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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这样炼成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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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大
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在国家体
育场盛大举行。

120分钟，21个节目，近8000
名演员。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精
美绝伦、流光溢彩、荡魄摄魂、震
撼寰宇……演出中，约2万名观众
时而掌声雷动，时而热泪盈眶。这
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缘何具有
如此大的魅力？在这台演出的创
排和演出过程中，又有哪些令主
创和演员难以忘怀的故事？

科技与艺术结合
让观众走进“时空隧道”

2020年3月，陈维亚、朱海等
接到创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文艺演出的任务。创作团
队随即成立，陈维亚任总导演，朱
海任总撰稿。

中国共产党100年的辉煌历
程该如何表现？主创们把北京能
做大型演出的地方过了一遍，设
计出各种方案，有北京工人体育
场版、天安门广场版、人民大会
堂版，甚至还有长城版，最后综
合考虑，选择了国家体育场版的
方案。“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
有艰难、有曲折，有成功、有辉
煌，这个过程是一部伟大的史
诗。只有史诗的形式才能更好地
表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辉煌百
年。”朱海说，“为此，从文学台本
到情景结构，我们都是按照史诗
的标准打造的。”

为了让观众走进“时空隧
道”，亲身感受党的百年辉煌，主
创团队利用国家体育场的环形

结构和整体搭建的立体舞台，为
观众带来全方位、多角度、沉浸
式的观赏空间。歌、舞、诗、剧等
艺术表演形式被统合于“情景”
的营造之下，突出了宏大演艺时
空的“代入感”。

矗立在舞台上的几块高清
LED屏是营造“情景”的重要道
具。舞台后方的主屏29.5米宽，立
起来足有10层楼那么高，长174
米。另外还有四块辅屏和一块在
地上使用时可以翻起来的翻屏。
几块屏幕的总面积达8000多平
方米。主创团队透露，如此大的屏
幕，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被使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珍贵的
影像片段、演员们在现场还原党
史上重大事件的情景表演，交替
在屏幕上呈现。演出副总导演田
沁鑫介绍，摄像机在现场多机位
多角度拍摄的内容实现了即时
拍摄、即时剪辑和现场投放播
出，“这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
一次重大创新，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水平”。

在演员们的倾情表演和科技
手段的强力支撑下，中国共产党
成立、秋收起义、长征、开国大典、
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
放、经济特区建立、香港澳门回
归、北京奥运、脱贫攻坚、抗击疫
情等百年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一

“重现”在观众面前。可视、可触、
可感、可听的情景再现，让观众完
成了对百年党史的“亲身经历”。

只有了解党史
才能更好地进行艺术表现

排练场有两个，国家体育场

是A场地，B场地位于北京北郊，
是过去多次阅兵用作训练的“阅
兵村”。从今年4月1日到5月中
旬，全体演职人员一直在“阅兵
村”全封闭排练。出于防疫需要，
所有演职人员的活动都采取闭环
管理，每天活动的路线是“从酒店
到排练场，再从排练场到酒店”。
另外，还需要每两天做一次核酸
检测。

排练场是露天的。那里处于
风口，七八级的大风经常把舞蹈
演员吹得无法转身、下腰完成动
作；紫外线也很强烈，很多演员都
被晒得脱了皮。中央芭蕾舞团演
员张剑打趣地说：“我和同事都快
被晒成了‘黑天鹅’。”很多90后、
00后演员刚进驻“阅兵村”时兴高
采烈，但在封闭的环境中没有电
视、没有娱乐活动，时间久了，开
始感到单调、乏味。

在陈维亚看来，最大的挑战
还不是这些，而是如何让占总人
数一半的90后、00后演员了解党
史——只有了解了才能更好地进
行艺术表现。演员们每天在“阅兵
村”的排练生活是从早晨升国旗
开始的。总导演、副总导演、各篇
章的执行导演，轮流给年轻演员
们上党课，讲党的历史。渐渐地，
年轻人的思想转变了过来，不管
有没有自己的节目，每天都会按
时到排练场，没有自己的节目时，
就静静地在那里看别人表演。

“从‘阅兵村’出来，那些孩子
虽然‘脱了一层皮’，但一个个俨然
都变成了‘抗大战士’。”朱海说，

“经过这么一番磨炼，不仅排练出
《伟大征程》这样一台节目，从更长
远的角度看，也为中国文艺界储备

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导演。”

经受心灵洗礼
情到真时自动人

接到主创团队邀约加盟《伟
大征程》的电话时，于和伟正在一
个剧组拍戏。剧组的制片人和导
演只对他说了一句：“你去吧，这
边的事情我们想办法处理。”第二
天，于和伟拎着行李就赶到了“阅
兵村”。

跟于和伟一样，很多演员接
到通知后，都马上推掉手头工作
第一时间赶到排练场。成龙、陈道
明、陈宝国、张国立、刘佩琦、何
冰、张嘉益、吴刚、胡歌、海清、佟
丽娅、刘涛、宋佳、黄轩、韩红、雷
佳、孙楠、谭维维、韩雪、孟广禄、
黄豆豆……正如张国立所言，大
半个文艺界在《伟大征程》的舞台
上相遇了。

整个演出团队，年龄最大的
是73岁的京剧演员赵葆秀，最小
的是7岁的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
族女孩马杰英。

为了让节目内容满足不同年
龄段观众的审美需求，主创团队
把所有节目都设计成了开放式的
结构，以加强跟观众的互动交流。

“每个年龄层的观众，都能从中找
到对百年党史的认知点、动情
点。”朱海说。

不同于拍摄影视剧，《伟大征
程》的舞台上没有“主角”。无论

“明星”，还是“大腕”，在这个舞台
上，有的只唱几句歌，有的只露一
下脸，有的只是在舞台上跑两圈
的“群众演员”，但“所有演员到这
里都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

66岁的张国立，曾参加过多
次大型主题文艺晚会的创排。他本
以为自己“见多识广”，应该有较强
的情绪控制力。可在排练中，每次
看到台上的场景，他的眼泪总会不
由自主地流下来。于和伟在开场
《启航》篇的戏剧表演中饰演陈独
秀，把观众带到了那个“觉醒年
代”。从排练到表演，他的眼中总是
闪烁着泪花。在情景交响歌舞《人
民至上》中，当“抗击疫情”等场景
再现时，表演该节目的万茜、刘佩
琦等演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任泪水横流。排练和演出中，没
流过泪的演员不多。“这些真不是
表演。”张国立说，“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历史，在我们心里激起了一种
情感，所有人都经受了一次心灵的
洗礼，一切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完全不用演。”

情到真时自动人。有了这样
的内容，有了这样的演员，观看
《伟大征程》的观众热泪盈眶也就
不难理解了。

6月 25日晚，演出进行全要
素彩排。节目演到一半，突然下起
瓢泼大雨。演员们没有停下来，而
是在大雨中完成了情景舞蹈《党
旗在我心中》的表演，再现了汶川
地震山崩地裂的危情时刻，党领
导人民抗震救灾的震撼场景。身
着迷彩服的演员们，浑身上下完
全湿透，雨水、泪水、汗水交织在
一起，最后他们像一个个雕塑立
在了舞台上。看到这一切，负责现
场指挥调度的一位工作人员眼睛
湿润了，他竖起大拇指，对身边人
说：“咱们国家的文艺工作者是好
样的！”

（《光明日报》韩业庭）

芙蕖出渌波芙蕖出渌波 李陶李陶 摄摄

在“云游非遗·
影 像 展 ”上 ，新 鲜

“玩法”解锁中国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之
美；在“百年百艺·
薪火相传”中国传
统工艺邀请展上，
观众近距离感受非
遗 文 化 的 魅 力 ；
7000 余 家 非 遗 店
铺、6 万余种非遗产
品参与线上线下销
售 活 动 …… 前 不
久，以“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为主题，
各项非遗展示体验
活动纷纷开展，非
遗 变 得 更 加 触 手
可及。

近 年 来 ，从 赫
哲族伊玛堪说唱到
古典民族史诗《格
萨（斯）尔》说唱，从
西湖边的绿茶制作
工艺到潮绣、潮瓷、
潮剧和工夫茶，从海南黎锦到青藏
高原的编织藏毯……丰富多彩的
非遗与现代生活相融相通，成为文
旅消费的“新秀”、群众欢迎的“潮
流”。巧夺天工的匠心之作引得观
众连连惊叹，世代传承的古老技艺
赢得广阔市场，淳朴丰富的民俗节
庆留住心中乡愁，非遗展现着中华
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更在创新中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
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着
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继往开来，需
要进行系统性保护、传承与发展。
不久前，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一批具
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的非遗项目列入了名录予以保护。
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的制作技艺

“榜上有名”，让不少人感慨，从小
吃到大的家乡口味就是“身边的非
遗”。截至目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已达1557项。我国已建立起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
级的名录体系，共认定非遗代表性
项目10万余项。这既是非遗代表性
项目名录体系建设的成果，也是中
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
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
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
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非遗从来
不是孤芳自赏的“老物件”，不是华
丽空洞的“招牌”，而是祖祖辈辈留
下来的智慧结晶，是有生命力的

“活化石”，是可见、可亲、可参与的
现实生活。非遗的每一次精彩亮
相、每一次引人瞩目，既是人们对
技艺之美、匠心之美的再认识，对
传统之美、生活之美的再感知，也
是感悟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
过程。

非遗“活”起来、“火”起来，正
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生动映照。“非遗进校园”

“非遗进景区”“非遗购物节”等活
动广泛开展；文旅部在国家级贫困
县设立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成为
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在
一些地方，非遗保护被写入村规民
约，助力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
非遗从田野巷陌中“走出来”，传承
与发展的生命力就蕴藏在人们的
看见、了解与热爱中。这些启示我
们，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才
能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惠
益人民福祉。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
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不久前，文旅部发布了《“十四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
确了加强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
加强非遗项目保护等6个方面主要
任务。让更多璀璨明珠照亮前进征
程，让凝聚在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深
处的自信化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必将
更加豪迈。

黄瓜原名叫胡瓜，传说是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
的。胡瓜更名为黄瓜，始于
后赵。

犹记得我小时候，觉得黄瓜
直接啃着吃是最有味的。和几
个同伴一起放牛时，每当渴了、
饿了，就去摘黄瓜吃。为了不被
父母发现我们在偷懒，常常派
一个机灵点的小孩“潜伏”到自
家的黄瓜架下，扭几根又壮又
绿的黄瓜下来，飞快地跑回来

分着吃。用手搓掉新鲜黄瓜上
的小刺，“咔嚓”一口，清凉脆香
的味道在嘴里漾开。如今，那
分享的快乐、黄瓜的清甜，却成
为儿时最清晰、最灵动的回
忆了。

现在，每当夏日酷暑时，我
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拍黄
瓜。母亲总是将黄瓜一刀拍碎，
这样拍的黄瓜边角不规则，味
道入得透，吃起来最爽最脆，瓜
肉感十足。拍碎黄瓜后，再拍些

蒜瓣，随后加盐、白糖、麻油、酱
油、醋，搅拌腌渍一会儿即可，
食用时若撒些香菜或荆芥叶则
风味更佳。

黄瓜的吃法很多，炒、炝、
凉拌，煲汤等等，无不各具特
色。夏日里，妻子喜欢将黄瓜打
成汁，加糖或蜂蜜，冰镇后，当
饮料喝。一小杯淡绿色的黄瓜
汁入口，清凉、甘甜，只感觉暑
气顿消，快意无穷。黄瓜还成了
妻子的美容佳品，每每下班后

就躺在床上捣鼓黄瓜切片，脸
上贴几片、脖子上贴几片，十几
分钟后，她得意地称，脸真的

“水灵灵”了。
黄瓜，身处红尘，任人宠

辱，不媚不扬，始终带着脆生生
的甜，滋润着我们柴米油盐酿
成的烟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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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黄瓜
乔兆军

八角楼上的油灯等21组
革命文物亮相国家大剧院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
张漫子）毛泽东在八角楼用过的油
灯、白求恩的病床日记、罗广斌和
战友在狱中制作的五星红旗、开国
大典上由毛主席按电钮升起的新
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我国近
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21组文
物近日亮相国家大剧院东展览厅，
以“不忘来时路 永远跟党走——
讲述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主题展
的形式，讲述革命中的感人故事，
展现红色征程背后的革命精神。

主办方介绍，展览分为“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
流”“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全民
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四部
分，采用实体文物、图片视频、油画
雕塑、VR等展示手段，重点挖掘
21组革命文物背后蕴含的故事，
体现中国共产党红色征程背后的
革命精神。

走进展厅，陈望道首译的《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和毛泽东曾
在八角楼用过的油灯，格外引人注
目。夏明翰烈士生前写给亲人的三
封家书，彰显革命英雄坚持信仰、
无畏生死的伟大精神。展览还展出
了李大钊狱中亲笔自述的复制件，
在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传播
马克思主义、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
经历，抒发了一个革命者高尚的
情怀。

此外，有两面红旗虽不是首次
向公众亮相，但也吸引了观众的目
光。原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的一面红旗，是由《红岩》作者罗
广斌在白公馆监狱中和狱友一起
制作的。另一处展柜内放置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由毛
主席按电钮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
五星红旗。

此次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国家大剧院、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联合举办，将持续至8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