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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来看艺术“国家队”

少年正是读书时，此时

的读书，读的是眼界，是爱

好，是习惯，是欣赏，是思

想。我不想让孩子早早认为

读书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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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高水平的舞台盛宴，为人们奉献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

作品，一直是艺术“国家队”身上沉甸甸的责任

□ 张 雪

赣南采茶戏是集客家

文化之大成的一种地方剧

种，起源于元代，成熟于明

末清初，最早出现于江西

省赣州市安远县九龙山茶

区，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经过 400 多年的磨

砺，直到今天，它依然鲜活

生长于赣南乡村城市。

今年 72 岁的陈宾茂

13岁起拜师学艺，16岁进

入赣南采茶剧团，获得过

许多国家级大奖。如今，

他仍致力于赣南采茶戏的

教学、创作、表演、理论研

究和推广工作，为赣南采

茶戏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刘 青图/文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中秋，携子
游京西圣莲山有感，填了一首词。归途中，
我念念有词，儿子在一旁问：“我什么时候
也能自己作诗填词呢？”

我一笑，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
多了，自然而然。不急不急！”

儿子又问：“是不是必须读诗词类的书
才能作出自己的诗词？”

是啊！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老师一样批改作文；我要
读多少书才能称得上饱读诗书；我什么时候
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小时候读书，
常常觉得此书甚是无趣，那书非常无聊。也
许就是在这无趣无聊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思
维体系，品尝出了书中深意。也许就是在这
有趣无聊的辨别中有了自己的喜好，隐隐埋
下理想的方向。

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中，记载
着东坡先生的这样一个小故事：东坡先生已
然成名，所到之处受人敬仰，总有人问：您
少年时是如何读书才得有如此才华？东坡先
生打趣说：我也不知，大概是前世就读过些
书，今世又读，一读便懂，再读便通！

儿子看了这个故事说：“苏轼少年时就
爱读书，还很谦虚，说也许是自己前世所
读。”我说：“是的，少年时是人一生中记忆
力最好、精力最充沛、生活最单一的时候。
心无旁骛做一件事，必定事半功倍。可是，
再往后看，东坡先生用了‘一读就懂’，是
他读书用心；‘再读便通’是说他如此大才
的人也是需要反复阅读的。”在人生最好的
阶段，用心读书，反复琢磨，何患无才呀！
读书说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简单的事
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家有小儿，也常常和同龄家长有些交
流。交流内容最多的就是补习班、课外班、
升学、加分项目之类的话题。每每交谈，都
让家长们万分纠结。我也不能免俗，既怕孩
子落后，又怕时间紧张——孩子已无其他阅
读和做自己爱好之事的时间。早在儿子二三
年级时我就几经纠结，没有加入补习班的洪
流。一是因为儿子喜好音乐，身负两种乐器
的练习；二是，我不想让他早早加入刷题争
分、凡事唯分数论的行列。我不会特立独
行，只是想晚一点加入而已。

前不久朋友的孩子进入某重点中学的初
一直升班，所谓直升班就是可直接升入高中
无需中考。这是好事，朋友开心，我也在心
里羡慕了好久，仿佛看到北大清华已在向他
们频频挥手。开学后听朋友说，校内学习氛
围紧张，学校没有美术、音乐、手工等课
程，因为无需中考，连体育都减少为一周两
次。学校需要升学率，孩子需要高分，双赢
的局面，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少年正是读
书时，此时的读书，读的是眼界，是爱好，
是习惯，是欣赏，是思想。我不想让孩子早
早认为读书是目的。我想让孩子站在书本上
看世界，不想让书本遮住了他的眼睛。

少年正是读书时，可读书并非只是少年
的事。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9月17日，在位于北京护国寺大街的
人民剧场内，京剧的锣鼓伴奏声响得急
切，国家京剧院新近创排的 《生死契约》
正在紧张排练中。这部剧讲述的是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立下生
死契约、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故
事。坐在台下欣赏，很容易就被舞台上演
员们的唱念表演带入其中，关注剧情的起
伏和角色的命运。《生死契约》 是国家京
剧院参加“2018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
季”的重点剧目之一。

今年是国家艺术院团连续第九年开展
集中展演活动。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
演出季以此为主题，在一个多月时间里，
将为观众带来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
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
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的 21 台
剧目。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观众
不妨走进剧场，欣赏艺术“国家队”带来
的精彩演出。

主题作品展示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

用高水平的舞台盛宴，为广大观众奉
献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优秀作品，一直是艺术“国家队”身上沉
甸甸的责任。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巡视员、副司长
明文军介绍，今年的演出季将集中展示国
家艺术院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最新创作成果和良好精神面貌。

“演出季的一大特点是聚焦现实题材创
作，通过主题创作作品展示改革开放伟大
成就。”

除了国家京剧院的《生死契约》，中国
国家话剧院此次带来了原创话剧《船歌》。
这部剧刻画了以渔民出身的梁海涛和外来
打工妹林秀英为代表的特区人的艺术形
象，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向往，
书写了他们的青春与爱情，咏唱了建设者
的奋斗精神。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介绍：“在
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
们有责任推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精品。《船
歌》通过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反映出改革
开放不仅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提升，更带来
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更新。本剧凝练
出了船、大海和榕树等意象，塑造了感人至
深的人物形象，传达出对改革开放的深厚
感情，传递出向着美好未来奋力前行的希
望和激情。”

中国交响乐团的新创剧目《浦东交响》
音乐会既扎根百姓生活与文化传统，从不
同纬度展现上海历史文化发展，又紧扣改
革开放40周年取得辉煌成就的主题，用交
响音乐的生动语言凝练再现了新时代改革
开放大潮奔流不息的壮丽画面。

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张艺介绍，音乐会
上半场以交响序曲《旭日东升》开场，随后
是《浦东山歌回旋曲》和交响音画《浦东
景》，分别展现浦东传统文化和民俗戏曲；
下半场采取大型套曲“交响曲”的形式，由4
位作曲家创作 4 个乐章，分别展现上海人
文历史和革命斗争事迹，赞美浦东40年改
革创新发展的壮美历程，描绘海派文化的
浪漫生活，抒发对新时代的憧憬和面向未
来的豪迈自信。

为出精品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生死契约》聚焦改革开放主题，要表
现好不容易。现在上了年纪的观众对那段
历史不陌生，但年轻观众未必清楚当年发
生在小岗村的改革故事。我们创排的这部
戏讲述的是改革故事，同时也在宣扬改革
精神。”国家京剧院党委书记宋晨说，他们
在 10 余个选题中，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
定了以 1978 年小岗村改革的历史为创作
素材，来完成今年的重点剧目创作。创作
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出精品。

《生死契约》 的主创、主演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到 2018 年 8 月期间，6 次到
故事发生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
村，以及安徽省蚌埠市高埂村、大孔村进
行采风。

“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不乏表现小岗

村改革的剧目，但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后
的今天，我们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切
入？”《生死契约》的编剧高明是一位“80
后”年轻人，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在小岗
村一口气待了 30 天。“我们现在从网络
上、书本上很容易就能读到小岗村的资
料，但是作为创作者，这远远不够，必须
深入实地，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才
能捕捉到当地的生活气息，感受老百姓的
真实想法，创作出好的作品。”

高明动情地回忆，正是当地一位老人的
话——“当年我们是改革的带头人，现在我
们年纪大了，但我们还要跟随共产党，做新
时代改革的追随者”一下触动了她，让她找
到了创作《生死契约》的切入点——站在新
时代高度回望小岗的改革精神；正是这部戏
的主人公原型对她回忆与老伴的默契相处，
让她写出剧中的动情点……高明感慨，静下
心来采风，让她更深刻地理解了“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意义，“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
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应当从人民伟大实践
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以此为根
基，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让老百姓少花钱欣
赏高水平演出

国家艺术院团名家荟萃，参加演出季的
剧目可谓优中选精，可今年的演出季票价依
然坚持走惠民路线，80 元以下低价票占
50%。

“中国儿艺作为国家级儿童剧院，始终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院长尹晓东说，中国儿艺在展演期间依旧实
行50至180元的普惠价，同时还会邀请教
师代表和困难群体子女免费观看演出，并举
办“演后谈”“工作坊”等活动，在专场演出结
束后，与观众进行现场交流。

低票价不仅满足了“资深剧迷”的精
神需求，也吸引着更多新人走进剧场。观众
朱静在演出季期间带孩子一起观看了中国儿
艺的《月亮草》。“我和孩子都很喜欢这部
剧，故事情节和演员表演都很棒，超出我以
往对儿童剧的想象。以后我会经常带孩子来
剧场。”

观众的肯定对于创作者来说是莫大的
鼓励。高明希望演出季能让更多年轻观众
到剧场中感受京剧作为国粹的魅力。在创
作的过程中，她就考虑到了年轻观众的需
求。“在《生死契约》的剧本创作中，我尊重并
保留了京剧的叙事结构与表现规律，但在戏
剧节奏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整合与突破。比
如，在部分场次中借用影视蒙太奇的表现方
式，运用不同空间同时对话等艺术手段，想
从文本创作开始就对传统京剧的结构与节
奏进行突破。”她希望演出季成为京剧走进
年轻人内心的窗口。

其实，除了通过演出季推出惠民演
出，国家艺术院团近年来一直坚持公益演
出，下到最基层，服务老百姓。在做好驻
场演出的同时，中国儿艺以公益演出的形
式走遍了西部12个省区。2014年他们启
动“温暖童心——优秀儿童剧走基层”，
进一步扩大公益演出范围和覆盖面，每年
演出足迹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2018
年，中国儿艺还启动了“让边疆不再遥
远”公益演出项目，将用4到5年时间走
遍边疆8省区的10个重镇，用儿童剧描绘
祖国美丽的边境线。

右图 中国儿艺新推剧作——《月亮草》。

（资料图片）

下图 国家京剧院正在排演今年的重点剧目《生

死契约》。 张 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