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为纪念青藏铁路通车十周年特别
制作的民族原创歌舞剧———《圆梦》 开启全
国巡演。 《圆梦》以“火车进拉萨”为背景，是
一部以传统藏元素融合国际化表演手法，真
实记录青藏铁路开通过程中建藏援藏工作
者的心路历程，深度呈现藏族文化内涵的歌
舞剧作品。

《圆梦》讲述了一名深入西藏腹地采访
的摄影记者在暴风雪中为藏胞所救，死里逃
生， 随后他又帮助患有重病的藏女四处求
医，终于在青藏铁路通车后，前往内地治愈
重病的感人故事，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忍耐 、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的 “老西
藏”精神。

全剧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共分四幕。虽然
故事简洁平实， 但这正是所有建藏援藏工作
者们的真实写照。以生命换友谊，以生命换生

命，以生命换未来，这就是援藏者们对西藏的
贡献，这就是“老西藏”精神。他们日常的工作
和生活平平淡淡， 但时时刻刻在与恶劣的高
原环境做抗争，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忘
却了身体的痛苦，忽视了个人的安危，几年、
几十年甚至终生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西藏的建
设中去，化身为西藏发展道路的铺路石，西藏
建设大厦的奠基砖。

故事原型之一、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
者唐召明，有着 34 年的援藏经历。 多年前，
他在追拍藏羚羊的过程中体力耗尽晕倒于

风雪中，后被藏民救起，几十年来一直对藏
族人民心怀感激。 2002 年，他从一位援藏干
部那里得知班戈县有一名牧女斯求卓玛患
有巨型肿瘤，亟须帮助。 青藏铁路通车后不
久， 他便开始筹划将斯求卓玛接往北京治
疗。 2010 年 4 月 21 日，折磨了卓玛 28 年的
肿瘤终于被切除。

唐召明感叹道， 这个过程中有太多人伸
出了援手，建藏援藏不仅仅是“老西藏”们的
事业，也是众多虽身在西藏之外，却心系西藏
发展建设的人们的共同事业，愿《圆梦》能将

这份“老西藏”情怀保留并传承。
《圆梦》运用国际化的制作理念，邀请好

莱坞知名作曲家克劳斯-巴德尔特担纲作
曲，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戏剧舞蹈系终身
教授殷梅创作舞蹈，并由“藏汉和声第一人”
罗念一老先生担任音乐顾问，创造性地把西
方严密的复调技术运用到西藏音乐中，将西
方音乐曲式融合进中国传统套曲中， 并探
索、完善、演进出一套应用于西藏音乐的交
响乐和声系统，首次实现了“民族音乐，世界
表达”。

“该剧的音乐部分就像一部火热 、庞大
的交响乐，一个主题接着一个，不停顿的主
题贯穿，纵情歌颂西藏人民与援藏工作者，
包括青藏铁路所承载的伟大的爱， 是我觉
得最美的藏歌乐舞，在最好的音乐面前，民
族的隔阂是不存在的。 ”知名乐评人王纪宴
说道。

此外， 主创团队通过数次实地考察和挖
掘， 抢救了大量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及区域性
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完整保留该类艺术形式
的原生性的同时，着力呈现了锅庄、弦子、囊
玛、堆谐等西藏主要音乐舞蹈形式，这也让该
剧的人文情怀扑面而来。

据悉，《圆梦》 由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
会出品，北京圣频伽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作，
将于 8 月 3 日在北京世纪剧院拉开全国巡演
的序幕，随即前往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
15 座城市。 出品方与制作方希望，《圆梦》能
像青藏铁路一样，成为一个贯通东西、互通文
化、和谐共进的动脉与桥梁。

歌舞剧《圆梦》：用原生态诉说“老西藏”精神

“临川四梦”罕见合演 昆曲艺术展现不朽魅力

空荡荡的舞台，米白色，半倾斜。
年迈的、生病的、被遗忘的仆人费尔斯嘴

里嘟囔着，“生命就要过去了，可我好像还没
有生活过。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片刻的宁静
之后，斧头砍伐樱桃树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
里传来……

若按剧本，应该就此幕落。 然而，从 6 月
16 日演出至 7 月 3 日的北京人艺版 《樱桃
园》，却非如此。

紧接着是超过三分钟的“噪音”，可能是
机器轰鸣、可能是建筑轰然倒坍、可能是焊接
钢筋，伴随着的是舞台的拆解与分裂，露出后
面未加修饰的场景，人艺崇尚的信条———“戏
比天大”四个大字歪歪斜斜地躺在一堆杂乱
的道具中。

坐在记者旁边的观众表示不解， 在网络
上甚至有观众为这“噪音”愤怒。 倒也有观众
告诉记者，“这个要把人从麻木与混沌中震醒
的结尾，意蕴丰饶，很李六乙也很契诃夫。 ”

契诃夫，俄国著名剧作家，四幕喜剧《樱
桃园》是他的“绝命之作”。 国内公认的契诃
夫研究专家、《樱桃园》的翻译童道明介绍说，
如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樱桃园》
也是当今世界剧坛演出最多的经典剧目 。
“很多在世界剧坛知名的导演，都把排这两部
戏当做自己的艺术使命。 ”

李六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导演，当
下最负盛名也颇具争议的导演。

如李六乙所言，“樱桃园就是 ‘自我精神
现象’的一种心理呈现。 它不是具象的，只存
在于每一个人内心当中。 ”

勇气与耐心

三个小时的演出，台词、情节之外，就是
长时间的停顿与留白。

从舞台到服装全部还原成白色， 封闭的
舞台上，门其实是地洞……红色乒乓球寓意
的樱桃从天坠落，算是唯一的亮色。

《樱桃园》的剧情并不复杂：全剧围绕着
一座有着美丽樱桃园的贵族庄园的命运展
开———旅居巴黎多年的女地主柳苞芙带着女
儿和仆人回到了自己的庄园。 她在法国早已
耗尽了自己的财产，却一直保留着贵族的生
活方式。 眼下，曾经的家园将被拍卖用来抵
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它的归属……

樱桃园还是被卖出去了，奴隶的儿子、如
今的新兴地主罗伯兴成为庄园新的主人，柳
苞芙又将回到巴黎。 她动情地说着，“我可爱
的、温柔的、美丽的花园！ ……别了，我的生
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 ……别了！ ”

“樱桃园卖了以后，人们的生活按部就班
进行，但感觉是不一样的，会有空落落的心
情。再者，就是真正的告别，和樱桃园的告别，
这个感受和心理状态，是还难以触摸，却都得
面对的。 ”李六乙给演员讲戏时就说，这第四
幕是有难度的。

就整出戏剧演出而言， 对心理层面的阐
释一直存在，与之相应的就是表演上的“难
度”。 剧中女主角柳苞芙的饰演者，和李六乙
合作十余年的演员卢芳有着鲜明的感受。

记者问她演出《樱桃园》的“难处”，她很
诚恳地给出回答：“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柳苞芙
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她又想保留现在的生
活习惯。 《樱桃园》当中存在着精神家园的流
失感、社会新旧交替的现实……很多丰富的
内容要展现，很累，累心。 ”

无疑，导演和演员为《樱桃园》演出所做
的挑战，并没有得到外界的盛赞，甚至是剧评
界的失语。 李六乙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导演并未关注演出之后的评论， 也不会对观
众的疑问做出解释，他要表达的都在剧中。

在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樱桃园》一书
中，倒是收录了李六乙的导演手记，有一段话
颇像是所谓的“解释”———樱桃园存在于“过
去”，生活里的所有人都期盼着“未来”，似乎他

们只有过去， 只有未来， 而唯独没有现在。
……就舞台而言，他们即是只有“昨天”和“明
天”的时间与空间，而没有“今天”的时间和空
间。 一出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表演艺术，纯
粹戏剧的美学，通过表现来实现。

“导演的探索是付出勇气的， 观众也应
该多点耐心。 ”首演结束后，童道明告诉《工
人日报》记者，“我可以想象得到会有一些观
众不喜欢，但是我看了两次都是全神贯注地
在看。 ”

渊源与偏爱

1903 年 2 月 5 日，契诃夫给俄国的戏剧
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了一封信：“……
我准备 2 月 20 日之后坐下来写剧本，到 3 月
20 日我能写完它。 它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成
形。 剧名是《樱桃园》，四幕剧，第一幕透过窗
子可以看到一片盛开的樱花树，一片蒙蒙的
花园。 女人们也都穿着白裙……”

1904 年 1 月 17 日，是契诃夫的 44 岁生
日。 莫斯科艺术剧院选择这一天首演《樱桃
园》，演出结束前还为他举行了祝寿仪式。 这
是契诃夫的最后一个生日。

上世纪 40 年代，北京人艺的创始人之一
焦菊隐早年翻译契诃夫的剧本时就评价 ，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天鹅之歌”，是他最后
一首抒情诗。

尽管《樱桃园》与人艺早有渊源，但要搬
上人艺舞台超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

“人艺还是有眼光的，这是一件挺体面的
事情。 ”对于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契诃夫
戏剧的童道明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欣慰之事。

进入 21 世纪，契诃夫戏剧才开始受到
国人关注。 这肇始于 2004 年 ，以契诃夫逝
世 100 周年为契机， 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
了 “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 ”活动 。
在这期间， 国内外的艺术家共推出了 4 台
契诃夫作品的演出， 其中就包括俄罗斯青
年艺术剧院的 《樱桃园 》、林兆华戏剧工作
室的《樱桃园》。

对于这些年北京上演过林兆华版、 俄罗
斯版、中戏版（2014 年）的《樱桃园》，童道明
说每一个戏的排演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透
过他对李六乙这一版本的评价是可以读出偏
爱的，“李六乙导演把他理解的中国审美放进
了剧中，对静态的追求比他以前排的戏剧都
要强烈。 一首诗需要押韵，他就拿这个静态
做押韵，来调动节奏。 ”

“导演留给观众的，是希望对《樱桃园》的
理解更为宽泛。 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

一座属于自己的‘樱桃园’。 ”童道明说。

惜别“樱桃园”
有一段时间，童道明经常讲，今天的观

众到剧场去看《樱桃园》，难道是为了了解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俄国社会的阶级变动
吗？ 显然不是。

《樱桃园》之所以成为世界戏剧的经典，
时至今日依旧不衰，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永
远可以在当下找到注脚。 100 多年前，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就曾预言：时光流逝，永远迈步
向前的契诃夫不会驻足不前，相反他会和生
活以及时代一起发展。

进入新的世纪，“樱桃园”被摧毁的“伐
木的斧头声”、对所谓“旧的房子、旧的生活”
的永别，每天都在不断上演。

童道明总会举一个例子， 上世纪 50 年
代，北京的旧城墙被推倒了。 1995 年，他去北
京电影学院做讲座，讲到“樱桃园”时就说出
这样一段往事———

50 年代时， 童道明住在北京和平里小
区。 和平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北京城北郊
兴建的一片新区域。 住在北城墙（和平里）和
西城墙外（三里河）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
一就是北京 13 路公交线，开通于 1954 年 12
月。 为了这条线路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
就得先拆城墙豁子。

1951 年 1 月下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
晗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在这些
开辟的城墙豁口中，1951 年的东直门北小街
豁口，1953 年的雍和宫豁口，都成为 13 路公
交线的站台名。 如今依然。

新世纪之交时 ，童道明专门写了一篇
文章 《惜别樱桃园 》抒发感慨 ：我们无法
逆 “历史潮流 ”， 保留住一座座注定要消
失的 “樱桃园 ”。 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 、
消失着的 、将要消失的 “樱桃园 ”，保留在
我们的记忆里 ，只要它确确实实值得我们
记忆 。

这种“惜别”，放置于过往与当下，抑或未
来都是存在的，必然伴随困惑，带来痛苦。 濮
存昕说， 契诃夫的眼光是深入到生活中最隐
秘的部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那么真实地完
成着每个人的命运演变， 人物的内心都是平
静地暗暗地在倾诉痛苦。

“契诃夫的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所有人的无力。觉得过去的生活无趣无味，
却又走不出去、走不动，但又会留念。”李六乙
就对剧中的人物进行拆解剖析， 将隐秘的线
索一一缕清。

时代变迁，《樱桃园》各有解读。李六乙在
做的，就是呈现以及打破这种“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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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俊宇

笔者家附近有个新建的地铁站， 通车一
年半了，却还不能启用。 原来，最初设计时没
有考虑换乘因素，站台设计过窄……

每次和旁人讲起这件事情时， 脑袋里都
浮现出一个情节， 有个工程师造了 300 层高
的少年宫，却忘记设计电梯，害得要去 255 层
看戏的小伙伴们不得不爬楼。这个故事，很多
人都知道，出自《没头脑和不高兴》。

据媒体报道，今年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发表 60 周年，出版社将出版《没头脑和不高
兴（荣誉珍藏版）》。 1962 年，《没头脑和不高
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动画片，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新的“荣誉珍藏版”，将呈
现由动画片新编的“纸上动画”。

一部好的动画，即便你是在童年时代看过，
但在成人之后回味，依然有别样的味道。

当爸爸妈妈们在朋友圈里围观了中高考的

各种刷屏后，孩子们盼望的暑假就要开始了，各
路影业公司摩拳擦掌的暑期档就要到了。

近几年的暑期档， 国产动画电影多是乘
兴而来， 败兴而归， 出品方一肚子苦水倒不
出，钱也投得不少，制作手段也不赖，甚至技
术也不输国外同行，怎么就没有小朋友来看？
或者说，怎么就没有大人带着小朋友来看呢？
今年， 这个问题依然可能会困扰国产动画电
影。 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从《忍者神龟》到《冰
川时代》，分账电影和进口片来势汹汹，实力
强劲， 国产动画电影面对进口动画电影的直
面竞争，压力不小。

2015 年，我国取得公映许可证的国产动
画电影为 51 部，实现票房 20.54 亿元，仅占
全国电影票房的 4.5%，不及一部《速度与激
情 7》。

动画电影的买单者，其实不是小孩，而是
带小孩观影的大人， 这些大人， 也曾做过小
孩，也曾坐在 18 寸的彩色电视机前，等待过
晚饭后的动画片时间。

连 5 岁的“蜡笔小新”都知道，妈妈高兴
自己才能看上动画片。在现实之中，小孩子一
样要接触成人世界，甚至，通过手机，他们比
我们那一代人，更早地接触到更广阔、更真实
的成人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动画片，是孩子们认识世
界，特别是成人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影片中的
情节、对话，正在教会他们如何面对未来的成
人世界。 从《哆啦 A 梦》到《超能陆战队》，再
到今年的《疯狂动物城》，讲的都是成长。

最近，有个朋友家的小孩，在班里想当学
习委员， 结果却成了体育委员， 一脸的不高
兴。他听完“不高兴”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
连演四天还“不高兴”被打死的故事，哈哈直
笑，“他怎么那么傻， 演哪个都可以得到掌声
啊。 ”后来，孩子明白了，不笑了。

好的动画电影，在绚烂的画面之后，在孩
子们的笑声之余，要教会孩子如何成长。成长
不是“抓羊逮熊”，不是简单说教，而是让孩子
在光影中体会， 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就像抓住小和尚手的孙悟空一样。

动 画 片

孩子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赵 昂

“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正式启动
本报讯 7 月 1 日，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

展上，由中国乐器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
育分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和中央音
乐学院联合成立“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正
式启动。 由此，乐器制造与经营、音乐培训和
大众音乐文化活动有了新的跨界合作平台，
实现从乐器设备、教材教案、技术服务、音乐
教育和音乐生活全产业链的互动融合。

据了解，“服务联盟”的主要任务是：整合
行业及社会资源，开展供需对接，研究中小学
定制产品和中高端产品， 完善产业链和终端
的技术服务， 加强社会师资培训与认证以及
扶贫助教等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服务。当前，
乐器产业的发展已经跳出了普通商品生产经
营的小市场， 乐器市场已经融入了学校和社
会音乐教育、大众音乐生活的大市场。全国性
的音乐教育服务合作自然应运而生， 联合组
建服务联盟就尤为重要和紧迫。 （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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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樱桃园”

《樱桃园》之所以成为世界戏剧的经典，时至今日依旧不衰，是
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永远可以在当下找到注脚。

北京西城探索名城保护新途径

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

视 线
本报记者 彭文卓

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国家大剧院承办的“临川四梦”
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将于 7月 16日至 9月 5
日期间亮相国家大剧院。上海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江苏省苏州昆
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将先后登台，在 7台 11场演出中，以
“临川四梦”纪念这位“东方的莎士比亚”。

在昆剧演出史上，“临川四梦”合演极为罕见。上海昆剧团为了
向广大观众完整呈现汤显祖营造的梦幻世界， 历经一年多时间的
策划与筹备，将“临川四梦”全部搬上舞台。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
表示，“通过‘临川四梦’不仅要展现昆曲艺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
在纪念人们都熟悉的莎士比亚的同时，要以‘临川四梦’为载体，展

现出汤显祖的文化价值。 ”
“因情成梦 ， 因梦成

戏”，400年前，明代伟大文
学家、剧作家汤显祖用毕生

心血凝结而成的 《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
郸记》，以才华横溢的艺术手笔，以对人生的深刻
体悟，写纷繁世事，至真至情，并因每部作品都关
乎“梦”，而被称为“临川四梦”。400年来，“临川四
梦”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远播海外，成
为世界文化的珍品。

据介绍，此次优秀剧目展演，将先后通过上
海昆剧团全部“临川四梦”、北方昆曲剧院《牡丹

亭》、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
院《南柯梦》，为广大观众集中展现“临川四梦”不朽的艺术魅力。

（赵亮）

本报讯 （记者赵昂）6 月 23 日，北京市
西城区名城保护“四名”工作体系研究专家
评审会及城市建设研讨会举行。 在此次会议
上，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与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公布研究课题《文化遗产视
角下的城区： 中轴线西侧———北京西城区
“四名”体系的功能和演变》，与会者围绕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四名”工作体系，进行政策
执行效果及未来发展路径的探讨，探索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新途径。

据悉，“四名” 指的是 “名城”、“名业”、
“名人”、“名景”。 作为古都北京的发祥地和
核心地带，地处中轴线以西的西城区，仅三
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到 181 个。 课题组组长

齐欣表示， 作为文化公共政策的 “四名”体
系，是包含政府工作在内的社会个体、群体、
团体， 围绕文化公共利益进行长期生产、生
活活动的行为准则。

在课题调查中，通过走访发现，虽然公
众对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同感和认知水
平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来自社区价值和诉求
也更加多元化，这些都将对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政策执行力产生一定影响。 与会专家表
示，西城区是分析中国当代“人的聚落”发展
的典型样本，针对在数量和领域各方面都不
断扩充、不断交融的保护局面，西城区将保
护思路由个体孤立的文物保护向大遗址、文
化遗产保护转变。

本报讯 （记者赵亮）6 月 30 日，中宣部、
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
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 交流工作经验，
研究部署了“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
作。 会上，山东省、贵州省、青海省海西州、广
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湖北省竹溪县、江西
省寻乌县分别介绍了本地区文化精准扶贫
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十三五” 时期文化精准扶贫
工作， 要对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
准和各地实施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因地

制宜，精准分析问题，精准制定对策，实现到
2020 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
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按照会议要求， 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文化
帮扶工作力度， 建立与贫困县结对帮扶工作
长效机制。 要推动工程项目优先向贫困地区
倾斜，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动力。要
用好管好文化扶贫资金， 充分发挥资金的最
大效益，确保资金用于解决突出问题。要进一
步完善监管制度和机制， 杜绝文化扶贫资金
跑冒滴漏、挤占挪用。

话剧《樱桃园》剧照 李春光 摄

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剧照

图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
尚洪涛/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