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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剧院将刮“红色旋风”
国家级顶级艺术剧目汇聚“红色经典演出季”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郑璐

6月17日，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黄河大合唱》

音乐会将吹响“红色经典”演出季的集结号。

诞生于72年前的《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
词、冼星海作曲。大合唱由《黄河船夫曲》、《黄河
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

《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等乐章组
成。这部作品是冼星海最重要和影响最广的一部代

表作,一经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
战救亡的精神号角。首演时，演奏的乐队只有两三

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

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

缸子里摇晃制造出效果……从此，《黄河大合唱》传

遍延安，传遍中国，飞向世界，并且回响不绝，震撼
人心，经久不衰。毛主席看了演出后,特别高兴,站起

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周总理也为冼星海
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此后的数

十年来，《黄河大合唱》一直作为正义力量的象征，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以其穿越时空的巨大魅

力，在炎黄子孙中永远传唱！

带来本次演出的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是直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专业音乐艺术表演团体，

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合唱团形成了朴实高雅、豪
迈细腻的独特风格，能够准确地诠释不同时期、不

同风格的合唱作品。合唱团副团长、常任指挥王琳

琳将指挥本场音乐会。

演出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场，冼星海作品《在

太行山上》，男生合唱《大路歌》、《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混声合唱《送别》、《映山红》等作品将带给观

众；下半场的时间将全部演绎《黄河大合唱》。届时，

在烟台大剧院里，1200位观众将重温冼星海气势磅

礴的合唱音乐作品。

奔腾的黄河精神将再次被唱响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爹

不是你亲爹，奶奶不是你亲奶奶”……现代京剧
《红灯记》中的唱词不知印在多少中国人的心里，

就连现在的80后、90后也能哼出最经典的旋律，

更有很多中老年人能叫上刘长瑜、高玉倩、钱浩

梁等第一批主演的名字，足可窥视出《红灯记》对

几代中国人的影响。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取材

于电影《自有后来人》，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东北敌占区，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

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

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码送上山，

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红灯记》红遍全

中国，但京剧的“现代化”也让演员们经历了一个

异常痛苦的“转变”过程，“同样是跑圆场，我们小

时候是练勾着脚面跑，因为要表现舞台上的轻
盈，如果演铁梅你也勾着脚面、压着脚步跑，那就
太滑稽了。”曾因演绎李铁梅而为全国人民所熟

知和喜爱已经69岁高龄的刘长瑜说，“我们学戏

学的是四功五法，都是塑造古代人、古代文化的，

演现代人就要将原来雕塑的那个模子去掉，可要
克服这个，是很难的。”刘长瑜坦承，自己演李铁

梅也走过弯路。“比如铁梅是个小姑娘，按原来花

旦的演法，是甜美的、笑眯眯的，踩着小碎步出

场，但铁梅出场就不能这样，她要表达对侵略者

的愤恨。”也正是这种对艺术严谨苛刻的态度，才
能诞生出这样一部几十年不衰的佳作。

7月2日，《红灯记》将在大剧院再演革命激情，

中国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文林、袁慧琴、耿

巧云等名家将给观众带来精湛的表演。

《声音的暖流--红色经典朗诵演唱会》是中

国煤矿文工团专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而推出的剧目，将于7月3日在烟台大剧院进

行演出。朗诵演唱会通过曾在几代人的记忆中留

下深刻印象的、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的

经典文学、声乐及音乐作品，以动人的艺术的形

式，唤起观众对激情燃烧岁月的温暖回记，唤起
人们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深厚情感。在节目选

择上，无论是朗诵、歌唱还是演奏，都是大家熟悉

的，同时又赋予其新鲜的演出样式，采取明星与
新秀相结合，轮换出演。在节目单中我们看到有
诗朗诵《满江红》、《雨巷》、《沁园春雪》、《再别

康桥》，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颗
红亮的心》、《绣红旗》、《我爱你中国》……著名艺

术家瞿弦和、王和平将联袂朗诵《雷锋

之歌》节选，用
革命赞歌颂唱

时代最强音。值得

一提的是，温家宝总理创作
的诗作《仰望星空》也将以配

乐朗诵的形式献给观众。

京剧名家共述不屈的革命意志

名家云集颂唱时代最强音

五代人诠释芭蕾艺术的经典

提到芭蕾舞，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定是

公主与王子等浪漫形象。而提到戴军帽，穿军

鞋，着长衣、长裤的芭蕾舞剧，那就非《红色娘子
军》莫属了。这部当年让西方人觉得不可想象的

芭蕾舞剧挑战与颠覆了欧洲古典芭蕾，在芭蕾

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

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
派融为一体，以震憾人心的悲壮情节，恢宏绚丽

的场面，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海南岛的地域风

情，成为中国芭蕾舞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红色娘子军》在整整一代中国人心中打下

了永恒的烙印，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

影原作梁信的剧本以及谢晋的导演艺术，中央

芭蕾舞团的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是根

据谢晋导演、梁信编剧的同名电影集体改编，作

为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舞剧中洪长青指路的

姿态、琼花飞跃的造型以及红军女战士的集体

刀舞，都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芭蕾舞史上经典

的形象。舞剧中，射击、投弹、刺杀的舞蹈桥段也
完全来自生活，是军事动作与芭蕾舞足尖技巧
的结合，生动地塑造出了女战士们的飒爽英姿。

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荏苒，这部经典的女主角也
经历了五代更替：第一代是最接近角色的白淑

湘；第二代是搬上银幕的薛菁华，也最为观众所
熟悉；第三代是芭蕾素养最全面的冯英，也就是

现今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第四代是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毕业于正规芭蕾院校的邹之瑞和李宁；

现在的第五代群星璀璨，均在国际大赛中获奖，

有张剑、朱妍、孟宁宁、金瑶，即将在烟台大剧院

进行演出的是孟宁宁与张剑。经过一代代的提

高和磨砺，今天《红色娘子军》的艺术质量更为

精湛。

6月29、30日，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将

在大剧院上演两场，带领大家重温关于那个特

殊年代的不朽记忆。

27日，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来临之
际，烟台大剧院将在6月17日——— 7月3日期间，组织4档
代表我国最高艺术水准的“国字头”剧目，共计5场演出，

涵盖合唱、芭蕾、京剧、朗诵歌唱等艺术形式。港城市民有

机会在这个盛夏对“红色经典”来一次激情重温。演出将
全部于4月30日起开始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