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的开年注定是不平凡

的，没有了现场演出，疫情催生出
了一批批“云演出”；没有了现场观

影，在线观影依然可以让大家“实
时追剧”。

让我们把时间再次拨回 1月 24

日，那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上海首

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日。有这样一部交

响乐作品，在没有现场音乐会的这段
日子里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那就是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1812序

曲》是老柴于 1880年创作的一部大
型交响乐作品，为了纪念 1812年库

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
军的入侵，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该

作品以曲中的炮火声闻名世界，在一
些户外演出中，曾多次启用真的大炮

作为乐器使用。笔者最钟意的是 1995

年由指挥大师安塔尔·多拉蒂执棒明
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和伦敦交响乐

团演奏的那一版，《企鹅 CD指南》曾
给予三星带花的最高评价，并将它列

为《1812序曲》的首选版本。前苏联
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如此称

赞《1812序曲》：“这首序曲是深具人
民性的音乐作品，像平稳的波涛那样

庄严有力地在大厅回荡，它以一种新

的东西攫住你，把你高举于时代之上，
它的声音表达出这一庄严的历史时

刻，极其成功地描绘了人民奋起保卫
祖国的威力及其雄伟气魄。”

我们虽未身处战争年代，但这场
与新冠病毒斗争的战役又何尝不是

一场“人民战争”呢！正如张文宏教授

所言，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战
争”，都在与病毒作斗争。《1812序

曲》的震撼在于其配器丰富、意义深
远、激励人心，但凡第一次听到这首

序曲的人，都会被它铿锵有力的节奏
感所打动———1812年，拿破仑率领

60万大军入侵俄国，企图在短时间
内歼灭俄军，占领莫斯科，并迫使俄

国投降。俄军司令库图佐夫采取坚壁
清野，烧毁粮草的战略，率军暂时撤

离莫斯科。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一个
月后，仍无法迫使俄国投降，于是下

令撤离莫斯科。撤退途中，拿破仑军
队不能适应俄国严酷的冬天，加上饥

饿和俄军的反击，终致溃败。拿破仑
入侵俄国时多达 60万的部队最后只

剩下不足两万人逃出俄国国境。这首
序曲起伏大、变化多，弦乐、木管、铜

管和打击乐器的配器之丰富奠定了

其历史价值。
生命重于泰山，防控就是责任。

如同《1812 序曲》的逐渐展开，这次
防控疫情亦是一场不能懈怠的赛跑。

以最快速度救治患者，以最快速度控
制疫情，容不得有丝毫犹疑、丝毫侥

幸⋯⋯

乐曲的尾声，从引子开始，铜管
乐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庄严而宏伟地

奏出《马赛曲》和拿破仑的《出征曲》，
威武堂堂，成为一首辉煌的胜利颂

歌。最后，一个庄重而有力的主题划
破天际，这就是 1833?1917年间俄国

国歌《天佑沙皇》的主题，配合十一响
炮声和教堂响起的钟声，它是俄罗斯

人民最后胜利的宣告，整个乐曲就以
这凯旋的欢乐颂歌作为结束。冬天已

去，春天已来，热干面醒了。武汉解封
的那一刻，钟楼的钟声再次敲响，告

诉人们，春天来了！
《1812序曲》是一部属于英雄的

赞歌，更是一股划破天际，冲破阴霾
的音乐力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心

中有前行的力量，就一定会迎来属于
我们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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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家多日，戴上口罩，走进上海芭蕾舞团排练厅观看一组抗疫

题材的舞蹈节目，这是上海芭蕾舞团在团长辛丽丽的带领下，及时交
出的一份抗疫成绩单。舞蹈没有布景却感人，节目短小却引人深思。

本以为，抗疫题材大多以医生护士、防疫人员为主，表现空间不
是全力救护的医院，就是“闭环”严防的机场；表现主角不是奋不顾身

的白衣天使，就是辛勤忙碌的“大白”以及戴上白色口罩的人流大军，
可谓举目皆白⋯⋯

然而，由戚冰雪独舞的《天使的微笑》却选择了黑，女主角穿上了

一身黑裙，出人意料，不落俗套。它表现了一个年轻生命的突然陨落，
显现出这场抗疫斗争的激烈残酷。此刻，她悄悄地远走了，在高高的

云端里，遥望着自己倾力救护过的人，给予他们跨越天地的深情拥
抱。时而舞姿飘逸，时而步履沉重，孤独的身影踯躅前行，显出了她对

人间的依依不舍和对故土的无比眷恋。这个节目以独特视角深深地
打动了观众，让人饱含热泪。编导用泰戈尔的一句诗点题：“我的心是

旷野的鸟，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它的天空。”这显出了一个白衣天使
高尚的灵魂。

吴虎生等和昆剧演员张颋联袂表演的《浮生一梦》，将东方昆曲
唱腔与西方芭蕾艺术融为一体，没有一点违和感。它以汤显祖笔下的

《游园惊梦》为灵感，在原汁原味的昆曲念白和唱腔声中，一个当代男
青年用芭蕾足尖轻轻踏入梦境，与梦中女孩进行跨越时空的古今相

遇。短短 15分钟的舞蹈，在大提琴和钢琴的现场伴奏下，让观众游离
于虚与实、前世与今生的意境之中。梦境虽好却转瞬即逝，现实虽重

要但是否就无需梦乡。这种人生思考，正契合了疫情期间人们对生活
和未来的深思。

由于在排练厅内观看，没有一点布景，全靠演员表演。可以想象，
日后若在舞台上能营造出中国水墨画般的优美画面和艺术情境，更

能让这出中西合璧、动静结合、古今对话的舞蹈节目魅力倍增。

《闪动的瞬间》和《触不可及》两个舞蹈，没有回避灾难带来的痛
苦和无奈，它们都表现了在新冠病毒突然袭来之际，人们面临的慌乱

无助，沉闷压抑，苦难挣扎，感染遇险等种种困境⋯⋯最后，渐渐摆脱
种种不安心理，奋然抗击，勇敢前行，救死扶伤，团结互助，寻求光明

和希望，迎接拐点和转折。
《闪动的瞬间》是展示在城市空间的集体群舞，《触不可及》是两

代人交替进行的四人舞。演员们踩着有节奏的音乐旋律，用充满激
情、具有艺术想象力的肢体语言，形象地表现了人们抗击疫情的伟大

战斗，唱响了一曲曲不惧艰险、勇于逆行的生命赞歌，形象地告诉人
们，寒冬必将过去，春天就在眼前。这在全国人民共同进行的战“疫”

期间，具有满满的正能量。
四个舞蹈创作及时，节目精悍，投放快捷，它们扎根生活、贴近时

代，没有华丽的服装和时尚的布景，甚至没有一点

点简单的道具。剧情全靠演员的激情表演包括舞

姿、身段来呈现。由于目前剧场还难以安排观众进
入，只能通过线上“云演出”的模式，在“云上起舞”。

这种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却也便于抖音等网络平
台进行直播和推广，催生了这种文艺轻骑兵的灵

活样式。有理由期待，当疫情过去，这些尚未进行
舞美包装的作品完全可以“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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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菽水承欢”“郑人买履”“滥竽充

数”“妄自菲薄”“以貌取人”⋯⋯这些
是古代的成语，也是系列微电影《成

语新故事》的片名。微电影每部七八
分钟，主干是现实题材的原创小品，

最后半分钟用语音说明成语的本意
及出处———古今关联，其义自显。《成

语新故事》自 3月 23日至 4月 27日

在上视哈哈炫动频道首播，让因疫情
而宅家的观众尤其是孩子们消减了

寂寞，得到教益。
《成语新故事》采用纪实手法平

铺直叙地摄制，大量准专业和非专业
演员的加盟，更突出了日常的直感和

生活的质感。这正是总导演田铮铮的
意图，即打通当代社会与古代成语的
隔膜，将后者所含传统文化精

神作当代解读，并释放在生活

的层面。据悉，《成语新故事》将
用 10 年时间摄制 1000 部，成

为总时长 120小时的系列文化
产品。从古代成语的保有量看，

是可行的；从当代生活的丰富
度看，是可行的；两者的紧密关

联加上主创的精雕细刻，更是

可行的。从目前的成品看，人物
和剧情都与孩子及校园密切相

关，主创不仅向社会征集剧本，
更遴选了众多中小学师生参与

表演，可以想见，随着摄制的进
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师生

和家长进入《成语新故事》，成
为其重要的创作者和主要的接

受者。
成语好比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所积淀的历史和文化“胶
囊”，不断为后世提供价值标

准、生活智慧和言行依据，是深
受国人喜爱的文化营养、言文

材料和教育资源。笔者想起小

时候手捧一本成语词典津津有味地

读，还与小伙伴作“成语接龙”的往
事，感觉依然充实而快乐。一方面，孩

子们拥有对古代成语的自发的兴趣，
另一方面，除了课堂教学，动漫、影

视、知识竞赛、综艺表演等大量诠释
成语，满足了孩子们的愿望。《成语新

故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回溯”

———先将古代成语的精神内涵提炼
出来，再以原创小品与之遥相对应，

让观众由近及远地体味成语那历久
弥新的哲理和艺术魅力。

仔细一想，我们在使用成语时，
往往顺口而来，如“岂有此理”“莫

名其妙”，虽做到了“今用”，却大多
断开了与过去的关系。忘记了出

处，等于失去了根源。《成语新故

事》通过“回溯”，让人重回那些成
语的源头，再度瞻仰古人的生活和

精神空间。显然，这是观众为自己
“充电”的机会。

看着看着，忽又想到，成语绝大
多数诞生于古代，近现代渐趋稀少，

以至于无。难道成语已经够用，不需

要根据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继续创
造了吗？当然不是。究其原因，可能

是成语作为文言文系统的产物，其创
造力会随着文言文活力的下降而下

降；近现代文言文被白话文迅速而全
面地取代，成语彻底失去了这片本已

变得贫瘠的土壤。虽然如此，古代成
语依然在当代的语言文字中星罗棋

布、熠熠生辉———这与古
典诗词在当下的盛行，堪

称异曲同工。
不过在当今网络时

代，也有所谓的“成语”大
量诞生，如“细思极恐”“不

明觉厉”，还有“蓝瘦香菇”
之类，其识者之众、使用之

广、影响之深绝不亚于古
代成语，至于其智慧含量

多少、人文价值几何，实在
不可过于乐观。然而，作为

时代的标志性语文产物，
这些“成语”有其存在的价

值，也有被收入词典并传
诸后世的可能。总之，如今

的我们正在大量使用着古

代成语，也正在大量原创
着当代“成语”，此时此刻，

我们能否通过回溯，一面
向古人的智慧表达敬意，

一面对自身的原创作出反
思，以使当代“成语”好一

些，更好一些？

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

◆ 胡晓军

看系列微电影《成语新故事》有感

汲取前行的力量
◆ 茅亦铭

从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旋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