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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 2024 年编剧、导演人才培训班结业

百余件晋国文物亮相兰州：讲述六百年霸
业历史进程

采集万物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
《万物声动》播出

中新网北京 8 月 16
日电 ( 记者 高凯 )16
日，为期三个多月的北
京人艺 2024 年编剧、导
演人才培训班在京举行
结业式。“此次的培训
班让我们更加聚焦青年
人才培养与平台搭建，
我们取得的成果不只是
当下，真正的成果是未
来。”北京人艺院长冯
远征当日表示。

此次培训班是北京
人艺在面向社会广泛征
集的基础上，首次将编
剧、导演人才进行联合
培养的专业培训项目，
汇聚了平均年龄为 28 岁
的十五位青年专业人才。

北京人艺党组书记
王文光、院长冯远征、
党组副书记周彤、副院
长秦新春、副院长张鹏

及北京人艺艺委会专家
代表、教学组成员、全
体学员等共同参加了结
业仪式。

据介绍，此次培训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集中授课，历经 30
天时间，126 个课时的
讲座，由来自北京人艺
院内外的 42 位编剧、
导演、舞美、表演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和评论家
为学员进行专业课程讲
授，并分享宝贵的创作
经验。第二阶段则是艺
术实践，学员们以编剧、
导演组合搭档的方式，
分为四个小组，将学习
到的专业理论付诸实践，
最终在舞台上创排出四
部原创及经典改编作品。
培训过程中，北京人艺
还安排了大量的观摩与

实地采风活动，让学员
们接触到了更多鲜活的
素材。

在结业仪式现场，
培训班班主任吴彤回顾
了教学过程，表达了对
学员们的祝福，希望未
来和学员们相互拥抱、
彼此成就。

“这次的学习跟学
校学习不同，我们更加
强调从实践出发。”北
京人艺创作室负责人、
培训班教学组成员唐烨
介绍道，希望学员们能
够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
和创作方式，学会真正
地走入生活，从生活出
发去进行创作。

据介绍，此次编剧、
导演人才培训班的十五
位学员，最终创作了四
部作品：《忆犹未尽》

《夜班公交 C49》《明天，
再一个明天》《狂人和
卡夫卡们》，并由人艺
的专业演出团队协助学
员们将其搬上北京人艺
小剧场的舞台。

在作品的创作过程
中，北京人艺举全院之
力提供支持，除了教学
组的老师们为作品把脉，
各艺术生产部门也都参
与其中，完成北京人艺
艺术创作的全流程实践。

通 过 密 集 训 练，
十五位学员顺利结业。
冯远征表示，通过这次
培训，不仅让北京人艺
了解了当下青年创作者
的创作状态，也让十五
位学员从中收获了大量
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北
京人艺的艺术标准，这
都为未来的合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三个多
月的学习很密集，相信
经过时间的沉淀，学员
们能从中受益。同时，
北京人艺也通过这次尝
试搭建起了和青年创作
人才之间的桥梁，这会
让未来具有更多可能。”
冯远征说。

冯远征当日在结业
式上祝贺学员们顺利毕

业，并表示希望学员们

带着在人艺的学习收获，

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

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

民生活的优秀作品。不

仅能与人艺有更多合作，

也在自己各自的专业舞

台上发挥更大能量，为

整个话剧行业的发展增

添力量。

中 新 网 兰 州 8 月
18 日 电 ( 记 者 冯 志
军 )“晋国霸业—山西
晋国文物精华展”18 日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开
展。包括“河汾骄子”“争
霸春秋”“余烈三晋”
三个单元的展览，精选
晋国文物青铜器礼乐
器、 车 马 器、 兵 器 等
157 件 ( 组 )( 其中一级
文物39件 )，展示从“桐
叶封弟”到“三家分晋”
的六百年晋国霸业历史
进程以及中国古代辉煌
灿烂的青铜文化。

山西博物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赵志明说，
该展览 150 余件组展品
以青铜器为主，包括了
20 世纪以来山西的许多
重要考古新发现，如：
晋侯墓地、大河口、横
水、永凝堡等出土精
品。展览循历史文脉，
荟三晋珍粹，以物证史，
展现两周时期的政权演
替、制度变迁、列国交
往、社会变革和文化艺
术创造。

赵志明表示，此次

展览还以史启思，展现
晋与三晋八百年进程对
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发
展的巨大作用和突出贡
献；以史铸魂，揭示晋
文化所蕴含的兼容并
蓄、开拓进取、勇于创
新的中国精神。

“书契之用，自刻
画始。简牍与青铜器同
为古代文字载体，一笔
一画中所铭刻的皆是岁
月留痕。”甘肃简牍博
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
晋陇自古以来便有着秦
晋之好的历史渊源，春
秋之际，晋、秦两国激
荡相遇，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历史篇章。秦晋文
化汇聚交流，共同承续
了中华文明丰富生动的

历史记忆。

晋侯墓地出土猪尊，

绛县横水墓地出土“楚

公逆”铜短剑，晋文公

给长女陪嫁的媵器晋公

盘，手书真迹的盟誓资

料《侯马盟书》……朱

建军说，本次展览以青

铜器为大宗，是山西地

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的

一次集中亮相，充分展

现晋国青铜铸造技艺的

侯马陶范，吴王僚自用

的王子于戈等多件重磅

明星展品，堪称一场内

涵丰富、底蕴深厚的文

化盛筵。

朱建军表示，甘肃

文化遗存璀璨丰富，汉

塞边关出土的数万枚简

牍，记录了 2000 多年前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

一枚枚汉简封存了历史

记忆，复原了鲜活故事。

作为西北简牍的传承者

和守护者，甘肃简牍博

物馆不仅要让其他地区

的优秀文物“走进来”，

更要推动甘肃省珍贵的

文化宝藏简牍“走出

去”，更好地讲好甘肃

故事。

中新网北京 8 月 16
日电 ( 记者 高凯 )8 月
15 日是全国生态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
道创新节目《万物声动》
正式播出，节目来到了
赤峰市，采用纪实自然
场景拍摄、自然声音与
音乐融合创作的方式，
唤醒无数观众与网友的
情感共鸣。

节目中，由主持人
龚韵熹、钢琴演奏者万
捷旎、音乐人赵鹏、旅
行达人高旻组成的“声
动小队”去到赤峰，倾
听簌簌风声，在潋滟湖
光边偶遇飞鸟与鱼，在
广袤沙漠里细听沙底脉
动，在自然天地间收集
万籁之音。骆驼踩沙、
马蹄阵阵、树叶飘落、
鸿雁鸣啼 ...... 通过与
自然对话，与万物共鸣，
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融合之美。

无论是草原上风吹
过摇曳的一草一叶，或
是大漠里风卷云舒下的
鸣沙驼铃，或是湖泊里
鱼翔浅底的潺动，自然
界这些神奇又曼妙的天
籁之音，也激发着“声
动小队”的创作灵感，
深入地去感受赤峰脚下
的这片土地，感受这里
蓝天草原的肌理与呼吸。

钢琴演奏者万捷旎
在赤峰乌兰布统景区的
“一棵树”上演奏舒曼
的《梦幻曲》，将树叶
婆娑的声音融入在乐章
里，听每一座山丘山脉

自己的故事。音乐人赵
鹏将风吹动琴弦所产生
的共鸣之音，融入到歌
曲里，吉他声响起，沙
静默，湖不语。一声起，
百声和。万籁回响，万
物相生。带领观众感受
赤峰沙中有湖、湖中有
岛、岛上有草、草中有
鸟的奇特沙湖景观。

赤峰，地形地貌复
杂多样，层峦叠嶂，丘
陵起伏，峡谷相间，沟
壑纵横，有着“七山一
水二分田”之称，山峰、
沙漠、草原、森林、珍
稀动植物等地貌特征一
应俱全。通过这一期的
节目，观众看到了“万
物声动”的“万物”来
源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
地貌、鸟兽虫鱼的嬉闹、
人们保护生态的样貌以
及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妙。

大自然赋予了赤峰
多彩的声音，而为了让
观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
体验“声动小队”采集

到的每一种声音的故事，

真正做到“寂静之中，

万籁俱寂；心动之时，

万象呼应”，《万物声动》

节目组联合总台技术局，

运用“4K+ 双耳渲染三

维菁彩声”的制作方式

带领观众沉浸式聆听赤

峰的声音。

三维菁彩声技术其

实对大众来说已不是一

个陌生的概念，据介绍，

此次《万物声动》节目

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

三维声技术，与原来的

立体声或环绕声相比，

三维菁彩声增加了上方

声道，使声音更具空间

感和方位感，能够高度

还原再现现实世界的声

音环境，让人仿若置身

现场。节目画面呈现上，

则既有宏观的鸿雁翱翔

天际的画面视角，更有

微观的虫鸣呢喃的自然

呈现，每一幅都呈现出

壁纸般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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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至 11 月 1 日，“晋国霸业—山西晋国文物
精华展”将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一层 1 号展厅举办。
图为展览现场。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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