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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晚，由青年指挥
金刚执棒，中国歌剧舞
剧院交响乐团倾情演出
的北京冬奥会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在国图艺
术中心奏响。众多参加
过北京冬奥盛会的运动
员、教练员、志愿者和
来自首都各界的观众们
一起欣赏了此次演出。

　据悉，北京冬奥会交

响组曲《冰雪相约》是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0
年度资助项目，由郑君
胜、郑君利为北京冬奥
会进行创作的交响音乐
作品。作品由五个部分
组成，分别为序曲“冰
雪梦幻”、第一乐章“冰

雪飞舞”、第二乐章“激
情梦想”、第三乐章“冰
雪相约”、终曲“世界
一家”。自从 2022 年 2
月 8 日在北京中山公园
音乐堂首演后，《冰雪
相约》已累计演出五场。

　　整部作品意象丰富、
情感充沛，既气势磅礴、
又浪漫梦幻，组曲通过
宏大的运动时空描述，
用音符描绘运动员们在
比赛中的顽强拼搏。在
作曲和配器上注重技巧
表达，强调视听创新，
音乐语言充满想象。特
别是第三乐章《冰雪相
约》中的《冰墩墩与雪
容融》一曲，当活泼俏皮、

充满童趣的旋律在演奏
者的指间流淌时，冬奥
吉祥物“冰墩墩”与“雪
容融”的形象仿佛就穿
梭在观众席上，嬉戏于
观众身边。
《冰雪相约》主创团队
一年多来对节目不断进
行精工打磨。作曲郑君
利表示，《冰雪相约》
后续将和更多的艺术家
进行合作，加入更多的
民族乐器使之与交响乐
能够深度融合，让作品
更加丰富多元。冬奥交
响未来将在演出传播中
不断发展，充分发挥其
冬奥文化遗产的价值，
用音乐弘扬传播北京“双
奥精神”。

《牡丹亭》编撰地举办汤显祖文化节 擦亮文化“金
名片”

  “汤显祖文化无疑是遂昌一张珍贵
耀眼的‘金名片’，其影响力穿越时空、
跨越国界，已经深深地渗透于遂昌的
城市肌理，融入于遂昌百姓的生活之
中。”4 月 13 日晚，浙江省丽水市遂
昌县委书记胡刚在当地举行的第九届
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节开幕式上说。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430 年
前的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年 )，与英国
莎士比亚“同出其时”的东方戏剧大
师汤显祖在漫长而曲折的流放生涯中，
辗转至遂昌，并在当地写就名著《牡
丹亭》。
   自诞生 400 多年来，《牡丹亭》一
度成为昆剧的代名词。其以积极浪漫
主义的表现方法和曲折离奇的戏剧情
节，表现出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近年来，遂昌依托“汤显祖世界文
化名人、《牡丹亭》世界文化名著、
昆曲世界文化遗产”三大品牌，传承、
弘扬、提升汤显祖文化，已成为全国
纪念汤显祖文化最久、举办汤显祖文
化节最早、出版研究专著最多、申遗

档次最高、运用转化最广的县域。
   记者了解到，本届汤显祖文化节的
最大亮点是由遂昌县委宣传部与上海
昆剧团联合出品的昆曲巅峰之作全本
55 出《牡丹亭》在当地首次上演，为
民众带来三场共八小时的戏曲盛宴。
  “《牡丹亭》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文
学巨著，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能看
到的大多是《游园惊梦》《春香闹学》
这些片段。”昆剧《牡丹亭》导演郭
小男表示，全本演出的意义就在于还
原《牡丹亭》全部的文学指向，“从
而使得汤显祖的精神和他作品的文学
价值在今天得以完整展现，这具有非
常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遂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华介
绍，“今晚上演的《牡丹亭》上本吸
纳了当代艺术元素，以全新视野对传
统文化经典进行重新创作，不仅充分
保留了原著的丰富内涵和人物性格，
做到原著精神的完整解读，还体现了
新颖别致的舞台样式和艺术表达，带
给观众全新的视听享受。”
   另外，本届汤显祖文化节期间还将

举行“班春劝农”典礼、戏曲大师进
校园、文创产品设计、摄影 ( 短视频 )
大赛等活动，着力呈现一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盛会。
   “传承、弘扬、发展汤显祖文化，
既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举

措，也是落实文化强省、文化强国建
设的遂昌实践。”遂昌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潘吉文表示，该县将进一步
深化“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持续
打造新时代汤显祖文化创新高地。

交响组曲《冰雪相约》在京再次奏响

第九届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节开幕式　周健　摄

   4 月 12 至 13 日，凝
聚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
萍多年心血的 2022 版舞
剧《孔雀》将在天津大
剧院歌剧厅上演。该舞
剧由杨丽萍担任总编导，
并力邀著名视觉艺术家
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
全剧汇集了杨丽萍舞蹈
艺术的精粹，是她穷尽
半生功力，对生命的终
极叩问。
   据了解，“孔雀”是
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
塑造的经典舞台形象，
以《雀之灵》为代表的
系列作品，已经达到了
让观众认为“她就是孔
雀，孔雀就是她”的境地。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
杨丽萍是永无止境的，
在拥有了孔雀之“形”，
甚至在拥有了孔雀之
“灵”之后，她依然不
满足，她想讲述更加丰
富、深刻的关于“孔雀”
的故事。于是，2012 年
便有了舞剧《孔雀》，
一经推出，好评如潮，
观者如云。转眼十年，
2022 版舞剧《孔雀》重
装重启，全国首轮巡演
12 地 50 场。
   据悉，在 2022 版舞
剧《孔雀》中，不仅有
更多东方美学融入舞台
艺术创作，杨丽萍更是

把自己定位为“召集者”，
把舞台交给新一代舞者，
让更多的年轻舞者担任
主演，在舞台上发掘自
己的能量，让每位舞者
都有自己的特点。“他
们技术好，舞感好，通
过他们的演绎，相信《孔
雀》比 10 年前更精彩，
也希望通过他们把优秀
的艺术作品流传下去。”
杨丽萍说。
   据介绍，舞剧《孔雀》
的故事围绕生命和爱这
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
用舞台形式演绎人类共
同的情怀，向观众传递
着艺术家个人成长过程
中对艺术和生命的思考
和感悟。剧中的“孔雀”
是鸟，也是人，是有情
世界的芸芸众生。全剧
分春、夏、秋、冬四个
篇章，讲述了一个关于
成长、人性、生命和爱
的故事，以及生命与天
地自然的相互融通，透

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
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
以及对生命和人性的追
问，投射出生活和艺术
交融的人文情怀。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冯双白称舞剧《孔雀》：
“晓畅明了的艺术结构，
氛围浓郁的充满森林呼
吸气息的舞台美术境界，
别出心裁的舞蹈艺术手
段，为观众呈现了一出
由爱生羡、羡生妒、妒
生恨、恨生杀、杀于死，
死而涅槃再生的大自然
悲喜剧。新版《孔雀》
的成功，为中国当代舞
蹈思潮发展史提供了一
个 绝 佳 的 样 本。 ……
2022 年新版舞剧《孔雀》
再次刷新了人们对舞剧
样式的认识，领略了杨
丽萍艺术的巨大魅力。
为中国舞蹈自立于世界
民族艺术之林树立起一
个易于传播的、具有人
类文明交流互鉴意义的
国际性艺术形象。”

汇集杨丽萍舞蹈艺术精粹 新版舞剧《孔
雀》亮相天津

演出现场　王军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