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6日， 由市文联、 东城区
文联及建国门街道联合举办的
“中国精神中国梦 ” ———首都艺
术家 “深入生活、 扎根群众” 慰
问演出举行， 此次演出面向保证
两会、 APEC会议、 重大节日及
日常社会治安服务的志愿者及基
层群众， 鼓舞他们再接再厉。 演
出不仅有歌舞， 还穿插了口技、
相声、 京剧和杂技等国粹表演。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昨
天， 记者从顺义区空港街道总工
会获悉， 近日工会通过开展三项
文体活动， 极大提高了职工 “精
气神”， 打造了 “活力空港” 新
姿态。

精即 “精神”。 年底举办的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职工趣味
运动会， 展现了空港精神。 据介
绍 ， 本次趣味运动会设立了跳
绳、 托球跑、 套圈、 乒乓球、 拔
河等10余个项目， 将竞技与娱乐
相结合 ， 趣味性与知识性相结
合， 街道70余名职工积极参与，

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气即 “气质”。 “传承文化

经典 品味书韵书香 ” 职工硬笔
书法比赛不仅展现了职工对书法
的热爱， 更展现了空港人独特的
气质。

神即 “神韵”。 据了解， 空
港街道总工会将于春节之后开办
瑜伽班。 瑜伽已成为众多优秀女
性首选的锻炼方式， 既能锻炼身
体， 又能放松心情， 针对这种需
求， 空港街道总工会特开设瑜伽
班， 邀请专业瑜伽教练， 打造空
港人的神韵。

2月10日至11日， 由国家大
剧院出品、 国家大剧院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联合制
作的原创舞剧 《马可·波罗》 将
再度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昨天， 记者独家对话总政歌舞团
团长、 该剧作曲张千一， 倾听作
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记者 ： 与国家大剧院合作
《马可·波罗 》 有什么特别的意
义？

张千一： 《马可·波罗》 是
国家大剧院第一部原创舞剧 ，
2010年首演。 于去年上演的这个
版本可以说是一个升级版， 除了
对舞剧结构等方面的重新设计，
最重要的还是演出队伍的变化 。
之前的版本是大剧院与东方演艺
集团的合作， 现在变为与总政歌
舞团的合作， 由总政歌舞团提供
演员。

这次合作可以说是国家大剧
院与总政歌舞团强强合作的一个
历史必然， 同时也是一次机缘。
2013年10月， 我们邀请国家大剧
院的领导来总政歌舞团看演出，
当时大剧院就非常中意歌舞团强
大的队伍阵容， 当天参与演出的
还有维族演员玉米提， 他的外形
很像意大利人， 适合演马可·波
罗。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达成合
作意向。

记者： 您作为 《马可·波罗》
的作曲， 当时是如何为这部作品
构思音乐的？

张千一： 《马可·波罗》 可
以说用崭新的艺术形式， 传达出
了古老的 “丝绸之路” 文化在关
照当下现实的意义。 音乐是舞蹈
的灵魂， 节奏是舞蹈的生命。

在创作 《马可·波罗 》 时 ，
我认为全剧音乐创作的核心是要
打动人心， 我采用了多元化的手
法进行创作， 根据剧情和时代背
景， 《马可·波罗》 的配乐将融
合欧洲西洋音乐 、 元代宫廷音
乐、 蒙古民族音乐、 江南民间音
乐四种风格。 通过有机地、 感人
地融合 ， 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
感。

这部作品作曲上最大的困难
就是多风格的混杂， 需要很好的
融合。 创作时间用了将近一年。

记者 ： 舞剧 《马可·波罗 》
中贯穿着很多中国元素， 在音乐
中是如何体现的？

张千一： 舞剧中多种传统音
乐都有呈现， 比如， 在江南水乡
的段落， 就能听到江浙一带音乐
风格， 在拉面舞蹈时， 是带有西
北特点的音乐， 在展现针灸的场
面时， 音乐是传统的典雅风格。

记者： 观众对 《马可·波罗》
的反响如何， 今后有什么推广计
划？

张千一 ： 去年 10月 ， 《马
可·波罗》 连演了4场， 观众反响
强烈， 获得巨大成功。 今年5月
下旬到6月中旬， 《马可·波罗》
将启动欧洲巡演， 重走马可·波
罗当年走过的 “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 不仅本身艺术
性很强， 它还有很强的中国文化
符号因素 ， 比如 ， 印刷术 、 针
灸、 瓷器、 茶叶、 拉面、 江南水
乡建筑等， 它对国外观众会有很
大的吸引力。 我们很期待出国巡
演， 希望把 《马可·波罗》 推向
国际， 做一个文化使者， 向世界
各国弘扬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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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呈现多种传统音乐

没有节奏感十足的歌舞、 没
有惊险的游戏……和众多火爆荧
屏的综艺节目不同， 《明星同乐
会》 有的只是通过只言片语， 唤
起你关于青春的记忆， 然后开启
尘封的友情。

爱情、 亲情、 友情， 生活中
的你我总免不了会围绕这些情感
打转转。 那么， 你又会怎样分配
这三种情感的比例？ 当年轻人高
喊着 “爱情至上” 的时候， 不论
是2月14日的情人节， 还是本土
的七夕节， 都在硬件上给了爱情
足够可以缠绵的空间。

再说说亲情。 这当然会在每
个人的情感世界中， 占据重量级
位置， 而且必须给亲情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维护。 所以这么算算，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又会留给友

情些什么？
学生时代， 每到毕业季， 班

级 里 都 会 流 行 写 同 学 录 。 拿
着 平 日攒下的零花钱 ， 精心买
来的同学录， 你最好的同学想说
的话， 肯定是安排在第一页。 那
么然后呢？ 毕业啦， 在忙碌的生
活中， 同学录被收了起来， 仿佛
一段浓厚的友情也跟着存放起
来。

都说， 酒越放越香、 越浓 。
但这个道理 ， 肯定不适用于友
情。 友情不是拿来回忆的， 应该
是用各种方法来延续的。

然而在现实中， 也许， 有些
友情会迫于客观的局限， 没法再
延续。 然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慢慢变淡。 最终是， 只能尘封于
记忆中。 那么怎么办？ 是不是友

情的命运只能如此悲惨。
不， 当然不能。 关于这个问

题， 《明星同乐会》 这个节目似
乎可以帮助你找到开启尘封的友
情的答案。

在节目中， 导演组通过各种
途径， 找来到场明星不同时期的
同学 。 然后设置提供一些关键
词， 来让明星判断来的是不是自
己的同学 。 虽然不能面对面看
到， 但这些关键词， 犹如一把把
钥匙， 打开一段段久违的友情。
然后一句 “老朋友， 好久不见”，
不仅让嘉宾们感动落泪， 也让收
看节目的观众为友情高喊一句
“万岁”。

我们在感叹明星们找到久违
的友情， 并且重新延续的时候，
难道只能做旁观者， 或者是点赞
者。 如果你仅仅在看过 《明星同
乐会》 后产生这些感悟， 那么又
错啦。 关于尘封的友情， 只要用
心、 只要行动， 你我都可以重新
开启。

《明星同乐会》：
开启尘封的友情

■■娱娱乐乐杂杂谈谈

在乙未羊年新春即将到来之
际， 昨天， 中国园林博物馆面向
广大观众及书画爱好者举办 “三
阳开泰———王同仁迎春画展 ” 。
本次展览依托60余幅艺术佳作，
将王同仁教授探索创新 “以书入
画、 融书于画、 书画并举” 的技
法， 通过焦墨人物画、 水墨人物
画和水墨动物画尽情展现。 画展
为期一个月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盛丽

■■台台前前幕幕后后

文艺演出
慰问志愿者

三阳开泰画展
在园博馆举办

或许， 舞台上正在跳小苹果
的那位， 就是您经常搭乘的那趟
公交车的司机……2月6日下午，
公交集团客七分公司的春晚舞台
上， 很多司机售票员们展现了自
己鲜为人知的一面 。 记者了解
到， 职工自编自演的春晚形式，
在该分公司已经坚持了15年。 该
分公司有73条运营线路、 1400余
部车、 近7000名公交职工。
本报记者 周世杰 白莹 摄影报道

公交春晚
各路司售登台献艺

顺义区空港街道总工会：

文体三招提高职工“精气神”

舞剧《马可·波罗》将演

张千一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