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第五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贵州代表团参演剧
目之一、 将侗族音乐与现代艺术
形式相结合的大型音乐剧 《嘎
老》 ３日、 ４日在北京民族剧院唱
响， 让观众体验了传统侗族音乐
的现代化展示。

《嘎老》 围绕主人公苏云和

春晓的寻歌之旅展开， 通过 《走
进侗寨》 《山水和声》 《乡音乡
情》 《行歌坐月》 《心心相印》
五个篇章， 结合音乐、 舞蹈、 舞
美、 灯光、 服饰造型等元素， 把
侗族大歌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全
方位地呈现给了观众， 还原了侗
家人和谐家园的文化空间和风俗

人情。
“嘎老” 是侗族民间多声部

民歌的总称， 在侗家俚语中又有
“老者 ” 之意 。 音乐剧 《嘎老 》
是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 ，
由贵州省歌舞剧院和贵州省榕江
县 民 族 歌 舞 艺 术 团 等 联 合
打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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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掠影

导演： 杨超
9月8日

于彧 整理

《长江图》

导演： 佐米·希尔拉
9月9日

《鲨滩》

柏林电影节 “杰出艺术贡献
银熊奖”、 上海电影节唯一获得
国际电影节大奖的电影 《长江
图》， 将于本周正式上映。 该片
由秦昊、 辛芷蕾主演， 历时5年
完成拍摄。

电影 《长江图》 有一个超现
实的、 魔幻的故事内核： 男人和
女人处于不同的时空中相向而
行， 但故事讲述的方式严格遵循
现实的逻辑。 镜头跟随男人驾船
逆流而上 ， 追寻女人的时间顺
序， 这是一种疯狂的讲故事的方
式 。 我们跟随男人 ， 逆着时间
流， 跳跃性地、 不连贯地看一个
女人的生活。 《长江图》 试图通
过叙事手法的创新打破传统中国
艺术电影的固有模式， 带来一种
奇特的叙事效果———每一时刻，
都同时讲述正反两个故事。 奇诡
的空间与时间概念， 长江沿岸不
断偶遇的激情男女， 从某个角度
讲， 艺术电影 《长江图》 的烧脑
程度， 在所谓的 “科幻元年” 已
经超越了科幻电影。

由布莱克·莱弗利主演的惊
险逃生题材电影 《鲨滩》 将于本
周公映。 电影 《鲨滩》 讲述了处
于丧母之痛中的南希为了走出伤
痛， 只身走进一处偏远的海岸冲
浪， 正在她感受美妙的阳光、 沙
滩时， 一阵巨浪却将她困在了一
座礁石上， 然而更可怕的是一只
大白鲨在向她靠近。 执导该片的
西班牙导演佐米·希尔拉曾推出
《孤儿怨》 《不明身份》 《恐怖
蜡像馆 》 等惊悚片力作 ， 新片
《鲨滩》 同样是一个密室逃生类
的故事， 情节险象环生。 主演好
莱坞女星布莱克·莱弗利为影片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片中她饰演
的南希必须要拿出惊人的智慧与
勇气才能寻得生存。

本报讯 （记者陈艺） 2016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 同时
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 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
9月17日至18日 ， 由中国文联 、
中国音协与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
的 “永恒的丰碑” ———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音乐会即将在国
家大剧院上演。

“永恒的丰碑” ———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音乐会， 将由
著名作曲家印青担纲艺术总监 ，
著名词作家王晓岭担任总撰稿，
阎维文、 宋祖英、 廖昌永、 殷秀
梅、 吕继宏、 王丽达、 王宏伟、
吴娜、 王喆、 龚爽等国内众多歌
唱家与表演艺术家徐涛、 温玉娟
联袂， 著名指挥家李心草执棒国
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合唱团共同
精 彩 呈 现 ， 并 邀 请 著 名 主 持
人 马 跃 、 于紫菲担当本台音乐

会主持。
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韩新安介绍说：
“长征胜利80年来，涌现出了无数
优秀的长征题材音乐作品。 这些
作品充分发掘红军长征题材的美
学内涵，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手法，
为世人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宏伟长
卷，极大地弘扬了长征精神，成为
当代中国音乐史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 本次音乐会的曲目就是从所
有反映长征题材的音乐作品中精
选而来。 ”音乐会将在《七律·长
征》《十六字令》《忆秦娥·娄山关》
《清平乐·六盘山》 等四首描写长
征宏大场面的作品中拉开序幕；
音乐会下半场，廖昌永、吕继宏、
王宏伟、 殷秀梅等歌唱家将与国
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合唱团共同
为观众带来耳熟能详的大型声乐
套曲《长征组歌》。

值得一提的是 ， 今年7月 ，
国家大剧院历时四年倾力打造的
原创歌剧 《长征 》 迎来世界首
演 ， 近 1.5万名观众走进剧院 ，
共同回溯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

程 ， 感受到了 “行走的力量 ”。
这部歌剧中深受人们喜爱的唱段
“三月桃花心中开” “我们终将
得胜利” 也将在本场音乐会中再
次呈现。 陈艺 摄

“永恒的丰碑”音乐会9月上演

■职工文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曲丽）“这个小品编排得很好，又
欢乐又接地气， 还有很多曲艺节
目，真是大饱眼福！ ”家住大兴社
区的居民王凤琴说。 由交道口街
道总工会组建的 “南锣职工曲艺
社” 以送演出进社区的形式在大
兴社区举办了“暖心调解 和谐社
区”的文艺演出。 通过胡同整治、
家庭调解为主题的文艺表演来助
力社区开展宣传重点工作。

“暖心调解 和谐社区 ”的文
艺演出在大兴社区的小四合院里
开场。一段暖场的评书小段后，由
南锣职工曲艺社编写的小品 《金
牌调解室》上场了，这是一个因胡
同拆迁而引发的婆媳关于房屋纷

争的故事， 当婆媳演员反串的扮
相一露脸就牢牢吸引住了居民的
目光，随着胡同整改、拆迁、家人
为房子反目的这些焦点话题一一
抛出， 居民的态度都变得专注起
来，在调解员进行调解的过程中，
大家的心情也是随着演员设置的
戏剧冲突起起伏伏，忽喜忽悲。经
过调解员一波三折的调解成功
后， 婆媳和解紧紧拥抱在一起的
画面，赢得了居民阵阵的掌声。而
随后的快板、 相声小段和梅花大
鼓的表演也博得了居民的赞赏，
不断有居民被冲破小院的笑声和
掌声吸引进来观赏表演。

演出结束后， 大兴社区职工
及居民纷纷表示感谢南锣职工曲

艺社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上午为大
家献上的整台文艺表演， 演出中
既有古老传统的曲艺表演形式，
又有为社区热点工作量身定做的
喜剧小品， 用喜闻乐见的小品代
替了平时枯燥的讲座， 让居民在
欢快的气氛中接受了宣传和教育。

南锣职工曲艺社自成立以
来， 已经同街道内多个社区合作
举办过各种主题的文艺演出，获
得了职工和居民的认可， 他们将
继续丰富自己的节目形式为社
区、 职工及辖区单位献上更多的
精彩演出。 本报记者 边磊 摄

南锣职工曲艺社送演出进社区
暖心调解 和谐社区

《《长长征征》》唱唱段段再再忆忆峥峥嵘嵘岁岁月月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昨天，
以玄奘求经为内容的 《玄奘》 特
种 邮 票 发 行 ， 同 时 ， 中 华 脊
梁———玄奘精神与集邮文化主题
活动在龙泉寺举行。

《玄奘 》 特种邮票 1套 2枚 、
小型张1枚， 邮票图案内容分别
为： 西行求法、 东归译经， 小型
张图案为玄奘像， 全套邮票面值
8.40元。 邮票设计以中国画工笔

重彩的形式 ， 刻画人物生动细
致， 画面古朴典雅。 小型张以玄
奘译著 《心经》 为背景， 与画面
融为一体， 恰到好处。

玄奘是唐代佛教学者、 旅行
家 、 佛经翻译家 ， 法相宗创始
人， 被尊称为 “三藏法师”。 他
是研究中国传统佛教成就最大的
学者之一， 也是继承印度正统佛
教学说的集大成者 。 他撰写的
《大唐西域记》， 以及翻译的 《大
般若经》 《心经》 等佛法， 对我
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 也
深远地影响了东亚文化。

《玄奘》
特种邮票发行

新华社电 为期１０天的 “鲍
志强紫砂艺术展” ３日在中国美
术馆开幕。 展览遴选了鲍志强从
艺５０余年来８０多件紫砂代表作
品， 《雪浪提梁》 《六方画筒》
等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紫砂艺术
的精髓， 凝聚了古老东方艺术的
神韵和时代的审美情趣。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
“鲍志强作品的艺术特点可用
‘工、 意、 趣、 妙’ 四字来概括，
他将诗、 书、 画、 刻与紫砂陶艺
融于一体 ， 作品充满质朴 、 厚
重、 稳健、 古逸的风格， 他所创
作的紫砂艺术是我们民族宝贵的
文化财富。” 鲍志强２００６年被授
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
是我国当代宜兴紫砂陶及制作工
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近百件紫砂精品
亮相中国美术馆

侗族音乐剧《嘎老》唱响天籁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