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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无法赴北京参观即将闭

幕的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特展，换一
种形式，在上海也可以感受紫禁城

的恢宏传奇。12月 30日，上海民族
乐团原创民族交响史诗《紫禁城》将

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这部作品是今
年首台以此为主题的原创作品。这

几天，主创人员走进故宫博物院采

风（见右图），挖掘这座巧夺天工的
建筑背后的历史积淀。

建筑孕育凝固音乐
在故宫的建筑学专家看来，整

座故宫就像是一部交响乐，从午门

到神武门，整个中轴线上的起伏，就
像乐章一样富有变幻———正阳门是

序曲，太和殿是高潮，最后景山赋予
了它一个完美的收官。

宫殿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

最辉煌的篇章，紫禁城更是宫殿建
筑发展的集大成者。走上午门城楼，

“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
展吸引着八方游客，256 米的展线

展出了文物及史料照片共计 450?

件。展览形式设计紧扣时间主题，以

四季变化的景象为背景，使观众在
参观展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故宫不同

季节不同景象变化的美感。
这恰巧也与《紫禁城》四首幕间

曲传递的意向不谋而合，二胡展现
春的勃发，笛子展现夏的盛放，古琴

展现秋的沉淀，箫展现冬的寂灭，四
季轮转，从另一角度诠释紫禁城的

生命张力。

乐音串连乡土记忆
在《序曲》中，灯光暗暗地压下

来，观众将听到鸽哨在剧场环绕，鼓

声、歌声从远处飘来，紫禁城的大门
徐徐打开……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

小慈邀约 90后青年作曲家李博禅

来创作这部作品，再续 2年前民族

交响史诗《英雄》的前缘。
如今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李

博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鸽哨是
他童年每天回荡在耳边的声音，哪

怕是现在，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依然
能听到熟悉的鸽哨。关于对故乡的

情愫，他都融入了音符中。

目前，《紫禁城》音乐创作已经
完成五分之三，这一次进宫，让李博

禅又有了更深的感悟：“小时候每
年都要进宫好几次，都没有这一

次采风收获大。”对他而言，写紫
禁城，他不愿意用一些显而易见

的符号堆砌，而是想通过宫廷礼
乐表达紫禁城的礼乐秩序、家国理

想、文化精神。

历史融入当代转化
如果说起故宫留给人们印象深

刻的音乐画面，相信很多人会对贝

托鲁奇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记忆
犹新，每一帧画面，都能回忆起坂本

龙一创作的音乐。罗小慈认为，故宫
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

的符号，民族管弦乐自然不能缺席，

因而，创作《紫禁城》这个念头，已经
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了多年。

尽管紫禁城历史悠久，但最终乐

团创作出的作品，要符合当代审美，
这也是此次主创团队大部分都是

90后的原因之一。“宫廷雅乐和当
代人的视听习惯，需要做很多转化，

我们的声场是需要重新构建的。”罗
小慈提到，主创们还将尝试重新定

义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编制和形式，

以此呈现出一个更符合民族音乐表
达、更具中国文化底蕴的当代民族

管弦乐。 本报记者 赵玥

年轻的生命会发光
大型民族歌剧《扶贫路上》昨上海首演

为创作《紫禁城》上海民族乐团赴故宫采风

特别
报道艺起前行 优秀新创舞台作品展演

手机视频里，是即将被洪水没顶的车内，
车外则是深夜里被灯照亮的乡野山间，可是
就是没有人……这是牺牲于探望遭受暴雨灾
害的村民的村委“第一书记”、年仅 30 岁的
黄文秀生前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这段视频，

出现在大型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创作历程
纪录片中。这部民族歌剧，作为 2019 年度全
国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剧
目，也是“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
展演的重头戏，昨晚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故宫就像一部交响乐

心中有光 不怕路远
《扶贫路上》以在扶贫一线殉

职的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原第

一书记黄文秀的真实经历为蓝
本。演出现场，黄文秀生前的扶贫

足迹、村干部与村民之间诚挚朴
素的感情、旋律优美激荡人心的

音乐、再现广西地貌风情的舞美

与多媒体，以及王丽达等歌唱家
唱演俱佳的表现，都令观众印象

深刻。该剧由印青担任音乐总监、
作曲，田沁鑫任编剧、导演，宋小

明作词。
“心中有光、不怕路远”是不

少年轻干部主动报名去偏远山区
扶贫的信念。广西百色乐业县百

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就是用
行动让生命发光的人。2019年 6

月 16日，黄文秀利用周末回田阳
县（现田阳区）老家看望病重手术

不久的父亲后，因心系暴雨中驻
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连夜开

车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遇到山洪，

于次日凌晨不幸牺牲。

当时，正是田沁鑫即将敲定
剧本之际———原本，该剧聚焦的

是“第一书记”群像，与剧组平均
年龄差不多的黄文秀，正是他们

的采访对象之一。

噩耗传来 剧本重写
2019年 2月，《扶贫路上》编

剧组、导演组、作曲组、舞美组等

主创人员，深入百色凌云县进行
采风创作……丰富的素材为创作

一部艺术精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剧本于 2019年 6月中旬定稿。而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黄文秀不幸

遇难的噩耗从广西传到了北京。
得知这一消息，田沁鑫等主

创成员立即奔赴百色，冒着可能
遇到洪灾的危险，在黄文秀遇难

地点实地考察，到乐业县百坭村
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感人事迹。壮

族姑娘黄文秀 2016 年从北京师

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本可以留
在大城市工作，但她毅然回到百

色深入农村基层，成为百坭村第

一书记。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
黄文秀写下了三大本扶贫日记，

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可以坚持下
来。2018年底，百坭村 103户贫困

户中 88户顺利脱贫，贫困发生率
从 22.88%降至 2.71%。深受感动

的主创团队决定调整之前的定

稿，确定全新的创作方向。这就是
首演时开场的第一幕，一群大学

毕业的青年干部争相报名成为
“第一书记”，向党宣誓扶贫攻坚

之决心的群戏的由来。其中，王丽
达扮演的黄文秀作为主角处于第

一排中间位置。以点面结合的方
式，凸显了黄文秀的决心。

一只蝴蝶 灵感源泉
黄文秀牺牲后，田沁鑫带领

的主创团队在百坭村采风时，看

到一只大的黄蝴蝶飞了过来。而
在广西当地有一种传说，死去的

人想念家人时会化作蝴蝶飞回
来。这个有些凄美的传说让田沁

鑫更真切地感受到黄文秀的存

在，激发了她的灵感，并让蝴蝶成
为这部作品里的重要意象，“看到

黄文秀的照片，读到她的日记，听
到她的故事，我能想到的是她是

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姑娘，值得我

们为她好好写个故事。”
本剧主角黄文秀是全国 290

多万名“第一书记”中的普通一
员。黄文秀身后，站着第一书记群

体。所以在剧情设计上，编导们不
限于编织黄文秀个人的生命体

验，而是糅合了采风调查阶段了
解到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书

记的工作，塑造了一个具有共性

的第一书记形象。
除此之外，编剧、导演田沁鑫

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中黄文秀的
个性，并给予提炼放大。她让演员

们先学桂柳话，找到地方人物特
点。再从形体上、表情上找到广西

人的朴素、直率的个性特征。而黄

文秀则更比他人多一分开朗和乐
观，这是田沁鑫在查阅所有黄文

秀影音、图文资料后的发现。田沁
鑫说：“我们主创都看了她（黄文

秀）的扶贫日记，也看过第一书记
们做的贫困户档案，他们的工作

量真的很大，但是这个姑娘依旧

可以用她特有的方式说出‘脱贫
攻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蝴蝶啊，空中飞，身轻力不
亏，年年引得东风到，岁岁与春

归……”黄文秀的唱段总是充满
希望和力量，咏叹《蝴蝶飞》是刚

开始进行扶贫工作时的兴奋和期
待；《我问》中是要帮助村民走上

致富路的急不可耐；《五星红旗》

唱出走在扶贫路上的力量源泉。
优美的歌声中，一个感村民所感、

急村民所急的扶贫干部形象栩栩
如生。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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