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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

年，国家大剧院力邀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

静之、指挥家吕嘉、导演田沁鑫和杨笑阳组

成主创团队、历时4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原创

歌剧《长征》于7月1日首演。

早在2012年，国家大剧院便策划将长

征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搬上

歌剧的舞台，并希望将长征精神以艺术的形

式，传递给广大青年观众。对国家大剧院推

出原创歌剧《长征》的意义，国家大剧院院长

陈平谈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依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

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通过推出歌剧《长

征》传承长征精神，是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

级表演艺术中心的一份责任。目的就是要

润物无声地将前辈的精神财富，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递给青年一代。此次演出将

邀请更多‘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

前来观看，用歌剧《长征》感人的故事，传播

正能量，成风化人、激励前行”。

歌剧《长征》以“信仰”和“理想”为创作

关键词，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史诗的气魄，

表现红军从瑞金出发，历经湘江战役、遵义

会议、夺取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终会

宁胜利会师等重要历史事件。与着力塑造

长征途中领袖人物形象的同题材作品不同，

为了探索长征题材新的表现方式，并能够在

剧作角度上有所创新，该剧在充分尊重史实

的基础上，通过普通红军战士闪烁着伟大人

性光芒的感人事件，展现长征宏伟的历史画

卷，忠实再现那段“苦难的辉煌”。在歌剧

《长征》的创作过程中，邹静之翻阅大量史

料，并带着敬仰之情，以充满温度的笔触，刻

画出中央红军某团曾团长、彭政委以及瑞金

参军的红军新兵平伢子等战士不畏艰险、不

怕牺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共产党人坚定信

仰、追寻理想的姿态和风貌。邹静之曾表

示，“当我读过《革命烈士家书》后，更为那个

时期的仁人志士，为理想英勇赴死的精神深

深感动。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这是他

们矢志不渝的信念”。

音乐是一部歌剧的灵魂，国家大剧院在

遴选曲作者时思索再三。经过仔细考量，陈

平诚邀作曲家印青为该剧谱曲。印青是军

旅作曲家，至今已创作出1500多件作品，有

众多曲目广为传唱。印青对“长征”这一伟

大历史题材怀有很高的创作期待。他在创

作中使用了十分广泛的音乐元素，汲取了江

西、贵州、陕北以及西藏等地民间音乐特色，

力求真实且生动地再现红军长征途中的伟

大行走。全剧曲谱经历数次磨合推敲，于

2016年5月正式完成，全部创作周期历时4

年 4 个月。在音乐风格

上，印青以符合当今观众

审美的“当代音乐风格”

准确又新颖地重现革命

先烈们的崇高理想与情

怀，将西方歌剧的交响性

与民族音乐的歌唱性相

交融，通过一段段精彩的

唱段刻画红军战士们的

鲜明性格，通过西藏弦

子、贵州民歌等民间音乐

元素表现红军长征的进

程，通过气势雄浑的交响

合唱表现红军长征的史

诗性。印青表示，“红军

的文化是红色的文化，而

红色文化源自于一个特

殊的红色基因，这个基因

仍然是当下社会所需要和发扬光大的，那就

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就是这部歌剧音

乐中的灵魂”。

在剧作和音乐准确又富有时代感地表

现长征精神的同时，为了能够让舞台的呈现

富有新意，田沁鑫与杨笑阳煞费苦心。田沁

鑫表示，“我们希望通过《长征》突出行走的

力量，展现红军战士们困境中的突围和精神

上的辉煌”。而在剧中“湘江战役”、“夺取泸

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段落，田沁鑫

与杨笑阳也以特殊的舞台处理，表现战士们

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我想表达

这样一种艰难，表达这次行走的艰难，在艰

难中的坚持。当今的观众可以通过看这部

歌剧，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可以从长征中

得到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个就是

长征精神的当代意义。而我们就是想把行

走的艰难和精神力量传达给观众。”田沁鑫

说。

《长征》全剧共六幕九场，登场人物30

余个，合唱逾120人，是国家大剧院迄今演

出规模最大的中国原创歌剧。在唱法上有

别于原创歌剧单一采用民族或美声唱法的

做法，该剧的民族唱法组由军旅歌唱家阎维

文、“西部情歌王子”王宏伟、男中音歌唱家

王海涛、优秀青年女高音王喆、龚爽领衔。

同时，男高音歌唱家迟立明、男中音歌唱家

刘嵩虎等实力美声歌唱家组成的阵容，实现

了对中国歌剧艺术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创新。

在排练中，阎维文在长征精神的感召

下，以军人的坚毅，以对艺术的完美追求，挑

战着从业生涯中的第一部歌剧。“此前因为

没有合适的作品，所以，我从来没有演过歌

剧。但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生中没演过

歌剧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当国家大剧院

邀请我演《长征》，并在剧中饰演彭政委这样

一个角色时，我感到非常兴奋”。而在兴奋

之后，当阎维文拿到了厚厚的曲谱，看到彭

政委近20段大大小小的唱段，他却感到了

从业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与

挑战。“如何把人物的形象、人物的情感与

演唱紧密结合在一起，如何在整部歌剧中

进行情感的分配、体力的分配，都是我所面

临的挑战。”而带着挑战，阎维文全身心投

入到这部歌剧的排练中，逐字逐句地精磨

着每一个唱段，“我不希望只是合格，而是

要努力做到最好”。在精磨唱段的同时，阎

维文在表演上，也在仔细揣摩那个时代红

军战士的内心世界。“比如第一幕与洪大夫

的离别，既要把彭政委塑造得有血有肉，同

时，这种爱人间的情感表达方式又与当代

人有所不同，需要把握好火候。”阎维文希

望最终在舞台呈现时，“观众在舞台上看到

的是彭政委，而不是阎维文”。

剧中《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寒夜中》

《我舍不得离开红军》《三月桃花心中开》等

唱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饰演

平伢子的王宏伟演唱的《我舍不得离开红

军》感人至深。这一唱段出现在剧中第五

幕，因试吃野菜中毒、掉队的平伢子深陷

泥淖，年轻的生命即将陨落，他用诚挚的

歌声表达出对红军队伍的留恋。印青在写

到这个角色时，几次落泪。王宏伟表示，

从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拥有坚定

信念的革命战士，，到牺牲时有了那么高的

思想境界，这正是长征精神，自己能够用

歌声、角色去诠释那场英勇感动的历史，是

非常幸运的，自己会用红军的精神来饰演好

这一角色。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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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站在建党 95 周年辉煌的

时间节点上，打造一台高品质

的国家级音乐会，不仅需要集

结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

最为亿万人民所熟知的经典

音乐、歌曲作品，还需要为音

乐会“铸魂”。这就是重塑信

仰之坚、旗帜之美，激情抒发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壮

阔情怀以及实现中国梦、走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与

信心。以有年代记忆的经典

音乐作品，展示中国共产党引

领亿万中华儿女实现百年中

国梦的伟大心路历程。

一首首歌曲和音乐作品，

是我们党成立 95 年来一段段

可歌可泣征程的缩写，已经融

入了光荣的历史。这些作品

虽然不如大部头交响乐作品

的宏大叙事，但是经过艺术家

的精心编排，在强有力的主题

引领下，整台节目同样达到了

震撼心灵的史诗般效果。这

就是这台音乐会预设的精准

“定调”。小品似的音乐，如串

串珍珠在大浪淘沙的宏大历

史背景下，串联起中国共产党

人伟大的精神追求和磅礴的

情感世界。

艺术离不开真情，用音

乐语汇刻画党与人民之间的

情感，是这台音乐会鲜明的风格。所有入选音乐会的作

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一个大写的“情”字。

音乐会不同于综艺晚会，在谋篇布局上，曲目选择好

了，就成功了一半。这台音乐会以真善美的品位，艺术

地再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外延，音乐作品

既悦耳又曼妙，走进了观众的心里。演出中，既有人民

对党的感恩之情一唱三叹，也有豪迈放歌党为人民的浓

浓深情，这些都一目了然地体现在节目单上，让人记忆

深刻，回味隽永。

注重塑造出党在百年征程中的精神高地、信仰丰碑

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情感世界……苦难、奋斗、辉煌、复

兴，是这台音乐会完美呈现的内在结构关键词。为有坚

定信仰、担纲历史使命的人放歌，为信念永恒、正阔步行

进在民族复兴路上的人抒怀。这个大写的人，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这台音乐会就是亿万中华儿女为党的生日献

上的一份特殊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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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家园精神家园的双重构建
——评秦腔现代戏《家园》 □孙豹隐 孙 昭

新作点评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特大泥石流灾害突袭麻

子沟村。顷刻间22户78间房屋被冲毁埋没，不到

百人的山村，死神竟带走了29条鲜活的生命。市

委书记张安民第一时间赶到灾难现场,满目疮痍

令他泪湿青衫。在尽力抚慰灾民伤痛的同时，他开

始解剖麻子沟这只“麻雀”。其小小村落，每年一小

灾，隔年一大灾，村民家园动辄被毁，政府年年扶

贫救灾却无法解决根本。群众因灾祸连连渐渐丧

失了对生活的希望，精神家园也滑到了崩溃的边

缘。如此的严重性，使张安民意识到既然这个地方

已经不适合人常年居住了，必须寻求卓有成效的

新路子，精准扶贫。几重考量，几经周折，几番论

证，一个清晰而科学的扶贫救灾、重建家园的新思

路、新途径、新办法成熟了，实施了……这是由渭

南市、澄城县、户县等基层院团联手打造，作为第

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演出剧目的秦腔现代戏

《家园》讲述的故事。

显然，舞台上表现这个接地气、充盈人民性、

张扬时代精神的故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家

园》舞动艺术的彩练，将故事演绎得风生水起，朴

素的生活真实情愫井喷式地提升为艺术真实的华

章，一个个新颖的、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朝我们走

来。该剧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立意深刻、观照历史

的同时，关注人生、人物的情感，呈现人性之美、崇

高品德之美、信仰追求之美。结构上采取多点串

联、点线结合、情景闪回、虚实交融的新颖艺术方

式，凸显涵盖时代特点而又利于深化戏剧冲突的

典型事件，进而塑造出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

既是生活的，又是个性的人物角色。舞台大幕开

启，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渐渐地，一

块块张牙舞爪的泥石被

清理干净，释放出压在

人们心头的重负得以缓

解、令人窒息的生存环

境有所净化、遭受阴霾

肆虐的心田趋向舒朗的

积极信号。这个过程不

乏情节、细节的出戏出

情，牵动人心潮澎湃、难

以忘怀：面对暴雨飞石，

村支书王星顾不上即将

分娩的爱妻，咬牙、狠

心、攥紧拳头，扑到通

知、转移、救助全村乡亲

的大行动中去了。运气

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

妻子带着尚未看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永远离他而

去。巨大的悲痛和悔恨吞噬着他的心，而他只是在

夜晚无人时喝酒泄怨、暗自哭泣，白天依然坚强地

站在抢险救灾的前列。不需要说什么了，一个“合

格党员”的艺术形象跃然舞台，光彩照人。人们在

刨挖清理废墟时，目光不禁凝聚到露在乱石泥块

外边的一只手上。那是一只生满老茧的普通山民

的手，可也是一只忘记自己正处在生命攸关的瞬

间，拼尽力气，推出来一个生命的“上帝之手”啊。

也不需要再多讲一个字，由一只手生发出来的行

动熠熠生辉，上升到任何意义上的伟大壮举都毫

不逊色。小梅，为了能让这个不到13岁的小姑娘

活下去，奶奶准备把她嫁到异地他乡去了。就是这

般不近人情甚至有点残酷的命运，都没能眷顾到

这个孩子。为了找回心爱的布娃娃，她被泥石流无

情地夺走了含苞待放的生命。还用再强调搬离这

个地方的正确性、必要性、紧迫性吗？同样不用了，

这个把人心揪得似乎要撕裂的血的教训炽烈发

声，为我们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响遏青云的最强音。

“开会戏”一般总是现代戏里容易出现的尴尬场

面，戏一到开会就没戏了。而《家园》里的开会却成

为戏里的重要一景。张安民召集土地局、房管局、

规划局、财政局领导在灾区现场开会讨论如何救

灾。诸位局长对书记提出的“避灾移民”，态度是惊

人的一致，纷纷表示“太难了”。这就有戏蕴蓄其

间。书记的“避灾移民”落实起来太难了。这个“太

难”必定引爆“太尖锐”的戏剧冲突。果然，张安民

被局长们的态度激怒，发出“说起困难就畏难，说

起艰难就犯难，当官虽有各种难，可知灾难侵蚀百

姓难”的愤怒批评。这批评富有戏剧性，定格在戏

核上，加之这段唱腔设计大气，演员边肖演唱精

彩，使得这场开会戏动听好看，有效地烘托出戏的

主旨，豁透出主人公张安民那铁血柔情、充盈人性

光芒的性格情感。综观《家园》全剧，其情节推进、

细节编织大都富有匠心，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

戏唱响主题、托举人物、叩动人心的艺术使命。

当然，一部戏的成功与否更要看其是否塑造

出了成功的艺术形象，现代戏尤其如此。《家园》中，

主人公市委书记张安民的艺术形象应该说是成功

的、出彩的。作为领导干部，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

主，他到灾区绝非是走一走看一看，耍耍形式主义

的空架子，他来麻子沟是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

在艰难而沉重的现实面前，他一方面不畏艰难，苦

觅希望；另一方面也不时陷入是按常规就地扶贫，

还是果断实施避灾移民的思想对撞与深切忧虑之

中。值得点赞的是，戏中张安民艺术形象的整体塑

造从常见的政治宣传中跳脱出来，着力抒发的是

他作为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心路历程，把刻画人物

性格深层次精神走向的基点立足于烘托出新时代

共产党人的担当作为、真情实性之上。在“这一个”

人物真挚坦诚、可感可亲的独立行动中展现真善

美，堪称是一个全新的党的干部的艺术形象。为当

下现代戏如何更好的塑造出时代英模人物、党的领

导干部艺术形象的大课题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家园首先是物质的家园。是能够让人吃得香

饭、睡得稳觉的地方，是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地

方。同时，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

们有信仰、有心灵、有希望。《家园》一剧，拨动人心

弦的不仅仅在于成功地营造了一座村民的物质家

园，更是迸发出山里人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一

段心灵旅程的礼赞。“花儿凋谢了，明春还绽放；太

阳落山了，又升起东方；生命飘逝了，风中独惆怅；

心灯熄没了，希望来点亮。”梅奶奶从那场恶梦中

走出来了，丁老汉从梦魇中走出来了，秀蝉、山桃、

林焕、傻根一个个从惊悚慌乱中走出来了……灾

难中人民的悲惨境遇得到了根本改观的同时，原

先恐惧无助的内心颤栗也得到了抚慰和平息。从

揭示精神层面改弦更张的需要出发，舞台打破观

众习以为常的戏曲观演体验，以光、电、雷雨、泥石

流真实的艺术呈现，传递给观众一种强大的视觉

冲击和身临其境的真情实感。这种浸透式的观演

气氛，强烈而持久，不仅把握得体与戏曲艺术本色

不相违悖，而且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戏曲空间和舞

台气象，足以完成表达剧中人物情绪变换、精神升

华的艺术使命，为该剧完成精神家园物质家园的

双重构建注入了浓浓的艺术情愫和审美品质。

作为 2016·湖北优秀剧目北京行入选剧

目，湖北省罗田县新编大型古装黄梅戏《余三胜

轶事》日前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与北京观众见面。

余三胜为湖北省罗田县人，幼学汉戏，工老

生，后改唱京剧，是京剧创始人之一，与程长庚、

张二奎并称“京剧三鼎甲”。《余三胜轶事》以“轶

事”的形式再现传奇故事，讲述了余三胜幼时在

家乡学唱东腔戏，因遭地方恶少欺辱，愤而离乡

赴汉口学唱汉戏，继而进京入徽班演出，在“徽

汉合流”和吸收昆曲等其他剧种元素的基础上，

创立京剧反二黄唱腔，并将家乡鄂东方言融入

京剧念白之中，一举唱红京城，被皇帝封为“戏

状元”的故事。该剧将东腔戏、汉剧、京剧和黄梅

戏4种唱腔融于一台戏中，使之各显特色，是编

导和表演者的一大创造。

据了解，该剧自2013年 9月首演至今，已

分别在湖北的武汉、黄州、罗田和安徽安庆陆续

演出60多场，并荣获第九届湖北省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

节优秀剧目奖等。

（严 文）

黄梅戏《余三胜轶事》晋京演出

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由苏州市滑稽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滑稽戏《探亲公寓》
日前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了一对夜宿拆迁房的打工夫妻突遭盘查，从而
触发了春来客栈老板阿德埋在心底的隐痛，阿德嫂乘势而上，要为生活在都市丛林中的
民工夫妻安一张床、圆一个梦。“50后”知青与“80后”民工在探亲路上相逢，在妙趣横生
又令人唏嘘的碰撞中，原住民与外来者都学会了尊重，从隔膜走向包容。该剧深入浅出
地诠释了“和谐包容”的发展理念，在讴歌青春梦、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较好地融入并弘扬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