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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电视纪录片《我到新疆去》６日
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映式。这部纪录
片描绘了浓郁的新疆风土人情，反映了怀
揣着爱和梦想来到新疆的人物的心路历
程。

据介绍，纪录片《我到新疆去》由维吾
尔族“８０后”青年库尔班江·赛买提担任
总导演和总制片人，该片作为《我从新疆
来》的第二季共分为８集，主要讲述了新中
国成立至今，在新疆奋斗和生活的２４位
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的真实经历。这些人
物中，既有著名学者、援疆干部、普通百姓，
也有香港商人、海外留学生和友人，既展现
了新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地域的辽阔多

元，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并蓄、共同发展
的文化精神。

此外，本片还从灵感、拓荒、相逢、探
索、挑战、机遇、回家和跨越等多个主题展
开，讲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新疆发生
的故事。

据悉，该纪录片的同名图书《我到新疆
去》也已于今年出版发行。纪录片《我到新
疆去》将于５月中旬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腾讯视频等网络媒体平台也将同步全球播
映。

据导演库尔班江介绍，今年６月还将
启动《至味新疆》图书项目，并开始拍摄第
三季系列纪录片。

家喻户晓的“大胡子”马克思是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话
剧《信仰的力量》登陆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
舞台，穿越200年展现人类伟大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的一生。

该剧编剧、导演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马克思贡献了伟大的理论研究，但是他
的一生有很多的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我们希
望向观众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马克思。”

据了解，该剧讲述了马克思出生于德
国特里尔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父亲想让

他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律师，但年轻的马克
思却放弃了成为律师这一优越舒坦的道
路，在十七岁的时候就把“为人类幸福而工
作”作为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最终创作了影
响全人类的著作。

陈诚表示，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

这部剧了解马克思的一生，创作时突出在
每一个篇章中增加戏剧冲突，如在他意气
风发之时，经历报社被封、全家驱逐、丧子
之痛等。

该剧分为“开辟新思路”“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的问世”等八幕。

内蒙古上演话剧《信仰的力量》穿越200年展现马克思一生

图为话剧《信仰的力量》中马克思的形象图为《信仰的力量》剧照 图为话剧《信仰的力量》中战斗的场景

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近日在上海召开，中国歌
剧舞剧院青年舞蹈家唐诗逸凭借舞剧《昭君》中王昭君一角，荣获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提名奖”。当晚，她也是唯一以舞剧
表演获得奖项的表演者。

出生于1990年的唐诗逸，在舞剧《昭君》中，演绎了王昭君从豆蔻
至暮年的一生，细致刻画了王昭君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一定要把自己放进人物中去，加上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明白做每个动
作时想要传达什么，这才是演员的二度创作。”唐诗逸表示。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是当今中国戏剧领域主要评奖活
动之一，现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戏剧领域表演艺术专业奖项。

骨笛声声，清亮悠扬，穿越八千年，吹来
先民的生命感悟。前天，由著名竹笛演奏家
唐俊乔领衔主演的跨界融合创新交响民族
器乐剧《笛韵天籁》，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
演。

演出结束后，两个月来为《笛韵天籁》排
演忙得团团转的唐俊乔，终于稍微松一口
气。吃晚饭——准确说是夜宵时，来不及卸
装的她右手拿着筷子往嘴里送食，左手拿着
手机，用微信持续与团队进行各种沟通，一
方面总结演出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就音响、
灯光以及演出细节等，商议如何改进提升、
精益求精，为使翌日第二场演出更加完美。

“一点小小的问题都不能错过，艺术品
质就是在细节中磨练出来的。”她说。

贾湖骨笛的复鸣
《笛韵天籁》虽谓“剧”，不过并无一句台词，故

事讲述者只是民族器乐——笛。
笛子源自中国，堪称世界乐器之鼻祖。从骨笛

到竹笛，笛子的发展演变源远流长。《笛韵天籁》导
演、编剧徐瑛为全剧设置四个篇章，亦即四个乐章，
反映了从人类早期先民为了生存向动物展开杀戮，
到自觉弃骨笛、取竹笛，用竹之气节、竹之坚韧比拟
人之风骨，象征人从低层次生存追求到高层次至善
大美的精神境界。

据记载，距今7800年至9000年的河南贾湖遗
址，是同时期最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1984年至
1987年及2001年，这里先后出土了30多支用丹顶
鹤尺骨制成的骨笛。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
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比青铜曾侯乙编钟年代更古
老，被称为“中华第一笛”，也被专家认定为世间最
早可吹奏乐器。前不久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
曾专门介绍过贾湖骨笛。

2016年起，竹笛演奏家唐俊乔领衔的上海音乐
学院竹笛团队，联合贵州玉屏璞韵箫笛文化有限公
司制笛师王建宏，历时一年，试验六十多次，采用红
木、紫檀、杉木、紫竹、湘妃竹、苦竹、树脂合成材料
等，反复实验，最终确定用树脂合成材料和苦竹来
复原古笛，且音准更精、音质更丰。

《笛韵天籁》演出中便使用了复原古笛，还原了
距今八千年的远古笛声，观众亦有机会聆听先人通
过吹奏模仿的兽鸣鸟啼、竹籁松涛，声声远古笛声，
撞击观众心胸。“中国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民族乐器，
二胡、琵琶、扬琴等都来自异域，笛子算是土生土长
的乐器。这次是根据出土文物仿制的骨笛之音首
次在舞台上呈现，希望观众能听见这件乐器的历史
底蕴，也听到这件乐器的创新发展。”同时任该剧艺
术总监的唐俊乔说。

复古与创新的奏鸣
坚守传统，不等于守旧，更不等于故步自封。

聆听《笛韵天籁》，是一次复古之旅，更是一次创意
之行。

该剧在音乐形式、器乐体裁、音乐创作、演奏技
法等方面都有大胆创新，首次尝试民族器乐剧与交
响乐队、合唱团同时演出，并融合多媒体视觉效
果。就像该剧音乐总监、作曲家许舒亚所言，“《笛
韵天籁》是一部在音乐上充满原创性的作品。”该剧
还运用数字媒体艺术制造出充满意境的视觉图景，
比如宋代古画《千里江山图》，淋漓尽致地传递出古
人至善大爱的高远追求。

《笛韵天籁》在表演上也颠覆了竹笛演奏惯常
的形体语言。为了让演员们在舞台上恰到好处地

“动”起来，唐俊乔特别请来中央芭蕾舞团一级编导

费波，为演员进行形体训练，让他们在舞台
上既游刃有余地“奏”，又无拘无束地“演”。
接受过费波形体训练的上音学生，吹奏同一
首曲子，能更好地传递其中思想和情感。

作为“总舵主”，唐俊乔心里有杆艺术之秤，
同时也是《笛韵天籁》的艺术追求——既有
民族文化特质，又充满国际范儿，“我希望《笛
韵天籁》能为传统民乐在现代的发展，在民
族艺术自身发展维度的拓展中，凸显出一种
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如今大家都说要讲
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这样的尝试就是一种示
范，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再现、传承。”

艺术探索的共鸣
“上海音乐学院在用自己的综合实力向社

会展示‘胸肌’和强大，证明学院的教学水准和艺术
水准，民乐、西洋乐、打击乐、合唱、数字媒体……每
一部分呈现都体现着一流学府的水准。”首演结束
后，唐俊乔收到了很多正面反馈，其中这一点令她
尤其开心和欣慰。

《笛韵天籁》由上海音乐学院打造，为2017年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也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重要
演出项目之一。更加特别的是，该剧除了主演唐俊
乔、特邀主演蒋国基，包括竹笛乐团、交响乐团、打击
乐团、合唱团等在内，共计140多位参演者，几乎全
部是上海音乐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他们成熟稳
健、零失误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对这些未来
的艺术栋梁而言，拥有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身
艺术才华的实战舞台，更显可贵。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正如上海音乐学院党
委书记、院长林在勇所言，打造《笛韵天籁》意在让
观众了解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发展出的成熟音
乐理念、乐器样态和演奏方式，以创新形式表现浓
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表达中国的文化自信，“上音力
求通过该剧的推进与探索，打造具有强烈民族文化
特质、又充分展现音乐原创和音乐跨界融合特点的
戏剧舞台艺术精品，为我国民族器乐艺术在现代的
发展，为民族艺术走向国际交流舞台，提供新型探
索和范本。”

第 28 届 白 玉 兰 戏 剧 奖 落 幕
90后舞蹈家获戏剧主角提名奖

一段小人物的奋斗史中，有立足于民族精神
的继往开来，也有贯穿始终的崇高理想信念，在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高远立意中，有条不
紊地融入了细腻的人世百态。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的电视剧《远大前程》，创新性地把多种元素杂糅在
一起，彰显了影视剧的“中国原创力量”。在进行

“仁、义、礼、智、信”这样传承千年的人本内涵植入
的同时，阐释了梦想、选择等符合时代主流的价值
观，在娱乐性、艺术性、思想性上做到了高度的统
一，为影视创作者趟出了一条新路。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远
大前程》巧妙地打开了“梦想通道”，与观众进行了
一次跨越百年的精神对接。该剧的故事主线是陈
思诚饰演的洪三元的逐梦奋斗之路：上世纪二十年
代，两手空空的洪三元从苏州到上海闯荡，历经千
难万险，不懈地追求着“远大前程”。不同的时代背

景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着一样的热血与激情，
也有着一样的迷茫与困惑。洪三元告诉你，在追梦
时要有目标，肯努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底线，有情
义。

除了符合时代主流的价值观，《远大前程》在
“拉高电视剧行业的整体制作水平”上，也做出了自
己回应。台前，在五十集左右的剧集中“埋伏”了四
五十位老中青戏骨，几乎每一两集就有一个实力派
登场，飚戏不间断。幕后，美术团队在象山影视城
还原了“十里洋场”，搭建了龙凤茶楼、永鑫公司、大
世界等9个全新主场景。造型团队为角色量身定
做了超600个贴合时代潮流变迁的造型。剧情的
扎实，画面构图的严谨，甚至是光线的讲究，都是观
众看在眼中的精致。

做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故事，绝非易事，不仅要
有从老百姓锅碗瓢盆里深挖出来的生活气，还得有

具备艺术品鉴能力的加工和再创造。翻看过去，
“大上海”题材不乏经典作品，十里洋场的故事在荧
屏上屡见不鲜了，想要在该题材进行创新性呈现难
度颇高。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远大前程》仍能
创新性地用喜剧、武侠、权谋、革命、传奇等“原材
料”巧妙搭建，构筑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上海滩”，实
属难得。《远大前程》以一个全新的故事，一群独特
的人物形象，显露了塑造一个不一样的“大上海”的
决心。剧中不仅有韵味十足的海派文化，还贯穿了
苏州评弹、传统说书、潮汕文化等元素，从中可以看
出创作者对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尊重，而这种对有中
国特色的原创故事的摸索和尝试，更值得鼓励。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气磅礴、充满正能量的影视
作品。在不同的年代背景下，如何能让观众从中感
受到与当下共振的精神内核？《远大前程》给出了漂
亮的答案。

观照时代主流价值观，《远大前程》才得以“远大”

民族艺术很老吗？其实很潮 大型纪录片《我到新疆去》在京首映

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与国家大剧院驻院
歌剧演员张心、刘嵩虎、张扬、关致京，钢琴伴
奏芦静怡、岳鹏，以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冀欣
日前来到石景山区首钢园区的北京冬奥组
委，为200 余名青年朋友和工作人员带来了
一场美妙的音乐大餐。这是继5月3日“北京
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慰问演出后，他们的第二
场公益演出活动。

在北京冬奥组委的演出现场，小提琴家
吕思清特意带来一把稀世名琴——问世距今
近300年的瓜奈利小提琴，为大家演奏四首经
典曲目：极具浓厚民族风情的《阳光照耀着塔
什库尔干》，小提琴名曲《爱的忧伤》《爱的欢
乐》《维尼亚夫斯基D大调波兰舞曲》，优美的

旋律与精湛的技巧迎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演员张心、刘嵩虎、

张扬、关致京带来了久唱不衰的《我爱你，中
国》《草原之夜》和《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
还有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二重唱《小路》等经典曲目。现场喝彩声
不断。

据悉，在接下来的五月音乐节“走出去”
公益演出中，将有更多的艺术家、乐团走进博
物院、中小学、美术馆、医院等等，以演奏、演
唱、大师课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走近百姓，“让
室内乐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中”，以灵动的色彩
点燃初夏的激情，让室内乐的绮丽花朵在京
城的每个角落绽放。

国家大剧院公益演出 走进北京冬奥组委

吕思清演奏小提琴经典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