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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遇着我，断你发财这
邪路。”“好汉请开恩，大人不记
小人过。”“覆水难再收，我既出
手不罢休。”“好汉若放手，各走
各路各逍遥。”随着几句诙谐而
富有韵律的对话，观众被拉入
花鼓小戏《遇见》的情景之中。

该剧讲述了一个市井故事：
一对夫妻逛街时，遇见了小偷，
围绕是否出手夫妻之间发生了
争论，妻子坚持不能出手，丈夫
无奈作罢，丈夫离开后，妻子继
续逛街却被小偷盯上……但终
究邪不压正，在丈夫报警，众人
喊打之下，小偷被绳之以法。

该剧聚焦社会现实热点，
批判了不作为的冷漠，弘扬了
社会正能量，呼唤良知与正义。

花鼓小戏《遇见》由市文化
艺术创作中心和攸县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联合排演。该剧由青
年编剧尹德胜执笔，本土导演唐
农家执导，音乐人王建忠作曲。

主创人员介绍，《遇见》是
一次创作尝试，试图在现实生
活题材上兼容戏曲艺术的传统
和戏剧舞台的现代性。故事人
物设置了生、旦、丑三个花鼓戏
典型角色类型，每个人物形象
都能在当下生活之中找到立足
点，又能从传统戏曲人物之中
寻找到根源。三角人物之间又
互动博弈、互为因果产生戏剧
力量。这些人物设置有着传统
戏曲的意味，把唱念做打和歌
舞演故事的戏曲传统发挥了出
来，同时具有当下生活的土壤。

花鼓小戏《遇见》排练完成之
后，主创们都很忐忑，不知道创意
和创新是否可以收获观众的认可，
于是攸县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在
一次送戏下乡中演出了该剧，结果
现场观众掌声和笑声不断，让台下
的编剧和导演备受鼓舞。

观《平原游击队》
有感
白金正

《平原游击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
的经典红色电影。影片讲述了游击队长李向
阳机智巧妙地粉碎日军的阴谋，克敌制胜的
故事。全片通过黑白影像娓娓道来，既透露
出战争的残酷，又反衬出人物的高大和无
私，影片剧情跌宕起伏，向观众展示了那个
时代下的英雄主义。

1943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寇的扫
荡，奉命率队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不仅要守护住
保存在李庄的公粮，还要深入敌人后方。《平原
游击队》中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特别是队长李
向阳，他质朴自然、粗犷豪放却又充满着人性的
光辉。面对敌人的诡计多端，他有勇有谋，先是
带领众人进入地道，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袭击敌
人，又主动出击焚烧敌人的炮楼、军火列车，最
终设计歼灭敌人。面对善良淳朴的村民，他情感
真挚，为了救当地的乡亲，他组织队伍攻打县
城，老勤爷和小宝子被敌人所杀，他三次进城最
终枪决了汉奸老杨，以告慰无辜村民。

《平原游击队》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
是因为影片情节设置紧张、惊险，扣人心弦，
更重要的是，观众能从这部电影中看到那个
年代的希望、勇气和爱。上级对游击队长李
向阳的信任是希望、是勇气，是爱，坚信他能
够完成任务。游击队长对平民百姓的守护拯
救是希望、是勇气、是爱，相信他们不会和汉
奸老杨一样出卖同胞。

虽然那个年代早已远去，可经典的电影
总是会引领观众去追忆，去思考。正如疫情
之下那些冲锋在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外
卖员，危急关头时那些义无反顾逆行着的消
防队员……这份英雄主义，深植于每个中国
人心中。

记者：请 问 杭 盖 乐 队 以 前 到 过 株 洲
么？对株洲有啥印象？

杭盖乐队：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株洲
演出，第一次是在去年巡演的时候。株洲
是一座美丽的工业之城，我们觉得这座城
市很干净、很舒服。这两天，我们去了湘江
边走了走，看到很多人在游玩、锻炼，这是
一座宜居之城，我们喜欢在这里待着。

记者：杭盖乐队有没有跟湖南音乐人
合作过？

杭盖乐队：我们跟谭盾合作了很多年，
一直在做一个摇滚交响的项目，他是从长沙
走出来的音乐人，同时今年我们在长沙和广
州的音乐会，是跟长沙交响乐团合作的，效果
非常棒。我们与湖南音乐人的合作非常多，既
有从湖南走出的音乐人，又有湖南本土乐团。

未来有机会，我们希望能跟更多湖南
音乐人合作，通过交流擦出火花，而对于
湖湘音乐元素，我们也非常感兴趣，有机
会会在音乐里有所尝试。

株洲三剧目逐鹿“田汉奖”
策划：李卉 执行：温琳

文艺动态

第七届湖南省
艺术节上，株洲三
大 文 艺 作 品 逐 鹿
“田汉奖”，我市“跨
年演出季”启动，近
30场高雅文艺演出
接连上演，三大男
高音方才唱罢，被
誉为“草原天籁”的
杭盖乐队接踵而至
……近期，株洲文
艺活动连连，展演
精彩不断，市民朋
友尽享文化大餐。

无论什么样的
艺术表现形式，优
秀的文艺作品总能
记录时代变迁、反
映百姓生活、讲好
身边故事，或直抵
人心、或娓娓道来，
给 人 以 启 迪 与 收
获。近期，我们走进
了 这 些 剧 目 与 演
出，用心观看、仔细
记录并访谈主创人
员，本期艺文就带
大家了解台前幕后
的那些故事。

编者按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近日启动的第七届湖南省艺术节是我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水平最

高的艺术盛会，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全省的优秀文艺人才队伍大集结，全
省艺术创作精品大荟萃，文化建设成果大展览，为大家奉献了一场场精彩
的视听盛宴。

每届湖南省艺术节，专业舞台艺术领域的“田汉奖”最受瞩目。本届湖
南省艺术节上，由我市各个专业院团创排的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灯》、大型
现代湘剧《云阳壮歌》、花鼓小戏《遇见》将冲击“田汉奖”。

“三角灯，挂檐前，风吹不灭，
雨落不残，过往的行人看一眼，不
忘来时路，记得把家还。”大型现代
花鼓戏《山灯》以一段悠扬的客家
山歌开场，把大家带入罗霄山脉深
处，开始讲述“时代楷模”、优秀共
产党员、原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在
炎陵县扶贫期间发生的故事。

该剧由市戏剧传承中心打造，
主创团队大咖云集：由国家一级编
剧张林枝执笔，国家一级导演黄鸣
现执导，国家一级作曲杜鸣作曲、配
器，此外，舞美师、造型设计师等，均
为“国家一级”，可谓是强强联手。为
了讲好黄诗燕的扶贫故事，主创团
队先后五次深入炎陵县收集他的扶
贫故事，数易其稿匠心打造。

讲精彩故事，写经典唱词，配
悦耳音乐，创湘东路子花鼓戏新品
种 ，是 此 剧 最 大 亮 点 。剧 本 以“ 山
灯”命名，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黄
诗燕像三角灯一样照亮山乡、为民
服务的奉献精神。全剧共六场戏，

分 别 为《山 灯》《山 花》《山 歌》《山
雨》《山果》《山魂》，用一线串珍珠
的结构讲述黄诗燕的扶贫故事。

剧中人物包括：跟随黄诗燕九
年的工作人员小刘，贫困乡村主任
雷玉兰，因贫困置不起嫁妆的瑶乡
女盘花花，留守儿童畲族女孩蓝杜
鹃，平乐乡特困户朱文章，黄诗燕
的妻子彭建兰等等，《山灯》语言风
趣幽默，既有生活的质感，又有诗
化的浪漫。既表现老百姓以轻松活
泼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苦涩，又表现
了扶贫书记黄诗燕宽博赤诚的情
怀和勤恳为民的崇高。

据悉，《山灯》曾于 10 月 24 日在
我市神农大剧院演出，看过该剧的
观众张女士表示，该剧既保留了传
统花鼓戏的表现手法，又加入了新
的元素，让人耳目一新，好几幕戏
让她热泪盈眶，其中女声合唱很有
特色，渲染、铺垫、衔接剧情，贯穿
全剧，使故事更加深入人心。

“送郎当红军，勇敢向前进，打土
豪呀除劣绅，一个呀不留情，哎呀我
的哥我的哥……”在硝烟弥漫的战争
时代、在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时候，
茶陵云阳村送出了三十九条铮铮铁
骨的汉子参加革命。

大型现代湘剧《云阳壮歌》是一
个英雄的故事。1934 年，井冈山战争
最为艰苦和激烈的时候，玉姑和霞姑
分别送走了自己的新婚丈夫春牛和
秋林。江西老表铁保为了保护玉姑，
与其扮演了 15 年假夫妻。15 年后，春
牛回到云阳山，发现玉姑已经成了别
人的妻子，还有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儿
盼盼。春牛愤怒、不解，陷入极度失落
中：是玉姑薄情，还是另有隐情……
剧情起伏跌宕、引人入胜。

有人评价，《云阳壮歌》充满着英雄
主义色彩：39条走上井冈山参加革命的
汉子是英雄；挺身而出保护怀孕玉姑的
霞姑是英雄；结束战争还没回到家乡就
去参加剿匪的秋林是英雄；为了玉姑的
安危和清白，无怨无悔做了 15 年的假
夫妻的铁保也是英雄。英雄是在国家危
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战士，是舍小家为大
家的坚贞女性，是在大义面前勇敢担
当，无私奉献的铁血男儿。

《云阳壮歌》由茶陵县云阳演艺
中心创排，是 2019 年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是茶陵县首个获得国家艺术

基金扶持的舞台艺术作品。该剧的主
创团队汇聚了省市戏剧界的众多大
咖，国家一级导演贺希娟执导，著名
剧作家马智立、国家一级作曲陈明、
国家一级作曲柳俊等专家助力该剧
创排，湘剧代表性传承人谭建国，戏
剧“芙蓉(表演)奖”获得者周帆等湘剧
名角担纲主演。

该剧舞美设计充分展现了湘东
的地域特色，舞台被设计成了一个高
低不等的平台，以山村中木质结构的
房 屋 为 主 体 ，大 青 石 、云 阳 山 、铁 索
桥、翠竹池塘掩映其中，与故事中人
物的矛盾冲突起到了强烈的对比作
用，凸显出在当时的情境下春牛、铁
保、玉姑等一系列的英雄形象。

《云阳壮歌》的唱腔以湘剧典型
的唱腔高腔为主，强化了音乐的抒情
色彩，唱腔音乐婉转、细腻、明亮、高
昂，既富有多元化，又突出人物的个
性，成功刻画出了剧中英雄人物的形
象。全剧以“送郎当红军”这首歌为主
题 音 乐 ，在 剧 中 的 关 键 段 落 反 复 出
现，用音乐说话，突出了全剧的英雄
主义和革命情怀。同时，整部剧的配
器以民乐、弦乐为主，配以打击乐，节
奏激昂、清新、明快，体现了革命英雄
的正剧风格。

1 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灯》
主创团队先后五次深入炎陵，只为致敬
“时代楷模”黄诗燕

2 大型现代湘剧《云阳壮歌》
一曲壮歌颂英雄 3 花鼓小戏《遇见》

当“传统”遇到“现代”，一次大胆的创新尝试

专访
杭盖乐队“乘风而归”
株洲乐迷直呼“过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温琳
通讯员/吴君茹

2015年，杭盖乐队携带原创音乐作品亮相《中国好
歌曲》第二季，并最终夺冠。其实，在此次夺冠之前，杭
盖就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在不少国际知名的音乐
节上奉献了精彩演出。

12月4日晚，杭盖乐队登陆神农大剧院激情开唱。这
支极具民族特色的摇滚乐队用“世界音乐+摇滚+爵士铜
管”的融合风格，为株洲乐迷带来了一场非同凡响的视听
盛宴，不少到现场观看演出的市民朋友直呼“过瘾”。

就在杭盖乐队上台演出前的空隙，记者对他们进
行了专访。

谈音乐
想用歌曲构建出他们心中的“杭盖”

记者：乐队以“杭盖”命名，请问“杭盖”一词是什么
意思？

杭盖乐队：杭盖是一个古老的蒙古语词语，意思是
水草肥沃的山林，山林里有树木、山脉、草甸、河流等
等，就像我们杭盖乐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有青海
的、有内蒙古的、有北京的……我们这些人汇聚在一
起，成立乐队，想要用歌曲构建出心中的“杭盖”。

记者：请问今年的巡演名“乘风而归”是从何而来？
杭盖乐队：每年十一月，自蒙古高原南下的风，都

会吹到大陆南北，冬日又如期而至了，就像我们杭盖乐
队，今年如期来到各大城市巡演。以前我们主要在国外
演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我们“乘风而归”，把我
们的音乐和理念带给大家。

记者：在很多乐迷眼中，天浩盛世是一家偏向于流
行文化的娱乐公司，与杭盖乐队的气质并不搭，为何你
们会加盟该公司？

杭盖乐队：跟天浩盛世签约，是因为这家公司有许
多优秀的歌手，例如沙宝亮、谭维维、吉克隽逸等等，我
们跟吉克隽逸是好朋友，在音乐上有不少合作，我们加
盟跟吉克隽逸有一定关系。加盟天浩盛世，也希望有更
广泛的歌迷了解杭盖乐队，了解杭盖乐队所做的音乐，
而且公司不会影响和干涉我们在音乐上的创作。

记者：杭盖的音乐是用蒙古族语言表
达的，会不会担心因为语言的不通导致大
家没办法完全理解歌曲？

杭盖乐队：蒙古语对于世界而言是一
种小众语言，十几年来，我们在 60多个国
家进行演出，在国内也演出了很多场，台
下听众大多数都不懂蒙古语，但是他们能
懂得我们的音乐，喜欢我们的音乐，毕竟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只要用心去交流，音
乐是不受语言影响的。

记者：2015 年，杭盖乐队荣获第二届
《中国好歌曲》年度总冠军，这个殊荣给杭
盖乐队带来了哪些改变？

杭盖乐队：可以说是变与不变。变的部
分主要是，过去杭盖乐队主要活跃在国内
部分音乐节，以及一些摇滚乐演出，通过
《中国好歌曲》，让更多观众认识、了解到杭
盖乐队，也让杭盖乐队在国内有了更多演
出的机会。

另一方面，这个冠军对我们也没有
改变，我们一如既往地努力做我们的音
乐，让音乐有更多突破和变化，在《中国
好歌曲》之后乐队基本上没有再参加过
综 艺 节 目 ，只 是 继 续 参 加 国 外 的 音 乐

节，做自己的专辑，在国内举
办自己的演唱会。

记者：杭盖乐队过去是墙内
开花墙外香，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
高，国内知道杭盖的人却少很多，你
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未来的重心会
在国内吗？

杭盖乐队：杭盖乐队刚开始做音乐
时，国内的音乐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十几年前的中国都没几个音乐节，所以我
们经常到国外演出，并获得非常好的影
响。这几年来，国内音乐环境变化很大、
发展很快，新修了不少剧院，多了不少
音乐平台，每到假期就有十几座城市
举办音乐节，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
舞台。

最近几年，我们重心一直
在国内，前年我们组织了几十
场室内巡演，去年跟保利合
作，举办了 40 多场巡回演
出，由于反响非常好，今年又
开了 20 多场。未来，我们会和
更多的国内音乐人合作，继续在
国内各大城市的剧院巡演。

谈发展
《中国好歌曲》冠军让更多人了解杭盖乐队

谈合作
第二次来株洲，这是一座美丽的工业之城

杭盖乐队在神农大剧院激情演唱，给株
洲歌迷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温琳 摄

《遇 见》剧 照 。
演出单位供图

《山灯》剧照。 演出单位供图
《《云阳壮歌云阳壮歌》》剧照剧照。。

演出单位供图演出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