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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2日晚，国家京剧院一团
在山西大剧院为省城观众献上了经典
传统京剧《龙凤呈祥》和《凤还巢》。此
次演出，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
智、李胜素领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经典大戏《龙凤呈祥》是久演不衰
的“三国戏”之一，是一部祥瑞圆满的吉
庆戏，深受观众喜爱。此次的演出阵容
超强，于魁智、李胜素等人惊艳开唱，京
韵悠长，声声入耳，让观众近距离感受
到了京剧的魅力。

《凤还巢》是梅兰芳先生十分钟爱
的作品，也是“梅派”的代表作之一。
故事以“传奇”和“诙谐”著称，讲述了
一对男女本应是天作之合，奈何命运
无常，阴差阳错间，成就了两对姻缘，
令人拍案叫绝。该剧有着浓郁的古典
喜剧色彩，充满观赏性与趣味性，是一
部适合逢年过节全家老少一起观看的
京剧佳作。 （田 璐）

京剧名角领衔主演

《龙凤呈祥》《凤还巢》精彩上演

“大花生是小仁仁，小花生是
么仁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太原莲花落的乡音乡情，
早已烙印在老太原人的心中。

10月28日、29日，首部太原莲
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在太原
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相比我们耳
熟能详的莲花落小段而言，这样一
部以传统曲艺为主要表演形式的
舞台剧开创了太原莲花落新历史。

小段子成了大剧目
小曲艺走上大舞台

首部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
浪浪许家》由中共太原市委宣传
部、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太
原广播电视台、太原市歌舞杂技
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是第一部
讲述太原城市变迁的舞台剧，太
原人在台下看舞台上的演员用太
原话讲述太原事，堪称是一次绝
妙的人生体验。

该剧的主创团队是一大亮
点，导演是大同数来宝创始人，我
省曲艺名家、曲艺作家柴京云先
生，领衔主演是大同数来宝创始
人，我省曲艺名家、山西省曲艺家
协会主席柴京海先生，编剧是太
原莲花落传承人、中国曲艺最高
奖“牡丹奖”获得者王名乐，演员
大都是我省曲艺演员和话剧演
员，可以说是一部舞台剧联动了
山西大多数知名曲艺人。

“太原莲花落从创建到传承，
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但相比很多
曲种来说，传播范围不广，还是在
戏曲园子里说的多，作为新时代

的传承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把这
门艺术推广出去，在创新的基础
上更好地传承。”提及该剧的创作
初衷，太原莲花落传承人王名乐
娓娓道来，“上世纪 80 年代，师父
曹强先生口吐莲花，使得太原莲
花落迎来自己的辉煌，那么在传
统文化焕发新生的当下，太原莲
花落也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我们
能从戏曲园子走上大舞台，这也
是一种传承和发展。”

为了精益求精，打造一台真
正的莲花落舞台剧，王名乐找到
了在山西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大
同数来宝创始人柴京云、柴京海，

“大同数来宝与太原莲花落，属于
一个曲种的不同分支，不仅在大

同、全省、全国有稳定的观看群
体，甚至走出了国门，所以我想请
两位老师一起加盟，为这部舞台
剧出谋划策。”接到王名乐的邀约
后，柴氏兄弟毫不推辞，立即从大
同来到太原，仔细推敲这部剧。
从剧中的每个小包袱，到演员的
演绎，两位老师都精心打磨，在他
们身上，完美诠释了“戏比天大”
的曲艺精神。

其实，曲艺人身上大都有“江
湖”的成分。听到太原莲花落要拍
舞台剧后，山西曲艺圈也热闹了起
来，很多相声演员以及学习过太原
莲花落的演员纷纷要求加盟，想着
为太原本土的传统曲艺尽自己的
一份力，这或许就是太原莲花落的

魅力，当然，也代表着曲艺人传承
传统文化义无反顾的一份心意。

借着古建说太原
“合浪浪”里故事多

唐风晋韵，锦绣太原。太原作
为山西省的省会，拥有 2500 多年
的建城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曾经有很多知名专家学者因为仰
慕而踏上这片土地。比如，著名建
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就曾
在太原的土地上实地探访了多座古
建筑，从晋祠到双塔，将锦绣太原城
的美景尽收眼底，传扬于世。

王名乐就是以这段故事为创
作背景，创作出了《合浪浪许家》的

故事。作为一名曲艺人，王名乐此
前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山西古建的
概况。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
一则报道，讲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
因夫妇在太原探访古建的故事：在
太原，梁、林二人登上了凌霄双塔，
林徽因看到城内一湖的水面犹如
天然巨镜，便问向导：“城里的湖名
叫什么？”“文瀛湖。”向导回答道。
林徽因说：“湖水多像一方砚台呀，
我所站的塔便是两支毛笔，所以太
原迭出英才耀文峰……”向导说：

“梁夫人，当地人也称这里的景致
是‘文笔双峰’。建塔之意也是‘开
山川之形胜，创文运之兴盛’。”

就是这则报道，让王名乐内
心火热，心潮澎湃，有了创作的冲
动。“作为太原人，作为太原莲花
落传承人，就要借着太原说太原，
讲 述 家 乡 之 美 ，讲 述 家 乡 之 变
化。”王明乐说。于是，《合浪浪许
家》应运而生。

“合浪浪”是太原方言，指的就
是“小街巷”，王名乐就是以太原巷
子里一户许姓人家的故事为线索
展开的，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太
原讲起，一直到今天的新太原，太
原这座城市的变化，也随着剧中家
庭的变化而变化。剧里有情怀，有
回忆，有笑点，有泪点，从这部剧里
你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变
迁，这一户许姓人家，是你家，是我
家，是城市生活中看似平凡的每一
户人家……

演出现场，效果极好，掌声此
起彼伏，笑声不绝于耳，那些曾经
熟悉却又离我们远去的太原话，铺
天盖地而来，让观众笑中有泪、泪
中带笑。“我们希望随着这部剧的
推出，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太原、了
解太原莲花落，为山西曲艺的振兴
和再现“锦绣太原城”的宏伟目标
贡献一份艺术力量。”王明乐说。

首部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亮相舞台

小曲艺走上大舞台
本报记者 王 媛

文化重磅

在2021中国黄山书会开幕当天，11
月5日上午，“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红色银行》新书发布暨读者
分享会在合肥市举行。

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
占文首先代表出版方做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他高度赞扬了该书的出版是为广
大读者认识银行业发展的红色基因、为
传承与发扬红色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读本。

分享会上，该书作者山西文学院院
长张卫平和著名作家季宇分别从创作
和评论的角度，分享了该书背后的故
事。现场掌声不断，气氛踊跃而热烈。
分享会现场，出版方还向30余家金融机
构赠阅了该书。 （李 强）

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红色银行》新书发布会在合肥举行

文化资讯

38 年扎根考古基层，坚守初
心，不负热爱，他就是我省知名考
古学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田建文。今年9月10日，山西省文
物局下发《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
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要
求学习田建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
念”“甘于奉献的考古情怀”“精益
求精的治学精神”“乐观豁达的生
活态度”。

11 月 3 日，由山西省文物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守望田
野”——田建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会在山西博物院举行，来自省城文
博系统的工作者悉数到场，在感动
中寻求初心，凝聚干事创业能量，

推进新时代山西文物工作的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

本次宣讲报告会采用“报告＋
访谈”形式，以报告为主体，以差异
化求效果，避免单调说教，突出短
平快特色，即每人通过短短8分钟
左右的主题讲述，辅之以相关视
频、节目等多元表达，增强讲述的
生动性和感染力，让整场报告会变
得更丰满、更动人，从而达到主题
鲜明、总体连贯、呈现完美的效果。

报告会由立志、坚守、攀登、情
趣四个部分组成，并通过不同内容
关键词串联进行，让田建文的形象
和事迹更加立体起来，而这一个个
关键词，也让人记忆深刻，了解到

了宣讲台上的田建文，在平凡中的
坚守和不平凡之处。

报告会开场，率先播放了短
片《田建文的一天》，片子以时间
为序，从天边的一抹曙光到深夜
的灯光熄灭，田建文奔波于各个
工作场所，再现其充实而忙碌的
一天。镜头朴实无华，没有画外
解说，在报告会开始就给受众一
个直观的人物感受，收到无声胜
有声的效果。在随后的报告会
中，由田建文以及他的爱人、同事
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讲述
其创下的不平凡事迹。

在“立志篇”中，重点讲述了田
建文从15岁上大学到大学毕业参
加工作的故事，讲述了这位北大才
子，坚决选择考古这个“冷门”行业
的故事。在该篇中，田建文率先开
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其朴实
的话语中有很多关键词，比如“小
才子”“三连弃”，他用最简洁的语
言，概述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以及
来到考古工地的始末。那个轻狂

少年，放弃了北京户口，毅然回到
侯马考古工作站，一门心思扎根
田野。对于荣誉，田建文并未提
及，他讲述的，只是他对考古事业
浓浓的热爱，令现场听众无不动
容。在“坚守篇”中，田建文的挚
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薛新
明登场，重点讲述了他和田建文的
故事，尤其是田建文在遭遇车祸后
三次开颅、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仍
抱定信念、矢志不渝回到考古工地
的故事。作为一同参加工作，并为考
古事业携手奋战38年的好友，用“生
死劫”“守墓人”这两个关键词，道尽
了田建文身患残疾，却毅然回到田
野的“心酸”。在“耕耘篇”中，山西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林中作为
代表发言，他重点讲述了田建文高
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田野考古
栉风沐雨、青山踏遍，在学术研究上
刻苦钻研、成就显著的故事，也恰
恰印证了在考古道路上，田建文
如苦行僧一般，一直坚守着，从未
放弃。第四位上场的宣讲人是山

西师范大学博物馆馆长畅海桦，他
的关键词是“领路人”，讲述了田建
文在考古学术道路上，对于青年学
子的扶持和关爱，言语中，道尽了
考古人追求学问的严谨和执着。

在“情趣篇”中，田建文的夫
人通过视频，跟大家再现其日常
生活中的本真和质朴，其中有两
个关键词很接地气，“军挎包”和

“打油诗”。军挎包是田建文生活
中的标配，彰显了农家子弟的朴
实本色；而打油诗，则反映了田建
文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考古专
家的形象也变得更接地气，更充
满了生活气息。在对田建文夫人
的采访中，她特意提到了田建文
与老师张忠培先生的故事，动情
之处，让人泪目。而这些最质朴
纯真的感情，恰恰就是最真实的
考古人所拥有的。

报告会最后，一段深情的诗朗
诵，让听众回望了以田建文为代表
的考古人的人生之路，寥寥数语间，
诉说了无限深情，令人回味难忘。

北大才子执着考古“守望田野”
——田建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 媛

11 月 5 日—7 日每晚 7 点 30 分，原
创经典荒诞喜剧《我不是李白》在山西
龙城实验剧场上演，荒诞的情节、搞笑
的故事，引发现场观众阵阵笑声。

《我不是李白》是盟邦文化创立之
初的首部招牌作品，讲述了一个发生
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爱情故事：自诩“李
白”的男主人公活在人生的挣扎中，最
终在“护士”身份的女主人公的鼓励
下获得幸福快乐的人生。

该剧的表演形式让观众耳目一
新，它将歌、舞、贯口等各种舞台艺术
形式融入话剧中，在视觉和听觉上带
给观众巨大的冲击力。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龙城剧场空间虽小，但形式多
变，利用所有可用空间，演员经常会出
其不意从不同背景板中出来，对于这
种精巧的设置，让现场看戏的观众赞
叹不已。

常看“龙城剧场”出品的舞台剧，
都会被其作品中饱含时代文化价值，
颂扬时代经典精神的温暖力量所感
染，观众在《如果，我不是我》（龙城版）

《悟空》《大头兵》等经典剧目嬉笑怒骂
间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

“龙城剧场”掌门人乔芳女士曾说
过：“龙城剧场做戏，一定是要尊重艺
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并将社会责任感
和人性真善美和谐地统一起来，让艺
术成为时代前进的火炬和号角，让观
众和我们一起沉潜于情感的体验之
中，受到感动，得到启发。”

此次复排大戏《我不是李白》，乔
芳表示：“我们的戏不是专门针对某一
类人群创作的，而是希望做到老少皆
宜、众口‘可’调，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
是可以让观众接受并留下印象的。《我
不是李白》做到了这一点，首演至今，
足迹遍布祖国 50 多个城市，观演人数
数十万，上到耄耋老人，下到青年才
俊，都对此剧喜爱有加。此次演出前，
该剧虽然没有做大规模的宣传，但是凭
借此前累积的口碑，很多观众从大麦网
上看到演出信息之后，主动购票前来观
看。所以我相信《我不是李白》很容易
与观众产生共鸣，并通过‘龙城剧场’独
有的艺术感染力将人性的真善美传扬
出去。” 本报记者 王 媛

原创经典荒诞喜剧

《我不是李白》在太原上演

特别关注

运城市博物馆运城市博物馆““西阴文化展西阴文化展””吸引观众驻足欣赏研究吸引观众驻足欣赏研究。。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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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声光影完美融合的
感官世界，这也是一场音乐与自
然交互的先锋艺术之旅。10月29
日，《15°——万捷旎的钢琴与数
字印象》在山西保利大剧院上演，

“95后”钢琴艺术家万捷旎在演绎
古典乐曲的同时，与视觉化的数
字影像完美结合，带来一场沉浸
式音乐会，亦如天籁之音，亦如科
幻大片。

一边是钢琴家用双手敲打键
盘的曼妙之音，一边是影像巨幕
中星光点点……以往的钢琴演奏
会，观众听到的大多是以某位大
师音乐篇幅为代表的作品，而万
捷旎的钢琴演奏会则不同，是以

“四季”为线索，串联起整场演
奏。比如，关于春天的乐曲，先弹
奏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春之
歌》，随后弹奏中国音乐家孙以强
创作的《春舞》。同样，在其他季
节篇目的演奏中，也会带来中西
方不同艺术家所创作的关于季节
的乐曲，或炫目，或委婉，或灿烂，
或凄美……中西方乐曲的碰撞在
此刻凝聚，带给听众一场视听盛
宴。

“为何会有这样的创意呢？
好像很少有艺术家去这么设计。”
万捷旎说，“这么多年，我一直留
学在外，在国外待得越久，就越想
念祖国，而且我一直非常喜欢中

国传统文化，就想着从传统文化
着手，来一次中西文化的交流。”

由万捷旎领衔的这场先锋跨
界艺术之旅，在全国十座城市巡
演，首站从上海出发，太原是其中
一场。目前巡演音乐会已经进行
到一半了，万捷旎看到了观众对
古典音乐新形式的一个感受，同
时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去尝试突破，完成一场与数字媒
体艺术家联动的音乐会。

说到这次音乐会名字的由
来，万捷旎说这个名称是来源于
太阳的运动轨迹——每15°为一
个节气，通过数字和节气，与传统
文化做一个融合，15°在音乐里

面是两个八度。
用钢琴唤醒四季，用钢琴链

接中西乐曲。每一个细小的设
计，都源自于万捷旎对钢琴和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当然，惊喜
还不仅仅于此。本场演奏会最大
的惊喜，就是“可视”感。当万捷
旎敲击着黑白键时，舞台屏幕上
的画风突然呈现，在《春之歌》的
旋律中，以多媒体动画模拟的植
物在一点点生根、发芽，而它生长
的脉动和音乐的节奏紧紧连在一
起，让人顿觉声景相融的感官意
境是如此美好，也会感知音乐中
每一个音符的力量。

万捷旎说，舞台上的数字多

媒体呈现，是由同济大学设计创
意学院团队完成的，数字艺术家
们通过动作捕捉、交互式动画、
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每一首乐曲
量身定做视觉化表现，以视觉联
动听觉，延续传递音乐蕴含的情
感，带来“沉浸”而“可见”的音乐
感受。据数字多媒体团队的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新媒体动画
的生成过程中，数字艺术家先要
提取自然节气中的一系列参数，
包括不同季节的气温、天气变
化，不同植物的花期等信息，自
然的数据影响和构筑了视觉内
容，包括舞台中舞动着的光影幻
象。从数据采集，到最终与钢琴
演绎的融合，这个过程持续有一
年之久。

演奏现场，舞台上也营造了
一个童话般的梦境，舞台上的万
捷旎翩翩起舞，而大屏幕中却有
一个虚拟的女生，坐在钢琴前，悠
扬地弹奏着一个个音符，每一个
指尖的跳跃，都充满着灵动感，让
观众叹为观止。

一边是钢琴家用双手敲打键盘的曼妙之音，一边是影像巨幕中星光点点……

“95后”钢琴才女太原奏响四季乐曲
本报记者 王 媛

首部太原莲花落轻喜剧首部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合浪浪许家》》剧照剧照。。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3838年扎根考古基层的田建文在考古现场年扎根考古基层的田建文在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