年都要向楚国进贡。有一年，吴国

的使者将本国的特产药材“吴萸”献给楚王。可楚王爱的是

金银财宝，根本看不上这土生土长的药材，命人将使者赶出

宫去。楚王身边有位姓朱的大夫，与吴国使者有交往，将其

接回家中。使者说，吴萸乃我国上等药材，可

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听说楚王身体有

恙，吴王才命我专程送来这种药材，哪知楚

王……朱大夫好言劝慰使者并礼送出境后，

将使者带来的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

王受寒，旧病复发，腹如刀绞，群医束手无

策。朱大夫急忙将吴萸煎好，献给楚王。楚

王服下后，不再疼痛，大喜，重赏朱大夫，并

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吴国使者献

药之事叙述一遍。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便命

人在国内广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

行，全靠吴萸，才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

命。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人们便在吴

萸的中间加上一个“朱”字，改称“吴朱萸”。

后人又在朱字上加个草字头，取名为“吴茱

萸”，并沿用至今。

这则传说用生动的例证解释了茱萸的药

用价值，茱萸名字的来历，茱萸在大江南北广

为栽植的原因，很有意义。

茱萸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由来已久。在

有些地方，重阳节又叫茱萸节，表明了茱萸与重阳节不可分

离的关系。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在重阳节

有登高望远、遍插茱萸的风俗习惯，认为佩戴茱萸能祛邪辟

恶。前述《西京杂记》中说汉高祖皇宫里“九月九日佩茱萸”，

说明至迟在汉魏时期人们就有过重阳节并佩戴茱萸的习俗。

东汉以后，重阳节的传说越发丰富。在南朝梁吴均所

著《续齐谐记》里，有桓景的故事，很有代表性。桓景是东汉

人，跟随费长房游学多年。那时候，瘟疫流行。有一天，费

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你得赶快回去。回

家后，让家人各做一个红布袋，里面装上茱萸，系在胳膊上，

然后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遵照师父的话，在九

月九日这天全家登山。晚上回家后，看到家中鸡犬牛羊全

都死了。从此以后，重阳节登高、戴茱萸、喝菊花酒的习俗

就流传了下来。

由于茱萸的药用价值很高，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

这天甚至把茱萸当作犒赏全军的奖品。“天门神武树元勋，

九日茱萸飨六军”，这次重阳节犒赏，真不知宋武帝用了多少

茱萸！

插茱萸以辟邪，在西晋时期就已流行。晋代周处《风土

记》记载：“九月初九……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

寒。”很显然，晋代不仅插茱萸还把茱萸插在了头上，即发冠

上。到了唐宋，在咏重阳节的众多诗词里，茱萸一再被提及，

有的佩带茱萸囊于臂肘，有的插茱萸于发冠，有的饮茱萸酒，

有的以茱萸节、茱萸会代指重阳节。总之，茱萸与重阳节是

密不可分的。但对王维“遍插茱萸”一词，还是有不同的理

解。茱萸只是插在发冠上吗？也许它也可以插在地上，因为

茱萸果实是红色的，插在地上有视觉效果，大家都插茱萸的

时候，只有一个人没有到，更显出年少的王维在重阳佳节思

乡怀亲的孤独感。

重阳节是农历九月九日，“九九”与“久久”同音，正如曹

丕所说“宜于长久”，与人们希望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人生

追求相一致，自然与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相契合。“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把重阳

节作为表达敬老孝亲感情的节日，自在情理之中。在陕西不

少地方，重阳节这一天有吃长寿面的习俗，还要把第一碗长

寿面给家中的老人先吃，又细又长的长寿面表达了人们祝福

老人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重阳庙会上，还有给家里老人、

长辈买过冬衣物的传统。在山西，有的地方，重阳节还要请

戏班子连唱五天大戏，内容多为敬老、孝亲，以愉悦老人。正

因为此，2012年，我国政府规定，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为老

年节，把重阳节的敬老孝亲习俗再次凸显出来，大力弘扬。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重阳节时，在河南西峡等不少地

方，人们忙于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做菊花枕、戴茱

萸囊，把重阳节过得热热闹闹。经过党和政府多年提倡，社

会各界大力弘扬，地方政府也出面大力传承重阳文化、弘扬

传统美德，忙于礼敬寿星、表彰孝星……这些节日活动，对于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无疑会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落实在重阳节的

文化传承上，我们就要紧紧抓住重阳节的文化内核，挖掘其

时代价值，特别是敬老孝亲、祈寿延年、拥抱自然、愉悦身心

的时代价值，让重阳节真正成为与时代合拍共振，全民共同

喜爱、一起欢度的佳节。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现代京剧

《光之谷》国庆期间在武汉琴台大剧院首

演。该剧首次将光谷的创业故事搬上戏曲

舞台，讲述了创业青年张锦航和女友几经

周折，通过“青桐汇”找到投资，实现创业

梦想的故事。剧作用地道的皮黄唱腔和活

力四射的舞蹈，向改革开放40周年、“中

国光谷”东湖高新区成立30周年致敬。

近10年来，武汉京剧院先后推出现

代京剧“汉口女人三部曲”《生活秀》《水上

灯》和《美丽人生》，以聚焦近当代都市生

活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被戏曲界誉为“现

代京剧创作的成功典范”。在武汉京剧院

院长刘子微看来，“三部曲”中描绘的武

汉，已经和今天的生活有了一些距离，而

当下大武汉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城市

飞速发展，面貌日新月异。选择什么样的

题材和故事反映当下大武汉的发展变化

最合适呢？刘子微最终找到了答案：创作

一部聚焦湖北武汉、描写当下年轻人生活

的现代戏。经过多番谈论，光谷的题材进

入了刘子微的视野。“30年里，光谷从一个

荒凉的偏远郊区，变成了‘独角兽’企业频

出、人才云集的国家级光电子产业基地、

生物产业基地，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由贸

易试验区，这种天翻地覆的巨变，是以往

的舞台上从未呈现过的。”

与传统京剧不同，舞台上的《光之谷》

充分融入了音乐剧、现代舞、多媒体舞台

装置等多种元素，在保留了京剧韵味之

余，显得更加青春时尚。

《光之谷》的演员阵容全部由武汉京

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担纲。 （余 非）

现代京剧《光之谷》：演绎光谷创业热潮中的“众生相”

重阳节的传说与时代价值重阳节的传说与时代价值
□侯仰军

10月15日，来自中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合唱团齐聚清华

大学，在汉唐古典舞蹈《相合歌》古拙、宏放的古典韵味中，共同拉开

了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的帷幕。从15日至21日，由北京市

教委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承办的第五届

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将全面展现青少年的风姿和合唱艺术之美。

2006年以来，北京市教委已成功主办过4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

术周。今年的艺术周以合唱为媒，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荷兰、西班

牙、奥地利、波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团，与北京的大、中、小学

生进行一次难忘的音乐文化交流。在为期7天的艺术周中，除了开、

闭幕式，共将举行17场专场音乐会及交流音乐会、10场校际交流、

10场大师课以及1场合唱博览会。这其中，不乏像芬兰夜莺女声合

唱团这样的合唱名团。这些优秀合唱团体及合唱大师，将与北京的学

生合唱团一对一组合进行校际交流并举办音乐会，在排练和演出的

过程中相互了解和学习。

除了音乐会，艺术周期间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每天举

行两场大师课，邀请外国音乐家讲解声音训练、风格培养等课程。此

外，10月19日还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特别的合唱博览会，24支

中外合唱团共同向观众们展现世界各地青少年合唱艺术的多元魅力。

（青 艺）

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

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

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10月15日

在京召开。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陈建文

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主任庞井君主持会议。

会上宣读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

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的重

要批示。李屹对杂志三年来的工作表示

了高度肯定，并对下一步办刊工作提出

了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邵大箴、仲呈

祥、王次炤、张德祥、饶曙光、李心峰、宋

宝珍、王廷信、谢柏梁、李朝全等专家出

席会议，并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

艺评论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理论发

展和话语建构、当前我国文艺评论亟待

突破的前沿课题与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思

考和探讨，并对办好《中国文艺评论》杂

志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评 闻）

第五届北京国际
青少年艺术周开幕

《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9月26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叶

派小生艺术人才高级研修班”在京开

班。该项目将通过师徒传承、院团传习

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形式，助推戏

曲教育改革创新。

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为京剧叶

派小生创始人叶盛兰之子，是首届梅花

奖获得者，中国戏曲学院荣誉教授。此

次研修班为期两个月，遵循“小批量”

“高规格”原则，从全国京剧院团、戏曲

院校中遴选20名京剧小生为学员。研

修班由叶少兰担任导师，传授叶派小生

经典剧目、表演功法、表演标准和美学

风格，并由傅谨等国内知名学者讲授戏

曲理论及叶派小生理论，最终以汇报演

出作为研修成果。

主办方表示，此次研修班是中国戏

曲学院进行戏曲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

革的一次有力探索，是新时代传承经典

的一次新尝试。研修班将突破一般京剧流派人才培养的

授课模式，打造师徒传承、院团传习与学校教育科学贯通

的新型人才培养形式，将有助于戏曲教育、传统文化传承

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据悉，该研修班项目已入选北

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全额资助项目。 （戏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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