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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戏剧为基石、音乐为灵魂、舞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音乐剧
是一种较为新兴的艺术类型。与歌剧相比，因为它的通俗与现
代，甫一诞生便捕获了众多年轻人的关注。

由捷哈·皮斯葛维克编剧兼作词作曲、何达执导并编舞的法
语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于2001年在巴黎首演，2005年
获得奥地利维也纳“最佳音乐剧”奖项和欧洲铂金唱片奖，至今
共巡演了16个国家，累计观演人次超过1200万。英国颇具影
响力的报纸《每日电讯报》曾这样评价：“世界上最著名的爱情故
事遇到了世界上最棒的音乐！”可以想见，该剧在媒体人的心中
是怎样的地位。当然，不仅是媒体人、专业人士，即使是从未踏
入剧院的人，他也一定会为这荡气回肠的旋律和张力十足的表
演所折服。7月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便记录了那令人
疯狂的时刻。

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知名度甚高，全世界搬演
该剧的版本无可计数，站在巨人肩膀上固然有其先天优势，但演
绎经典并非易事，超越经典更是艰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自然耳熟能详，但是表演
的功力、制作者的水平和运营人的策略等都十分考验整个团队。法语版音乐剧《罗密欧
与朱丽叶》的成功，有一种双向奔赴的美。一方面，主创团队用制作精良、艺术精深、创
意独特的表达吸引着观众。比如单曲的发行，本身已经培育了大批潜在观众，故而每一
次舞台演出，便是一次发烧友的集体狂欢。另一方面，观众对单曲的耳熟能详形成了一
种最具口碑的宣传。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口碑宣传，不
仅满足了观众在精神追求上的心理期待，而且实现了艺术消费的蜂拥而至。

提到音乐剧，必然绕不开对音乐剧的核心要素——“音乐”的分析。法语版音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共有曲目34段，体现了融合与混搭的创意与风格。其中的著名唱段
包括《维罗纳》《世界之王》《阳台》《爱》《朱丽叶之死》等。特别是《爱》与《世界之王》，曾
蝉联法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分别长达16周和17周。剧中，13位独唱歌手分别向观
众演唱了或温婉动人、或优雅凄美、或激情澎湃、或娓娓缠绵的音乐作品。古典与现代、
激越与浪漫之间流畅过渡，高音与低音、粗狂与清丽之间毫无违和。

一部好的音乐剧，选角至关重要。因为主创的一切努力，最终都要落在演员身上。
罗密欧·蒙太古的扮演者是被中国音乐剧发烧友亲切地唤作“大米”的法国音乐剧演员
达米安·萨格，他脸庞俊美、声线迷人，初演罗密欧时刚刚18岁，特别符合角色身份。与
他搭档的希西莉亚·卡拉饰演朱丽叶·凯普莱特，当时也仅有15岁。正值青春时代的角
色，加之音乐天赋和表演技巧，让“法罗朱”一举成名。除男女主角之外，其他演员也都
是实力担当。比如奶妈的扮演者朱丽叶·莫兰妮，剧中作为一位非生身之母，她对朱丽
叶的爱的表达，是那样细腻、痛彻和令人满怀敬意。唱段《她正沉浸爱河》就是这位艺术
家最完美演绎这种情感的载体，闻之令人潸然。

如果说音乐与表演是该剧的顶梁柱，那么服装、化妆、道具、灯光等相应的舞台支撑
则是该剧作为现象级舞台艺术的最美装饰。两大家族的主调服饰风格是一红一蓝。红
色代表冷漠高傲的中产阶级家族凯普莱特家族，马甲、皮衣背心、双袖衬衫在这一家族
成员的服饰设计中多处运用，而且匹配了家族特有的识别物——护肘，彰显了严肃、干
练、原则性和纪律性的家族风格。蓝色代表自由奔放的蒙太古家族，设计理念来自波希
米亚和吉卜赛风格，服装材质轻盈透亮，没有繁复的装饰物。两种颜色冷暖冲突十分鲜
明，在款式、材质与光影的变动中呈现出耀眼的光辉与醒目的张力，也隐喻着两大家族
的割裂与仇恨。与主色调相匹配的还有代表权力的银色（比如维罗纳王子）、代表无奈
的灰色（比如神甫）和代表冷酷的白色（比如死神）。舞台下，观众自觉站队，或蓝或红，
彰显着自己的审美属性和艺术态度。灯光亦从鲜艳的红蓝自然过渡到朦胧的灰白，从
充满激烈冲突与律动的“争斗”到平缓稳定的“爱意”，罗密欧·蒙太古和朱丽叶·凯普莱
特在舞会相识的那一刻，一切都戛然而止，只留下爱的瞬间。

法语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具有全方位视听效果的现代舞台剧。该
剧华丽的音符乐章、诗意的视觉语言、写实与现代相交融的舞台呈现，与“罗密欧与朱
丽叶”的凄美爱情故事相得益彰，不仅内容设计上流光溢彩，在营销和推广方面，也创
新了音乐剧的推广模式。“爱，是如此美妙；爱，让人直上云霄……爱，使人忘却时光；
爱，让人获得新生……爱，是如此美
妙……”当《爱》的旋律飘扬在剧场空
间的每一个角落时，观众体味到的不
仅是旋律之美，而且会因为“爱”之永
恒而大胆向前。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
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专家研讨

明清祖容像展的学术价值7月27日，由中国文联、中共吉林
省委宣传部、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
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时代风
尚——中国文艺志愿者走进中车松原
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文艺演出”在吉林
松原举行。现场，近400名文艺志愿者
和近2000名观众，共同讴歌建设先锋，
致敬大国重器。

演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
人张泽群、朱迅与中车员工张伟新
主持，分为“风起松原 铸中国速度”
和“风光无限 展吉林风采”两大篇
章。老中青文艺志愿者与中车员工
同台共演，以文艺形式鼓舞中车员工
和吉林人民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团结
奋斗。

整场演出形式多样，既有《在阳光
下》《美丽的大松原》《荣耀》《中国速度》
《鸿雁》等十余项精彩歌舞表演，还有
《万马奔腾》等器乐演奏。其中，方锦
龙、苏和等带来的器乐表演《万马奔腾》
曲调悠扬、深沉、宽广、热烈，以琵琶、呼
麦、马头琴的表演形式，瞬间将观众带
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上，感受到草原人
民的热情与豪迈。

此外，《与你同行，未来你好》《新

时代——中国速度》《致敬建设者》等
情景讲述、诗朗诵深深感染着在场每
一个人。在特别设计节目《致敬建设
者》中，全国劳动模范、查干湖第二十
代“鱼把头”张文，松原市宁江区雅达
虹工业集中区党工委委员、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闵海波，中车松原新能源装
备产业基地项目指挥杲和刚分享了自
己作为“建设者”经历的故事。他们扎
根吉林、服务国家，不畏困难，勇于拼
搏，动情的讲述感动了全场。美术家
庞茂琨、王铁牛、尉捷为他们现场画像

并赠送。
自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挂点联系吉林工作以来，中国文联制
定了《中国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挂点联系（吉林）工作意见》，支持
帮助吉林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
志愿服务工作，连续两年赴吉林开展

“时代风尚”演出活动，走进位于长春
的中国一汽和位于松原的中车松原新
能源装备产业基地，以文艺助力吉林高
质量发展。

（艺 闻）

7月31日，中国音协在京举办“新时代优秀少儿歌曲
创作推广座谈会暨全国原创少儿歌曲征集启动仪式”。中
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俞峰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优秀
少儿歌曲创作推广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事
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高度自觉、落实上高度
负责，切实肩负起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的职责使命。

会上，业界人士重点围绕少儿歌曲创作现状，加强
新时代少儿歌曲创作与推广的思路举措，以及高质量推
动新时代优秀少儿歌曲创作推广工程等展开座谈交流。
大家表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创作更多更优质的歌曲精
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润物无声般地在孩子
们的心底生根发芽，是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使
命。在少儿歌曲创作尤其是推广上，既要从源头上抓好
作品质量，更要从出口上强化传播推广力度和效果，让
更多优秀少儿歌曲走进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据介绍，“新时代优秀少儿歌曲创作推广工程”在创
作上积极发挥中国音协组织优势，在充分调动各团体会
员力量的基础上，联合国内各大网络音乐平台，广泛汇
聚和发动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音乐创作者，实现全国音
乐创作力量的全覆盖；在评选上充分发挥中国音协专业
优势，采取多轮多次的推选形式，吸纳专家、业界、教师、
学生等各群体多角度多层次的意见建议，确保作品的思
想性、艺术性、可听性和传唱度；在推广上充分发挥复合
渠道的传播优势，通过统一录音、制作，联合网络新媒体
平台开发制作高质量音乐视频；联合有关单位或媒体举
办入选歌曲全国竞唱、展演活动，出版《“新时代优秀少
儿歌曲创作推广工程”作品集》等对入选的20首作品进
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推广。 （音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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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大国重器：中国文艺志愿者走进中车

为配合正在展出的“祭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藏明清祖容像展”，推进相关学术研究，7月26日和27
日，分别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和美术研
究所主办的两场“‘祭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明清
祖容像展’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祖容像作为家庭文化、宗族文化的象征物，是维系
家族情感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祖容
像也是中国民间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文人画审
美系统之下，长期为艺术史研究所普遍忽视。为深入
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这批祖容像文物，以及与
之相关的祖先崇拜、家族传承、祭祀仪式、文化心理等
问题，与会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研讨。大家表
示，对形制多样、分布广泛、数量庞大的祖容像展开研
究，有助于校准既往美术史研究的某些偏差，对重新审
视美术史分类、厘定民间美术的外延、消除民间画与文
人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正在展出的“祭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明清
祖容像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工艺美术馆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共
同承办。该展是在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藏230余件明清
祖容像作品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策划生成
的，绝大多数藏品为首次展示，包含了明清时期不同种
类的祖容像作品。

（蔡 可）

《长安三万里》中，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李白、
高适两个主角之外，杜甫、王维、孟浩然、贺知章、
岑参、张旭、吴道子、李龟年……群星璀璨，他们的
诗歌及艺术千年之下依然烛照着后人生命。但这
并不是一部给孩子看的动画片，也不是一部简单
地普及唐诗和传统文化的影片。其中深意需要度
过中年才看得懂、看得深。电影只是借用了盛唐
的一段历史，讲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文人的生命
与他们的时代。

李白一出场就是那个“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
群”的样子，鲜衣怒马，俊朗不羁，高适则是一个朴
拙沉毅的没落世家子弟。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对
比，一个飞扬，一个朴拙；一个天赋异禀，一个连书
也读不好还口吃；一个出入权贵之门不惜两次入
赘高门以求闻达，一个在边塞飞雪之地苦熬军
功。就是这样两个人，成为一生的好友。他们相
逢于少年微末之时，他们的梦想是长安——在长

安见识世界，在长安赢得声名，在长安建功立业、
出人头地。

少年心气是人类最有希望的力量。李白在江
夏看见崔颢的《黄鹤楼》一诗，虽然一时不能媲美，
但发誓要写出超越此诗光耀千古的诗句，掉舟南
下扬州，直挂云帆济沧海，那一幕真的很“燃”。但
是少年终有老去的一天。当中年李白出现的时
候，曾经意气风发的美少年有了一张浮肿颓唐的
脸，虽然走通了终南捷径，梦寐以求成为皇帝的近
臣——翰林院待诏学士。但在他醉生梦死，穿梭
于各种权贵及名人的生活中，依然是难言的苦
闷。成名的想象已经完成，但真正的理想似乎遥
不可及。跻身皇帝之侧，也只能写写“云想衣裳花
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终于“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电影给予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潼关大败后高适
逃出生天，逃往长安，然而最伟大的都城已陷于

大火和劫掠。街头到处都是哭喊逃遁的百姓，一
头身上着火的舞象与高适擦肩而过，一人一象对
视的瞬间，眼中尽是惊惶与难以置信，长安毁灭
了，盛世破灭了。山河破碎，战火连绵。这才是
杜甫说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一字一血，只有最深的生命感
触才能将那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变成沉郁千古的
老杜。

遇见盛唐遇见知己，有缘在一个盛大的年代
会聚一群天才，是李白高适们的幸运；遇见盛世光
鲜之下的颓败，遇见国破与战乱，遇见冷酷的门阀
制度和权贵的倾轧，又是他们的不幸。好的际遇
固然成就人，然而某种程度上，不遇也同样成就
人。李白是不遇的，他终身也没有成为想象中的
帝王师、成为被三顾茅庐的诸葛孔明，但是不遇却
能够激发诗人伟大的创作灵感。“君不见，黄河之
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一段骑鹤直上云
霄神游天地的段落极其传神，诗歌的力量、诗人的
力量、奇绝的想象力与瑰丽的意境，千年之下，依
然令人目眩神迷。高适也是不遇的，他自知文学
才性不如李白、王维等人，决定接受高家世代戎马
的宿命，以军功名世。当他九死一生从战场返回，
却遇见将领沉迷于酒醉欢宴，激发了那句著名的：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贯穿全片，最令我心动的细节是处处都有的

诗歌板。黄鹤楼上有，苦寒边地的驿站也有，写诗
就仿佛是那个时代的朋友圈或微博，随时随地记
录个人的悲欢、感触、心绪。诗歌首先是沟通人类
生命和情感的文字，其次才是进入艺术殿堂的文
学。我不认为电影讲述了一个简单的选择与命运
的故事，我更认为，不管电影与历史有多少重合与
不同，它讲述的都是一代诗人的生命质地。

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和文人的超越与坚守的故
事。无论欲望荣枯，无论世事变幻，这些寄寓在诗
歌之上的活生生的人，才是最打动我们的。盛唐
消逝了，长安消逝了，但是他们还活在唐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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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

天才的不遇与文化的奇遇
□平林漠漠

关 注

《高山流水》：探寻幽雅古韵的灵境之美
□郭 倩

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制作的原创舞剧《高
山流水》日前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该剧结构清晰
明确，《问道》《知音》《绝唱》三幕环环相扣。第一幕
《问道》，讲述俞伯牙琴艺高超，与自然山水融为一
体，然而知音难觅；第二幕《知音》，讲述俞伯牙石上
鼓琴，樵夫钟子期路过听得如痴如醉、互为知音，相
约月圆之夜再聚；第三幕《绝唱》，讲述相约之日钟子
期已逝，俞伯牙悲痛欲绝、断琴绝玄，此生不复鼓
琴。意味深长的结尾生动印证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

“象外之象，境外之境”。一段激情的水袖舞后，演员
集体斜坐在地上看向后方，演出戛然而止，此时无声
胜有声……观众在瞬间的情绪转换中，把无尽的悲
痛转变为对命运的感慨与思索，这也正是导演所擅
长的“以情动人”和该剧编舞的高明之处。

舞剧《高山流水》具有传统的“大写意”风格。舞
美、灯光、舞蹈简洁明了地表现了该剧主题。蓝底背
景、起伏的山峦和如水的古琴声，共同营造出高山流
水的意境。运用“一轮圆月”代表“团圆和知音的相
聚”。圆月挂在后背景正中间的上方，俞伯牙与钟子

期对月畅谈，仿佛一幅动态画卷。《月圆之舞》一轮圆
月挂空中，十几个女孩拖着白色长裙在月下起舞，用
裙摆、身体、队形烘托着知音相聚的浪漫。

该剧善于使用中国古典舞语汇，如舞者用云手、
风火轮、涮腰等表现人物性格；用抖袖、直扬袖、上收
袖、抓袖等表达《绝唱》的情绪；用汉唐舞蹈的部分手
位和形态去诠释月圆之舞；用现代舞与地面的造型
组合去表现高山的层峦叠嶂……导演根据剧情和主
旨的需要，对这些传统语汇进行了节奏、力量、形式
的再创造。比如，抖袖一般是冲斜下方进行正抖袖
和反抖袖。在舞蹈里，为体现力量感，舞者顺势正抖
袖上去反抖袖向地面，并抖出“啪啪”的声音。步伐、
动作、袖技加声音，力量感十足，体现出果敢和执
着。再如，把前俯的弧线扬袖与后仰的直线扬袖相
结合，大幅度的前仰后合与造型不动转换方向共同
构成一组动作，表现力十足。前俯为铺垫，后仰作对
比，造型不动转方向为情绪升华。这组动作让人想
到命运的挣扎和无奈，而变幻莫测的考验却又无处
不在。

在舞剧《高山流水》中，舞者沈徐斌饰演俞伯牙、
孙科饰演钟子期。沈徐斌将淡泊而仙气十足的人物
形象刻画得深入骨髓，他的气与力运用得恰如其分，
动作的规范性和技术技巧的幅度与质感都做到了极
致。更重要的是，从他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看
到了一个艺术家的风范。练功房里的每一次练习他
都全情投入，在舞台上的每一次表演他都向着“完美
无缺”在努力。正是他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其
饰演的俞伯牙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孙科作为中国古典舞培养出来的优秀演员。
他天生中正、英武的形象特点，使其拥有活跃在一
线的舞剧男主角的先决条件。他身体的闪转腾挪、
动作的圆润到位、腰走身随的运行方式、力量的分
寸拿捏、气与力的贯通等，无不精准到位，这已成
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刚柔并济、气韵生动、形神兼
备是古典舞者追求的目标。孙科已做得很到位。
可以说，两位优秀舞蹈家为这部舞剧增添了更多的
光彩。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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