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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歌剧杰作北京上演

《罗密欧与朱丽叶》 被公认为世
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曾无数
次被改编成各类体裁的作品，如交
响曲、芭蕾舞剧、电影及电视作品
等。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代表作

《罗密欧与朱丽叶》 便是众多艺术名
篇之一。

古诺是 19 世纪中下叶法国歌剧
学派的杰出代表，也是法国抒情歌
剧 的 创 始 人 和 奠 基 人 。 他 首 演 于
1867 年的作品 《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 柔 美 精 致 、 抒 情 缠 绵 的 音 乐 著
称，被誉为法国抒情歌剧的典范。
2018 年，古诺诞辰 200 周年之际，国
家大剧院版 《罗密欧与朱丽叶》 首
演亮相。2024 年，在中法建交 60 周
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国家大剧院再
次将这部法国歌剧 《罗密欧与朱丽
叶》 搬上舞台。

“今晚，我们相聚在最能代表法
中关系创造性和密切性的场所之一
——中国国家大剧院。这座汇聚法
中建筑艺术结晶的剧院由两国团队
共同设计，既是我们合作的标志，
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1 月 25
日晚观看歌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后，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说。

在这部为国家大剧院量身定制的

作品中，来自意大利的导演斯特法
诺·波达独揽导演、舞美设计、服装
设 计 、 灯 光 设 计 、 编 舞 等 多 项 工
作，他前卫且极具象征主义的舞美
风格给观众留下了颇具冲击力的深
刻印象。

波达表示，《罗密欧与朱丽叶》
是一部重要的法国歌剧作品，在法
中建交 60 周年和 2024 年法中文化旅
游年的时间节点，希望借助这部作
品让艺术交流跨越国界、触抵人心。

执棒此次演出的中国指挥家许忠
非常高兴能和波达合作。许忠十分欣
赏古诺的这部抒情歌剧杰作 《罗密欧
与朱丽叶》，在他看来，法兰西音乐
的色彩斑斓，非常讲究和语言文字的
配合，法语歌剧中音乐的起伏，随
着剧情的推动，特别能够让观众身
临其境。

中外艺术家携手演绎

擅长在古典和现代中探求多层次
平衡的波达，在这一版 《罗密欧与
朱 丽 叶》 中 有 意 模 糊 了 时 间 与 地
点，用现代人的视角打造剧中经典
场景。舞台上，弧线无处不在，充
斥整个空间，犹如时空隧道一般向
深 处 延 伸 。 波 达 解 读 弧 线 的 灵 感

“来源于国家大剧院的外观，从近到
远形成了灵魂和记忆的通道”，所有

舞台元素都以“环形”的方式
存在，某种层面也意寓人类历史
仿若一个永恒且周而复始的旅
程，炫目又不断重复。

简洁却富于变化的线条、纯
粹的颜色、质感现代的服装、速
度极缓且克制的表演，这版《罗
密欧与朱丽叶》以游离的、科幻
般的超现实感，托举起关于爱
情、家族、仇恨的普遍性思考。
深沉的隐喻贯穿始终，比如，整
台演出中格外引人注目的螺旋楼
梯，矗立正中，象征卡普莱特、
蒙太古两个家族之间彼此敌视却
难舍交集的关系。随着剧情铺
展，楼梯开始旋转，象征两大家
族世仇的分离半球体、悬挂于空
中的“朱丽叶阳台”出现，以不
断移动的造型和变幻的灯光，织
就了一条讲述故事走向的暗线。

在许忠的执棒下，整台演出
激情与抒情并存，细腻的音乐表
现始终牵引着观众心绪。下半场
的几场戏剧冲突场面，生动地传
达出戏剧的情感、气氛与张力。
包括阿尼·约伦茨、托马斯·贝廷
格、梅杰、尼古拉·泰斯特、亚
历山大·迪阿梅尔、保拉·加尔迪
纳等多国歌唱家组成的主演班底
实力过人。国际组阵容中，饰演
朱丽叶的德国歌剧演员阿尼·约
伦茨曾在国外多次登台饰演这一
角色，在她的诠释下，朱丽叶复
杂的情绪与人物性格转变一气呵
成。饰演罗密欧的法国歌剧演员
托马斯·贝廷格也将角色的深情
和痛苦演绎得饱满动人。

青年歌唱家张玫瑰、王川领

衔的中国组阵容也有不俗表现，张玫
瑰饰演的朱丽叶令不少观众眼前一
亮，无论是少女的热烈娇憨、挣扎于
重重阻挠间的痛苦，张玫瑰都拿捏得
可圈可点。

中法文化交流精彩继续

托马斯·贝廷格是第一次来到中
国。能参与这次演出，他感到非常激
动。在北京演出排练间隙，他给自己
安排了几场 City Walk：或去天安门
广场，或去北京胡同。这样的行走让
他真实地接触北京，了解北京，喜欢
上北京。虽然面临语言不通的问题，
但贝廷格说：“即使如此，我们也能
通过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理解彼此，
我想这可能也是法中友谊持续60年的
原因。”

“对我来说，今年不仅是法中建
交60周年，更是我的中国年。此前我
听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但直到今
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才真正地了解
中国。”贝廷格表示，今年他还将会
有多次机会到访中国，是他真正的

“中国年”。
据了解，继歌剧 《罗密欧与朱丽

叶》 之后，今年还将有更多法国艺术
机构如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
团、波尔多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等前
往中国多地演出。中国观众可以重新
品味法国经典戏剧作品，如法国导演
让·贝洛里尼重新创作的名剧 《悲惨
世界》和法兰西喜剧院带来的 《司卡
班的诡计》。此外，《巴黎圣母院》

《唐璜》 和 《摇滚莫扎特》 等经典法
国音乐剧也将陆续与中国观众见面。

中国人对龙的想象和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
经存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6500多年前用
蚌壳摆成的龙形，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
5000多年前的C形玉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
4000多年前的陶制彩绘龙盘。在中华大地上，龙的
图腾崇拜悠久而广泛。

就出土的铸造、绘画、雕刻文物来看，龙的形
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日渐丰满。据
宋代罗愿的《尔雅翼》，龙形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
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
耳似牛。”此时的龙已然成了自然界动物的“集大成
者”。与此相应，记录龙的文字形体同样源远流长。

中国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中，已经有
了“龙”字。在殷商甲骨文中，“龙”的多种字形透露出
当时人们心目中“龙”的形象——大口、长身、曲尾、高
冠。这些形貌特点与新石器时代的“龙”形一脉相承。
西周金文中，“龙”字朝下张开的大口，逐渐变成了

“肉”形。秦汉以后部分汉字中“肉”和“月”的字形混
同。“龙”字左侧原本一体相连的头冠和首口逐渐分
离，右侧身尾也不再与左侧头首相连。原本象形意
味浓厚的字形，逐渐演变成小篆和隶书中的字形。

小篆“龍”字，在右侧屈曲的身形上加“彡”。
这一变化在战国秦简和部分楚简字形中已经可以见
到。东汉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认为，小篆“龍”

字右边的构件与“飞”中的鸟翅之形相似，像龙飞
的样子。这样的解释与出土的汉代瓦当上青龙挥动
双翼的形象相应合。《说文解字》中还有小篆的“龖

（dá）”字，意思就是龙飞的样子。“龖”字后来演变为
“龘”。不过，历代文物中龙的形象有的有双翼，有的
则没有。

由于笔画诘屈繁复，书写时多有不便。在唐宋
的楷书和行书中，“龍”字右边的构件“ ”时常被
写作“尨、 ”。宋元以来刊刻的古籍中，甚至省去

“龍”左边的构件，直接刻写作“尨、 ”，或进一步
简省作“ 、 ”。基于这样的用字情况，1956 年
国务院公布的 《汉字简化方案》 将“龍”简化为

“龙”。从此，“龙”有了新的通行字形，以更加简便
的书写形态“游走”于世人笔下。

从文字的书写形态来看，“龙”的字形发生了由
简趋繁，又由繁入简的过程。书写过程中产生的异
体真可谓变化多端、千姿百态。

从先秦两汉的文献来看，龙在古人的认识中充
满了神奇的色彩。《左传》：“龙，水物也。”《淮南
子》 记载商汤遭遇旱灾，作土龙以致雨。殷商甲骨
卜辞中也有“乍 （作） 龙”求雨的记载。《周易·文
言》：“云从龙，风从虎。”龙掌管云雨的认识由来已
久。在古代农耕中国，降雨对农业生产和粮食收成
的影响很大。所以，人们敬奉龙，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山海经》记载“四海之外，有乘龙蛇之
人”，慎子说“蜚 （飞） 龙乘云，腾蛇游雾”。相传
孔子在“问礼于老子”之后，惊叹于老子的睿智渊
博，将他比作“乘风云上升”的龙。《说文解字》说
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潜渊”。《论衡》：“龙之所以为神者，以
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这种“飞腾于宇宙之
间”，超脱物外、御风翱翔的自由，和不拘一形、乘
时变化的能力，怎能不让世人企慕？

龙的种种特质，促使龙不断被神话，成为无所
不至、无所不能的“鳞虫之长”。世人中的豪杰之士
也常常被称为“龙驹”“龙骏”“人中龙凤”。中国人崇
拜龙，崇拜的是它呼风唤雨的超凡能力、升腾向上的
出类拔萃、能屈能伸的应时变化。在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里，龙是长城，守护着国泰民安；龙是长江、
黄河，滋养着物阜民丰。二月二“龙抬头”，寄寓着
风调雨顺、纳祥转运的美好祈盼；五月五“赛龙
舟”，彰显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斗转星移，风云变幻，尽管人们想象中龙的样
貌和“龙”的字形从古至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所蕴含的精神是亘古不变，
日久弥深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题图：“龙”字字形演变。 吴吉煌制图

本报电 （记者郑娜） 为庆
祝中国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年，
由 马 来 西 亚 中 国 友 好 协 会

（PPMC） 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CAGE） 联合主办，马来西亚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指导，中国驻马
来西亚大使馆支持的“2024 中
国马来西亚青少年艺术节”1 月
28 日在吉隆坡华总大厦丹斯里
杨忠礼大礼堂开幕。

中马建交 50 年来，双边关
系蓬勃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经
济、文化等交流合作。“2024 中
国马来西亚青少年艺术节”以庆
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主题，通过
举办“马中友好之夜50周年”文
艺演出、校际交流、参访活动和
社会艺术实践等多种形式，深
化两国青少年友谊和对两国文
化的理解。活动期间，来自中
国和马来西亚的优秀青少年艺
术团队同台献艺，展示各自国
家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

开幕式上，北京青年合唱
团、北京小栗子合唱团、江门
爱 乐 婆 婆 妈 妈 和 小 娃 娃 合 唱
团、马来西亚拉曼大学、马来
西亚国家艺术文化遗产大学等
来自中马两国的青少年艺术团
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包
括合唱、舞蹈、音乐、戏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他们的精湛技
艺和深情演绎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会
长马吉德表示，艺术节不仅是
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也
是培养两国青少年友好使者的
重要途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进一步巩固和深化马中
两国的友好关系，为未来的合
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本次活动持续至2月2日。

题图：“2024 中国马来西亚
青少年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主办方供图

当前，不少以青少年为对象
的教育类节目正在寻求创新和突
破，其中，“融合课堂”的形式
在充分调动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和
兴趣，得到学科知识的启蒙等
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例如，

《天宫课堂》 以中国空间站为背
景，采取天地互动方式科普航天
知识；《快乐大巴》“课本里的中
国”融媒体系列节目围绕中小学
课本里的红色经典篇章，以课堂
的形式串联起爱国教育的主题。
而近日热播的 《名师有名堂》，
更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口，以
跨学科授课为抓手，将文学艺
术、科学技术等知识与社会热
点结合，带领学生从多元视角探
索知识内核，打造出有趣味、有
启发、有思考的融合课堂，让校
园里的知识课堂有了新的“打开
方式”。

《名师有名堂》 通过提问、
互动、游戏、实验等丰富的形
式，让知识尽可能具象化，将宝
藏名师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传
授给荧屏内外的学生。节目中，
特邀名师、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
洋将“天宫”里的化学现象搬到
了地球课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中学航天城学校的化学教师任红
带领学生用生动的实验解锁空间
站水循环的核心知识，山东省青

岛第二中学的地理特级教师徐
艳军带领同学们分组规划丝绸
之路的出行路线，北京市第八
中学的体育老师赵波把课堂搬
到大自然，带孩子们实地探索大
运河……走出书本和课堂，青少
年得以在真实的场景中感受理论
的广度和深度。

浩瀚的知识海洋为教育类节
目提供内容源泉，技术创新则让
教学变得妙趣横生。《名师有名
堂》 运用 AI+VR 新技术打造虚
实结合、立体呈现的跨学科、互
动式课堂。前沿实验室、历代货
币、大运河、良渚玉琮等虚拟场
景、物品真实再现，在视觉呈现
上充满了现代美学与科技质感的
交融，让青少年体验到沉浸式交
互课堂的魅力，有效拉近了“高
冷”的知识与青少年群体之间的
距离。

节目特别邀请各名校的结
对友好校前来做客，甘肃省定
西市通渭县第三中学、贵州省雷
山民族中学等不同地区、不同学
校的学生们同台聆听名师讲授。
通过构建涵盖名师融合课、名校
长访谈、探校直播等融媒体传播
矩阵，可让优质教育资源和成果
触达更大范围的学生，全方位提
升学生的科技思维、探究实践、
艺术审美、家国情怀等素养。

龙年说“ ”
吴吉煌

龙年说“ ”
吴吉煌

2024 年 是 中 法
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

文化旅游年。1月25日至28日，
由中国国家大剧院制作，中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多国艺术家
携手演绎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
叶》在北京精彩上演，拉开了中
法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的帷幕，
也成为中法文化旅游年在北京的
第一项大型活动。中外艺术家联
袂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
法式歌剧盛宴，也为中法建交60
周年献上了一份“特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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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台照。
国家大剧院供图

本文配图：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台照。
国家大剧院供图

2024中国马来西亚
青少年艺术节举办

“融合课堂”点亮知识之光
周 逵

本报电 （文纳） 2 月 1 日，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主办的首届“国话杯”剧
本朗读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为
期4天，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
中小学生及高校学生等近千名戏
剧朗诵爱好者，携700余部优秀
作品亮相本次大会。

本次朗读大会分为艺术类普
及组和艺术类专业组，参与作品
涵盖课本剧、诗歌、童谣、散
文、小说、寓言等体裁，以及
戏剧舞台作品中的经典对白或
独白等。作品题材丰富，有表
现爱国主义情怀的 《祖国我爱
您》、描写抗美援朝“鹫峰阻击
英 雄 ” 的 《沈 树 根 的 英 雄 故
事》、讴歌民族团结的 《天上的
草原》、洋溢少年朝气和民族自
豪感的名篇 《少年中国说》、展
示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的 《唐诗
里的中国》、探索自然奥秘的

《植物妈妈有办法》、聚焦环保
的 《节能减排从我做起》、构建
和谐生态家园的 《最后一只藏

羚羊》 等，充分展现了当代青
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爱国
爱党的炽热情怀。

在吸纳各年龄段大中小学
学生参与的同时，大会还邀请
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央戏
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
传媒大学等专业院团、院校的
30 名专家组成点评团，并开设

“国话杯”大师课，邀请表演艺
术家刘佩琦、杨青等为参演者
提供专业指导，与参演者面对
面交流互动。

本次朗读大会是中国国家话
剧院、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继“戏
剧表演专业人才研修班”之后的
又一次合作。中国国家话剧院院
长田沁鑫表示，希望青少年通过
经典剧本朗读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心中扎根生长，让戏剧
艺术的种子不断发芽。未来，双
方将继续合作，在艺术普及和人
才培养上进一步丰富内容，创新
模式，推动戏剧艺术繁荣发展。

千名学生参加剧本朗读大会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