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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侯爽） 8月 31日晚，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
门——2021年暑期艺术节”在中央芭蕾舞团的精彩演出中圆满落幕。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今年“打开艺术之门”依然在线下演出46
场。6个艺术夏令营全部报满，500余位小营员参与。12场名家讲堂吸
引了千余名观众现场聆听，通过线上直播，触达了上百万海内外人士。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坚说：“28年来，在北
京市文化与旅游局、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下，‘打开艺术之
门——暑期艺术节’已成为北京颇具影响力和观众缘的文化惠民艺术
品牌，也是北京市民争相打卡的夏季艺术节，越来越多的艺术院团、
名家名师、新生代文艺工作者参与其中。”她介绍，今年全新开设的昆
曲、古琴、埙笛箫夏令营，受欢迎程度出乎意料。此外，歌唱夏令营
已举办12年，琵琶夏令营也迎来了第10年，这其中凝聚着这些团队持
之以恒的坚守和付出，培养了孩子们对艺术的热爱。她表示，未来中
山公园音乐堂将继续探索文化机构发展新空间，打造更加高品质、有
创意的内容。

我刚从桐柏山区归来，沿途行
经邓州、新野、唐河、方城等地，
并在主峰所在地桐柏县专程考察了
一天一夜，期间瞻仰了中共中央中
原局旧址、桐柏英雄纪念碑、淮源
所在地太白顶等。这片土地上曾经
进行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融入
了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这里深深
吸引着我，还有另一个原因——它
是电影《小花》的故事发生地。

这部电影取材于作家前涉1972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桐柏英雄》，
这部文学作品当年曾经产生过巨大
反响。小时候，我看过很多遍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桐
柏英雄》连环画，无论是从画摊租
来的，还是从小伙伴那里借来的，
每次我都聚精会神地翻看，其中的
赵永生、赵小花、何翠姑、耿大奎
等人物，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扎下了
根，成为我的人生榜样，影响绵延
至今。由于小县城相对闭塞，迟至
上了中学，我才有机会看到1979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 《小
花》，赵家三兄妹的英雄形象更加
鲜活起来。

其实影片中提到“桐柏”二字
的次数并不多，仅有关键几处提及

“大别山区”“唐河城”等桐柏山附
近的地名，甚至这部电影也不是在
桐柏山区拍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
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我依然禁
不住为影片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背景下展现的桐柏儿女的情与义、
悲与欢而深深动情，尤其被倔强生
长、摇曳生姿的“小花”深深折服。

影片伊始，正值解放战争由战
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主
人公赵永生所在部队开辟了桐柏新
区，由此牵连出一部颠沛流离的人
物命运和淬火重生的英雄传奇。影

片没有采取以往我国战争题材电影
的宏大叙事模式，转而细致描摹此
前较少关注的人性、人情之美，其
中有兄妹情、战友情、同乡情等，
还有淡淡的爱情。这些内容对今天
的电影作品来说司空见惯，但在当
时却是一种创新，带给观众莫大的
惊喜、新奇和强烈的情感共鸣。

不仅影片的情节令人唏嘘，戏
里戏外、台前幕后，影片的创作过
程中还有很多细节令人称道。一是
故事主线的改变得益于摄制组甚至
电影界的齐心合力。据当时的媒体
报道，在国产战争片的固有模式之
外尝试更新颖的角度这个建议，是
摄影师云文耀向导演张铮提出的，
张铮很认可，便以“战争与人的命
运关系”为影片拍摄方案的核心，
报请上级审批。虽然最初厂领导有
些担忧，但得到了老导演谢铁骊和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大力支
持，方案终获批准。陈荒煤等还提
议增加了女游击队长何翠姑肩扛担
架，跪行台阶上山等富有人情味的
段落，为影片增添了神来之笔。二
是演员们表现出可贵的敬业精神。
比如扮演何翠姑的刘晓庆为了演好
跪行上山那场戏，在住处和拍摄现
场一遍遍地排练，后来那场戏令无
数观众动情落泪。当时还在上海外
国语学院读书的陈冲，克服了重重
阻力，才有了银幕上的这一个“小
花”。为了更契合角色气质，赵永生
的扮演者唐国强连续多日辛苦锻炼
减重，终于创造了英姿风发的解放
军英雄形象。三是影片运用了新颖
的电影语言，表现出可贵的艺术追
求。比如“意识流”镜头、时空转
换方式和新现实主义手法等的采
用，都令人耳目一新。起初，厂里
只给了摄制组黑白胶片，后来云文
耀想办法凑了一些不同国家、不同
画幅的彩色胶片，有些还是过期
的。最终这些“超常储备”为影片
彩色黑白交替、以色彩转换时空并
折射人物心理的做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完成后，
内部试映反响不错，但大家对片名
莫衷一是。张铮登门请教电影理论

家、影评家钟惦棐，钟老提议片名
改为 《小花》，寓意“报晓中国电
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几十年光阴易逝，但电影《小
花》始终没有离开观众的视线，表
现出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魅力、
活力和生命力。它的音乐也传唱不
衰，脍炙人口。影片主题曲《妹妹
找哥泪花流》 和插曲 《绒花》，历
经多次翻版和重新演绎，时常萦绕
在我们耳畔。两首歌曲的曲作者王
酩为了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不辞辛劳，跟随剧组一同体验生
活；词作者凯传、刘国富、田农等
也深入各地采风。我们可以通过

《妹妹找哥泪花流》 感受到兼容南
方婉约与西部豪放、糅合传统诗词
与民间歌谣神韵的美；通过 《绒
花》欣赏淮河流域山歌的音调和浓
郁民族风。再加上两首歌的演唱者
李谷一以“气声”唱法表达了丰富
细腻的情感，歌声清澈忧伤又甜
美，这两首歌征服了亿万中国人。

《妹妹找哥泪花流》 对应了影片中
两个妹妹、一个哥哥的亲情寻找模
式，表达了历经苦难仍不屈抗争的
精神，如泣如诉，刚柔相济。《绒

花》 的意象取自桐柏山区随处可
见、美丽优雅的“夜合欢”，这首歌在
翠姑跪抬担架上山时响起，歌颂了
这位可敬可亲可爱的姑娘柔弱的身
躯蕴藏的坚强意志，她崇高的理想
和坚定的信念散发出耀眼光芒。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河南省多部门联合下发了

“100部电影进课堂”的通知，号召
全省高校开展红色经典电影观摩活
动。我积极参与，策划开展了“红
色电影周”观影活动，邀请校内外
教师与学生现场交流，重温了《永
不消逝的电波》《红色娘子军》《小
花》等片目，尤其是《小花》讲述
的发生在河南大地、桐柏山区的英
雄故事，让在场的一大批“00 后”
学子热血沸腾。在其后指导学生参
与的“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剪辑比
赛”活动中，《小花》 也是其中的
经典影片之一，在反复的观摩、交
流和剪辑中，师生们再次受到了红
色经典电影的洗礼、教育。

我想，这就是红色经典电影的
魅力吧。这朵“小花”，永不凋谢！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

▶书为心画，言为心声。文

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
自己。我们要以老一辈书法家为楷
模，引导广大书法家把崇德尚艺作
为一生的功课，自觉讲道德、尊道
德、守道德，弘扬书法大道，守正
出新，以精品力作抒写时代的正大
气象。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李昕谈书法行业自律

▶要不断提升德行修为，以更
高的道德水准律己、以优良的社会

形象示人、以纯粹的职业操守从
艺。如果希望艺术生命力经久不
息，就必须敬畏人民、敬畏艺术。
要做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坚决与违
背公序良俗的现象划清界限，不在
资本的浪潮中迷失自己。

——中国音协副主席、歌唱家
雷佳谈行风建设

▶艺术家要有真情实感。真情
实感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是从真正了解可歌可泣的人和
事，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获得精神
洗礼，来激活你的创作灵感，感动
你的灵魂，让你情不自禁地动手、
动脑、动情、动真功夫。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谈艺术创作

▶让非遗在新时代更好地回归
生活，需要在创造性转化之后进行
创新性发展，在保护、展现非遗项
目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入新的文化
印记，从优化旅游服务和旅游管理
的“表”中深入探索感受文化本
源、引导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等方面的“里”。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旅游系主任王学峰谈非遗保护和
发展

▶我们应不断创新新媒体评论
产品，增强网络空间传播力、影响
力，积极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
点和视频化发展趋势，推出充满网
感的新媒体评论产品，区别于学术
研究文章、传统媒体评论，注重

文、图、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有机融
合，注重网络平台各种反馈、互动
的有机呈现，注重大量运用网言网
语，与网民更加贴近。

——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
心副主任彭宽谈网络文艺评论

▶我们不仅要修身，更重要
的 是 修 心 。 只 有 具 备 完 善 的 品
格，努力修心，才能把内心的情
怀和故事传达到肢体上，创作的
作品才能深入人心。只有守得住
这份初心，耐得住寂寞，去享受
舞蹈这个行业的纯净和孤独，才
能做到为角色铸魂。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国
家一级演员胡玉婷谈艺术修养

（张靖仪整理）

8 月 30 日，由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美
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美育芳草——中央
美术学院造型艺术传承展”在国家大剧
院开幕。此次展览特别策划了“大美之
艺 崇德力行——中央美术学院老先生及
教师作品展”和“丹青不渝 守正创新——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教师及学
生留校作品展”两大板块，在国家大剧
院东、西展览厅联袂展出。跨越一个世
纪的 200余件央美馆藏精品力作齐亮相，
不仅是一次温润心灵的艺术之旅，也是
一次传承与创新的对话。

展览旨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凸显
艺术传承之魅力，向观众集中展出央美
老中青几代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涵盖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素描等丰富的
门类。当天的展览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
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画册 《功
夫》 及国家大剧院“美育芳草”同名画
册的首发式。

东展厅“大美之艺 崇德力行——中
央美术学院老先生及教师作品展”集中
展示了老一辈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及骨
干教师的百余件精品力作，其中不乏徐
悲鸿、常书鸿、吴作人、滑田友、王临
乙、叶浅予、冯法祀、古元、靳尚谊、
詹建俊、钟涵等名家的绘画及雕塑作
品，侧重体现美院教学体系的建立与传
播。老一辈艺术家们在创作中通过大爱
之心深入生活，以写实手法抒发对现实
的关切，反映时代的变迁。画中那些朴
素而根本的对自然、对生活、对人民的
热爱，都是生动的时代写照。喻红、刘
小东、张路江等年轻一辈的艺术家们继
承现实主义衣钵，也在创作中融入了对
当下的关注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西展厅“丹青不渝 守正创新——中
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教师及学生
留校作品展”集中展示了近百件造型学
院基础部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作品。该部分体现出后辈对前辈教学的
继承与创新。不论是写生或是创作，都足见扎实的基本功，表达了
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在造型学科基础部教师的精心栽培下，新一
代的青年学生锐意进取，迸发出更多的活力、感受力和勇气，承担
起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这个板块还特别展出了为庆祝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央美师生重走长征路绘就的 《长征食谱》。这些作品
不仅锻炼了学生们取景、构图、观察的能力，也培养了浓厚的历史
使命感。

新时代的美育发展不仅需要高等艺术院校来建构，更需要社会力
量的大力参与，本次展览正是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美术学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后联合推出的首个项目。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文化平台，坚持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目标引领，与多所艺术院校强强联合，搭平
台、聚合力，通过各种活动、多种模式丰富高校美育内涵，助力美育
工作建设。国家大剧院也积极参与到全社会的美育体系建构之中，推
动视觉艺术的传播，普及公众的审美教育，旨在为观众提供更多样的
艺术体验和优质服务。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日。

《小花》 是北京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张
铮执导，唐国强、陈冲、
刘晓庆主演，于 1979 年上
映。该片取材自前涉的小
说 《桐柏英雄》，讲述 1930
年，桐柏山区一户穷苦人
家被迫卖掉了亲生女儿小
花，之后又收养了红军留
下的女婴，这个女婴也被
取名小花。十几年后，在
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失散
的亲人们终于重逢，共同
谱写了一曲壮烈的英雄之
歌。影片曾获得第三届大
众 电 影 百 花 奖 最 佳 故 事
片、最佳女演员 （陈冲）、
最佳摄影 （陈国梁、云文
耀） 和最佳音乐 （王酩）
等奖项。

永不凋谢的“小花”
宗俊伟

▶▶▶经典回放▶▶▶经典回放

图①电影《小花》剧照：赵永生（唐国强饰）和赵小花（陈冲饰）重逢
图②电影《小花》剧照：何翠姑（刘晓庆饰）跪抬担架送伤员

本文配图均为百度图片

①

②

红军食谱（部分）（布面油画 综合材料） 集体创作

中央芭蕾舞团在闭幕式上表演《红色娘子军》片段 苏冠名摄中央芭蕾舞团在闭幕式上表演《红色娘子军》片段 苏冠名摄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暑期艺术节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