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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底，中国歌剧舞剧院开
启民族舞剧《孔子》第二轮全国巡演。在
国家大剧院300场纪念演出现场，近300
名年轻“粉丝”身着古典服饰礼服观演；
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开票后，1300
多张票23分钟售罄……

2019年3月，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民
族舞剧《昭君出塞》赴美国演出6场，演出
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一位女观众说：“我看懂了！昭君是和平
使者的化身。”

从民族舞剧《孔子》《昭君出塞》《赵
氏孤儿》《李白》，到民族歌剧《刘三姐》
《林徽因》《玉堂春》，再到民族音乐会《国
之瑰宝》《国韵流芳》，中国歌剧舞剧院近
年来聚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以歌剧、
舞剧艺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传递中华美德。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014年至今，中国歌剧舞剧院累计
创作剧目20多部，超过过去10年总和，
艺术质量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五年来，《孔子》《林徽因》《国之瑰
宝》等23个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5149万元。参与评选的专家评价，这些
剧目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相统一”，在艺术表现中努力弘扬

“民族精魂”铸就“民族脊梁”。
以《孔子》为例。被观众称赞为“展

现中华风韵，满载家国情怀”的这部剧于
2014年首演，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
史故事，展现了其对大同社会的期盼和
传道授业的情怀。五年来，《孔子》创下
演出佳绩：在国内外演出300余场，吸引
观众超45万人次，累计总票房过亿元；
2017年，作为“中华风韵”项目，在美国连
续演出7场，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
文化名片”。

解析《孔子》等剧目的成功之道，
中国舞协副主席罗斌说，中国舞剧从
民族性、传统化的建构延伸到现代性、
当代化构造，无论表现方式如何变化、
美感逻辑如何迁延，中华文脉之自成
一统、中国精神之古今一体，历久弥
新，根性不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泉。近年来，我们坚持‘红色记
忆的革命题材’和‘优秀传统文化题材’
两条创作主线，以新时代的格局和情怀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
诚说，“作为国家院团，我们有义务用文
艺精品凝聚炎黄子孙的共同价值追求和
梦想期待，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志气。”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精品奉献人民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努力攀登艺
术高峰。五年来，我们在探索民族歌剧、
民族舞剧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陶诚
说，剧院紧紧扭住“打造精品”这根主线，
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不断提高作品的精
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每
创作必“深扎”。民族歌剧《小二黑结
婚》主创团队赴山西左权，民族舞剧《昭
君出塞》主创团队赴内蒙古呼和浩特
等，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尽
可能使历史积淀和民族特色相结合，使
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有机融合。让剧
目接受观众检验，坚持边演边改，不断
打磨提升，精益求精，回归艺术本体，凝
炼艺术精华。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文化和旅游
部指导下，复排民族歌剧《白毛女》，在致
敬经典、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融合时代元
素，彰显经典民族歌剧与时俱进的生命
力。民族歌剧《刘三姐》展现美丽的绿水
青山和美好的传说，成为推动文旅融合
的有益尝试。民族歌剧《玉堂春》用时代
之法、提传统之萃，尝试将戏曲经典改编
成歌剧。如专家所说，以传统文化为本，
将现代意识融入其中，重塑当代中国精

神，是这些剧目取得成功的原因。
营造勇攀高峰的创作环境，激励演

员争做一流艺术家。剧院有针对性地为
青年艺术人才授课，同时，为他们提供施
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舞剧《孔子》《赵氏
孤儿》等启用剧院青年编导。加强业务
考核，将年度考核成绩切实落实到平时
角色挑选和演员优胜劣汰中。“考核对演
员来讲是压力，也是动力。”考核评委、歌
唱家杨洪基说，“中国歌剧舞台要求是非
常高的，通过考核把业务再提高，向唱得
好的演员学习，才可以在歌剧舞台上胜
任重要角色。”

开拓海内外市场实现两个效益
双丰收

在舞剧《孔子》全国巡演中，有一个
可喜现象：购票观众以“90后”为主，“铁
粉”群已近4000人。据群主统计，近四
成“粉丝”观看演出10场以上，七成观看
5场以上。

在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上，中国
歌剧舞剧院账号成为青年网友关于中国
风艺术讨论的主要阵地，《孔子》舞段《采
薇》的播放总量已达到300万次；在新浪
微博上，“我要去看舞剧《孔子》”话题1.3
亿人阅读，16.5万人讨论；在腾讯、优酷、
抖音、网易音乐甚至国外的Facebook、
Youtube等平台也有大量《采薇》视频，
被广泛模仿。

年轻“粉丝”助力舞剧《孔子》成为演
出界“爆款”，这让陶诚思考良多：观众尤
其年轻观众的艺术审美需要好的作品来
引导；对于一出剧目而言，曲高和寡是无
法真正实现社会效益的，只有在不断地
为人民群众演出中，才能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以精品开拓市场、培养观众，剧院的
改革之路越走越宽——

自 2014 年 6月以来，剧院组织 55
个大中型团组赴美国、加拿大、意大利、
希腊、法国、韩国、日本等近50个国家和
地区演出181场，观众总人数约27万人
次。《孔子》《昭君出塞》《赵氏孤儿》等剧
目在德国威斯巴登国家歌剧院、华盛顿
肯尼迪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等世界级
艺术殿堂亮相，基本实现“在主流剧场、
面向主流人群、不靠送票”的对外商演
模式。

为基层送文化种文化，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剧院近年赴基层开展公益演
出200余场，观众近30万人次；在浙江
嘉兴、河南兰考等地设立大型创作采风
和文化帮扶基地。探索与地方政府合
作模式，创作精品剧目在当地驻场演
出，以“演艺+旅游”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如舞剧《昭君出塞》已成“昭君冢”驻场
演出，舞剧《李白》成为马鞍山市的文化
旅游名片。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中国歌剧舞剧院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打造““中国的文化名片中国的文化名片””

据新华社澳门7月7日电 正在此间举行的澳
门国际书展上，香港知名作家、美食家蔡澜带着他的
新书“雅趣人生”系列出席活动。6日下午，他与内地
作家刘震云围绕“寻味人生”的主题展开对话，就美
食、阅读和时下热门的话题与读者交流。

“雅趣人生”系列图书一套三本，由青岛出版集团
面向内地出版发行。这一系列是蔡澜经典文章和最
新文章的全新编排，不仅收录了蔡澜颇具口碑的美食
散文，还展示了他的玩乐生活、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等
方方面面，让读者了解到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蔡澜。

美食和人生阅历是本次对谈的主轴，这些大众性
的话题也让整个对话过程幽默轻松。在讲述自己过
去体验美食的经过时，蔡澜说，他与自己的绘画老师
丁雄全先生吃饭时，曾将一家饭店最好的菜式全部点
了一遍，一桌子菜只供两个人享用，虽然这样的方式

“不宜提倡”。
餐厅老板对他们的举动感到奇怪，担心浪费，于

是询问他们请了“什么人来吃饭，为什么大家都没到
场？”丁雄全则回应道：“我们请了毕加索、李白，他们
都没来。”

对于读者提出的如何成功的“老话题”，蔡澜和刘
震云持同样的观点，那就是练就基本功。无论身处什
么行业，从事什么职业，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

“练习基本功，是世界上最枯燥、最痛苦的过程，但
在这么痛苦的过程中，你还能忍受下来，证明你已经学
会了谦虚。无论做什么都好，年轻人应该学会练好自
己的基本功，只要练好了，离成功不会远。”蔡澜说。

刘震云认为，书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书架上的
书，另一种是生活中的书，它们都引导人们思考。而
书架上的书又分为两种，好看的和不好看的。不好看
的书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写得不好，另一种是故意把
书写成人看不懂的样子，这样的书一般都是无用的，

“好书往往能够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道理用浅显的方
式展现出来”。

两位作家均谈到，在如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
代，人们除了进行碎片化的阅读之外，应当寻找自己
所喜欢的、感兴趣的书籍进行阅读。读书，应该是培
养兴趣，修养身心而不是徒增痛苦。

对谈和读者交流持续约一个小时，蔡澜最后用母
亲教导自己的话结束了整场活动：“我的母亲曾经教会
我很多事情，第一件，也是反复强调的事情就是，做人
要守时，而现在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也要离开了。”

知名作家蔡澜、刘震云
澳门书展“寻味人生”

7 月 6 日，钢琴家帕维尔·科列斯尼科夫与 BBC
交响乐团献演2019上海夏季音乐节。

当日，英国BBC交响乐团在指挥大师安德鲁·戴
维斯的率领下，登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舞台，首次
献演2019上海夏季音乐节。 新华社发

上海夏季音乐节迎来
BBC交响乐团首演

新华社杭州7月7日电 良渚古城遗
址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我国首部良渚主题童书《五千年良
渚王国》当天也在杭州举行了简短的首
发式。

舟人持篙，三片木筏划过河面，两岸
是连绵的茅屋，掩映着绿树红花，一队队
燕子从空中掠过，翻开《五千年良渚王
国》，小读者犹如回到了五千多年前的良
渚古城，了解当时先民的居住方式。

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少儿出

版社出版的《五千年良渚王国》从“水”
“城”“玉”等三个核心关键字入手，重点
向小读者们介绍了世界上最早的拦洪
大坝系统、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重大
城址、中国独有的“玉器时代”等良渚文
明特点。

在《五千年良渚王国》里为小读者讲
故事的学者，是良渚古城发现者、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他表
示，给孩子们写童书是希望能为考古科
普尽力。“从动物、植物、矿物、环境，到陶
器、玉石器、漆木器、农业、手工业等等，

如今我们对于良渚的认识，已经不是原
来的器物、墓葬、社会这样的概念了，它
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活生生的五千
年前的世界。”

作为一部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
还流露出《小蝌蚪找妈妈》《九色鹿》等国
产经典动画片所代表的中国动画艺术风
格。原画作者、浙江科技学院动画系系
主任曾奇琦说，五千多年良渚厚重的历
史不允许过于娱乐化的呈现，但是面对
的读者又是孩子，因此她借鉴了20世纪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的做法，把敦煌壁

画、汉画像砖艺术及其他古代装饰图案
艺术融入创作之中，同时结合现代漫画
手法以寓教于乐。“良渚地处江南，以玉
为重，它们都是清新灵透的，所以我采用
水墨宣纸、青绿主色，来体现五千年前的
水泽之国。”

浙江少儿出版社社长汪忠表示，出
版这部绘本，旨在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
文化遗产。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
院长王小松教授评价说，这本绘本可以
让人领略文明的长卷，也可以看到美学
与科普的结合。

首部良渚主题童书出版

听学者给孩子讲故事

新华社圣地亚哥7月6日电 2019年“文化中
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智利赛区决
赛6日在圣地亚哥圣米格尔区政府剧院落幕。

十名选手分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展开决赛。王
悦演唱的《梅兰芳》字正腔圆，获得成年组最高分；
陶钰雯和曾安琪分别凭借精彩演绎《你还要我怎
样》和《这，就是爱》在青少年组胜出。三名获胜者
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

2019年智利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同场举行。
中国驻智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杨长青说，适逢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希望参赛选手在“文化中国·水
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这个平台上唱响民
族振兴的主旋律、血浓于水的同胞情和对祖国母亲
的深深祝福。

比赛承办方、智利北京海外联合会会长关金涛
说，希望借“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
曲大赛这种形式增加海外华人学习中文的兴趣，让
中华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

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
歌曲大赛由北京市政府侨务办公室和新闻办公室
等主办，旨在凝聚侨胞力量，共同关注、参与和支持
2022年北京冬奥会。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
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
智利赛区决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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