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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文艺百花园气象万

千、硕果累累，展现出昂扬自信的时

代风貌。日前，三集电视专题片《放

歌新时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热播，全景再现中国文艺从

“高原”迈向“高峰”的精彩历程。

多维架构
集中巡礼为时代放歌之精品

三集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

多维架构、全景呈现十年来广大文艺

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一系

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精品力作。这部专题片用文艺工作者

感受说话，用优秀作品说话，是新时

代文艺十年来的一部集体记忆。

《放歌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叙事起点，以 《时代召唤》

《人民期待》《新的使命》三个篇章，

从把握时代脉动、聆听人民期待、肩

负新的使命层层递进，对中国文艺界

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凝聚的向心力、

涌流的创造力，书写澎湃激昂的时代

答卷进行全景回顾，覆盖电影、电视

剧、舞台演出等多个艺术门类，并以

丰富的视觉影像，勾勒新时代文艺事

业发展繁荣铺展开来的恢宏气象。

用优秀作品说话，《放歌新时

代》 集中巡礼为时代放歌之精品，

《我和我的祖国》等电影、《人世间》

等电视剧、《雪山大地》等小说，以

及越剧《新龙门客栈》、舞剧《五星

出东方》、组画《“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雕塑《旗帜》等形式多样的

优秀文艺作品均得到回顾，从多领

域、多视角准确把握时代的脉动，深

刻捕捉时代精神。

故事表达
多元视角下的叙事微切口

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国家高度

与微小切口，是《放歌新时代》在叙

事上的对立统一。在把握宏观方向之

时，它同时注重对作品创作故事细

节、艺术家创作感受心得、社会各界

对精品力作的反馈评价，做到大主

题、小切口、微刻画，将深刻的思想

理论与鲜活的文艺创作相结合、与观

众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相结合。

把理论深度和烟火气息相结合，

专题片先后采访数十位文艺名家和文

艺工作者，用文艺工作者感受说话，

或讲述诞生背景、或总结创作心得、

或直陈心路历程。从表演艺术家牛犇

83岁入党的赤诚初心，到评书表演

艺术家刘兰芳多年坚守马街书会的艺

术情怀，再到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一句

“他们心里装的是人民，唯独没有自

己”的肺腑真言，充分表现了艺术家

坚守艺术理想、与人民同行的情怀担

当。在回望热播全国的电视剧《觉醒

年代》时，从编剧、主演、配角等不

同角度来讲述 《觉醒年代》 的创作手

法、艺术宗旨、精神力量。“当你看到

他（陈延年）回眸一笑，实际上那是陈

独秀的一个幻觉。一对真正的共产党人

父子，两代革命英烈的这样的一种真实

的写照！”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龙

平平说。

价值引领
以人民立场凝聚精神力量

心怀“国之大者”、脚踩生活大

地，《放歌新时代》聚焦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主题创作，抒写中国人民奋

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片

中，观众看到再现了中国人民反贫困

的壮举，从东西协作、移民搬迁，教

育扶贫、生态建设再到科技扶贫，呈

现中国人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独特方法和解决路径的《山海情》；以

教育、信仰、希望为关键词，回顾张

桂梅校长帮助大山里的女孩们用读书

改变命运的艰难历程，书写山区女性

受教育困境的破局、呼唤当代女性价

值持续绽放的 《山花烂漫时》 等优秀

文艺作品。

一批精品力作也践行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两创”原则。火爆全球的《黑神话 ·

悟空》 在节目中出现，《放歌新时代》

这样评价：游戏场景设计充分吸收了极

具中国传统美学的古建筑元素，场景、

对白、音乐、道具无一不带着浓郁的中

华文化特色，呈现出一个充满魅力的东

方神话世界。《只此青绿》也是植根人

民的“两创”精品，《放歌新时代》赞

叹其写意精神，以“《千里江山图》的

美学提纯”，并向世人宣告，传世古画

在与舞蹈艺术的碰撞中获得了新的艺术

生命。

三集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

全景呈现中国文艺“百花园”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

斗拱梁柱、黄边绿瓦飞檐，故宫

内唯一的皇家戏楼——畅音阁仿佛被

“平移”到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

前昨两晚，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

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

萃集》（第一季） 上演。这台大戏从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典籍瑰宝中，撷取

节令时序的华章，凝结在黄浦江畔，

以雅正的昆曲古调，吟唱一场跨越时

空的文化盛宴。“我们以‘在故宫修

文物’的工匠精神打造这部作品，用

戏曲的形式激活传统，展现传承好中

国的节令文化。”上海昆剧团团长谷

好好表示。

两大“国宝”的双向奔赴

2019年，上海昆剧团首次踏入

故宫的大门，开启了互访之旅。五年

来，在深耕院藏戏曲精华的基础上，

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终于共同推

出这部心血之作，并特邀著名导演田

沁鑫担任总导演。

故宫博物院精心组建文博顾问团

队，为演出提供了坚实而深厚的学术支

撑，保障剧目创排在尊重历史的同时，

又能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

值。上海昆剧团发挥行当齐全、文武兼

备之优势，集结“五班三代”的强大演

出阵容，《江州送酒》和《长生殿 ·重圆》

分别由“梅花奖”得主吴双、黎安、罗晨雪

领衔主演，余彬、胡刚、张前仓等倾情出

演，为演出增色添彩。《中秋奏凯》则由

“昆五班”青年演员张艺严、钱瑜婷、马填

钦等主演，勇挑武戏大梁。

登台的三出戏各具看点——《江州

送酒》首次在昆曲舞台上呈现陶渊明形

象，改编巧妙地将原作的两折并为一

折，并在情节、人物、结构、主题等方

面进行优化，使作品更具戏剧性和喜剧

性；《中秋奏凯》包含大量武戏，上部

分展现少年英雄沙场抗敌，下部分表现

他奏凯归来；《长生殿 · 重圆》相较于

上昆四本《长生殿》中的《重圆》更加

完整，从容展开月殿华美的图卷，展现

帝妃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保留了

《重圆》的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昆

曲历史上的大场面名曲——众天女的

【羽衣第三叠】。

“此次《重圆》展现了唐明皇和杨

贵妃见面前后的14个曲牌，这在以往

的《长生殿》舞台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更加接近洪昇的原著。”此次担任《长

生殿 · 重圆》一折艺术指导的著名昆曲

表演艺术家张静娴说，“旧曲新唱、熟

人生面，会带给观众更多的新鲜感。”

深挖传统节令里的戏曲之美

传统节令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寄托着国人千百年来的家国情怀和美好

期许。中国戏曲和传统节令紧密相连，

节令承应戏作为节令文化的一部分，沉

淀和传承着民族的文化基因。据故宫博

物院研究馆员孙召华介绍，清代自乾隆

以来，凡遇元旦、立春、寒食、端阳、

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令都演相

应的戏曲，这些剧目不仅展现了清代宫

廷的文化生活，也为了解和研究戏曲艺

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海昆剧团在挖掘故宫博物院的剧

目资源时，将节令承应戏作为连通古今

的重点进行深入探索，从故宫博物院院

藏的11498册、6467部、3200余种清宫

戏本中，精心挑选了以“中秋”与“重

阳”两大节令为主题的三出剧目。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清宫戏曲文

物，是反映清宫演剧活动的珍贵实物遗

存，对于传统戏曲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价值。2014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宫廷

戏曲研究所，致力于戏曲文献文物的整

理研究和出版传播工作。“上海昆剧团

此次复排老戏本，让文物活化，来到观

众们身边，这是博物馆和戏曲院团共同

的文化使命。”孙召华对记者说。

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亮相

故宫老戏本在申城舞台展现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空降经典“红屋”，复刻英伦风街

道，今起正式亮相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的

年度大展“与美为期：威廉 · 莫里斯与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沉浸式布展将

观众带回近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工艺美术

运动所处的社会生活场景，在精选自英

国V&A博物馆的123件 （套） 典藏珍

品中，读懂莫里斯引领的英国工艺美术

运动究竟呈现了怎样的风潮。

“希望大家都来看展，你们一定能

从中感受到美好。”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馆长刘文涛坦言，此次展览让人们再次

思考，在技术高速发展、生活节奏飞快

的当下，如何捕捉、留存生活中的美

好，怎么让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

她相信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对于

上海建设设计之都也颇具启示。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起源于19世纪

下半叶的英国。一方面，当时的工业革

命带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导致很多产

品粗制滥造，缺乏美感与品质，另一方

面，装饰艺术被繁琐的维多利亚风格主

导，过于浮夸且脱离实际生活。在此背

景下，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开始反思

工业生产对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倡导

回归手工艺传统，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结

合。威廉 · 莫里斯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人物。

“这是一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风

潮，主张节制的装饰。”此次展览的策

展人俞华蕾说。据她透露，早年莫里斯

在为新婚妻子建造的“红屋”中就与好

友菲利普 · 韦伯率先进行了类似的实

践，将英国哥特式建筑和传统乡村建筑

巧妙结合，自然、简朴、实用。并且，

他也按自己的标准为“红屋”设计了一

整套家庭用品。

展览起始处，莫里斯经典的茛苕设

计与维多利亚时代织物品形成的对比，

让人们直观体会到工艺美术运动基本追

求和设计原则，即“删繁就简，以美为

真”。只见维多利亚时代织物品给人一

种三维的错觉，用的是模仿手绘的木刻

印刷。而莫里斯设计的茛苕壁纸，是基

于对自然的仔细观察而非模仿，图案可

重复编排。莫里斯希望它可为印刷商提

供配色准则，体现设计与制造之间的密

切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工艺美术运动的

特征之一。

诞生于1883年的“草莓小偷”系

列，是莫里斯最著名也是商业上最成功

的纺织品图案，用写实描绘、几何构图

将动植物元素紧密结合。此次展览同时

展出了“草莓小偷”家居纺织品及其木

刻印板。莫里斯从自然中选取题材的设

计偏好在这一系列中让人一目了然。据

说创作灵感来自他一日在英格兰乡间庄

园的散步，无意中发现有斑鸫鸟来偷吃

园中草莓。图案所用的靛蓝染料常常

出现在莫里斯的设计中，莫里斯颇为

欣赏这种染料呈现的颜色深度和细节

清晰度。

作为一场设计改良运动，英国工艺

美术运动的兴起，影响了一大批艺术

家、设计师与工匠。展览不仅呈现莫里

斯的经典设计，也汇集了不少莫里斯追

随者们涵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设计，

例如约翰 · 亨利 · 迪尔设计的“猫头

鹰”壁毯、厄内斯特 · 吉姆森以线轴车

削工艺设计的扶手椅、伯恩 · 琼斯设计

的“加拉哈德寻找圣杯”彩绘玻璃、查

尔斯 · R· 阿什比设计的银制嵌宝石果

酱盘等。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不仅仅关乎设计与艺术，其核心更在于

社会教育。作为19世纪英国著名的社

会主义活动家之一，莫里斯关注社会公

平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不遗余力

宣扬工艺美术运动，既希望劳动者是快

乐而有尊严的，也试图通过设计来改善

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审美品位，为社会带

来进步。此次并置展出的一张莫里斯绘

制的“雷德卡”地毯设计缩尺图，以及

展示了一小段编织中地毯样本的地毯织

机模型，正让人们看到莫里斯的如是初

心。它们曾用于指导受雇于莫里斯的地

毯织工。这些织工多为女孩，通常在

13至14岁开始当学徒。在展览中欣赏

众多设计艺术作品的同时，观众不仅能

洞察产品从构思到成品的全过程，还能

理解工艺美术设计师在连接艺术、手工

艺与工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与美为期：威廉 ·莫里斯与英国工艺美术
运动”登陆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感受艺术与生活的美好火花

■本报记者 范昕

朱家角古镇“江南第一

茶楼”，昨天传来柔美、婉

转而不失坚韧的女声。一袭

白衣的上海歌剧院女高音徐

晓英化身剧中人赵盼儿，唱

响歌剧选段《人生必须要搏

一场》，传递出细腻情感与

层次。记者获悉，由上海歌

剧院与腾讯视频联合制作全

力打造的新古典国风歌剧

《梦华录》，即将于明年3月

28日至30日在上海大剧院全

球首演。

歌剧《梦华录》以优秀

影视IP为切入点，以国风古

韵激活中国原创歌剧新生

机。“主创希望艺术化地再

现宋代美学，让观众能在唯

美而浪漫的视听体验中，打

破歌剧曲高和寡的成见，也

对中华传统美学产生更直观

与感性的认同。”上海歌剧

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蕾表示，《梦华录》 致力于

助推中国原创歌剧破圈。

上海歌剧院一直以来都

重视挖掘和展现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歌剧《梦华

录》将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情

节与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

风月救风尘》 的精华相融

合。“塑造以赵盼儿、孙三

娘、宋引章为代表的用智慧

和勇气书写人生华章的优秀

女性形象，通过女性之间的

平等互助与彼此救赎，展现

出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以及闪光的‘她力量’。”上

海歌剧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庆新

表示。

担任新古典国风歌剧《梦华录》的

编剧，曹路生以“立主脑、

减头绪、密针线”作为改编

思路，将剧中三名女性在东

京城创业作为事件背景主

线，赵盼儿与顾千帆的爱情

线作为情感主线，适应歌剧

紧凑而集中的叙事风格。

从音乐到舞美，新古典

国风歌剧《梦华录》 致力于

在极具代表性的宋式风格基

础上进行延展和艺术化创

意。作曲家吕亮是电视剧

《梦华录》 的音乐创作者之

一，此次担任歌剧 《梦华

录》的作曲，他将琵琶、古

筝、竹笛的典雅旋律和气势

磅礴的交响乐融合在一起，

力求在“国风”的大基调

下，让歌剧从整体上有较强

的可听性和更高的传唱性。

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诚杰

透露，尽管 《梦华录》的一

度创作还在收尾阶段，但他

已经开始与吕亮充分沟通前

期准备工作，以确保全面把

握这部作品的情感深度和艺

术构思。

造型指导陈顾方表示，

主创已经收集了不少宋代民

间服饰与图案的历史资料，

希望角色造型既要符合历史

背景，又能满足观众的视觉

享受。灯光设计萧丽河将以

她对光影的独到掌控，让舞

台上的宋朝画卷优雅地流动

起来。“景随音乐幻化而出，

尽显大宋繁华。”舞美设计丁

丁介绍，歌剧 《梦华录》 的

视觉效果参考了很多宋代民

俗画，力求让观众有身临其

境之感。多媒体设计胡天骥也将以独

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宋代美学的瑰丽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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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此次展出的威廉 ·莫里斯经典的“草莓小偷”系列。 （主办方供图）

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作者杨志军在青海果洛州创作采风。

 《长生

殿 ·重圆》剧照。

▲《江 州

送酒》剧照。

（均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