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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蓓

10月19日、20日晚，由重庆市歌剧院、重
庆交响乐团创作演出的文华奖参评剧目歌剧
《钓鱼城》在潍坊上演。该剧颠覆了传统战争
戏的惯性思维，不讨论战争的正义性，通过着
力刻画攻守双方“战”与“和”的纠结，诠释
“以人为本”、“以和为天”的主旨。

只有敌人，没有坏人

歌剧《钓鱼城》取材于700多年前发生在
重庆合川钓鱼城的真实故事。宋末元初，蒙古
铁骑和钓鱼城将士打了36年攻防战。其间，攻
方统帅大汗蒙哥阵亡，钓鱼城内则出现了易子
而食的惨剧。在经历生与死、名节与道义的纠
结后，交战双方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攻方是侵略、是邪恶的、是要批判的，

守方是反侵略、是正义的、是要歌颂的，是通
常对民族战争正义性的解读。歌剧《钓鱼城》
的创作颠覆了这个惯性思维，全剧中，没有坏
人，没有小人，只有攻守对立的敌人。”在重
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看来，在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文明积淀的过程中，有利益纷争，有搏
杀牺牲，这些都是推进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

“我们现在的解读，不是就事论事，而是
讲怎么拯救生命，追求的是民族融合和对生命
的尊重。”刘光宇表示，《钓鱼城》不是为了
简单地记述战争，而是要更多地彰显人性。

全剧分战争主题与和平主题两大部分，和
平主题宁静、空灵，战争主题急速、激烈。
“在战争主题的表现中，我们很少去展现刀光
剑影，那不是歌剧所长，而是用音乐和气氛来
反映战争。高潮时，100多人发出强有力的和声，
歌词也极具冲击力，再配合强烈的交会灯光，把
战争的气氛来渲染出来。”刘光宇介绍说。

刻画“战”与“和”的纠结

在战争中，王立为了避免屠城，不顾自己
的名节而选择投诚；忽必烈为了国家统一、民

族发展，放弃为亲哥哥报仇；熊耳夫人也放弃
为夫报仇，成为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关键人物。

刘光宇说，全剧着力刻画交战双方对
“战”与“和”的艰难抉择，比如，“我去，
不去，去，不去，去，不去，我怎么办呢？”
这句歌词就充分表达了这种纠结。

剧中，王立将军一直在战和降的边缘挣
扎，最终通过忽必烈和熊尔夫人的劝说，走向
了和平。为了更好地揣摩人物内心，饰演王立
的演员刘广在排练时找了个现代版参照物———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拉宾在做参谋总长时主
张打，当总理后又以和为主。从这个人物入
手，就一下子把内心情感勾连起来。”刘光宇说。

熊耳夫人从刺杀王立的刺客，成为和平使
者，最早意识到停止屠城、罢兵言和才是出
路，堪称剧中内心最为纠结的一个人物。“由
于熊耳夫人是嫁入蒙古的汉家女，在剧中，不
管蒙军还是汉军，都将熊耳夫人视作叛徒。”
饰演熊耳夫人的演员车璐告诉记者，“熊耳是
被王立将军打死的，熊耳夫人行刺王立败露
后，王立不仅没有处死她，反而帮她养伤。在
这期间，钓鱼城内家破人亡、易子而食的惨
景，让她内心纠结。最终，她劝说双方，化剑
为犁，缔结和平。”

音乐主题体现民族特色

《钓鱼城》虽然讲述的是古代的事，但是
在台词设计上采用白话，通俗易懂。音乐也并
非传统的歌剧形式，而是富有时代感，和声、
语言、节奏在借鉴西方歌剧的基础上加以中国
化，汲取了大量的民族素材。

“这些民族特色，突出体现在四个主要
角色的音乐主题中。”刘光宇介绍说，“王
立的音乐主题应用《满江红》旋律，能表现
出英雄气概；熊耳夫人的音乐主题选用姜白
石古曲，表达了温暖和关爱之情；忽必烈的
音乐主题采用蒙古长调；王立母亲的音乐主
题则是放慢后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
洋》。这四个主要角色的音乐主题，穿插在
战争与和平主题中，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融
汇。”

以往歌剧中多用马头琴表现蒙古风情，而
在该剧忽必烈的蒙古长调中，运用了一件历史
悠久的、曾是蒙古族重要的弹拨弦鸣乐器———
火不思。“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乐器了，是剧
团专门找乐器厂按照图片做出来的，希望用它
来增加历史感。”刘光宇说。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一朵梅”———

独挑大梁闯市场
10月15日和16日晚，秦腔《西京故事》在

梨园大戏院上演。在接近3个小时的演出中，
中国戏剧“两度梅”获得者李东桥的戏份达到
两个小时以上。

该剧真实再现了农民罗天福进城后如何供
读两个大学生孩子，并教导他们在城市里努力
实现梦想的过程。“要是没有深厚的基础，像
我这个年纪的人恐怕很难撑得下来。”年逾五
十的李东桥不仅有数段长达10多分钟的唱词，
还要不断表演高难度动作。

据李东桥介绍，《西京故事》自2011年首
演以来，已经在全国演出了310场，“在济南
演完后去长春，之前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巡演，

不管南北方的观众都能接受，也能听得懂”。
场场演出挑大梁的李东桥，伴随着秦腔逐渐走
向了全国。

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主演的黄
梅戏《徽州往事》，已于19日和20日晚在山东
剧院精彩演出。这也是韩再芬“徽州”系列的
第二部，她表示，该剧推出1年来已经有近百
场演出，再往下第三部很快就会出来，叫《走
出徽州》。

2000年获得“梅花奖”的韩再芬，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树立“再芬黄梅”品牌，现已成
为艺术市场上颇具号召力的品牌之一。“一
开始做的戏，少了韩再芬可能不行，但一定
要做到少了韩再芬也行，把品牌转化到团队
身 上 ， 剧 团 出 来 的 每 一 部 戏 都是有 品质
的。”韩再芬说。

“两朵梅”———

艺术舞台互生辉
在23日晚演出中，京剧《项羽》在省会大

剧院上演，从亲情、爱情、政治、军事等各个
角度阐释了项羽，形象地展示给观众一个让人
爱恨、尊崇、怜惜的项羽。

如何书写“失败英雄”项羽？两位主演给
出了答案。项羽由“二度梅”、京剧“第一花
脸”孟广禄饰演，虞姬由“梅花奖”李洁饰
演。有评论家表示，“孟广禄在剧本的基础
上，演出了霸王的气质和迂回跌宕的情感，淳
厚的唱腔更增加了人物的韵味。”

正史之中，有关虞姬的记述很少。在《项羽》
中，虞姬出场戏份不少，保留了梅派传统京剧

《霸王别姬》一折，并由梅派青衣李洁出演。戏曲
研究专家薛若琳认为，李洁饰演的虞姬情感突
出，尤其与霸王生死离别前的“舞剑”更是精彩。

早在 1 1日和 1 2日晚演出的京剧《瑞蚨
祥》，同样是两位“梅花奖”的倾情演绎。戏
剧评论家赓续华认为：“在夺得梅花奖之后，
刘建杰的唱腔、舞台表现都有了新进步，王艳
的到来又有了新的看点。这两朵‘梅花’有了
互相生辉的感觉，对这部戏有整体提升。”

说起来，刘建杰和王艳还是中国戏曲学院
研究生班的同学。刘建杰说：“这些年，我这位老
同学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但她自己说这次
来就是‘挎刀’的，她强劲的舞台表现力、丰富的
舞台经验，使得我们这出戏‘满台生辉’。”

“三朵梅”———

老戏新编创经典
一台黄梅戏《雷雨》，有7个主要演员，

其中就有蒋建国、吴亚玲和黄新德3朵“梅
花”。上演8年来，这台戏已经在各地演出100
多场，成为传统经典之外的代表性剧目。

从2003年开始，剧作家隆学义就开始着手
把《雷雨》改编成黄梅戏。为了避免简单的
“话剧+唱”，隆学义对原著《雷雨》进行了
大胆“细化”，在保留原著框架基础上，把周
萍作为第一男主角，剧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围
绕着这一人物的内心苦闷与灵魂挣扎展开。

剧中饰演周萍的蒋建国，是安徽省黄梅戏
剧院院长，不仅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还获
过中国艺术节“文华奖”。“黄梅戏也面临着题
材、样式等方面的创新问题，于是就有了黄梅戏
版的《雷雨》，黄梅戏比较擅长于人物的塑造，善
于对人物情感的深刻挖掘和表现。”蒋建国说。

在《雷雨》演出结束后，山东大学学生仇
嘉瑞来到演员化妆间，跟一位位黄梅戏表演大
师取经交流，并当着蒋建国的面，唱起了经典
黄梅戏《女驸马》中的一个片段，柔美的唱腔
让蒋建国竖起了大拇指。

在十艺节舞台上下，这样的故事在不断地
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戏迷们，不仅在家门口
就看到了全国水准的戏剧演出，也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与名角们交流的机会。

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只有攻守对立的敌人，歌剧《钓鱼城》———

颠覆传统战争戏的惯性思维

“梅花”朵朵献十艺“精彩”连连饱眼福
——— 说说十艺节上的“梅花奖”演员

◆戏曲是“角儿”的
艺术。京剧孟广禄、秦腔
李 东 桥 、 黄 梅 戏 韩 再
芬……在十艺节文华奖舞
台上，这些主演都是各剧
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
然也就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新创剧目中，他们凭着
对 艺 术 的 不 懈 追 求 ， 把
“精彩”展现给观众。

目前，文华奖参评剧
目评比展演已接近尾声。
这些“梅花奖”演员在舞
台上精心呈现，舞台下细
心与戏迷交流，成为十艺
节舞台上下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10月23日晚，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演员孟广禄与江苏省京剧院

的当家旦角李洁联袂演出的京剧《项羽》在济南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

1600余困难家庭子女

享十艺节文化盛宴
□记者 张春晓 通讯员 张志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3日，山西吕梁市晋剧

院晋剧《刘胡兰》在济南市铁路文化宫精彩上
演。来自济南市北大槐树第一小学和泺口鞋城
的50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父母的陪伴下，
免费走进剧院观赏精彩演出，近距离感受十艺
节的文化魅力。

十艺节举办以来，团省委响应“文化惠
民”号召，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开展了“花
YOUNG年华欢乐送”十艺节特别行动，免费
让更多家庭困难、有迫切文化需求的青少年走
进剧院、场馆，与中国优秀文化亲密接触，感
受文化的魅力。同时，在演出集中的济南、青
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发动各市
团委积极组织本地家庭困难青少年观看十艺节
剧目、演出，参加文化活动，为他们送去一场
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600
余个困难家庭走进各地的场馆，免费观看十艺
节26个不同场次的剧目、演出。

“花YOUNG年华欢乐送”青少年公益文化
行动是共青团山东省委积极参与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动员爱心单位贡
献力量，整合优质文化资源，让弱势青少年群体
也能像同龄的孩子一样，走进文化场所，感受文
化魅力，提升文化素质，实现健康成长。活动自
2012年8月启动以来，已为全省14 . 4万名家庭困难
青少年免费提供公益文化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

花灯剧《枫染秋渡》

德州首演
□宇鸿 井璐 德鹏 报道
本报德州讯 22日晚，十艺节“文华奖”

参评剧目大型花灯剧《枫染秋渡》在德州大剧
院上演。

《枫染秋渡》以贵州璀璨的酒文化为背景，
讲述两家酒坊从竞争对手到联合经营的故事，展
现了“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

贵州花灯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民
间花灯演变而来，是贵州省群众基础最深厚、流
布范围最广泛、历史最悠久的地方剧种。这部花
灯剧以活泼明快的艺术形式、独特鲜明的地域特
色、丰富朴实的内容架构，表达百姓乐观、健
康、朴实的审美情趣与追求。

丹青绘就

岱青海蓝美景
□秀英 报道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画院、东营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曾来德书画精品展，将于10月29日在东营
市黄河口古玩城美术馆展出。

曾来德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
美术师。这次展览以“微云起泰山，百川入东
海”为主题，展出他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100余
幅，山水画作品10余幅，从中可以观察到艺术家
在用笔、用墨及构图等方面进行的探索和突破。

公安系统书画名家

精品展在济开幕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刘冠伟 黄克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2日，由十艺节组委会、公

安部宣传局、全国公安文联和山东省公安厅联
合举办的全国公安系统书画名家精品展在省文
化馆开幕。

此次参展的300余幅书画作品是从全国公安
机关报送的1000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汇集了全
国公安系统多位书画名家的精品。同时，省公安
厅还组织举办了“人民在我心中”全省公安系统
摄影作品展，用镜头聚焦火热的警营生活，歌颂
鱼水般的警民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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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九十，志学兴术；踔厉学子万千，谋海济国。2014年

10月25日，中国海洋大学将迎来90华诞。90年来，中国海洋大学与

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与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同呼吸、共命

运，谱写了一曲奋斗不懈、发展壮大的蓝色华章。

沧桑砺洗，阡陌辉煌。1924年，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 私立

青岛大学在青岛诞生。历经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

学等几个时期的变迁，于1959年发展成为山东海洋学院，1960年10

月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全国13所重点综合大学之一，1988年更名为青

岛海洋大学，2002年10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经过近90年艰辛探索和团结奋斗，中国海洋大学这片名师荟萃、群

贤毕至的杏坛圣地，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着勃勃的生机和

希望。学校于1999年首倡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现已发展成为一所

以海洋和水产为特色、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在国内外有

广泛影响的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正朝着

国际知名、特色显著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昂首迈进。所

有这一切，源自于一代又一代中国海大人的躬耕不辍和蹈厉前行，

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关怀厚爱和鼎力支持，蕴涵了无数校友的赤子衷

肠和爱校情怀。我们感恩时代，感恩社会。

浩海求索，立言济世。中国海洋大学因海而生，因海而兴，因

海而强。作为国家战略性大学，学校坚持“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

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办学宗旨，秉承“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的校训，以培养国家海洋事业的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为特殊使命，

为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栋梁之才。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探

海、极地科考、亚丁湾护航、辽宁舰入列、海水养殖浪潮迭起、蓝

色经济蓬勃发展……这其中无不有中国海大人的身影。他们遍布神

州，远及寰宇，在各个领域辛勤耕耘、励精图治，为国家富强、社

会发展、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为母校赢得了声誉。

踵事增华，共谱华章。值9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将举办系列学

术和庆祝活动，以弘扬海大精神，展示办学成就，总结办学经验，

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为建设海洋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海大是山，壁立千仞；海大是海，海纳百川。我们诚挚期盼各

级领导、广大校友和各界朋友以多种方式与全校师生同庆中国海洋

大学90华诞，共襄盛举，同铸辉煌！

中国海洋大学

201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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