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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伴随着春天如约而至
的脚步，一年一度的中央军委慰问驻
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又与
观众见面了。美妙的歌声、绚丽的舞
姿、真挚的情感、倾情的表演，向做出
卓越贡献的老功臣、老干部和广大观
众，献上了一份艺术盛宴，充分表达
了军委、总部领导对老干部们的亲切
关怀，为节日的首都舞台增添了一道
亮丽风景。

深邃的思想主题和深刻的精神
诠释是演出的鲜明特点。演出一共
9 个节目，时长 70 分钟，在如此篇幅
里，通过一个个节目的生动展示，突
出赞颂了国家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新
成就，生动展示了全军官兵的时代风
采，热情颂扬了老干部们的卓越贡献
和崇高的理想信念。当我们静下心
来审视晚会的结构，体味晚会节目的
内容，会发现策划创作者的用心良苦
和匠心独运。开场歌舞《吉祥新春》
中 8 个 2010 年全军部分先进人物和
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部队的代表，向
军委领导和老干部拜年，是晚会的一
个亮点，通过拜年让老干部们了解去
年军队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一
个好办法。幽默诙谐的小品《中国
红》通过3位老干部参观上海世博会
发生的故事，热情赞颂了革命老前辈
的丰功伟绩和祖国建设取得的新成
就，演出中的点睛台词“有了这样的

军队，共产党的江
山坐定了”、“我做
梦也没想到，好日
子会这么美好”，振
聋发聩、引人深思、
发人深省，让观众
在笑声之中，感悟

老干部们崇高的精神境界，感悟对生
活真谛的理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
共鸣。精选的红色经典歌剧选段《党
的好儿女》，在舞台上展示了不同历
史时期党的好儿女的光辉形象，我们
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那优美的歌
谣，听到了“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的吟
唱，更听到了“一片丹心向阳开”的豪
迈，韩英、刘胡兰、江姐等英雄形象如
在眼前，特别是由李双江、耿莲凤、胡
宝善、卞小贞等老歌唱家演唱的《革
命人永远是年轻》，让观众重温了难
忘的激情岁月，重新体味革命前辈的
崇高精神境界和坚定信念。曲艺说
唱《履行使命谱新篇》、敲打乐《步调
一致》、领唱与小合唱《苦练精兵谋打
赢》等节目，军味兵味浓郁，以不同的
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全军部
队大抓军事训练、提升核心军事能力
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新实践新
风采。

精致精美的舞台呈现使演出更
加富有吸引力感染力。作为一个主
题性的晚会，有着鲜明的主题和固定
的表现内容，这对舞台表现提出更高
要求。今年的演出在创作演职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在艺术本体的开掘上
下了很大功夫，较好地实现了思想内
容与艺术表现的完美融合，使整台演
出显得既深刻厚重，又清新流畅、丰
富多彩、亮点不断。演出汇集了独

唱、合唱、领唱与小合唱、舞蹈、曲艺、
杂技、小品、打击乐等，可谓形式多
样、琳琅满目，而仅仅一个曲艺说唱
节目就展示了山东快书、山东琴书、
群口快板、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曲
种，同时还演奏了二胡、坠胡、琵琶、
竹笛、单弦、扬琴等民族乐器，令人目
不暇接、美不胜收。创新是艺术的第
一生产力。整台演出的创新之处可
圈可点，曲艺说唱将多种曲艺形式融
合一体来展现一个主题，显得生动活
泼、令人赞叹，极具欣赏性；将经典歌
剧中歌颂党的好儿女的片断有机串
联起来，通过戏剧化、个性化、情境化
的演唱和交响乐队现场伴奏的清唱
剧形式呈现在舞台，不失歌剧的原汁
原味，又庄重典雅，本身就是一种创
新。舞蹈《鸽子花开》编舞者将羌族
舞蹈中所独有的单肩提沉、胯部环形
运动等舞蹈语汇，做了进一步的发
展，姑娘们身着亮丽的服饰，象一株
株蓝色的鸽子花随风摇曳，随着音乐
和舞蹈律动的，还有形如和平鸽的鸽
子花在舞台空间飘舞、闪亮、鸣响，柔
美中透着欢畅，极具观赏性，而“歌唱
恩人共产党、歌唱亲人子弟兵”的吟
唱，使舞蹈赋予更多的精神内涵；杂
技节目艺术地展现了荷花的高洁品
格与吉祥和美的审美意蕴，将高难度
的技术技巧与优美纯净的意境营造
融合在一起，演员表演举重若轻、轻
松自如、美轮美奂，令人拍手叫绝；敲
打乐以部队生活中的椅子、脸盆、水
壶等为乐器，以踢踏舞节奏为基础，
新颖别致、富有创意，具有浓郁的军
营生活气息；舞台美术中软网景与大
屏幕的结合使用，使舞台更加雅致、
精美，又不失稳重、质朴，为演出增色

不少。
浓烈的慰问特色与欢乐祥和的

氛围营造，有效地完成了演出的使命
任务。中国人对春节这一传统佳节
的认同，可以说具有极大的普及性、
群众性的特点，举办各类庆祝慰问活
动，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
迎新春文艺演出，至今已经举办了
17 届，成为每年军委领导与驻京部
队老干部和全军官兵共庆新春佳节
的一项重要活动。演出既有慰问之
因，又有欢庆之意，编创者将两者有
机融合，营造了浓重的节日气氛，可
谓相得益彰、非常成功。进入演出的
现场，以红、黄色为基调的舞美设计
庄严大气、隆重热烈，红的喜庆、黄的
厚重，使舞台富有很强的层次感和立
体感；斗拱结构的台口装束，使整个
舞美具有很强的民族风韵，中国年的
浓烈气息迎面扑来，令人不禁眼前一
亮、倍感亲切。火红的灯笼、火红的
爆竹、火红的绸子、火红的对联，在欢
腾的音乐声中拉开帷幕，奠定了整场
演出的基调，拟人化的“小玉兔”打着

“新春迎好运”、“玉兔报吉祥”的字
样，欢呼着“爷爷奶奶过年好”送上了
最真挚的祝福。这一情绪通过 3 位
主持人的巧妙串联而贯穿始终，在结
尾歌舞《锦绣春天》中达到了高潮，身
着节日盛装的演员欢腾起舞、纵情高
歌，在“放飞的梦想都称心如愿，展开
的蓝图地阔天宽”的美好祝愿中，春
风浩荡的节日喜庆氛围达到了极致，
春光万里的盛大气象铺展在观众眼
前，而演出也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
号，在观众们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落
下了帷幕。

春天与春节总是牵手而来相依相伴，而
2011 年的春天，作为中国人民一路追寻梦
想、不断发展前进的一个新起点——“十二
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春天，它早已成为了一
个热望之春、激情之春。那么，我们与春节相
约而来的双拥晚会，这个新春的文化盛典，
这个军旅艺术的报春鸟，该向人们怎样展现
春天……

在精彩的回眸与憧憬中
展示信心与豪情

辞旧迎新，是人们赋予春节的重要文化
意蕴，而这一独特意蕴，在2011年的新春佳
节，则被赋予了更为宽广深邃的精神内涵。
透过欢腾热烈的歌舞《军民迎春曲》《和谐大
家庭》，你能感受到全国军民在历经拼搏与
辉煌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与快乐；观赏
别具匠心的情景短剧《“村晚”直播》，你能通
过对当代农民精神追求的精彩聚焦，领略到
富足起来的中国人民那丰润而又智慧的精
神投射；合着京剧联唱《高歌赞辉煌》的板
眼，你能从那工整精美、醇厚隽永的文采声
韵中，细细品味到昨日的艰辛与甘甜；舞蹈

《春之韵》那精致唯美的艺术气韵，又让你从
暖暖春潮所泛起的美轮美奂的艺术涟漪中，
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憧憬未来的自信平和
与优雅从容……而把这一切凝聚并推向高
潮的，是宋祖英《同人民在一起》的深情一曲
与彭丽媛在压轴歌舞《旗帜颂》中的倾情放
歌：回眸“十一五”，辉煌来自党和人民“风里
雨里同行，共撑地陷天塌”；憧憬“十二五”，

“科学发展引道路更加宽广”，“中国特色写

社会主义华章”，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坚定信念，全国军民跟着党阔步前进的豪迈
决心，借助精彩的艺术表现，汇聚成了激动
人心的开年春韵。

在动人的老歌与新曲中
激荡温暖与力量

歌鱼水深情，颂光荣传统，是双拥晚会
的永恒主题。而今年的晚会，则以一种俯瞰
历史、剪裁时空的大跨度艺术处理，让伟大
军队的精神血脉，在源远流长的全景扫描与
动人心魄的细腻特写之间，充盈出浑厚、博
大而又生机勃勃的历史感、时代感，从而艺
术地呈现出宝贵传统在一个伟大时代的鲜
活生命。此次晚会，是以板块的形式来实现
这种浓墨重彩的艺术把握的。如从拥军歌曲
联唱《鱼水欢歌》到女声独唱《兵妈妈》之间
的艺术勾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晚会
的高潮之一——音诗画《母亲与士兵》。通过
诗意的叙述，讲述了当代3位拥军妈妈的感
人故事。其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舞台表演的
精彩设计：120名年轻战士，背着迷彩背囊，
以变幻多样的造型配合着几位艺术家的表
演。当讲述到一位兵妈妈是如何走过漆黑崎
岖的山路，去看望她日夜牵挂的战士们时，
120个蓦然转身之间突然亮起的手电光柱和
120 个年轻战士“妈——妈——”的忘情呼
唤，顿然间撕裂黑暗、洞穿心灵。为这种
撕裂和洞穿助力的，还有战士们身上现代
化的背囊和他们年轻的声音……我们的艺
术家用他们充满创意的艺术想象表达出一
种深刻强大的精神张力——拥军爱民的光

荣传统，正以它特有的温暖与力量代代相
传。

在坚定的信念与忠诚中
高扬光荣与梦想

面对今年双拥晚会的舞台，最令人激情
澎湃的，是我们伟大军队向祖国和人民报告
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男声大合唱《忠诚》，不
仅以300人的宏大气势和雄壮歌声，表达了
全军将士对党的无比热爱和人民军队永远
忠于党的铿锵誓言，而且以其高度严整划一
的动作，让人在艺术享受中叹服我军纪律严
整、作风过硬的非凡风貌。

与这种雄浑激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阎
维文充满深情的歌唱《当人民需要的时候》：

“风浪里有我奋勇的身影，危难时有我坚定
的步伐……长城巍峨我愿化作基石，天路
畅通我愿化作彩霞……当人民需要的时
候，军旗飞舞是响亮的回答。”舒展悠扬的
歌声，把我军官兵情系人民、报效国家的
赤子之心，演绎得令人荡气回肠。而最让
人拍案叫绝的，是杂技《丛林砺兵》，这个
节目充分运用了杂技特有的高、难、惊、
险、奇的艺术表现特点，创造性地融合了

“走软钢丝”、“弹板空翻”、“高空秋千”、
“浪桥飞人”等多种高难度技巧，在舞台上
藤蔓交织、沟壑纵横的山岳丛林中，以令
人炫目的极限超越，把我军新世纪新阶段
的现代化发展追求，把信息化条件下我军
官兵苦练过硬本领，随时准备战胜一切敌
人的坚强决心，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表
现中生动展示出来。

2011 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以《伟大旗帜领航
程》为题，表现了欢欣鼓舞迎新春，赞美崇尚社会和谐
的新时代，重温军民之间深厚的情谊，昭示人民军队对
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赞颂党的坚强领导，展望亿万人
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走向民族复兴等内
容，形成了“歌舞迎新春”、“军民情谊深”、“将士豪情
壮”、“礼乐颂衷情”四个部分；本文分别称之为“迎春
篇”、“深情篇”、“豪情篇”和“衷情篇”。其中的 11首音
乐作品发挥了“长于抒情”的艺术特性，谱写了诗情画
意的新篇章。

迎春篇·和风谐韵
晚会开场的迎春篇似曾相识，仔细端详却与往年

大不相同。
军乐与歌舞《军民迎春曲》（赵思恩词，王猛曲，陈

丹配器）以春潮涌动为背景，报春的钟声和强劲的号角
宣告了春天的到来，错落有致的节拍与男子鼓舞和军
乐表演相映成辉，婉约、起伏的韵律伴随“群花”起舞催
动着百花迎春，稚气的呐喊引出成群的“玉兔”共享闹
春的童趣，旧词谱新韵的合唱形成了迎春的热潮。绚丽
多姿的舞蹈与流光溢彩的背景结为一体，“交响管乐”
的开场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京剧联唱《高歌赞辉煌》（张志高词，刘畅曲，鄂矛
配器）中交响乐队行云流水般的音响化为辽阔的引子，
于魁智（老生）、李胜素（青衣）、孟广禄（黑头）、张薇（老
旦）以激越的导板同唱“江山如画”，高亢的老生接唱

“美如画”掀起了抒怀的波澜。壮阔的过门引着唱腔入
板，展开了一波三折的“三望”诗篇。青衣率先长吟“回
首望”，老生引领的“慢三眼”再次“回首望”，以及转入
的“流水板”历数了“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我国各条战
线上的辉煌战果。其中，青衣的“叫散”讴歌了“嫦娥探
月”“神舟飞天”的世纪壮举，令人荡气回肠。慷慨激昂
的“垛板”高声“放眼望”，展现了“十二五”规划的美好
前景。苍劲的老旦以“摇板”起唱，众名家纵情表达了振
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在作为华夏瑰宝的京剧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刻，回顾20世纪井冈山时期的戏
曲填词庆胜利、延安时期“平剧”改革的初露锋芒、60
年代现代京剧对交响性创作思维的借鉴……这一古老
艺术的未来引发了人们的沉思和遐想。

舞蹈《春之韵》（刘琦曲）脱生于以“鹅”为题的舞蹈
《向天歌》，春水荡漾中，如珠落玉盘的隽雅旋律和着婀
娜曼妙的舞姿，秀丽的笛声宛如春风阵阵，生机勃勃的
劲舞与亢奋的打击乐交织在一起，合唱的加入回荡起
颂扬万物复苏的大自然的“春之声”。

歌舞《和谐大家庭》（方正词，印青曲）在美妙、清
新、明快的意境中开始，洋溢着浓浓的春意。“青歌赛”
获奖者王丽达、吴彦凝、王喆、常思思、陈笠笠在彩蝶飞
舞中放歌，时尚的音调伴着轻歌曼舞，华丽的花腔结束
了和风谐韵的迎春篇章。

深情篇·隽永绵长
表现军民情谊的篇章由拥军歌曲联唱、音诗画和

女声合唱组成。拥军联唱的“往日情”与女声合唱的“今
日情”遥相呼应，途经音诗画的表演，以梦绕魂牵的深
情作为归宿。

拥军联唱《鱼水欢歌》（鄂矛配器）选用了藏族风格
的《我心中的歌儿献给解放军》（常留柱、庄涛词，常留
柱曲）、哈萨克风格的《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
宽浮词，石夫曲）、苗族风格的《苗岭连北京》（李怀
德、彭承标词，白诚仁编曲）、蒙古族风格的《骏马
奔驰保边疆》（蒋大为词曲） 和汉族风格的《军民团
结向前进》（陈克正、高峻词，晓河曲） 共 5首经典
歌曲。在演唱中，藏族歌手巴桑、泽旺多吉的淳朴、
自然，雷佳的甜美、清纯，王宏伟在万马奔腾中的气
韵，吴娜朝气蓬勃的“战地鼓动”，掀起一唱众和的
高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维吾尔族歌唱家巴哈尔古
丽在美声风格中融入母语的韵腔更令人回味无穷。这
些作为声乐创作典范的名作跨越 20世纪 50、60、70和
80 年代，回顾了各族人民的拥军优良传统，也唤起了

人们对老一代词曲作家和歌唱家的深深敬意。
领唱、女声合唱《兵妈妈》（任毅词，孟庆云曲）作为

深情篇的点睛之作，明澈如镜的女声合唱与谭晶的倾
情演绎犹如烘云托月，把子弟兵对人民母亲的情感提
升到了崇高的境域，将官兵报答人民母亲、报答祖国母
亲的心愿隽永绵长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豪情篇·壮怀激烈
昭示人民军队钢铁誓言的豪情篇章由两首男声合

唱、杂技和男声独唱组成，开端与收尾的声乐形式充盈
着壮观的画面。

两首男声合唱由解放军合唱团、武警男声合唱团、
解放军交响乐团联合表演，郑健指挥，近 300人的“联
合兵种”布阵于宽阔的舞台之上。

领唱、男声合唱《忠诚》（赵大鸣词，刘琦曲）采用经
典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张永枚词，肖民曲）的音乐
主题派生发展，取其发扬光荣传统继往开来的寓意，博
采我军优秀队列歌曲的精髓，塑造了英姿勃勃且又富
于时代感的自豪形象。作品以行进的节奏为基础，在刘
斌的领唱下发出了我军将士“听党指挥”的钢铁誓言。
铿锵的节奏与昂扬的旋律鼓壮军威，并与大屏幕军事
训练的情景构成了热火朝天的画面。在队列歌曲相对
匮乏的今天，精品尤其值得提倡。男声合唱《时刻准备
着》（王晓岭词，王路明曲）由原作者的“战斗精神歌曲”

《当那一天来临》改编创作，深沉有力的基本形象在声
部的交织中此起彼伏，在雄健的战鼓声中，显示了高昂
的士气和敢打必胜的坚强信念。

男声独唱《当人民需要的时候》（王晓岭词，刘青
曲）进行曲风格的伴奏承载了南北交汇的故土乡音，颇
具“战士双脚走天下”的含义。词曲通过表现危难中的
坚毅和为国为民献青春的志愿，打开了当代军人刚柔
并济的情感世界。阎维文的演唱在民风的朴质中凸显
了男子汉的伟岸，结合屏幕上我军在国内外重大军事
行动的影像，共同抒发了报效祖国和人民壮怀激烈的
豪情。

衷情篇·崇高礼赞
体现终场需要综合各篇内容并集中概括晚会主题

的功能，衷情篇的女声独唱、情景短剧和歌舞从千折
百回的深情述说中进入了晚会的最后高潮——崇高的
礼赞。

女声独唱《同人民在一起》（赵思恩词，印青曲）温
馨而激情的远景描绘，委婉、深切的倾诉和由衷的赞叹
水乳交融，往日的艰辛和对未来的憧憬凝聚为动人心
弦的乐句，将情系民心的生活转化为艺术的真魂，使情
真意切成为这首作品最醒目的特色。长于纯情演绎的
宋祖英的演唱也在厚重中得到了升华。

晚会的压题之作，歌舞《旗帜颂》（阎肃词，印青曲）
用庄严、壮丽的混声合唱象征时代旗帜下辽阔的祖国
江河大地，展现着中华儿女奋起腾飞的画卷。彭丽媛
的衷心赞誉唱出了人民的祈愿，心潮澎湃的合唱向着
党——我们时代的旗帜进行崇高的礼赞，随着音乐波
澜壮阔的行进，晚会在亿万人民团结一心、昂首阔步的
豪迈中落幕。

正如晚会的总导演李福祥所说，要表现好“歌颂伟
大旗帜”这一时代的重大主题，还是要靠发挥艺术本体
的表现功能。

晚会的音乐节目中，词曲作者诸多采用了既有形
式、既有体裁、既有题材、既有词曲甚至经典作品的沿
用，体现出晚会“从历史走来”的丰厚底蕴，同时又深入
开掘、大力拓展、不断创新，体现了崭新的艺术追求，并
在乐思时时隐现的首尾联系、呼应中体现出风格的协
调与气韵的贯通——这已成为本场晚会的一大特色。

艺术之所以区别于“以理服人”的政、经、科、
教、文论，多在于情感表达的突出特性，这台晚会的
音乐节目着意于“纵情”、“深情”、“豪情”以致“衷
情”的倾注，使“以情动人”的诗情画意成为最重要
的审美特征。

玉兔迎春送祥瑞，神州欢腾贺新春。2011
年军民迎新春晚会《伟大旗帜领航程》在军乐
与歌舞《军民迎春曲》中拉开了帷幕。在欢快
的军乐演奏与合唱中，舞蹈演员身着节日的
盛装，舒展婀娜的舞姿，她们扮演成粉红的喇
叭花、火红的芙蓉花、翠绿的水仙花和各种彩
色花球，缤纷鲜艳的色彩在舞台的不同空间
层层绽放出春的涟漪；而演员腰间那精巧的
铃铛发出清脆的铃声，又仿佛摇曳出新春的
讯息。小朋友们扮演的小兔子扮出可爱的卡
通造型，她们欢快地蹦蹦跳跳，和色彩绚丽
的“花朵”在舞台上交织流动，变幻出多姿多
彩的画面。而在舞台后景，气势宏大的军乐
与合唱使表演空间更加富于立体的视觉震
撼。开场歌舞以花团锦簇、张灯结彩的吉祥
意象，烘托出军民一家、共度新春的喜庆、
热烈的氛围。

如果说开场歌舞色彩绚丽、激越昂扬，是
一幅风情浓郁的年画，女子群舞《春之韵》则
像一幅色彩淡雅的水墨画，像一首清新雅逸、
意境悠远的抒情诗。80名舞蹈演员以轻盈优
美的舞姿，表现了圣洁、高贵与吉祥的天鹅。
在春天的清晨，潺潺的流水声象征冰雪在消
融、大地万物在苏醒。舞蹈演员以舒展的手臂
模拟天鹅的颈项，洁白的纱裙仿佛是天鹅伸
展的翅膀。在碧波如镜的湖面上，它们戏水、
沐浴、相互召唤，羽翅翩翩如雪点青山。塑造
天鹅形象的舞蹈有许多，特别是芭蕾舞剧《天
鹅湖》，更将天鹅演绎为艺术的经典。而《春之
韵》将古典芭蕾语汇与蒙古族舞蹈语汇相融
合，特别是通过演员肩背部动律的创新性编
排，使天鹅的动态形象造型耳目一新，在大
气、深情、富于民族特色的音乐烘托下，不仅
仅展现出梦幻般的色彩，更赋予了天鹅含蓄
灵动的东方之美。在中国民族民间舞中，蒙古
族舞蹈手臂、肩背语汇丰富、特色突出。作品
将艺术的想象与突破，建立在对天鹅形象造

型的肢体通感中，巧妙化用与借鉴了蒙古族
舞蹈语汇，使之能够形象地塑造天鹅的各种
自然形态，使天鹅的舞姿动态更加丰满、高
雅、隽永，意象更具有民族性和亲和力。作品
舞蹈队形变化丰富，既有单线、斜线的横排与
纵深调度，又有大面积圆形、方块的由聚而散
的放射状调度，既有远景、全景镜头般的大场
面穿插流动，又有特写镜头般细节处的细腻
表现。千姿百态、充满灵性的天鹅，被多层次
多角度地刻画，展现了它们从远处缓缓游来、
静静地游弋，到欢快地戏水、“梳洗”，再到在
春光明媚中，与万物和谐，于天地之间自由翱
翔的过程。作品以流动的美轮美奂的画面感，
营造出生机盎然的意境，折射出春天的华彩、
春天的韵律，赞颂了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和煦的阳光洒满春天的喜讯，和美的日
子荡漾幸福的歌声”，如果说，在歌舞《和谐大
家庭》中，舞蹈以绿意葱茏、蝴蝶翩翩勾勒出
风轻粉蝶喜、绿柳带朝烟的万象更新的春景，
是以新颖奇幻的视觉效果描绘祖国大地春风
又绿的幸福和谐景象，那么，在拥军歌曲联唱

《鱼水欢歌》中，耳熟能详的歌曲配以热烈欢
快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则描画出一幅情深
意切的军民鱼水图。藏族的玄子舞出对亲人
金珠玛米深深的敬意；银饰闪闪银铃儿响，苗
族姑娘筛碗山茶敬亲人；哈萨克牧民出帐房，
感谢解放军扫清冰雪赶走狼；热情奔放的蒙
古族男子群舞刻画出解放军战士骁勇彪悍、
跨马飞驰，保卫辽阔的草原。舞蹈演员们身着
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以载歌载舞的形式，歌
颂了“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共筑长城，高举
红旗向前进”的深刻主题。

可以说，整台晚会的舞蹈以富于新意的
编排，恰如其分地烘托了晚会的气氛与意境。
动人的舞姿就如同清新泥土的芬芳、春回大
地的希望，是草色青青的绿意、红红火火的年
味，是五彩斑斓的生活、蒸蒸日上的岁月。

在鱼水欢歌中品味开年春韵
□张冠华

迎春歌舞抒豪情
——2011年双拥晚会音乐述评 □柴志英

军民心连心 翩跹舞辉煌
——评2011年双拥晚会中的舞蹈 □吕益都

莫道岁月催人老莫道岁月催人老 一片丹心向阳开一片丹心向阳开
————评评20112011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木 子

军乐与歌舞军乐与歌舞《《军民迎春曲军民迎春曲》》 刘强刘强 摄摄

歌舞《吉祥新春》 黄志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