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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指挥大师夏尔·
迪图瓦和上海交响乐团联袂约
翰·雷利埃、保罗·格罗夫斯、鲁
克桑德拉·多诺塞、佐藤泰弘4位
实力唱将，与享有盛誉的东京爱
乐合唱团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
舞台上，为观众上演长达两个小
时的“音乐传奇剧”《浮士德的沉
沦》，借此纪念音乐巨匠柏辽兹
逝世150周年。

柏辽兹是法国浪漫乐派最
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在他进
行创作的年代，浪漫主义的浪潮
正在席卷整个欧洲。柏辽兹的
艺术创造力在这场浪潮中得以
充分施展，他凭借《幻想交响曲》
《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名作奠定
了自己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音
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浮士德的
沉沦》是柏辽兹根据歌德名作
《浮士德》改编创作而成，1846年
在法国巴黎首演。有趣的是，柏
辽兹没有将这部戏的体裁定名
为传统意义上的歌剧，而是以

“音乐传奇剧”这样一个崭新的
概念为其命名，这在某种程度上
正反映了浪漫主义音乐不断尝
试打破既有音乐写作模式和框
架的特征。事实上，这部作品的
创作历程漫长且分散，柏辽兹并
没有计划把它写成一部剧情完
整的歌剧。

《浮士德的沉沦》与传统意
义上的歌剧在呈现方式上的分
野一目了然。作品中的主要角
色非常集中：只有4位，并且在
绝大部分情况下没有歌剧中常
见的重唱和清晰分开的“宣叙
调”与“咏叹调”，基本上是由各
个人物独立的演唱、合唱团的
独立唱段与编制庞大的管弦乐
团组合而成。时至今日，这部

“音乐传奇剧”在全世界范围内
以歌剧、音乐会等诸多形式被
反复演绎，虽然并非柏辽兹最
受欢迎的作品，但也深受观众
的喜爱与尊重。

83岁高龄的夏尔·迪图瓦在
世界指挥界堪称泰山北斗，深厚
的艺术功底令他在诠释几乎所
有风格的音乐作品时都游刃有
余，而他最为擅长的无疑是浪漫
主义音乐。2004年，迪图瓦曾

指挥UBS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
乐团参加了当年北京国际音乐
节的闭幕演出；2014年，迪图瓦
则在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的理查·施特劳斯歌剧《艾莱克
特拉》中尽展顶级指挥家的艺术
造诣。此番迪图瓦再次与上海
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已有17年
未在北京上演的《浮士德的沉
沦》，在重新唤醒老一代乐迷久
违回忆的同时，也为新一代乐迷
带来了全新的经典审美体验。

继话剧《驴得水》中对“人性
是什么”提出质问，话剧《破阵
子》中对“身份是什么”进行追问
之后，至乐汇试图在话剧《要趁
早》中，提出第三问：“美丽是什
么？”“燃脂喜剧”《要趁早》讲述
了急欲摆脱原生家庭的金超越
只身前往大城市创业，创业途中
却被骗走全身家当。面对债主
的追讨、对手的陷害，陷入绝境
的金超越将会遭遇什么？又会
作何选择？世俗和自我的纠结
就此开始……《要趁早》是知名
戏剧影视品牌至乐汇与中国女
性励志成长品牌趁早联合出品，
开启的至乐汇联名系列新旅程，
是至乐汇距《遇见·小食空》一年
后，再次跨界与其他品牌联名推
出的戏剧作品。

10月17日，《要趁早》在北京
鼓楼西剧场首演时，现场不乏很多
因对“燃脂喜剧”一词感到好奇，来
一探究竟的观众。席间，全场观众
跟随《要趁早》别出心裁的剧情、振
奋激荡的表演、节奏强烈的音乐一
起置身于一个颇具感染力和代入
感的大型现场。据统计，在首演现
场，全场笑声67次，全场掌声24
次，退场时表示“好看”的观众达到
247人。有观众声称：“这不是一

场普通的话剧表演，它更像是身
体的召唤，让人情不自禁跟着台
上的演员一起舞动起来。”“观剧
时，我差点站起身来，散场后便
想立马回家开始行动——运动
起来。”观众们表示，该剧故事情
节简单而真实，比起天马行空的
艺术创作，《要趁早》是取材于生
活的真实故事，相当多的情节和
桥段都能在身边的人和事中找
到原型，角色和其经历的“似曾
相识之感”也为这部剧注入了共
情特质。

《要趁早》的故事内核源于
“女性主义”超级 IP——“潇洒
姐”所著、影响一千多万当代女
性的《女人明白要趁早》系列出
版物，至乐汇主创团队以一年时
间倾心打造出全新的原创故
事。该剧由王潇，即“潇洒姐”本
人担任艺术总监，茜吉尔制作，
刘同导演，苏广宇担任舞美、服
化设计，赵力杰担任音乐设计，
音乐人崔恕、李楠担任音乐监
制。至乐汇创始人孙恒海表示，
期望与更多领域的品牌联手，带
戏剧“出圈”，让更多人开始了解
和热爱戏剧。

据悉，首场演出后，该剧将
于2020年进行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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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要趁早》剧照

《要趁早》：一部爆笑
又亲切的“燃脂喜剧”

□ 初 一

由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
光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2019年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中国乐派研究》和中国音乐学
院教授王士魁作为首席专家承
担的《中国声乐艺术研究》开题
论证会日前在中国音乐学院举
行。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
王丰、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
理中心主任邱邑洪、全国艺术科
学规划项目管理中心工程师姚
宇航，以及由中央音乐学院研究
员杨民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薛艺兵、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罗
艺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
迪、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刘辉、辽宁师
范大学教授郭建民、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杨凤城组成的开题论证
专家组和《中国乐派研究》《中国
声乐艺术研究》课题组学术顾
问、子课题负责人等出席开题论
证会。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两个重大项目的研究是中国
音乐学院在新时期进行中国音
乐理论建设的责任担当和对国
家文化战略的具体落实，将带动

学科建设与科研发展。”王黎光
表示，《中国乐派研究》将全面梳
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积淀和
当代发展，构建中国主体性的音
乐话语体系，为中国音乐的创新
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中国声
乐艺术研究》将研究中国声乐的
发展阶段并在新时代探寻中国
声乐的发展战略。王丰代表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管理机
构祝贺中国音乐学院获批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
目。他表示，课题组应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加强基础研究，深入探
讨中国发展的重大变革，为促进
中国特色音乐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作出应有
的贡献。

2016年 1月，王黎光在“中
国乐派高精尖人才创新中心”成
立仪式上提到，“中国乐派是以
中国音乐元素为依托，以中国风
格为基调，以中国音乐人为载
体，以中国音乐作品为体现，以
中国人民公共生活为母体的音
乐流派与音乐学派的合称。”今
年7月，中国音乐学院申报的《中

国乐派研究》成功获批国家社科
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该课题
围绕中国乐派这一战略性倡议
进行理论建构并落实为实践纲
领的研究，旨在提炼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标识，从而
解决中国音乐发展方向的问题，
解决当前中国音乐在理论、创
作、表演、传承（教育教学）和传
播各方面所存在的中国文化根
基不足的问题，讨论如何通过中
国乐派的建设，将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落在实处，结合美育，
从国家、社会到普通民众的不同
层面推行中国乐派的理念，树立
中国音乐的国际形象。

在《中国乐派研究》项目开
题论证会上，王黎光代表课题组
进行了总体汇报。报告对“中国
乐派”概念的由来、已有研究的
评述、课题重点难点、创新之处、
预期成果五个层面进行解读，着
重阐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音乐
发展中的中西关系、“土洋之争”
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等问题。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
长刘嵘就研究团队、课题实施方
案、保障措施等进行了具体汇

报。项目组五位子课题负责人
分别介绍了子课题研究计划和
内容框架，课题组学术顾问、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从
社会科学研究角度进一步解读
了课题研究思路。

开题论证专家组听取了课
题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中国
乐派研究》项目的创新意义和理
论原创性，认为课题组研究思路
清晰，研究目标与当前国家文化
发展战略要求高度一致。五位
专家结合课题组的汇报及课题
申报书，针对课题的元理论研
究、总体框架与子课题之间的关
系、子课题的内容分配等方面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

在《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
目开题论证会上，邱邑洪指出，
该课题将有效推动国家文化艺
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集中学术
力量对艺术学科发展中的关键
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与社会价值。《中国声乐
艺术研究》项目首席专家王士
魁代表课题组从研究定位、研
究思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以
及人员团队等四个方面汇报了

项目总体情况。他表示，本课
题将系统总结中国声乐艺术的
成就、经验与发展态势，梳理蕴
含中国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的
中国声乐学派理论话语体系，
为中国声乐的未来发展战略与
中国声乐学派的建设探寻道
路。项目协调人徐天祥就课题
的研究架构、各子课题的研究
主题和逻辑关系以及最终成果
形式，向与会专家作了补充汇
报。项目组各子课题负责人分
别介绍了子课题的研究计划和
内容框架，细化阐释了课题的
研究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陈建樾同时进行了补充说
明。开题论证专家组听取课题
汇报后，认为《中国声乐艺术研
究》项目创新性很强，子课题设
计框架结构基本合理，逻辑清
晰，探讨深入。中国声乐在历
史进程中不断成长、发展与完
善，具有鲜明的特性。专家建
议项目未来研究要紧密结合中
国传统文化，找准切入点，对于
研究的相关概念要界定清楚，
在学术观点和认识上进一步明
确子课题之间的关系。

纵观世界电影100余年发
展史，自诞生之日起，电影就是
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体。从无声
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
到数字，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
类型到多种样式，电影一直伴
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今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
46.54亿元票房收官，《哪吒》累
计票房49.71亿元，创下国产动
画电影票房纪录，国庆档“三巨
头”《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
长》《攀登者》联手斩获60多亿
元票房……追究上述爆款大作
的幕后推手，高科技和工业化
的影响越发明显。中国电影制
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对此表
示：“高新技术进入电影领域的
实践成果已经显现，高科技和工
业化离中国观众一点也不远。”

10月18日至20日，由厦门
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指导，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厦门集美区人
民政府、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市会议
展览事务局主办的2019厦门国
际电影科技与虚拟体验展暨国
际电影游戏IP交易展在厦门集
美举行。

在为期 3天的本次科技展
上，重点展商蒂皮特特效工作室、
艾沃次世代、漫影文化、盛悦国
际、洛克特视效、大象科技等，在
现场搭建起绿幕特效棚、大型仿
生机械、VR互动体验区、视效放
映厅等装置，让观众零距离接触
先进影视技术，过把大片瘾——
进特效棚与表演者同台亮相，就
能在屏幕上“调戏”《变形金刚》中

的大黄蜂；跨上机械马，体验有惊
无险的“千里奔骑”，此外还有凶
猛的老虎、鳄鱼可供选择；戴上
VR眼镜，超真实的地下走廊、高
速公路、荒野沙漠，便可以随时转
换……动作捕捉、仿生科技、视景
同步、混合现实、虚拟预演等专业
名词，纷纷通过实体装置呈现在
普通观众面前。

3场高峰论坛也在科技展
上先后举行。奥斯卡最佳视觉
效果奖得主安东尼·贝拉多·拉
默里纳拉，为《钢铁侠》《星球大
战》《哈利·波特》等大片制作特
效的好莱坞公司代表，《哪吒》
《流浪地球》《红海行动》等国产
佳作的制作团队齐聚一堂，共
同聚焦 5G时代科技如何带动
中国电影变革，深入讨论了“现
代电影科技与工业化电影”“影

视IP与游戏的跨界融合”“电影
及衍生品”等话题。

中国电影集团副总工程师
雷振宇着重强调了电影工业化
的重要性。他举例，动画电影
《哪吒》有1600位制作人员，涉
及到的分包公司超过100家，全
片80%以上是特效镜头，总计约
1400个，有20多家特效团队参
与制作。“在此过程中，如何统一
标准、协调团队？这就涉及到电
影制作的工业化标准问题。”雷
振宇认为，电影工业化就是“风
险可控、质量可控、团队可控”。

“前期结合大数据，充分进行市
场调研，利用预演技术发现和解
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实现数据和
流程标准化，保证各环节对接时
质量一致；利用信息化、协调化
管理，提高沟通效率和准确性，

强调团队环节间的管理有效
性。”雷振宇表示，只有强化“标
准、组织与分工”，“小作坊”才能
变成“大工厂”。

美国著名视觉特效总监基
斯·科尔利以3D版《狮子王》的
制作为例，介绍了通过计算机
设计CG动物，并以游戏引擎完
成环境制作的过程。他表示，
影片导演乔恩·费儒只需头戴
VR眼镜，就能在虚拟片场调度
镜头，这或许将成为高科技电
影的未来发展之路。曾因制作
《蜘蛛侠2》获得第77届奥斯卡
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的安东
尼·贝拉多·拉默里纳拉则表
示，未来3D电影将会被全息投
影所取代，“再好的技术，也要
为故事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拍
出更优秀的电影。”

厦门国际电影科技与虚拟体验展举办——

高科技和工业化离中国观众一点也不远
□ 本报记者 李 博

由浙江省余姚市姚剧保护
传承中心打造的首部表现全国
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浙
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斗争故
事的大型姚剧《童小姐的战
场》，即将亮相第十六届中国戏
剧节的舞台。《童小姐的战场》
通过一名富家小姐成长为革命
战士的历程，探究了红色基因
生成的奥秘。

《童小姐的战场》主要情节
源于发生在浙东（四明山）抗日
根据地的几个真实故事。富家
小姐童泗敏在她的老师、中共地
下党员萧林秋的引领下，怀着满
腔热情，投身革命，来到了四明
山根据地的中心——余姚梁弄
镇横坎头村。她原以为可以马
上投身战场，却不料接到组织上
交给的一个特殊任务——与萧
林秋假扮夫妻，在敌占区建立秘
密交通站。

带着几分不情愿，童泗敏随
萧林秋来到姚江镇，以开商行为
掩护，做起了“萧太太”。在这个
特殊战场上，童泗敏经历了重重
考验，逐渐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
义，并在不知不觉中对曾经的师
长、现在的同志萧林秋产生了一
种别样的情愫。

就在童泗敏打算向萧林秋
表白的时候，风云突变。危急
关头，萧林秋挺身而出，引开敌
人，掩护携带重要情报的童泗
敏脱险。

童泗敏怀着一丝侥幸心理

祈盼萧林秋平安归来，然而，她
等来的却是惊天噩耗。萧林秋
被残忍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捅
死。在童泗敏为萧林秋精心织
就的毛衣上，留下了17处刀痕
和斑斑血迹。

手捧血衣，眼望刀痕，童泗
敏怀着无限的深情，在那17道
刀痕上绣出了17朵鲜艳的红
花。她擦干泪水，挺起胸膛，又

奔向新的战场。
2017年秋，为了筹划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的作品，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
心在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余姚
市文广局的领导下，约请浙江省
戏剧专家赴梁弄镇横坎头村一
带实地采风，决定创作一部以表
现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斗
争为主要内容的姚剧现代戏。

就在前期创作开展之时，
2018年3月，新华社播发了习近
平总书记给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
村全体党员回信的消息。探究四
明大地红色基因生成的奥秘，由
此成为这部戏的创作主旨。

2018年 9月，姚剧现代戏
《童小姐的战场》在余姚首演，获
得观众的普遍好评。此后，该剧
启动在全市各中小学、各乡镇的

第一轮巡演。2019 年 5 月下
旬，在广泛听取专家和观众意见
的基础上，该剧完成修改排练，
以崭新的面貌再度与观众见面，
并开启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第二轮巡
演。截至9月底，已累计演出
70场。

剧作家黄先钢结合采风，从
作家袁敏的非虚构文学《三小姐
的战场》中选取、改编故事，完成
剧本创作。“浙东抗日根据地面
对日伪顽犬牙交错的特殊环境，
像钉子一样深扎在沪、杭、甬之
间敌人的心脏地带。”黄先钢说，

“表现一个根据地的斗争历史，
无疑是厚重、宏大的命题，首先
还是要从有观众缘的故事入
手。”导演倪东海说，姚剧是地方
戏曲小剧种，擅长展现农村现实
生活，如何用姚剧表现凝重、恢
宏、壮丽的红色革命题材，是一
次艺术上的挑战与跨越。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是姚剧剧种唯一的专业表演团
体。家乡戏演绎家乡故事，《童
小姐的战场》用强烈的情感冲击
力和艺术感染力让观众了解了
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革命历程。余姚市姚剧保
护传承中心主任倪乐辉说：“作
为姚剧艺术工作者，我们唯有努
力创作排演传递真善美的高品
质姚剧作品，坚持姚剧艺术出人
出戏，才能守住初心、不负使命，
推进姚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姚剧《童小姐的战场》剧照

传承红色基因 唱响家乡故事
——姚剧《童小姐的战场》将参演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乐派研究》《中国声乐艺术研究》开题论证——

通过中国乐派建设，树立中国音乐国际形象
□ 本报记者 张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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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