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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 5 个大圆圈灯箱装置，既
象征五朵雪花又象征奥运五环，设计精
巧别致。灯光色彩变幻自如，由冬日的
白到秋天的金，再回归到冬日的白……
2 月 26 日下午，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

“台湖星期音乐会”中，北京冬奥会交
响组曲 《冰雪相约》 奏响。融入现代艺
术设计的舞台，使得一向严肃的交响乐
变得轻松且饱含意趣。在艺术家的精彩
演绎下，一个个音符犹如雪花从天而
降，带领观众领略北京冬奥交响的激情
与美妙。

冬奥题材作品走向更多观众

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 是北京文化
艺术基金 2020年度资助项目，由作曲家
郑君胜、郑君利联袂创作，于2月8日在
北京中山音乐堂首演。作品由
5个部分组成，包括序曲 《冰
雪梦幻》 和 《冰雪飞舞》《激
情梦想》《冰雪相约》 三个乐
章以及终曲 《世界一家》，旨
在通过交响组曲这一音乐艺术
形式，颂扬、传播人类文明和
奥林匹克精神，用音乐向世界
传递北京“冬奥之声”。

“ 这 部 组曲一共 14 个小
段，每段都有一个主题，有的
与冬奥项目有关，有的与奥运
情怀有关。”郑君胜说。这部
作品既有气势磅礴的交响乐齐
奏，也有浪漫诗意的梦幻旋
律；既保留西方音乐的经典和
精髓，又融入中国曲调和元
素。比如有的段落用弦乐来模
仿京胡的音色，有的段落借鉴
了少数民族民歌，充满了中国
韵味和东方色彩。

在 2 月 8 日的首演中，有
来自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的 27 家媒体 50 余名记者，通
过 2022 北京新闻中心主办的

“双奥之城新气象——2022 中

外媒体北京行”城市形象特色采访活
动”，聆听了此次音乐会。此后，音乐会
又于 2 月 12 日、26 日先后走进顺义、通
州等区，纳入顺义大剧院、国家大剧院
台湖剧场的公益演出板块。

据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运营统筹组
李娇介绍，“台湖星期音乐会”是国家大
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重点打造的公益
性品牌项目，通常周末安排在台湖剧场
演出，讲演结合、票价惠民。把交响组
曲 《冰雪相约》 放在“台湖星期音乐
会”板块，就是为了让更多老百姓欣赏
到冬奥主题的文艺作品。

当天音乐会结束后，观众席爆发出
经久不息的掌声。初一学生冯荣韬意犹
未尽地说：“冬奥会期间我一直在关注赛
事，听音乐会时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运动
员们的精彩画面，听得热血澎湃。‘冰墩
墩与雪容融’那一段乐曲我非常喜欢，

特别形象和可爱，好像他们真的出现在
你面前一样！”市民蒋文琪也给这次音乐
会点赞：“这次文化惠民演出质量非常高，
没想到能够零距离接触到冬奥交响，感受
到交响乐带来的冲击和力量，感受到奥林
匹克精神的伟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我为中国感到自豪和骄傲！”

据了解，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 于
今年2月至8月在全国进行巡演，让更多
观众近距离聆听感受音乐与冰雪的冬奥
视听交响。作品还会通过中外文化交流
中心的线上平台，向世界传递北京的

“冬奥之声”，目前已推向全世界 60多个
国家。有海外网友表示，虽未能亲临冬
奥赛场，但听着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
内心的冬奥激情便被彻底点燃。

继续传承冰雪文化奥运精神

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 是北京发挥
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大
戏看北京”文化新名片的新实践。依托

“大戏看北京”品牌，北京整合汇集各方
力量，在创作演出、剧场建设、演出新
空间利用、人才培养、文化消费、宣传
推广等方面，推进一系列重点任务，推
出了一系列精品创作，推动首都文化高
质量发展，更好为城市赋能。

精彩纷呈的北京大戏为“双奥之
城”北京增添了浓浓的冬奥氛围。除了
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 之外，近两年，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创作的冬奥主题
舞台作品已经或即将与观众见面。例
如，根据 1981年中国队在世界冰球 C 组
世锦赛首次打入 B 组真实事件改编的话
剧《札幌冰血情》、首次将冰球运动和奥
运精神融入音乐剧的《冰雪精英》、讲述
神奇滑雪场华丽大冒险的儿童剧 《滑雪
场的流浪猫王》等。

北京市属文艺院团也全力为冬奥会
奉献了一批精品力作。北京京剧院开展

“云上氍毹——京腔京韵庆冬奥”系列京
剧线上展播活动，用京剧艺术搭建起中
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互动交流的桥
梁。北方昆曲剧院以昆曲《牡丹亭·惊
梦》剧情为蓝本，联手花样滑冰国家队选
手在冰场录制《小惊梦》，将昆曲融合花
样滑冰，打造创意表演。北京民族乐团
演奏的《冰雪之旅》冬奥主题音乐会，集
合 13 个冬奥举办国的音乐元素编配创
作，以大编制的民族管弦乐合奏、协奏等

形式呈现，将“纯洁的冰雪，
激情的约会”这一冬奥主题
烘托得淋漓尽致。北京儿童
艺术剧院的儿童音乐剧 《冰
墩墩雪容融之冰雪梦》，以
热闹欢腾的歌舞场面呈现出
冰雪科幻的视觉效果，为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增添了美丽的童话色彩。

“北京冬奥会前后涌现出
一批优秀的舞台作品，这些作
品诠释冰雪文化，讲述北京冬
奥故事，彰显奥运精神。这些
作品将成为冬奥文化遗产的
一部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艺术处张鹏说。他表示，今
后将按照“大戏看北京”工作
要求，持续推动优秀冬奥题材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的 传 播 与 交
流，通过引入市级重要展演
品牌活动，引导剧场院团增
加冬奥题材作品演出，推动
优秀冬奥题材作品进校园、
下基层等，以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冰雪文化、奥运精
神、城市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日前，由国家广电总局策划组织、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联合创作的“中国梦·
我的梦——2022 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
典”，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抖音、快手、bilibili 等 7 家重点网
络视听平台播出，唱响了主旋律，吸引
了众多网友。

这是网络视听行业的一次集体展
示。重点网络视听平台首次齐聚同一舞
台，依托各自曾经创作播出的优秀作品
设计节目，全景式展现行业守正创新、
生机勃勃的风貌。晚会用富于时代特点
和科技感的歌舞、朗诵、情景表演等艺

术形式，展示网络视听行业倾情投入、
用心创作的新作为，体现文娱领域综合
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果，激励全行业奋发
进取。

盛典播出当晚，超过1.5亿用户观看
了节目，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 32 亿，
相关节目短视频播放量超 6 亿。网友们

评价：这是一场正能量、青春化、沉浸
式的视听盛宴，成功地用主旋律引领了
大流量，大流量传播了正能量。

盛典的成功启示我们：网络视听文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网络
视听行业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在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方面大有可为。

网络视听行业肩负着创作生产高质
量视听内容、为人民提供高品质精神食
粮、凝聚新时代磅礴力量的重大使命。盛
典上，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行业
组织和单位共同发布《网络视听行业共筑
中国梦喜迎二十大倡议书》，号召全行业
担当社会责任，坚持向上向善，共建清
朗网络视听家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艺是时代的
号角。网络视听行业应当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与时代同行、为祖国讴歌，为
人民服务、受群众监督，创作更多精品
力作，共同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随着音乐综艺节目越来越关注原创
音乐，“新声代”唱作人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传播媒介持续多元化的同时，
音乐节目也成为发掘“新声代”的重要
阵地，这其中有几点值得思考。

在创作实践中，我们需要帮助音乐
节目不断地找准焦点。这也是音乐节目
能够持续推出新人新作的关键一步。导
师制、音乐合伙人制为音乐节目推出新
人新作进行了更多尝试。这种“老帮
新、老推新、老带新”的样态，为“新

声代”得到社会认可提供了一条快速
路。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 《唱出
我新声》 节目，立足原创音乐赛道，从
新晋音乐人视角出发，用新技术和新手
段加持，从模式上给予“新声代”唱作
人足够的驱动力，让音乐节目与“新声
代”唱作人实现了无缝衔接。

在内容积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为
“新声代”提供更多的空间。年轻人如何
用音乐表达家国情怀？表达方式并不是
只有大气磅礴这一种，如果能从细微之处
入手，展现内心活动和澎湃的情感，依然
可以异曲同工。在《唱出我新声》中，我听
到了热情洋溢的《彝人》，也听到了表现个
人经历的《鲸落》。从歌词到编曲，从个性

到格局，“新声代”已经掌握了让更多观众
与之产生共鸣的方式——从心出发，我们
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留出足够的表达空间。

在交流经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呵
护好“新声代”的创作灵感。在参与 《唱
出我新声》这档节目的过程中，我们都希
望能跟“新声代”唱作人成为朋友，除了用
专业知识指导他们，还能通过平等走心的
交流碰撞，挖掘他们每个人独有的特点与
潜质，保护他们的创作灵感与表演才能。

“新声代”唱作人还年轻，有足够的
空间和时间去慢慢感受和学习。我们要帮
助他们把控好方向，完成这个汲取营养的
过程，又不过多地约束他们，这才是音乐
节目和从业者发掘“新声代”的有效方法。

本报电（肖洁） 日前，原创音乐剧 《有一天》 在北京
上演。扣人心弦的剧情，优美动听的音乐，入木三分的表
演，让业内专家和首都观众欣赏了一出引人入胜的剧目。

这部剧由安徽演艺集团出品，安徽省歌舞剧院制作演
出，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讲述了党的早期情报工作
者在白色恐怖下勇于斗争的故事。

如何用音乐剧的形式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导演钟浩
说，主创团队通过翻查历史资料和回忆录等，首先找到了
一个关键性的表达：党的早期情报工作者是“隐藏在黑暗
中的舞者”，“我们希望通过合理的虚构与艺术加工，融入
当代人对理想、信仰的思考，尽量把这部戏做得有现代
感，让观众能够喜爱这部剧，从而走进历史故事，获得心
灵的震撼和启迪”。

“视听中国”系列活动暨“北京新视听”开年活动近日
在京启动。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主办，北
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东城区人民政府
支持。

“视听中国”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19年起实施的大
型国际传播活动，旨在更好地发挥视听作品的独特优势，
增进文化交流。截至目前，该活动已在海外建立58个电视
中国剧场，推动《习近平治国方略》《超越》《功勋》《冰雪
冬奥村》等近百部中国优秀作品在10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和
网络媒体播出，并在俄罗斯、蒙古国、缅甸等多个国家举
办了多场丰富多彩的观众见面活动。

2022 年“视听中国”系列活动将围绕“北京冬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国这十年”“全球发展
倡议”5 大主题，通过在国际知名影视节展设立“中国联
合展台”、在海外主流媒体开办“电视中国剧场”、在海外
网络视听平台开办中国频道、互办“视听传播周”等多种
形式，联合相关国家主流电视和网络视听媒体开展线上线
下节目播映和推介，不断深化与各国媒体的交流合作，培
育国际传播新动能。

启动仪式上还重点介绍了电视剧 《超越》 英文版海
外开播的情况。据悉，《超越》 目前已在马来西亚 Astro 平
台和香港 TVB 旗下流媒体平台播出，即将登陆澳门电视
台、英国 Latest TV、吉尔吉斯斯坦德隆电视台、美国

“聚宝”平台、非洲四达数字平台以及覆盖东南亚地区的
新媒体平台。此外，阿语版 《觉醒年代》《山海情》 等 5
部中国电视剧也将在阿联酋迪拜传媒公司、中阿卫视等
播出。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2022年中国 （北京） 国际视听大会
和东城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的情况。

本报电（记者苗春） 3月5日起，电影《柳浪闻莺》在
全国公映。

该片改编自作家王旭烽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系列小说
《爱情西湖》，以杭州西湖的著名景点“柳浪闻莺”为背
景，讲述了越剧团女演员垂髫、银心和画家工欲善之间的
情感纠葛。影片曾入围2021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奖”主竞赛单元，同时也是2019年首届金鸡电影创投大
会30强作品。

影片中运用了扇子、越剧、梁祝故事以及水墨画等许
多传统文化元素。导演戴玮说，影片借此追求一种诗意和
浪漫的表达，希望能够感动观众。

歌手李玉刚观影后称赞男主角郑云龙的表演细腻深
情，眼神富有内涵。演员颜丙燕认为，“这部电影表现的情
感不矫情，有味道”。导演李霄峰说，影片让他在银幕上感
受到了久违的电影之美，“这部电影的画面、摄影很棒，带
给人意外惊喜”。

“视听中国”成果显著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视听中国”成果显著
本报记者 张鹏禹

电视剧《超越》英文版海报。 出品方供图

音乐剧《有一天》在京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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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柳浪闻莺》体现传统文化之美

电影《柳浪闻莺》剧照。 出品方供图

《冰雪之旅》冬奥主题音乐会现场。 出品方供图

儿童音乐剧《冰墩墩雪容融之冰雪梦》剧照。 出品方供图

交响组曲《冰雪相约》演出现场。 出品方供图

在海外建立58个电视中国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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