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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现，黄继光“活”了！

作为黄继光的饰演者，天津市政
协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在
谢幕时红了眼眶。

“我是为英雄落泪！”他轻声感
慨，“20岁，多么年轻的生命，多么
美好的年华，他甘愿为维护祖国的利
益而舍生忘死。我从军、从艺几十
年，在饰演这位英雄人物时，更为他
的精神感动。”

作为一部红色题材的经典歌剧，
《同心结》创作于1981年，由田川、
任萍担任编剧，黄庆和、王云之、刘
易民作曲，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歌剧团首演。它以抗美援朝战争为
背景，以红色的“同心结”贯穿始
终，以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光辉事迹
为主线，描述了黄继光及其战友们，
与朝鲜人民如何在反侵略斗争中用鲜
血凝结起战斗友谊，歌颂了革命的英
雄主义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
我们希望用这部剧来纪念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王宏伟说，为了更符合时代
的表达，他们在此次复排中对剧情、台
词、音乐等方面作了较多调整。

“故事结尾时，人们看到黄继光
‘再现’，就是新增的情节。妈妈希望
看到儿子归来，祖国希望英雄凯旋，
观众更希望黄继光活着，所以导演组
作了大胆改编，以突出这种真实而热
烈的情感。”王宏伟说，再如第二幕
黄继光负伤时，演唱的那首《抬头仰
望夜黑的天》，也是在原有歌词的基
础上重新调整、加工、创编的。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邱少云的
故事、看着王成的电影、感受着黄继
光的精神长大的，对英雄的崇敬由心
底升腾。”身为一位“60后”，天津
市政协常委、天津音乐学院演艺中心
主任李清资对此次复排充满感情。

“彩排时，每每看到第五幕，我都
要迅速离场，不然会抑制不住地落泪。
如今，我看到剧场的很多观众都‘泪
奔’了，英雄的精神感动了所有人！我
想，这也彰显了这部经典剧作复排的意
义。”李清资说。

“演的是兵，就要有兵的样子！”

令观众惊喜的是，台上80人的青
年交响乐团和110人的青年合唱团，全
部由天津音乐学院师生班底组成。青春
蓬勃的演出团队、多艺术元素的创新搭
配、技术与内容的有效结合，为传统的
英雄叙事赋予了新的艺术样貌。

“你们穿上军装，就是军人。你们演
的是兵，唱的是兵，就要有兵的样子、兵
的气概。只有这样，才能把志愿军战士
演活！”王宏伟常对学生们这样说。

在他看来，黄继光的精神并非仅体
现在牺牲的刹那，而是贯穿他的生命始
终，源于他苦难生活的积累，体现在他对
祖国、亲人、战友的情感上，体现在善于
学习、敢于吃苦、甘于奉献的细节里。

“英雄是有血有肉的人，需要饰演者
下功夫、做功课，去了解角色背后的人和
事，塑造时才有依托。”为此，在接到角色
后，王宏伟以身作则，阅读、观看了大量
黄继光的故事、传记、电影，专门去黄继
光的家乡，与其亲人、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详细了解英雄的史料故事。

“在剧目的排和演中，我每天都在
受教育，努力在生活中向英雄靠拢。只
有这样，表达才是真实的、才是打动人
的。”王宏伟说。

这种学习的氛围、全情投入的状
态，体现在所有参与者身上。

“我们从3月份开始《同心结》的
排练，一路走来，累并快乐着！从专
家、导演，到灯光、音响、舞美老师，
特别是我们的学生们，都在顶着压力、
牺牲假期时间坚持排练演出，大家克服
种种困难，只为最美的舞台呈现。”最

令李清资感动的是，有不少学生为了演
好角色，专门去图书馆查资料、学历
史，让演绎时的状态更有层次，真正将
英雄的精神注入到了表演中。

接过“接力棒”，精神代代传

“《同心结》歌剧演出后，我们接
到了很多邀约，邀请我们到当地去弘扬
这部红色经典的精神。”李清资笑着向
记者道着“喜讯”，这部承载着一代人
集体记忆的优秀作品，已在当代青年文
艺工作者的传唱中，散发出更多属于这
个时代的生命光彩。

“当年，20多岁的我来到总政歌剧
团时，民族歌剧《同心结》已是轰动一时，
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朴妈妈”的饰演者黄华丽说，“如
今，很荣幸能接过老一辈艺术家的‘接力
棒’，参与到这部经典作品的复排创作
中。我希望通过多元的舞台表现和艺术
审美来呼唤英雄，传扬有血有肉、有责

任、更有情怀的爱国主义。”
“‘同心结’在年轻一代莘莘学子的

手中传递，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也在一代一代传承着。剧中
英雄情结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并渐渐
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价值标准，引领我们
不断前行。这是一种精神指引，是民族复
兴的希望和力量。”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
剧演员、“朴顺姬”一角的饰演者蒋宁说。

“这场演出，对高校教学是挑战，
应该说天津音乐学院闯出了一条高等音
乐院校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教学改
革的创新之路，为中国民族歌剧人才建
设也提供了新鲜经验。我们要培养具有
工匠精神的音乐家，音乐家是要有情怀
的，灵魂深处是干净的、温暖的。我们
为师生提供这样的艺术实践，正是寄望
于他们能从演绎作品中汲取精神的养
分。”王宏伟说，“我希望这部戏可以在
音乐学院传唱下去，也希望到更多的地
方巡演，让更多人了解英雄、记住英
雄，让这份力量直抵心灵。”

让英雄精神绽放时代光芒让英雄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天津音乐学院民族歌剧《同心结》亮相中央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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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国内举办的首
个世界级大型体育赛事、西部地区首次承办的
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当前，成都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已拉开序幕。

成都市青羊区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干部职
工正以最佳状态、最高标准参与到大运会青羊
赛区赛事侧、城市侧、文化侧各项工作中，为
呈现一届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风采、展现
巴蜀韵味的体育盛会作出青羊贡献。

做好赛事侧各项工作 政协显担当

夜幕降临，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举办场地
——东安湖体育场灯火璀璨。在这个呈正圆形
的体育场上方，由 1.2 万块彩釉玻璃拼出的

“太阳神鸟”振翅欲飞，既契合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理念，又将人和城市风光很好地联结
起来。

“我们充分借鉴国际大型综合体育赛事的
成功经验，汇集多位业内专家的观点，形成了开
幕式场馆氛围与标识引导实施方案，该方案迅
速得到了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高度认可。”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场馆氛围与标识引导组组
长、青羊区政协主席陈赋介绍，在开幕式场馆建
设过程中，部分四川省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
协委员、成都市及青羊区政协委员多次前来进
行调研，就如何提升场馆氛围、优化场馆功能、
节能减排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

开幕式场馆氛围营造、标识标牌制作、物
料巡查巡检等工作中，也离不开区政协机关干
部黄文婕、张洪、史宇等人的身影。令他们印
象最深的是一轮又一轮日臻完善的实战演练。
在第4轮极端天气现场处置实战演练过程中，
他们从发现情况到完成处置，整个过程仅用了
10分钟。

在成都大运会青羊赛区的赛事场馆——西
南财大排球场馆，区政协教卫体旅委组织部分
委员，也在区政协副主席杨竹带领下再次视
察。比赛场地、热身场地、运动员休息室、相
关人员办公区域及场馆其他功能性用房等，都
留下他们的足迹。

不少委员提出建议，在大运赛事结束后可
以持续推动场馆的有序开放、有效利用，真正
体现大运惠民、共享办赛的理念。委员的建议得到成都大运会青羊赛区委员
会副主任、青羊区政协副主席巫雪松的共鸣，这正是他一直思考的事情。

做好文化侧各项工作 委员有妙招

文脉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青羊区集中了城区约70%的历史人文景观，
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博物馆、文殊坊、青羊宫、宽窄巷子等都是外地游人到
成都后的优选之地。大运会期间，全球游客和运动健儿来到蓉城，不仅可以
看时尚街区，还能从成都的千年文脉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

无宽窄，不成都。宽窄巷子作为成都的都市会客厅和天府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此次大运会期间重要的文化交流点位。

“我们将围绕‘美丽四川大运会客厅’，联动大运会及兄弟市州相聚宽窄
巷子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该点位工作专班负责人之一、青羊区政协副
主席杨伟介绍，大运会期间，宽窄巷子每天都有特色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
举办“遇见天府”四川非遗精品展，游客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零距离
体验技艺；举行“大运相框看四川”摄影展，展出四川秀美山川、多彩人
文；在井巷子举办“遇见天府”市集，展示天府文化的手工艺品……

“不少活动内容是委员们‘金点子’的具体呈现，更有不少政协委员参
与其中，为游客朋友们带来地道‘中国味’。”杨伟说。

位于东安湖畔的大运村也随着赛事活动热闹起来。区政协委员、成都德
仁堂御膳宫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晓琴带领医师、技师团队来到大运
村，开展了多场中医文化体验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希望向国
际友人展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国际传播。”范晓琴说。

争做成都大运志愿者 委员齐参与

“下沉社区，助力大运！”在区政协党组的号召下，区政协机关干部、政
协委员纷纷行动起来，广泛参与“爱成都·迎大运”“人人都是志愿者”“我
为大运做什么”等系列活动。

16名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主动到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到，化身“微网
格员”下沉社区蹲点，围绕迎大运做实党建引领“微网实格”社会治理。与
此同时，来自各行各业的区政协委员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行
业优势，提供医疗、电力、通信、运输、餐饮等方面的支持助力。

这样鲜活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街头巷尾，杨雯、唐健、刘莉、彭茂等委
员通过民主党派、街道联络小组等开展大运会宣讲；张琪琛、高义程、胡谦
等委员提交了关于完善大运会标识的社情民意信息，被成都大运会执委会采
纳；为欢迎荷兰大体联代表团，区政协委员、成都陆道原乡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周莉举办“荷你一起·快乐运动”中荷体育联谊会，并邀请荷兰代
表团、荷兰王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荷兰王国贸促会等成员参加……

甚至这样的氛围已拓展至海外。在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和青羊区
“友城”利沃诺等城市，区政协委员、成都市亿艾斯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琪琛作为大运会市民推广大使，向当地官员、企业、居民发出邀
请，和他们一同录制视频为成都大运会加油喝彩，同时邀请意大利、日
本、泰国青少年共画大运明信片，进一步扩大成都大运会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颜劲松、陈自力、李承祚等委员则更是以火炬手的身份，见证了大运会
火炬“蓉火”在成都的传递。作为大运会火炬传递成都站第100棒火炬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难掩激动。“我做考古研究30余年，见证了
这座城市的变迁，能够参与大运会的火炬传递，感到特别骄傲。”

一件件提案、一条条社情民意、一个个暖心举动，委员们正在通过不同
方式，用实际行动为成都大运会加油添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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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专题调研组在成都大运会青羊赛区赛事场馆调研
（青羊区政协供图）

淳朴轻快的扬剧、细致清雅的丝竹……
这些江苏非遗正在抖音直播间轮番竞演，获
得观众打赏、点赞。7月26日，由江苏省
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抖音主办的“非遗主播
沙龙江苏站”在南京星空剧场举办。同期发
布的 《江苏非遗数据报告》 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江苏地区非遗直播超124万
场，观众欣赏时长超1亿小时；非遗短视频
达2070万条，收获24亿次用户点赞。

近年来，戏曲、民乐等非遗内容在江苏
日渐红火。2022年，江苏地区非遗直播观
看达17亿人次，是 2019年同类观看量的
40多倍；非遗短视频播放量达 226亿次，
是2017年同类的2000多倍。

随着观众增多，江苏非遗从业者“云
上”献艺的热情高涨。过去一年，江苏省有
3.4万名非遗主播在抖音开播，带来超675
万小时技艺演出，其中非遗直播超 51万
场，观看人次达17亿。

戏曲、曲艺等演艺类江苏非遗，不仅在
抖音获得大量关注，还通过展演成功创收。
据统计，平台上获打赏的前5名江苏非遗项
目为淮剧、昆曲、苏州评弹、扬剧、锡剧。

地方非遗人借直播登上全国性舞台，广
纳五湖四海的观众反馈，台风、技艺由此快
速成长。在江苏省丹阳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
主席、锡剧主播王彬彬看来，专业演员进行
戏曲直播，既为远多于线下的观众展示才
艺，又与其他主播切磋探讨、广交朋友，可
谓一举多得。“抖音开播近四年，我和全国
各地戏曲主播连过麦，结识了不同剧种的戏
曲大师和良师益友。地域有界，戏曲无界，
希望更多省市的院团演员一起加入直播，弘
扬家乡艺术精粹。”

“现场的表演受限于场地条件，一般的
剧场能容纳的听众在千人左右，但我的网络
直播已经超过114万人观看，同时观看人数
超过1万人，这是在线下演出根本达不到
的。”上海评弹团青年演员、评弹主播郑鸣
秋说，有一次她完成一场线下的演出，谢幕
后有观众为她送了花，聊了几句才发现该观

众是她直播时的粉丝，特意来剧场看她演出。
“我当时特别的开心和欣慰。这些让我觉得我
的努力很值得，传承和传播评弹这门曲艺让我
感受到很自豪！”

昆曲本是传统戏剧中的“正音”，但因剧
本文学性强等原因，逐渐“曲高和寡”。如何
让更多的人来看昆曲，让昆曲进一步发扬光
大，成为苏州昆剧传习所里小伙伴们常常思考
的问题。苏州昆剧传习所青年演员、“95后”
俞涵湉便想到了当下十分流行的推广形式——
直播。

今年4月，俞涵湉和黄坚璋以及其他几位
小伙伴一起创立了@昆曲八万，主要以团播的
形式向观众们推广昆曲。“直播以后，因为需
要给观众普及知识，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让
我们更深地去了解昆曲，不断地精益求精，努
力把更好的艺术带给大家。”黄坚璋说。

各地非遗相继在网络上掀起不间断的“非
遗热”，更意味着大众开始自觉“为艺术买
单”。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杜骏飞指出，打赏、点赞帮助非
遗保护从书本上遥远的文字，变为普通人也可
轻松参与的切身实践，也让艺术创作获得坚实
的经济支持，真正实现可持续传承。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钱钢介绍，江
苏现有非遗资源2.9万个，这些散落各地的文
化珍宝，亟待利用直播等新型媒介重焕光彩。

“希望扬剧、锡剧、南京白局等古老的苏地非
遗，在直播间以青春之姿复苏，让千千万万的
年轻观众，领略江南文化的悠久风华。”钱钢
说。

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起，抖音平台相
继联合权威机构，发起助力戏曲传承的

“DOU有好戏”、助力传统舞蹈传承的“舞蹈
传承”、助力民乐传承的“DOU有国乐”等活
动，从资源、流量、运营等方面服务非遗从业
者展演、创收。据了解，江苏站活动是抖音直
播服务非遗传承全国巡回沙龙的第四场。后
续，该系列活动将走进更多省份，邀请当地非
遗主播、研究机构、媒体同台研讨非遗传播传
承。

江苏戏曲谁最火？
——《江苏非遗数据报告》显示淮剧、昆曲、评弹位列前三

本报记者 刘圆圆

这么热的日子里，好像没什么比一碗凉面
更让人舒坦的了。沁凉爽口的面条，吃一口透
心凉，心飞扬。那么凉面这种好东西是什么时
候开始有的呢？

《唐六典·光禄寺》中已经记载了唐代宫廷
饮食中夏季“专供”的消暑食物：“夏月加冷
淘、粉粥”。冷淘，就是现在说的凉面。古人没
有现代的制冷手段，夏日炎炎欲消暑，又想吃
美食，便将面条煮熟之后，放在冰水或者井水
之中浸凉食用。由此可见，冷淘至少在唐代就
已出现。但由于当时“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
等金璧”，所以经冰镇的冷淘是很珍贵的食品。

《唐六典》中记载“太官令夏供槐叶冷淘。
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这里提到
的“槐叶冷淘”是九品以上官员专享的美食，
普通人一般是尝不到的。槐叶冷淘，顾名思
义，是用槐叶汁和面做成的凉面。它是什么味
道呢？光凭想象是很难的，幸运的是诗人杜甫
曾为这种面食专门赋诗一首：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
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
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
珠……”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道美食的面

貌：采槐树的嫩叶捣汁和面，做成面条，煮熟后放入冷水或冰水中
过凉，然后捞起、调味，就可以得到一碗鲜明碧绿，凉滑爽口的槐
叶冷淘了。

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宋代。某天，苏轼带着酒、鲈鱼去
友人那里，一起吃了槐叶冷淘，此时美酒新成，东坡借着新酒，浇
一浇心中块垒，看着碧绿的冷淘面浮在汤汁里，粉红色的鲈鱼片躺
在冰盘里，不禁感叹，“醉饱多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

宋代诗人王禹偁大约是在滁州任职时，吃到了甘菊做的冷淘，
也写了一首诗《甘菊冷淘》，诗中记载的冷淘是先切面，再煮面，
过冷水，拌上甘菊叶一起吃，好吃又好看。或许他还会想：子美啊
子美，你喜欢槐叶冷淘，吃过之后还不忘要献给皇上，我现在吃的
这道甘菊冷淘也很是美味，真想给你说一说呢！

在夏日吃一碗清爽的凉面，这舒爽的感觉应是众人皆钟爱的，
因而冷淘这一做法很自然地流传下来。明清时期，冷淘也有了更通
俗的名字“过水面”，已经成为百姓家常吃的夏季食品了。

“富二代”倪瓒在《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详细记述了一道奢侈
的冷淘做法：生姜去皮，擂自然汁，花椒末用醋调，酱滤清，作汁
……搜冷淘面在内。用冷肉汁入少盐和剂。冻鳜鱼、江鱼等用鱼去
骨、皮……倪云林的冷淘固然清鲜雅致，但毕竟非有钱有闲之人不
能为之。其实我时常思念的，是家乡夏日常做的一道凉面。

小时候每年暑假，我家常吃的就是一道“八宝凉面”。为何叫八
宝？橙红的是胡萝卜咸菜细末，暗绿的是腌香椿芽末，粉红水灵的
是西红柿碎，碧绿欲滴的是黄瓜丝，这是四样菜码儿；加上盐、
醋、蒜汁儿、芝麻酱这四样调料，八宝凑齐。这“八宝”码在面上
一搅和，一碗爽口解腻的八宝凉面就好了。如今在这异乡闷热的夏
天，自己动手来一份八宝凉面，解解暑气，也慰藉一下思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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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故事非

“继光！”
“妈！”
舞台上，在志愿军战士们的注目下，已经牺牲的战友黄继光从光中走来，他和母亲遥相对望，

那声声呼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那一刻，不少观众下意识地站起身来，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愿相信，黄继光

还“活”着，他“活”在人们的敬意中……
70年前的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赢得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胜利。近日，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天津音乐学院复排的民族歌剧《同心结》在中央歌
剧院上演。上一幕，正定格在演出的夜晚。王宏伟饰演黄继光王宏伟饰演黄继光

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唱响英雄赞歌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唱响英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