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期 91天的国家大剧院第六届舞蹈节上演了 34场精彩剧目，演后谈、走出
去等一系列交流活动拉近了观众和舞蹈的距离———

为艺术与大众架一座壮丽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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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走多远，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在先民的歌谣中，一代代人聆听着歌声之韵，领悟到文化

之雅和生活之美———

据新华社 为表彰中美电影节多年来对促进中美
影视交流与合作的贡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
政府举行命名仪式，将 2017 年 11 月命名为“中美电影
节月”。 迄今为止， 中美电影节已经在美展映了超过
800 部优秀电影 2000 多场。

“中美电影节月”期间，组委会将邀请中美主流影
视公司共同举办影视高峰论坛、 影视市场及影视推介
会，希望借此搭建中美影视界务实交流合作的平台。今
年，中美电影节将在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休斯
敦和达拉斯等多个美国城市的主流电影院线和放映场
地展映上百部优秀的中美电影。

中美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由美国鹰龙传媒公司主
办，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驻美使领馆和美
国洛杉矶县政府共同支持。

据科技日报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抢救濒临消失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中山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中国非遗保护数据库、中国俗文学文献数
据库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蓝皮书》新书发布在广州中山
大学举办。

“中国非遗保护数据库”的数据资源来自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收集的珍藏史料文献，
包括田野调查的图片、笔记与音像，传承人资料以及皮
影戏相关的研究专著及论文等。目前，数据库共包含非
遗项目、史料文献、研究专著等 11 类资源，数据库总容
量达 276G。 数据库按资源类型进行栏目划分，包含史
料文献、影卷、影偶、传承人等七大栏目。 今后，中山大
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将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深入开展这两个大型数据
库的合作建设，对多来源、多类型的资源进行整合，提
供先进的学术研究辅助，实现系列学术成果快速转化。

（赵昂整理）

刘颖余

马云又唱歌了。
和之前的小打小闹相比， 这次推出歌

曲《风清扬》，貌似他是动了真格的。 “马菲
组合”，外加才子高晓松，还有一部由李连
杰、甄子丹、吴京三位功夫巨星加盟的大片
做背景，难怪，有人调侃，马云开口唱歌，惊
动了大半个娱乐圈。

如果说以前马云在年会上唱歌，是玩
票 ，是搞笑 ，是显示商业领袖的真性情 ，
是想向公众说明 “马云也是人 ”，那么此
次出单曲， 拍电影， 则恐怕没有那么简
单。 马云请来那么多大牌明星，本身就显

示了他在专业上的认真。当然，他也有私心———我说的不只是配合
双 11 狂欢，还有他个人文艺青年未竟的心愿。不久前，马云做客菲
律宾德拉萨大学与学生们交流时就透露过：“当我小的时候，我有
许多梦想，但大部分都没有实现。 现在我已经 53 岁了，在过去的
30 年、35 年里，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工作。 现在我觉得，是时候想想
我童年和年轻时的梦想了。 唱歌，当演员，画画，我想尝试所有这
些事情。 ”

言犹在耳，首富就又推歌曲，又演电影。 有钱任性，果非妄言。
那么，问题来了，马云唱歌好听吗？
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唱歌是认真的， 跑调是天生的”

固然过于苛刻 ，“只要你有钱 ，唱什么歌都好听 ”也未免太没有原
则， 还是马云自己更看得开；“别人不会因为我唱得好而高兴，我
唱不好大家才开心”。 不过， 他这一自嘲发生在今年的云栖大会
上。 那次，他纯粹是自娱自乐，但此番推出歌曲。 我觉得他未必有
那么豁达。 用高晓松的话说，他不是简单的玩票。 据说，马云为唱
好 《风清扬 》进行了非常努力的练习 ，在录制过程中甚至以酒壮
胆，为的就是调节出最好的状态。这个状态最终出来了没有？高晓
松没有正面回答，但一句“录音比想象中轻松许多”就暗含了大大
的赞许。

要我说，如果你没听过马云过去在各种场合唱过的歌，仅仅听这
首《风清扬》，那还真应该给他打个较高的分数，但考虑到这是录音室
的产物，还有他接受了各种专业的指导，我只能说，马云的唱功，即使
放到业余爱好者里，也只能算是中等（或偏上）水平。 当然，如果他执
著于自己的唱歌“事业”的话，他可能还有提高的空间，但恐怕永远不
能和他的经商和演讲水平相比。

至于这首《风清扬》，恕我直言，真的很平凡，歌词华丽而空洞，旋
律似曾相识。 是钱花得不到位吗?应该不至于，这可是首富的首张单
曲。 是高晓松江郎才尽了吗？ 也许吧，他的聪明才智大概都用到脱口
秀上了。 还有王菲，一个看起来对于唱歌已失去热爱的歌手，又有什
么可以唤回她曾有的热情呢？

按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马云要唱歌，随他去好了。但问题是，
马云是首富，而且搞起艺术来还特认真，他这一认真，公众和演艺圈
反而无所适从。 这不是某个人的尴尬，而是时代症候之一。 资本和艺
术， 要想如鱼得水，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个中道理并不复
杂———资本有资本的本性，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艺术最看重的是想象
力和创造力，这两样都不是资本可以轻松搞定的。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做事的人总是很可爱，但前提最好
是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马云
最擅长的事显然不是唱歌，
因此， 我倒宁愿他在唱歌这
件事上，不要那么认真。一个
唱歌不那么好听的马云，的
确让大家感觉更开心些。

本报记者 赵亮

“舞蹈的音乐中分别运用了台湾客家古调和西
方歌剧的咏叹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

“林先生，非常喜爱您所创作的舞蹈剧目。 我发
现，如今都市里的人很难真正放松自己的身体，什么
时候云门舞集在北京办一个大众培训班吧！ ”

……
11 月 5 日，是台湾云门舞集携 40 周年纪念时创

作的《稻禾》参加国家大剧院第六届舞蹈节的最后一
场演出。 演出散场虽然已经很晚，但大多数观众仍旧
意犹未尽地与该舞团的创办者、 艺术总监———享誉
国际的台湾编舞家林怀民先生进行交流互动。

为了能够让观众更直观的理解作品背后的创作
动机， 林怀民先生精心准备了采风时的照片和首演
时的视频资料。 “作品的灵感其实源自于一次采风，
当时就被台湾这个著名的米乡———池上的田园风光
与当地居民坚定的环保意识所深深震撼。 舞蹈设计
以泥土、花粉、榖实、风、水、火这些自然界的因素为
题，配以池上稻米从初秧、结穗、收割、焚田到春水重
新灌满田地的投射影像， 将一方稻田四季的生命轮
转娓娓道来，亦委婉喻示人生历程。 ”在林怀民的细
致专业的解读下，人们对印象里“高冷”“看不懂”的

现代舞有了亲近感，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对于观众不熟悉的作品的演出，我们都安排了

这样的演后谈活动。 就是为了让主创主演们和观众
们拉近距离，从而喜爱上这种艺术形式；对于主创艺
术家们来说，他们也渴望了解观众的想法，从中汲取
创作的灵感。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舞蹈组组长孙徽对
《工人日报》记者表示。

从今年 9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12 月，国家大剧院
第六届舞蹈节在为期 91 天的时间内共上演 15 台 34
场精彩舞蹈剧目，汇聚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荷兰
等国家及中国各地的名家名团。

而随着舞蹈节的连续举办， 喜爱舞蹈节目的观
众群体不断扩大，并且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有所提升。
“很多观众开启了对于舞蹈艺术的认知和喜爱，知道
原来除了芭蕾舞以外还有现代舞，除了《天鹅湖》之
外，还有《吉赛尔》，除了杨丽萍还有更多国内外知名
的舞蹈艺术家， 知道了原来相同的剧目还有不同的
编导版本，有完全不一样的呈现。 ”孙徽笑称，现在我
们的观众已经变得越来越“苛刻”了。 “比如买票的时
候，不单看舞团，还要挑剧目，甚至要问清楚不同场
次的演出阵容才买票。 ”

这样一种艺术氛围的形成， 除了观众自身艺术素
养的提高， 也离不开剧院多年来坚持对观众的艺术普
及。 在今年的舞蹈节开始之前， 国家大剧院就通过微

博、微信推送方式，请到部分会员和粉丝配合做了问
卷调查。 这份调查问卷详细的显示了当下观众的喜
好： 有 20.2%的观众喜爱和关注现当代舞，53.5%的观
众喜爱和关注芭蕾，26.3%的喜欢民族民间舞及其他
舞蹈形式。

“为此，我们在这届舞蹈节中，不但安排了受到
广大观众喜爱的芭蕾舞、民族民间舞，同时积极地普
及和推广现在观众群还比较小的现代舞。 我们也发
现喜爱现代舞的观众相对年轻、 对艺术形式的包容
度更高， 这或许也暗示了现代舞观众在未来的增长
潜力。 ”孙徽对记者说。

为了让更多观众了解舞蹈节中的艺术家和剧
目，享受舞蹈艺术。 孙徽介绍说：“比如过去两年里，
我们曾组织太原舞蹈团的艺术家们走进聋哑人工
厂，为他们公益演出《千手观音》的精彩片段。 而工
厂里的聋哑人艺术团也特意排练表演了三个节目，
和舞团的艺术家们交流。 我们还曾请杨丽萍老师走
进中关村软件园，和 IT 精英们聊舞蹈艺术。 今年，
陶身体剧场的艺术家们在今日美术馆开展了公开
排练、荷兰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也和北京舞蹈学院
的师生们进行了关于创作的对谈。 未来，我们还会
以更多不同形式的走出剧院。 ”正如台湾云门舞集
创始人林怀民所说，“大剧院是艺术家与社会大众
间的壮丽桥梁”。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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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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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进校园
11 月 8 日，在上海徐汇区科技幼儿园，演

员索菲亚和孩子们一起表演。
当日， 第 19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进校

园演出来到上海徐汇区科技幼儿园。 来自丹麦
巴格兰登剧团的演员为孩子表演肢体剧 《下雨
了》，用艺术的方式启发孩子们乐观对待生活中
的小挫折。

从 10 月 20 日到 11 月 19 日在上海举
办，为期一个月的艺术节中有 110 多场艺术教
育活动，包括进校园演出、工作坊、讲座和观剧
团等主题活动，为在校学生搭建亲近艺术、体验
艺术和实践艺术的桥梁。

新华社记者 高峰 摄

本报记者 赵亮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代诗人
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通过家乡的“变”与“不变”抒
发了久客他乡的感受。 其中，“不变”的是乡音，而民
歌就是乡音的诗意化表达。 听到来自家乡的民歌，即
使走得再远，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从今年 10 月开始，央视在《朗读者》、《中国诗词
大会》等一系列创新文艺节目之后，又推出了《中国
民歌大会》第二季，节目生动展示了中国民歌浩瀚的
历史画卷，又一次掀起了文化综艺的热潮。 据统计，
节目平均总收视高达 1.42，相关互动话题“我用民歌
唱家乡”阅读量 9.4 亿次，主话题“中国民歌大会”在
新媒体阅读量达到 3.4 亿次。

近日，在央视举办的《中国民歌大会》研讨会上，
多位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这档音乐文化类
节目引发热议的原因以及民歌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古老而新鲜的历史文化

在网友热议的互动话题中， 大家共同的感受就
是“原来民歌这么好听”，而讨论最多的内容集中在
“每首民歌背后竟承载着这么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
了那么多的故事。 ”

对此， 长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员田青感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谈到
民歌， 讲到民族民间文化， 很多人认为这是古老
的、和现代脱节的，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 通过这
样一档集中展现中国民歌魅力的音乐节目 ， 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过去一些错误的认知 ， 一方
面认识到民歌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另

外 ，也从不同程度上感受到
了中国民歌的生命力 ，和现
代生活的密切联系 ，是我们
精神血脉里的根 ，同时也展
现了民歌的精粹 性 、 艺 术
性 ，能够让许许多多不了解
民歌的 ，尤其是年轻人听了
以后觉得民歌这么好听 ，在
艺术上也都是精品。 ”

归根溯源，民歌起源于或
流传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
百姓中间并成为他们独特文
化一部分的歌曲，是民间文学
的一种。 中国民歌从《诗经》、
《楚辞》、到汉乐府、南北朝民
歌、再到宋词、清代竹枝词，民

歌记录了老百姓的生活
劳动、节庆习俗，描绘了
祖国的大好风光， 更是
传唱了一个民族的发展
史。所以，中国民歌文化
不局限于音乐学， 还包
括历史学、 社会学、文
学、地理、民俗学等方方
面面， 它们构建出一部
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歌百
科全书。

“对于民歌传统的
认知， 是要补课的，民
歌的文化实际上比诗
词要复杂，具有多样性
的地方历史文化的承
载能力。 为此，节目中
特别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民歌精心设计了与之相关
的问答题，同时配有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其最终
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民歌、传播民歌文化、讲
述民歌故事。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李松说。

真挚而淳朴的火热生活

歌唱江南美景的江苏民歌《无锡景》，表现军民
团结的经典藏族民歌 《洗衣歌》, 传递男女爱情的陕
北民歌《一对对鸳鸯水上漂》,鼓舞劳动热忱的四川民
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在《中国民歌大会》的舞台
上，观众不仅欣赏到了不同地域、风格各异的民歌曲
调， 更在生动灵活的表达中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火
热生活。

民歌，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

系，是经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
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其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
实、平易近人的特点。

对此，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
席王黎光总结说：“中国民歌其实是伴随着人民群众
的生活和劳动产生的， 所以人民的关注度非常高，也
渴望在自己不经意的劳动和创造中理解自己的文娱
过程。 ”

而《中国民歌大会》第二季总导演邹为觉得节目
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热捧, 就源于民歌的 “真”，
“录制之初，导演组曾遍访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出 32
位选手，他们当中有科学家、律师、警察、老师、老板
娘、全职妈妈 、学生、农民等。 他们的歌声是心灵深
处最朴实的情感， 所以才能打动人、 激励人、 鼓舞
人。 ”

在遴选选手的过程中，最让导演邹为难忘的是在

第二季的百人团选手中
特别增设了海外的华人
华侨，其中有在美国工作
20 多 年的 生物学的博
士，也有在加拿大出生长
大的孩子。 “虽然生活在
大洋彼岸，但你能真切地
感受到他们对民歌的渴
望和热爱，不亚于国内任
何一位民歌爱好者，民歌
作为中华精神的根脉，流
淌在全世界中华儿女的
血脉里，潜移默化地感染
你，影响你，从而让你走
得越远，对祖国的眷恋越
深。 ”邹为说。

传统而独特的审美风格

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
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民歌选集，数量相当
多。 当今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更是浩如烟海。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曾经用珍珠、 钻石
来形容这些民歌，“《中国民歌大会》把我们民歌里面
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精神表现得非常丰富多样。 56
个民族的民歌，不分南北，各个民族都有。 不过，我觉
得在如何体现民歌的美学精神和它的艺术价值上，
我们还可以深挖。 ”

田青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的审美与西方人不
同，很多青年人觉得西方的音乐丰富，交响乐不光乐
队庞大，音乐的组织形式也庞大，基本的古典交响乐
队四个乐章，里面充满着对比，结构上的多声性，造
成了西方音乐的丰富、宏阔。 而在中华传统美学里，
我们中国的音乐就是单旋律的、单线条的，但是，其
旋律之美让你听过难忘，经久不衰。 ”

与此同时，有着独特审美风格的中国民歌也面临
着一些传承的困惑，比如个别民歌种类濒临失传以及
一些民族歌曲的传唱度并不是很高。 王黎光觉得，民
歌可以根据现在的音乐元素进行适度改编，这样让其
他民族的人也能够简单传唱。

“从学术角度来讲，打开新民歌创作的曲谱，我们
发现与传统的民歌相比，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作
曲家将作曲技术融入到里面之后， 歌曲的结构发生了
变化。民歌是要发展的，我认为可以加入一些这样的东
西。但改编一定是香蕉苹果的改编，即吸取香蕉抗寒能
力及美味的优点成为新的苹果， 而不是香蕉苹果一杂
交成了怪物，不好吃又不好看。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在一
首首民歌民乐声中，聆听到歌声之韵，领悟到文化之
雅，也更加热爱生活之美。 ”王黎光说。

选手高洪章演唱的彝族民歌《彝族敬酒歌》。 资料图片

选手宋守莲等演唱的沂蒙山小调《谁不说俺家乡好》。 资料图片

选手乌英噶演唱的蒙古族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资料图片

今年的一场大会上，马云与歌手李健合作演唱。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