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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1921年，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望
志路和浙江南湖宣告成立之时，恰是中国歌剧滥
觞之作《麻雀与小孩》登上我国专业音乐戏剧舞
台之日。

但在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中，却也蕴藏着某
种历史必然。今天，我们若以百年党史重要历史
分期为经、百年歌剧的情节和人物为纬，必会发
现：从那时起至今，100年来，中国歌剧家积极响
应党和人民的召唤，顺应时代潮流，坚守红色题
材主脉，发挥歌剧艺术独具的高度综合性魅力，
在这舞台方寸地、经纬交叉点上，展现风云画
卷，放歌时代英雄，以生动情节、优美音乐和鲜
明可感的歌剧形象，谱写出百年歌剧咏党史的
恢弘篇章。

醒狮怒吼与红船启航

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
辱国令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洗礼和启蒙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
代表的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多方寻求救国
之道的过程中，逐渐认清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能
够挽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的真理，以此为
理论武装，筹建革命政党，唤醒沉睡的东方雄狮
发出冲天怒吼。

上海歌剧院创演于2018年的歌剧《晨钟》，
以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为第一主人公，以“寻道”

“行道”“殉道”为情节主线，表达了李大钊与当年
优秀知识青年为敲响晨钟、唤醒大众而勇猛奋进
的可歌可泣的生命历程。浙江歌舞剧院2020年
创演的歌剧《红船》，则在更为宏阔的时代语境
中，以时空交错结构和史诗性风格，全景式地再
现了中共一大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历史场景，
塑造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杨开慧、
王会悟等个性鲜明、命运各异的歌剧形象。此剧
的核心意象“红船”，成为中国共产党驾驶革命航
船由南湖启航、乘风破浪驶向旭日东升远方的艺
术象征。

湖南歌剧界2017年创演的《英·雄》，“英”是
缪伯英，“雄”即何孟雄，均为湖南籍中共早期党
员。何孟雄是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31年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32岁。他和妻子
缪伯英共同携手度过了清贫、短暂但也是光辉伟
大的一生。广东艺术剧院2020年创演的《红流澎
湃》和国家大剧院2015年创演的《方志敏》，以歌
剧形式激情讴歌被毛泽东赞为“农民运动大王”
的彭湃和同样是江西农民运动领袖的方志敏，二
人均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杰出党员，被捕后均在
狱中慷慨赴死。

上述歌剧中所刻画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
东、何孟雄、缪伯英、彭湃、方志敏形象以及他们
的壮丽人生，都是相关歌剧家在真人真事基础上
的呕心沥血之作，充分反映出新时代中国歌剧家
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艺术使命感和独创精神。

喷火呐喊与翻身道情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肆屠
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

分别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以井冈山、瑞
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由此进入打土
豪分田地、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红色
割据时期。

对此，不同时期的我国歌剧家都做了辉煌的
艺术表现。其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首演的《红
霞》中的霞姑及其牺牲前的咏叹调《凤凰岭上祝
红军》，《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及其著名唱段《洪
湖水浪打浪》和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
放》，以及80年代首演的《党的女儿》中田玉梅及
其咏叹调《血里火里又还魂》等，以生动的笔触、
动人的音乐、形神兼备的歌唱和表演，对这一时
期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伟岸形象做了激情四
射的刻画。

湖南省郴州市民族歌剧团2018年首演的歌
剧《陈家大屋》，其第一主人公则是湖南郴县富商

陈嘉木，在1928年湘南暴动中，他经历了共产党
员女儿陈昭玉被捕、女婿夏明不幸牺牲、白匪即
将还乡等事件，处于进退维谷窘境中；最终，在其
母亲夏奶奶和女儿陈昭玉鼓励下，以全部家产资
助红军上井冈山。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演于2018
年的《松毛岭之恋》，描写闽西红军妻子阿妹在不
知丈夫已经牺牲的情况下，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
念，痴等爱人30年，为之缝制30套新衣的感人
故事；剧中阿妹咏叹调《阿根哥，你在哪》，情深意
切，催人泪下。

我国歌剧家对震惊世界的长征，同样表现出
高涨的艺术激情，相继奉献出《长征》（有1950
年、2016年两个版本）、《凉山结盟》（1964年）、
《金沙江畔》（2017年）等剧目。

表现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歌剧，以1942年
首演于重庆的《秋子》、早期延安革命文艺家创演
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均为1943年）最为著
名；此后，东北鲁艺又于1950年创演了《星星之
火》，其主题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已成为家喻
户晓的抒情歌曲。总政歌剧团创演于2005年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塑造了杨晓冬、金环、银环、
杨母等抗日英雄群像，其中，杨晓冬咏叹调《不能
尽孝愧对娘》、杨母咏叹调《娘在那片云彩里》把
民族歌剧运用板腔体结构表现主人公丰富内心
世界的成熟经验推向新高度。浙江歌舞剧院、浙

江交响乐团2017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青春
之歌》，描写林道静在中共地下党员卢嘉川的影
响下，从向往自由的清纯知性少女经历命运曲折
和抗日烽火锤炼之后逐渐发展为自觉追求革命
的成长过程。山东歌舞剧院创演于2019年的《沂
蒙山》，以恢弘气概、生动形象艺术地诠释了沂蒙
儿女与共产党、八路军“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沂蒙精神，其主题歌《等着我，亲爱的人》旋律优
美、情感真挚深切，令人过耳成诵。

表现伟大解放战争的歌剧，以1945年延安
鲁艺创演的《白毛女》为先导。这部民族歌剧的经
典之作，虽诞生于抗战后期，但它所塑造的喜儿、
杨白劳等个性独特的歌剧形象以及其中《北风
吹》《扎红头绳》《恨是高山仇是海》《太阳出来了》
等著名唱段，高扬“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
把鬼变成人”，深刻揭示了亿万贫苦农民要翻身、
求解放这一历史性的必然诉求。

此后，《赤叶河》（1947年）、《刘胡兰》（有
1948 年、1954 年两个版本）、《王贵与李香
香》（1950年）、《草原之歌》（1955年）、《柯山红
日》（1959年）、《红珊瑚》（1960年）等剧，在广
阔的时代背景上，对这一时期各族人民的翻身
解放以及为此而英勇奋斗乃至壮烈牺牲的共产
党人做了动人的歌咏。

空政歌剧团创演于1964年的《江姐》，以革

命烈士江竹筠为原型，通过高度综合性和强烈戏
剧性的舞台呈现，以主题歌《红梅赞》、抒情短歌
《绣红旗》和大段板腔体咏叹调《革命到底志如
钢》《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五洲人民齐欢
笑》，生动而立体地再现了江姐这个知识分子党
员傲雪红梅、视死如归的光辉青春。

重庆市歌剧院创演于 2019 年的《尘埃落
定》，其主人公二少爷是一个看似呆傻、实则较少
受西藏残酷农奴制污染的正常人，从另一视角深
刻揭示出：农奴制必然崩塌、百万农奴翻身解放，
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因此，表现革命战争时期的歌剧作品，无论
用喷火的枪炮杀敌呐喊，或以甜美的歌声翻身道
情，都是中国歌剧以自己的综合舞台魅力展现这
段光荣党史的铁的证明。

为新中国放声歌唱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
翻三座大山，成立人民共和国，开启建设新中国
的征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至今，与全国人民一样，我国歌剧家意
气风发，创演出大量剧目，为新生的共和国、为祖
国各条战线上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为此间涌现出
的英雄模范人物纵情歌唱。

中央戏剧学院 1953 年创演的《小二黑结
婚》，以充满喜剧色彩的舞台叙事和亲切动人的
音乐语言，表现解放了的普通姑娘小芹，在人民
政府公布婚姻法的强大保障下，冲破封建包办婚
姻的桎梏，终与心上人喜结良缘的故事。剧中一
曲《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尽了小芹对自由
爱情的渴望，至今依然被传唱不绝。

而军队艺术家创演的《打击侵略者》（1952
年）、《志愿军的未婚妻》（1955 年）和《同心
结》（1981年）等作品，则是对伟大抗美援朝战
争、黄继光等战斗英雄做出的歌剧表达。

总政歌剧团和甘肃省歌剧团创作的同名歌
剧《雷锋》、上海实验歌剧院的《雷锋之歌》（均为
1963年）以及《向秀丽》（甘肃省歌剧团1959年，
武汉实验歌剧院1960年）、《焦裕禄》（哈尔滨歌
剧院1965年）等剧，响应党的号召，在歌剧舞台
上为共和国英雄模范树起一座座精神丰碑。其
间，总政歌剧团创演的两部军旅歌剧颇可称
道，《我心飞翔》（2003年）以巨大热情歌颂为我
国“两弹一星”做出不朽功勋的先辈们；《太阳
雪》（2009年）围绕18军女兵运输队徒步进藏组
织情节，讲述白雪梅、欧战军等男女军人在进藏
艰苦的行军生活中与险恶自然环境的生死搏斗，
展现他们的崇高理想和丰富情感，塑造其鲜活的
歌剧形象。

中央歌剧院也以《南海长城》（1965年）和
《阿依古丽》（1966年）两剧，在新中国广阔的时
代背景下，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物以及他们
的生活和情感。

改革开放与歌剧主旋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
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歌剧也由此迎来了
题材、体裁、风格、语言的多元繁荣，但对新时期
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始终保持关注和表现的激
情，依然是中国歌剧的主旋律。

最早对这一时代巨变做出反应的是中央歌
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同于1979年创演的《护花
神》和《星光啊星光》，尽管两剧的情节和人物各
有不同，对刚刚过去的“文革”进行艺术化的历史
反思和精神追问，则是两者的共同特点。

军旅歌剧家同样得风气之先，对改革开放以
来出现的新事物、新气象、新人物保持着军人艺
术家高度的时代担当和艺术敏感，先后创演了轻
歌剧《芳草心》（前线歌剧团1983年）、《特区回旋
曲》（总政歌剧团1987年）、《雪域风云》（空政文
工团1992年）等剧。《芳草心》的主题歌《小草》，
以草喻人，朴素而深情地表现了当代青年的内

心世界和精神追求，至今依然深得广大观众的
喜爱。

国家大剧院2009年创演的《山村女教师》，
它讲述的故事、刻画的人物，是城市姑娘杨彩虹
到边远贫困山村支教、直至最后在山洪暴发中牺
牲的曲折经历，应是我国歌剧创作中较早表现

“教育扶贫”的剧目。
宁波演艺集团创演于 2017 年的《呦呦鹿

鸣》，以我国宁波籍中医药科学家、2015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屠呦呦为第一主人公，通过别出心裁的
舞台叙事和富有地域风情的戏剧性音乐，将屠呦
呦的成长过程、深奥医理、枯燥数据和艰难曲折
的实验过程艺术地化为一台有意味、有看头、有
亮点的生动戏剧，成功实现了现代题材、真人真
事、现代科技与歌剧艺术的奇妙遇合，在歌剧舞
台上生动鲜活地塑造了屠呦呦这位当代伟大女
科学家秀外慧中、才华出众、柔情似水、志坚如钢
的知性形象。

新时代的“中国梦”与歌剧担当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歌剧艺术描写新时代中
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富国强军的“中国
梦”，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歌剧家的崇高使命和自
觉担当。

服务于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青岛演艺集团
2017年首演的《马向阳下乡记》，以新型喜歌剧
的风格和语言组织情节、构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
戏剧冲突，最终第一书记马向阳带领全村老小从

“科技扶贫”走向“科技致富”。继此之后，2019年
山西省歌舞剧院又推出《三把锁》，在曲折情节、
鲜活人物、细描写腻、乡土气息浓烈的整体演绎
中，得出“打开井锁聚住人心，打开心锁净化魂
灵”主题，最终落笔在“精神脱贫”，将本剧的思想
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四川凉山艺术家
创演于2020年的《听见索玛》，描写凉山彝族“悬
崖村”经历两次历史性跨越，在脱贫攻坚最后一
年，实现彝族民众的脱贫崛起。湖南衡阳市歌舞
剧团创演于2018年的《田垄之上》，以落实党中
央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聚焦于“创客”主题，反
映当代海归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价
值取向，充满青春朝气。

湖北歌剧家出创演、曾入选“中国民族歌剧
传承发展工程”2017年度重点扶持剧目的《有
爱才有家》，以湖北公安县麻豪口镇福利院已故
院长刘德芬23年来敬老如父母、爱孤胜子女的
事迹为蓝本，关注当前社会特别是农村面临的
养老与抚幼等问题，塑造了一位基层共产党员
的大爱形象。中国歌剧舞剧院2020年首演的
音乐会歌剧《老兵张富清》，对2019年中宣部授
予“时代楷模”称号、国家授予“共和国勋章”的
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坚守初心、不
改本色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做了高度的艺术
概括和集中展现。

湖北省歌舞剧院 2020年出品的《天使日
记》，将发生在武汉、湖北乃至关乎全中国人民和
整个人类命运的这场伟大抗击新冠肺炎之战搬
上歌剧舞台，塑造了以兰之念、黄鹤和黄老中医
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不怕牺牲、义无反顾地参与
到这场抗疫斗争之中，充分体现了白衣天使们的
医者仁心与拳拳大爱。

综观我国百年歌剧史，其题材取向和形象刻
画的主脉，始终与我们党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
声气相通、命运相连；其中不少经典剧目和唱段，
已深入亿万观众的心头、传唱于几代人的口头，
成为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

基于此，重温百年歌剧史，也是一部学习百
年党史真实而又生动的艺术教材。

方寸舞台展现风云画卷放歌时代英雄方寸舞台展现风云画卷放歌时代英雄
□□居其宏居其宏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5月2日至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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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表现主义·王辅民艺术展”
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展出。作为中国国家画院“大道不
孤”系列展的第四回，展览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名
誉所长王辅民近年来创作的人物、山水、花鸟作品百余件，集
中呈现了王辅民调入中国国家画院10余年以来的主要创作
成果。

生于甘肃庆阳民间艺术研究世家的王辅民，自幼受到西北
高天厚土的滋养和古老文化的熏陶，作品中充满了朴素的意
念、自由的语言和率真的情感。王辅民表示，“12年前从甘肃
兰州走到中国国家画院这个平台，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

力，这促使我对艺术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王镛先生以‘中国
民间表现主义’来定义我的作品，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我的艺术
追求。我从小生活在西北，那里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给我提供
了丰厚的养分，让我从中找到自己的艺术之路，形成个人风格，
让我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我的生活经历和思考。”

一系列线条刚劲、色彩明快的“社火”题材作品是王辅民近
年来创作的主要成果，表达了他对艺术的追求、感受和理解。
在这些作品中，他把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与民间艺术的质
朴情趣结合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
表达方式，创造了一种“中国民间表现主义”的独特风格。王辅
民用传统文化的元素，去构建现代中国画的当代性实践，为中
国画的当代性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晓 璐）

“春风计划”全国中小学摄影教师培训班启动招募

5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创作出品的
大型音乐诗剧《血沃中华》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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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选取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伟
大历史上英勇献身的李大钊、周文雍、陈铁军、方志敏、
杨开慧、左权、赵一曼、江姐、刘胡兰、董存瑞等优秀中
国共产党人代表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进行诗歌及散
文创作，以文学为载体、以原创音乐为依托、以朗诵和
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演出形式，在舞台上讴歌了英雄们
百折不挠、英勇无畏，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献
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者精神。

陈晓光、冯柏铭、刘福波、陈建祖、杨清茨、舒子原、
冯必烈等受邀担任该剧诗词创作。诗剧由曹其敬、王湖泉
导演，莫凡作曲，罗江涛任舞台设计。全剧分为序幕《曙色》
《地火烈焰》《木棉花正红》《可爱的中国》《乌斯浑河回声》
《狼牙山五壮士》《生与死的抉择》《最后的家书》《为了新中
国》及尾声《英雄不朽》等篇章。每一篇章均以诗意的语言、
激情澎湃的朗诵、感人肺腑的情感表达将观众带入先烈们
生命最后时刻的历史情境中。全剧情景交融、慷慨悲壮，自
2019年首演以来获得了业内外诸多好评与肯定。

本次复排演出综合了“百年百部”评审专家的指导意见

和首轮演出经验，围绕“致敬英雄”的精神内核，对剧中部分
内容及舞美设计进行修改加工与提升，使该剧在艺术表现
上更具感染力。演出阵容方面，贾雨岚、郭凯敏领诵序幕和
尾声，徐涛饰演方志敏朗诵《可爱的中国》。此外，该团演员
杜宁林、靳东、刘昊然也加入了本轮演出，分别饰演与刘胡
兰同时代的老人、革命先驱李大钊和解放军战斗英雄董存
瑞。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的共同演绎，使该剧吸引了更广
泛年龄层的观众特别是更多年轻观众走进了剧场，感受革
命英雄主义与崇高信仰的力量。 （路斐斐）

“中国民间表现主义·王辅民艺术展”举办

《《白毛女白毛女》》 《《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结婚》》 《《红船红船》》

《《山村女教师山村女教师》》

《《马向阳下乡记马向阳下乡记》》

《《天使日记天使日记》》

5月18日，由北京摄影函授学院、中国摄影家协会教育委
员会主办的“春风计划——全国中小学摄影教师培训班”正式
启动招募。本次招募对象主要面向全国中小学摄影教师，旨在
通过免费培训、配发教材，增进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全国边疆省
份、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类课程教师对摄影知识的学习与理
解，提升摄影教学的业务水平，促进中小学美育教育。

此次培训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培训中小学摄影教
师120人左右。培训班第一期计划招收40人，自6月26日起至
8月30日以线上培训的方式对学员进行全天候教学。

“春风计划”希望借助摄影教育的春风，传递影像的力量，
助推良性、健康的摄影教育体系建设。

（路斐斐）

大型音乐诗剧大型音乐诗剧《《血沃中华血沃中华》》唱响英雄之歌唱响英雄之歌

《《江姐江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