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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艺坛

□俞悦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
中秋晚会正在辽宁沈阳加紧录制，主
舞台选址在沈阳丁香湖畔。据晚会总
撰稿杨启舫介绍，今年的晚会含有众
多“圆”的元素。

总台 2024 年中秋晚会通过随处
可见的大圆小圆，圆形主舞台依托实
景山水打造，埋设了环形轨道，录制设
备可以 360 度捕捉舞台上各种细节，
带领观众共赴团圆。

杨启舫向记者介绍：“除这个主会
场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然后咱们很
多的道具也是圆的。这个圆其实就是
咱们中国人对团圆、圆满这样一种美
好心愿的期待。”

此外，晚会还启动了向全球征集

拍摄心中最美的满月活动，让每个人，
不论身处天涯海角，拿起相机手机，来
拍下自己心中“最美的月亮”。“用无数
个小小的圆月汇聚到一起，汇送到舞台
上的一个大大的圆月。到时候我们也
会把它呈现在节目的大屏幕上，作为一
个节目的背景。”杨启舫说。

（《半岛晨报》）

央视中秋晚会：“圆”素众多

□高爽

近日，江苏卫视文化综艺《我在岛屿
读书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和国
大使馆举行中希文学交流会活动。新一季
嘉宾作家余华、苏童、孟非、程永新、叶子
作为代表，向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图书馆赠
送图书。

活动现场，节目团队代表，希腊先锋
戏剧家、诗人季米特里斯·莱亚科斯，希腊
著名媒体人、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我苏国

际传播大使米哈里共同参加活动。此次赠
送的图书包括《活着》《兄弟》《黄雀记》《妻
妾成群》等文学经典和畅销书，这些书籍都
将收入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的图书馆藏。作为
希腊作家代表的季米特里斯·莱亚科斯表
示，中文和希腊语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着相通的共
鸣，期待和优秀的作家们畅聊中希文学。

据悉，《我在岛屿读书3》将在希腊克
里特岛拍摄，通过本季节目的录制和播出
加深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从第一季的海南
分界洲岛到第二季的珠海东澳岛，《我在
岛屿读书 3》不仅在物理空间上走出国
门，还在内容上寻求更为多元的文化交流
和文明互鉴。本季节目将邀请多位来自不
同国家的作家、译者、出版人加盟，畅聊文
学作品中共通的人类情感，感悟不同文化
的碰撞与融合。 （《今晚报》）

《我在岛屿读书 3》走出国门

□王思恭

时光荏苒，斗移星转，不觉之间，蒲剧
现代戏经典《山村母亲》问世已经整整20
年了，至今仍然历久弥新、热演城乡，成为
文艺界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山村母亲》缘何久演不衰？一路走来
的艺术历程，显示着该剧与众不同之处，
正在于实现了三个突破：

艺术理念的突破

20 年前，成立仅仅一年半的运城市
蒲剧青年团，在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副
校长、团长景雪变的带领下，复排、上演
了一批蒲剧优秀传统戏，热演剧坛。打
开局面之后，景雪变以超前的观念果断
决策，将打造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作
为艺术创新的发力点，充分发挥现代戏

“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艺
术优势，集中各路精英，广泛征求意见，
合力打造，反复修改，终于写出了这出
蒲剧现代戏经典。

该剧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演身边
人，叙生活事，触及新的社会矛盾，弘扬
人世间真情大爱，引起城乡观众强烈共
鸣，得到戏剧界权威专家高度评价、充分
肯定。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郭汉城
老人认为：《山村母亲》通过讲述母亲和
儿子的亲情故事，阐释了城乡和谐的时
代要求，充分展现出戏曲艺术的本质，是
一出真正的现代戏。

与蒲剧缘分深远的郭汉城老人，在
参加了《山村母亲》一剧的论证会后，对
景雪变提出“把这出戏打磨好，带到北京
来”的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对该剧一路
前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艺术手法的突破

王辉、马兆禄、杨焕育、田伟泓、贾璐
等十多位编剧，从主题立意、人物定位、
剧情结构等方面辛勤创作，为剧目的成
功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兆禄、徐小强、张
曼君、王乃兴等导演艺术家精心排导，同
时，适度吸收姊妹剧种艺术营养，从场景
设置、跨越时空心灵对话等方面创意出
新，使戏曲矛盾和冲突更加集中。特别是

“看孙孙”的一场戏中，考保姆时，在椅上

擦玻璃的“新挂画”，更是化用传统戏程
式、古为今用的神来之笔；高中秋、畅元
发、张德宁、张玉龙、王齐生等音乐家的
精心设计，舞台工作人员的心血付出，先
后参与主演该剧的张秀芳、范宝香、吉春
红、郭安存、张波、闫海燕、贾丽娜、南征、
任玲等剧组演员和各位专业人员的全身
心投入，使该剧的艺术内涵和观赏性有
了质的飞跃。

在 2010 年 11 月进京首演的专题座
谈会上，中国剧协原副主席刘厚生老人
动情地说：“现代戏能挖掘出山村母亲这
么一个人物形象很不容易，能够触碰城
乡共建和谐关系很不容易，能够在演出
上做到相当完整很不容易。”刘老高屋建
瓴的评价，是对中国剧协、中国戏曲现代
戏研究会、中国戏曲研究院等众多专家
意见的总结和归纳，也是对该剧权威性
的艺术定位。

传播范围、演出场次的突破

《山村母亲》问世20年来，四次赴省、
演火龙城；首下江南，情动姑苏；五次赴
京，热演长安大戏院、北大百年讲堂、梅
兰芳大剧院、国家大剧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将星闪烁大舞台”，好评如
潮。经原文化部安排《山村母亲》在全国
巡回演出，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留下
了《山村母亲》的足迹，成为蒲剧史上的

高光时刻，给观众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
忆，创下了一出戏20年连演2200多场而
历久不衰，通过屏幕演到国外，至今仍然
是该团每处必演品牌剧目的业界记录。
在众多民营剧团、戏迷演唱团、电视戏曲
栏目中，《山村母亲》是出境率最高的剧
目之一。有一次，在运城电视台《蒲乡红》
栏目戏曲大赛上，6位选手演唱的竟然全
是《山村母亲》，被业界传为趣闻佳话。

一出现代戏，多次进京，巡演全国，
演出国门，屡获大奖，20年过去了，演出
势头不减，依然是黄河金三角蒲剧流行
区每台必上的热演剧目，不能不说是蒲
剧史上所罕见的。

《山村母亲》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
离不开方方面面大力支持，更缘于景雪
变及其一班人二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
不懈努力、奋力攀登的精神力量，这就
是：

牢记使命、时不我待的创新精神。20
年前，景雪变早已是原文化部文华表演
奖、中国戏剧梅花奖、全国地方戏交流演
出优秀表演奖、原文化部首届“金三角”交
流演出优秀表演奖等国字号大奖获得者。
要吃老本，她的老本也够厚实了。荣任艺
校副校长，管好分内教学工作，带好青年
团，演几个保留剧目，怎么说也交代得过
去。但她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
自加压力，以罕见的勇气和担当，一手抓
戏曲教学，一手抓以剧目创新为龙头的三

项建设和综合治理，2004年一年之内连
续主演《山乡辣嫂》《山村母亲》两出大戏，
对创作剧目《山村母亲》更是沉下心来，狠
下苦功，边演边改，提炼升华，终于登上了
艺术创造的金字塔，达到唯美境界。

吃苦耐劳、克难攻坚的拼搏精神。建
团之初，青年团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租
赁民宅，苦度时艰。地下室、教室、操场、
打麦场、楼道，处处皆是青年团的排戏场
所。而荣获国家级和国际17项大奖的《山
村母亲》，恰恰就是全团人员拿着微薄的
报酬，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锻造而
成的。

无怨无悔、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
《山村母亲》演出20年间常常遇到意料之
外的困难。2006年冬，剧团从临汾市乡宁
县往万荣县转台，途中被大雪困在山上
十多个小时。次日兼程赶到演出地，顾不
上吃饭休息，抢时间装台，保证了按时上
演；2007年正月在河津市龙门广场演出

《山村母亲》，开演不久，雨雪交加。之后
天降鹅毛大雪，而沉入剧中的观众稳稳
不动，静静地观看，演员淋着雪雨，一丝
不苟地演出，留下感人的一幕！2007 年
12月5日赴苏州参加第10届中国戏剧节
演出，腿疾严重的景雪变被人背下火车，
开演前由随团大夫打封闭针，带病全身
心投入演出，以强烈的剧场效果感动了
观众，获得了27次全场鼓掌，剧团荣获剧
目奖、突出贡献奖，景雪变荣获优秀表演
奖三项大奖，是为首次出省演出的《山村
母亲》打出的高分。

精诚团结、一往无前的团队精神。建
团以来，青年团始终坚持“带新人、走正
路、出精品、兴戏剧”的办团理念和“领导
群众一个样，城市乡村一个样，钱多钱少
一个样，观众多少一个样”的团训，形成
紧密团结、精诚合作、爱岗敬业、任劳任
怨的良好团风，为《山村母亲》和系列剧
目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2018年，《山村母亲》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举办了为时两个多月的
青年表演人才培训班，众多中青年优秀
人才的接力演出，印证着《山村母亲》特
有的艺术价值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山村母亲》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
值，已超越了剧目本身，它为中国戏剧的
守正创新、繁荣发展提供着最可贵的精
神动力。

锲 而 不 舍 锻 精 品
——写在蒲剧《山村母亲》问世二十周年之际

▲《山村母亲》剧照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