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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欢

晚上 7 点 30 分，中央歌剧院剧场的灯光

暗了下来，一束追光洒下，只见一位身着蓝色

工服的铁路工人，步履坚定地走到舞台中央，

一把拽下帷幕，演出正式开始。

“火花飞舞，烙铁铸钢；汗水挥洒，烈焰闪

耀。”数十名演员站在舞台中央的巨型钢铁结

构上齐声歌唱，辅以充满力量感的舞蹈动作，

将工人的劳动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开场就把我震撼到了！”现场观众吴

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音乐剧忠实粉丝，

“看过很多场音乐剧，但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

题材，感到很新鲜，也很惊喜。”

工业题材音乐剧获好评

蒸汽机车喷薄而出的雾气散开，拿着火

车模型玩耍的童年陈雨虹映入观众眼帘，她

的神情充满希冀。“你在等待什么？期待什

么？”在大家的呵护下，小雨虹长大了，她用铿

锵的歌唱对那个年少的自己作答，“造出中国

人自己的高速列车！”过程艰难，但坚持不辍，

正如陈雨虹的唱词中所言：“谁说一颗小火

苗，不能熊熊燃烧？”

从一个站在火车头前的懵懂小女孩，到

一个担当重任的高铁工程师，主人公陈雨虹

的成长过程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小时候咿

呀学语，说着‘小火车呜呜呜’，长大后竟真的

成了造火车的人。”观众黄女士对记者说，自

己带着 11岁的女儿来看这部音乐剧，不仅觉

得很好看，还感到非常有教育意义。

音乐剧《逐梦》中，中国铁路人自力更生、

突破多项核心技术的情节也让许多观众感到

十分振奋，“中国铁路人多少次跌倒又爬起，

在逐梦路上勇当先行、恪尽职守，一次次刷新

中国高铁时速，让人敬佩、让人感动、让人热

血沸腾！”一位现场观众如是说。

三年筑梦成就《逐梦》

《逐梦》丰满的剧情和富有感染力的舞

台呈现，离不开主创团队的“精工细造”。记

者了解到，《逐梦》主创团队于 2021年起就深

入基层调研采风并进入前期创作，一步一个

脚印，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不断精雕细琢，最

终圆满地将整台剧目呈现在观众面前。

剧中主人公陈雨虹的饰演者，全总文工

团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监、《逐梦》总策划陈

思思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三年来，主创团队

多次深入中车集团与各铁路部门进行充分调

研，与工匠师傅们座谈，演员们还进行了大量

的实地体验，“这对我们塑造角色有很大的帮

助，也让我们对中国高铁的来之不易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

“这些年来，全总文工团进行过很多大大小

小的演出，但打造音乐剧还是头一回。”全总文

工团青年导演、《逐梦》总导演易杰对《工人日

报》记者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刚开始排练

时，我心里也没底。”但排练开始后，演员们的倾

力投入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我感受到了大家

的渴望和用心。”易杰告诉记者，演员们常常排

练到很晚，即便如此，大家回宿舍后仍会坚持练

歌，甚至有时到了凌晨1点，浴室里还会传出演

员们大声唱歌的声音。“当大家百分之百投入的

时候，很多问题都已不是问题。”易杰感叹说。

在最终的舞台呈现方面，主创团队也下

了许多功夫，体现出不少令人惊叹的巧思。

通过创造性地运用舞台元素，团队在有限时

空中将蒙太奇叙事手法运用到极致，既可以

立体式地展现时代变迁，也有利于营造人物

内心细腻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舞台的设计布景上，

《逐梦》还极力体现“工”字元素。记者注意

到，舞台主体部分为巨型钢铁结构，用以展现

纵横交错的中国铁路。结构上囊括工厂、楼

宇、铁路等一系列空间设定，用一次次旋转和

运行将“逐梦”之路连接。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全总文工团党委书记、团长，《逐梦》出

品人钱磊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该剧以

中国高铁的创新发展为故事背景，描绘了

高铁设计师陈雨虹及大国工匠们一次次自

我涅槃的破茧历程。“《逐梦》通过展现工人

阶级群像，打造典型的劳模、工匠形象，传

递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思想，旨在用文艺

形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钱磊说。

剧中，主角陈雨虹成长在一个铁路世家，

其父亲是一位老铁路人，“长大后成为一名铁

路工程师，是陈雨虹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同时

也是她父亲的夙愿。”陈思思告诉记者。全总

文工团青年声乐演员、陈雨虹父亲饰演者贾

贝利说，陈雨虹父亲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一名火车司机，是老一辈工匠精神的代表，

“雨虹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对铁路的热爱，也传

承了父亲一生不变的信仰。”

演出结束后，一位胸前带着奖章的观众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就是 2023 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外卖骑手高丰。

高丰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这是他第一

次观看音乐剧演出，觉得很震撼，也很感

动。“就像剧中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工

人，他到现在一直鼓励着我，告诉我‘好好

干’，让我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不断努

力、不断创新。”同时，高丰表示，虽然自己没

有像剧中的高铁工程师一样身处高技术岗

位，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勇敢逐梦，

让自己和家人拥有更好的生活，为社会创造

更多的价值。

“观看这部音乐剧，也是对我的一种鼓舞

和激励，让我能更好地领悟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并在生活中继续传承和发扬。”

高丰告诉记者。

5 月 31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24 年度

大型舞台创作资助项目、全总文工团新

创工业题材音乐剧《逐梦》在北京中央歌

剧院首演，首都文艺界专家学者、劳模工

匠和职工代表，与首都各界观众现场观

看。全剧由主体三幕及序、尾声构成，以

陈雨虹研发团队为代表的高铁从业者坚

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打响中国品牌、展现

中国速度为主线，以陈雨虹一家人的初

心相承、相互理解、彼此激励为副线，以

三节车厢为时代聚焦点，通过车厢内几

十年的历史跨越，展现中国铁路人从蒸

汽时代到高铁时代的创业史，展现日新

月异的时代巨变。

立足“工”字特色，全总文工团首部工业题材音乐剧开演

《逐梦》，唱响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12614项非遗活动将亮相“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本报讯（记者苏墨）每年 6月的第二个周六是我国的“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 6 月 8 日。

日前，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据初步统计，各省（区、市）在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将举办 12614项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其中线下活动 9642项。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胡雁介绍，2024
年是我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今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宣传口号有“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提升保护传承水平”

“讲好中国非遗故事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加强非遗保护传

承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

今年非遗宣传展示重点活动有：气象万千——中国非遗

保护实践主题展、云游非遗·影像展、“非遗里的美好生活”摄

影作品征集展示活动等。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等 200 余家

公共图书馆将举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

映月，面向公众和相关从业者展映非遗记录工作优秀成果的

综述片，还将举办“非遗讲座月”系列活动，邀请有关专家和传

承人，通过讲座、展演的形式，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展示非遗内

涵和价值；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等将在恭王府博物馆举办“良

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等相关活动。

据记者了解，在 1557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有超

99%的项目都拥有了持续在运营的新媒体账号和内容。由于

短视频、直播的创作较为便捷，能够为不同地域的创作者和观

众都提供直观交流的机会，新媒体也成为各地非遗内容的新

“传播场”。

本报记者 刘友婷

以“文”会友，“博”览天下。5 月 23 日至

27 日，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为期 5天，主会场设在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分为 8大展馆，全市各区

共设 52个分会场。

据统计，此次展会组织 6015 家政府组

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

加 2419 家。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展会还吸引了来自

60 个国家和地区、302 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

参展；组织邀请 108 个国家和地区、3 万余名

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会。展会展出文化

产品超过 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

项目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

“小小创意侠”带上作品参展

中小学生化身“小小创意侠”，也能带上

作品参展，成为文博会主角？

在 16 号馆 2024 年深圳市中小学生创新

创意设计成果展展区，“创意工坊实践体验”

互动区围了不少观众。由宝安中学外国语学

校打造的“趣誌儿童木雕工作坊”，工作台前

摆着各式木材，学生成为“小老师”，下刀、打

磨……一步步耐心教导木雕制作技艺。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以“深爱创意 圳美

未来”为主题，由深圳市教育局主办，深圳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承办。展览汇集深圳“10+1”区
100多所学校的近 1000件学生作品，分为“传

承·经典之美”“创想·生活之美”“共生·自然之

美”“融合·未来之美”四大展览内容。

“将孩子们在创新创意设计方面的匠心

之作，在文博会平台展示，对他们是莫大的鼓

励。”谈起参展意义，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德体艺中心主任黄宏武表示，深圳是个设计

之都、创新之城，展览汇集该市多年美育浸润

的丰硕成果，能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个交流机

会，辐射、推广深圳特色课程，以及传承与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做法。

在黄宏武看来，创新人才的培养，得从学

生抓起。基于培养人才的目的，学校开设特

色美育课程，让孩子们未来发展有了更多可

能性。

非遗+科技，人机齐跳英歌舞

伴随着轻盈活泼的击槌声，领头队员亮

丽的哨子声响起，舞者起舞！5月 23日，在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的 13 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产业创新展汕头展区，独具特色的英歌舞

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作为广东潮汕地区一种集戏剧、舞蹈、武

术于一体的民间舞蹈，英歌舞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当天，现场表演的舞队是来自汕头市潮

阳区的西门女子英歌队，只见 51名额头画有

“火”图案标识，身穿红黄色、红绿色舞服的队

员，分为左、右两队列表演。她们的阵型变化

快捷、整齐，时而呈“双金钱”，时而变“四纵

队”，时而又是“梅花阵”。舞者舞姿与锣鼓配

合默契，脚步轻快活跃，柔中带刚。

人机齐舞，英歌舞燃了！当非物质文化

遗产遇上人工智能，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记者留意到，在西门女子英歌队身后，还

有 18 个脸挂油彩的英歌舞机器人齐刷刷同

舞。“英歌舞机器人做出来后，受到不少青少

年欢迎。”广东群宇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锐烽告诉《工人日报》记者，用机器赋能，有

利于传统文化传播。

展馆内，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碰撞

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内蒙古展厅内，不少观众围聚观看卡

通虚拟数字人“小马哥”，有问有答，热闹极

了。现场，这一可爱的虚拟数字人正用生动有

趣的方式，向观众讲述内蒙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特色美食、美丽景点等文化旅游内容。

足不出户，也能漫游于中原胜景间，身临

其境地云游河南标志性景点？在 11号馆文化

产业综合展 B馆，网易瑶台携“河南文旅元宇

宙数字空间——元豫宙”亮相，为现场观众带

来沉浸式数字文旅全新体验。

文创产品也能“说话”？

既是包装盒，又是“放映机”，将一张张深

圳印象明信片投射出来，重现深圳今昔城市

景象；“深圳记忆”是一卷记录深圳流行文化

变化的主题礼盒，从经典的街机游戏到飞盘

无人机，从听录音卡带到公园露营玩乐……

文创产品也能“说话”？在“文创中国”展

区，深圳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产品，生动地向参

展观众讲述着深圳故事。

“文创产品也能讲好历史故事。过去，观

众只有到博物馆，才能保存在馆里的传统文化

元素。如今，随着文创事业的发展，历史文物

蕴含的文化内涵，能通过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

物。”深圳博物馆对外合作部主任李军表示。

从古代银点翠七凤冠，到当代设计名家

的经典之作；从巴拿马草帽到印第安鹰羽帽，

再到中国少数民族的各种帽饰……江苏南通

市富美帽饰博物馆携特色帽饰首次亮相文博

会，展出帽子、暖耳、眉勒、头饰等 300余件藏

品，每一顶帽饰都记载着历史长河中一段往

事、一种文化。

此次文博会，不仅“有看头”“有玩头”，而

且“有买头”。“鄂尔多斯的手提包、伊朗的玫

瑰喷雾、泰国的青草膏……在家门口实现‘跨

国游’！”展馆闭关前，市民姜晓丹提着满满两

袋“购物成果”笑呵呵地往大门走去。

如期而至的文博会，掀起创意风暴

5月 26日，2024北京长城音乐会收官
之夜在八达岭长城景区举办。本场音乐
会演出曲目精选自两国经典音乐作品，并
将中俄两国的音乐文化融合呈现。据悉，
2024年适逢中俄建交75周年和“中俄文化
年”开启之年，本次演出活动旨在通过文
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加深两国人民之间
的了解和友谊。

图为来自俄罗斯的艺术家在长城上
为游客演奏爵士乐。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长城上的音乐会

艺 评G

方寸

谈及近来音乐综艺市场的热闹事，暂且放放话题度很

高的《歌手 2024》，先说说《天赐的声音》。这档以歌手合作

共同演绎一首歌曲，争夺“金曲”推荐的音乐节目，也来到了

第五季，成为名副其实的“综 N 代”。要说在大众传播层面

出圈、爆款、热搜，貌似与这档音综没太多关系。不过，节目

改编演唱的一些歌曲，却在多家视频平台上发酵传播、赢得

好口碑。

就说最新一曲《若月亮没来》，唱的就是身在异乡、为生活

奔波的平凡如你我者，在爱情、工作、别离、梦想等种种生活的

困顿、期待中徘徊纠缠。特别是一段全新编写的说唱歌词，讲

述了一个来自小镇的姑娘到大城市闯荡打拼的日常片段，那

句“月亮月亮啊你不懂，六便士到底多重”，是低声喟叹，亦是

撕心呐喊。“所谓人生常态，也不过是落笔写不尽遗憾，抬眉理

不清将来”，听者动容，于是刷屏传播了。

让一首歌曲，找到更多的听众，这是音综的题中之义吧。

至于一首歌曲，能不能打动人心、留下记忆，是歌词、旋

律、舞台、歌手等等元素的综合使然。受众对音综的最大期

待，莫过于优质的舞台表演构成的沉浸式视听体验。火爆破

圈是概率问题，如果细究走红的歌曲，就会发现演唱技巧不过

是花招，真诚才是必杀技。

回到国产音综市场，这些年越发失落式微，难出现象级节

目。节目主打竞赛淘汰赛制、新老歌手怀旧翻唱等等呈现方

式，重复率颇高、了无新意的选歌，老面孔的歌手在不同音综

里来来回回，着实没了多少新鲜感。于是，音综为了生存向流

量妥协，话题热度成为衡量标准。从音综扩及整个综艺市场，

曾几何时有多少热搜成了拿得出手的“成绩”呢？舍本追末，

真是怪哉。

音综的本质不应该是“音乐”吗，那些“综艺”的套路也只

能是套路。“音乐+”的综艺不时冒出来，玩出再多的花样，缺

失了音乐这一核心，也就背离了音综的初心。

那么音综的出路在哪呢？还是需要创新。可是市面上不

少音综小打小闹的创新，也激不起多少水花。有评论得出了

一个很精辟的总结，“吃老本难啃，新饭又难做”。

这大概就可以解释《歌手 2024》为何备受关注了——“直

播、不修音、一遍过”，是呈现方式的创新，与当下直播大行其

道的时代情绪高度贴合。

回到 11年前，一档名为《我是歌手》的音乐竞演综艺横空

出世，实力唱将的高水准演出、顶级的舞美、音响、乐团等等，

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场高规格的视听盛宴。这对于听众的音乐

审美无疑是引导性的，所以才会津津乐道、久久不忘。

但这些年过去，音综已经难以与大家的音乐审美同频共

振了。抛开国内外歌手对抗、“全网摇人”搬救兵等有热度无

内涵的话题，《歌手 2024》的最终效果如何，尚需观察。但也

让我们再次面对一个事实，音乐教育、音乐产业发展才是基

础，急功近利是行不通的。

跳出小情小调的自怨自艾理解，爆红的《若月亮没来》有

几句歌词表达的是期待与寄望——“请不要放弃明天”。所

以，对音综的没落太过苛刻不算是好事，式微是众人的事情，

进步同样是众人的事情。那就看过这一季的热闹之后，沉下

心来，修炼内功吧。

音综，请回到
音乐的初心

读书会活动走进项目一线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日前，中铁建工集团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部在职工书屋开展“书香飘陵

医，阅享守初心”读书会活动。活动中，党员们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带来丰富多彩的党史解读和红色书籍分享。

大家结合阅读的书籍，将触动心灵的所思、所感进行交流与分

享，同时畅谈了将书中所学知识运用于工作、生活的经历 .
据悉，该项目建立办公区“读书角”学习阵地，方便党员和

员工开展专题学习、就近学习；设置自由借阅机制，通过登记

即可办理图书借阅手续，让阅读实现“零距离”；形成阅读分享

机制，固定每月“读书日”用于新书分享、心得交流等，增强党

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阅读积极性。

该项目团支部书记谭鑫表示：“为深入推进支部文化阵地

建设，我们创建便利的阅读空间和有效的分享机制。希望大

家能够畅所欲言，互相交流学习，在工作中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同时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