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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16 日，京剧电影 《安国夫人》 获第 37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戏曲片。此前，该片还于 11 月 8 日获 2024 年第二十届中美电影节“金天

使奖”最佳戏曲片。《安国夫人》 是由李瑞环同志执笔编剧的一部优秀新编

历史剧，取材于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的故事。该片由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

剧院院长王勇担任出品人，国家一级导演高牧坤担任戏曲导演，青年导演刘

学忠担任电影导演，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董圆圆和第十一至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国，青年文武老生演员田磊

等领衔主演，经过近 4 年的精心策划和周密筹备得以开拍、呈现。

《安国夫人》 连获国际国内多项殊荣，其魅力在哪里？如何用京剧电影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记者采访主创团队中的政协委员们，请他们讲述京剧电影

《安国夫人》 的创作与思考。

10 月 30 日，在哈尔

滨 2025 年 第 九 届 亚 洲 冬

季运动会倒计时 100 天主

题 活 动 上 ， 本 届 亚 冬 会

会 歌 《尔 滨 的 雪》 正 式

发布。《尔滨的雪》 由我

和 常 石 磊 共 同 创 作 。 回

想 创 作 初 衷 ， 是 为 亚 冬

会 创 作 一 首 运 动 会 会

歌 ， 要 彰 显 国 际 化 格

局 ， 要 让 这 首 歌 唱 响 这

座 城 ， 让 这 座 城 传 唱 这

首 歌 。“ 一 路 雪 花 相 拥

来 ， 有 微 笑 天 地 开 ， 暖

暖 的 阳 光 多 可 爱 ， 把 世

界 牵 起 来 ， 你 我 同 在 这

梦 里 ， 呼 吸 也 甜 蜜 ， 每

一 个 冬 天 都 想 起 ， 尔 滨

和你在一起……”《尔滨

的 雪》 的 词 曲 紧 扣 本 届

亚 冬 会 “ 冰 雪 同 梦 ， 亚

洲 同 心 ” 的 口 号 ， 表 达

了 亚 洲 各 国 人 民 团 结 友

爱 ， 共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的美好愿景，“尔滨和

你 在 一 起 ” 则 彰 显 了 哈

尔 滨 开 放 包 容 的 人 文 情

怀。同时，《尔滨的雪》

MV 创 作 以 “ 雪 ” 为 核

心 ， 采 用 实 景 拍 摄 与

AI 技 术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

将 梦 幻 的 冰 雪 世 界 与 真

实的龙江胜景完美融合。

一 直 以 来 ， 我 都 认

为 ， 创 作 不 是 “ 小 我 ”

的 孤 岛 ， 而 是 要 用 真

实、真诚、真心去打动

听众、产生共鸣。创作

《尔滨的雪》，也是如此。

我 的 工 作 与 奥 运 会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

尤其是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我负责征集奥运

歌曲，因此必须要了解奥运歌曲的创作。工作期间，

我有幸结识许多音乐人，在合作交流中逐渐领悟并掌

握了一些基本的规律，并由此踏上了写歌之路。从

“征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并创作出很多深受业

界与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回望 2008 年，我策划的歌曲 《北京欢迎你》，初

始镜头设定为“打开大门迎接客人”，恰似日常生活

中迎接来客的场景，如“客人到，把门开”这般自然

亲切；一句“欢迎你”，就像在北京胡同中遇见来自

远方的客人，亲切地打了一声招呼。2021 年，在北京

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上，歌曲 《我们北京

见》 发布。“我们说过，会再见”，这句话宛如深情呼

唤，期待着与老友重逢北京，共赴北京之约。此外，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

来》 诠释奥运精神，展现大国担当，引燃奥运情结。

创作奥运歌曲，需要对奥林匹克精神有非常深刻

的理解和领悟。“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短短

九个字，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这种刻在

生命之中的精神，赋予人们向上的力量。多年与奥运

会结缘的工作经历，成为我音乐创作的宝贵财富，也

让我在创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小细节”入手，

从“大格局”展示，见证国家和民族的伟大。

时代赋予我创作的动力和灵感，以小见大，精准

捕捉生活的细节，从一个个细节映射整个生活状态，

从而牢牢抓住音乐创作的核心，是我创作中一以贯之

的初心。在创作过程中，我始终着力深刻描绘对生活

的感受和对时代的感悟。创作歌曲 《国家》 时，“有

国才有家”这个概念在我脑海萦绕，我深切感受到国

家强大了，大家的生活才会好，人民的美好生活才有

坚实的基石。歌曲 《雪恋》《叫醒冬天》《北京》 等，

是我在北京生活中的点滴感悟与情感凝结，它们从不

同侧面展现了我对这座城市、对奥运盛事的所思所

念。还有 《出发吧，春天》《我们都是追梦人》《燃烧

的雪花》 等，都是对时代足音的记录。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

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

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

的 伟 大 奋 斗 敞 开 ， 向 着 丰 富 多 彩 的 社 会 生 活 敞 开 。

生 活 给 我 歌 声 ， 填 写 美 好 的 歌 词 ； 时 代 给 我 歌 声 ，

奏响雄浑的乐章。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作品是立

身之本，我期待着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的优秀作品，用一幅幅音乐画卷，记录和见证国家

的繁荣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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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安国夫人》 剧照

“ 老 夫 聊 发 少 年 狂 ， 左 牵 黄 ， 右 擎 苍

…… 会 挽 雕 弓 如 满 月 ， 西 北 望 ， 射 天

狼 。” 舞 台 上 ， 演 员 们 激 情 吟 诵 ， 挥 舞 鼓

槌，让现场观众犹如梦回千年，随苏轼于

密州常山脚下共抒报国之慷慨意气和壮志

豪 情 。 这 是 古 琴 音 乐 剧 《古 琴 里 的 苏 轼》

在诸城市隆重上演的情景。在历史的长河

中，诸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承载着无数的文

化瑰宝与动人故事，如今，诸城市政协以

其文化担当和创新精神，筹演 《古琴里的

苏 轼》， 为 传 承 和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诸 城 历 史 悠 久 ， 文 脉 繁 盛 。 古 琴 ，

又称瑶琴，以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和影响

深远闻名于世。政协人才荟萃，我们理应

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将传统文化绵延

不 绝 传 承 下 去 。” 诸 城 市 政 协 主 席 王 爱 民

在 诸 城 古 琴 传 承 与 弘 扬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如

是说。

自换届之后，诸城市政协就把诸城派

古琴的传承、苏轼文化的弘扬列入了每年

的工作要点，建立专门的调研队伍，由分

管副主席带队在当地走访传承人、寻访苏

轼遗迹、深挖文化内涵。诸城市政协牵头

制作的 《怀古颂今 继往开来——古琴新

韵奏响新时代》 诸城派古琴宣传片，在诸

城、潍坊各大媒体滚动播出。借诸城派古

琴这一跨越千年承载传统文化精髓的古老

乐 器 ， 演 绎 一 段 千 年 前 关 于 苏 轼 的 故 事 ，

以纪念苏轼知密州岁月的想法渐渐在王爱

民 的 脑 海 里 初 具 雏 形 ，《古 琴 里 的 苏 轼》

音乐剧应运而生。

召集相关专业人员开会探讨、交流沟

通 ， 成 立 由 当 地 文 化 工 作 者 组 成 的 创 作

组、导演组，研读密州、构思框架、潜心

创作……古琴音乐剧的筹演一路前行。

诸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孙岩被委

以这部音乐剧的编剧、总导演，他以琴曲

为引线，以“密州四曲”为依托，把苏轼

融进了古老厚重的古琴里。著名作曲家晏

敏 敏 历 时 一 个 多 月 ， 完 成 了 《南 风 歌》

《明 月 几 时 有》《九 霄 环 佩》 等 乐 曲 的 创

作 。 炎 炎 夏 日 ， 剧 目 排 练 启 动 ， 费 用 保

障、挑选演员、古琴演奏磨合、演员默契

度等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齐心协力，不断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诸城市政协领导也

时刻关注着排练进度，定期审查节目，提

出修改意见；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

排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音乐剧

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当 琴 弦 轻 拨 ， 音 韵 流 淌 ，《古 琴 里 的

苏轼》 历经种种磨砺，终于在舞台上化茧

成 蝶 ， 绽 放 出 绚 烂 光 彩 。 演 员 们 全 情 投

入，将苏轼的才情与人生、古琴的悠扬与

深邃完美融合，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一只

灵动的蝴蝶，翩翩起舞，引领观众穿越时

空，走进充满诗意与豪情的东坡岁月……

《南 风 歌》 古 朴 悠 扬 的 旋 律 率 先 奏 响 ，

紧 接 着 ，《文 王 操》 庄 重 肃 穆 的 音 符 缓 缓 流

淌 ， 让 人 沉 浸 在 深 邃 的 文 化 底 蕴 之 中 。《江

城子乙卯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以深情的演

绎，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苏轼对亡妻的无尽思

念 ；《密 州 出 猎》 则画风一转，豪迈奔放的

气息扑面而来。《鹤舞洞天》 中灵动的舞姿与

优 美 的 音 乐 交 织 ， 营 造 出 如 梦 如 幻 的 仙 境 。

《九霄环佩》 的琴音似天籁之音，余韵悠长。

《定风波》 中，苏轼的豁达与从容在演员们的

精彩诠释下熠熠生辉。《赤壁怀古》 以磅礴的

气势展现了历史的沧桑与英雄的豪情，令人

心潮澎湃。《醉翁吟》 将欧阳修的洒脱与苏轼

的才情巧妙融合，为音乐剧增添了别样的韵

味。最后，《明月几时有》 的旋律温柔响起，

如同皎洁的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为这场精

彩的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琴 寻 知 音 千 古 事 ， 月 照 密 州 万 载 情 。

《古 琴 里 的 苏 轼》 不 仅 仅 是 一 部 音 乐 剧 ， 更

是一次文化的传承和心灵的洗礼。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诸

城市政协打造的音乐剧 《古琴里的苏轼》 做

了这样的尝试，未来诸城市政协将继续勇于

进取，不惧挑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作出新的贡献。

琴寻知音千古事 月照密州万载情
——诸城市政协筹演古琴音乐剧《古琴里的苏轼》

程芳 刘瑛 刘霞

精彩阅读：

生 活 给 我 歌 声 ， 填 写 美 好 的 歌 词 ；

时代给我歌声，奏响雄浑的乐章。对于

文艺工作者来说，作品是立身之本，我

期待着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 民 的 优 秀 作 品 ， 用 一 幅 幅 音 乐 画 卷 ，

记录和见证国家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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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里的苏轼古琴里的苏轼》》 剧照剧照

推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电影 《安国夫人》 化用京剧艺术经典

剧目成功经验，精神指向深刻，文化内涵

丰厚，以史为鉴，守正创新，弘扬优秀文

化 传 统 ， 展 现 家 国 情 怀 ， 呼 应 时 代 精 神 ，

是戏曲电影的精品力作。”在第 37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评委会的评语这

样写道。

《安 国 夫 人》 中 梁 红 玉 的 扮 演 者 董 圆

圆表示，《安国夫人》 获得这些奖项，不仅

是对创作与制作团队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更是对京剧人的极大鼓舞。“京剧 《安国夫

人》 是我个人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剧

目，电影 《安国夫人》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部

电影作品。作为一名演员，能够排演一部因

人设戏、发挥个人优长的剧目，并拍摄这样

一部京剧电影，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赶上了

好时代。”她激动地说。

“ 《安国夫人》 的获奖，是中华文化影

响力的有力体现，展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深

厚底蕴和艺术魅力，还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历

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

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互鉴。同

时，也是对全体演职人员的一次精神提振，

让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更有信心和动力，为

推动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贡献力量。”王勇

对记者说。

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安国夫人》 中丞

相朱胜非的扮演者张建国正在准备中国京剧

之星、京剧希望之星和京剧未来之星的选

拔，内心无比欢喜。他说，这既是鼓励，又

是 信 任 ， 还 是 责 任 。“ 《安 国 夫 人》 的 成

功，也提醒我们，只有不断创新，勇于探

索，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戏曲作品，才能使戏曲艺术得以承继，

才能让古老的京剧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狼烟四起，山河动荡，且看她战鼓擂

响。旌旗猎猎，戎装加身，谁说她不如儿

郎？”京剧电影 《安国夫人》 中，梁红玉一

身戎装，英姿飒爽，为守护家园，毅然踏上

了战场……

王勇表示，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的精神底

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贯穿始终的核

心价值观。京剧以及戏曲自诞生以来，表达

了中华文化中的优良品德，如忠孝节义、仁

义礼智信等。《安国夫人》 通过描述安国夫

人梁红玉平定叛乱、带兵抗金的故事，表现

梁红玉与朱胜非、韩世忠等人的爱国情怀与

民族气节，这是他们对祖国的忠、对人民的

爱，这些与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一脉相承的。

“ 电 影 《安 国 夫 人》 是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次生动实践。”在董圆

圆看来，梁红玉智勇双全、精忠爱国的家国

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拍摄这部京剧

电影，不仅希望更多人感受京剧艺术的魅

力，更是希望能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种

精神具有时代传颂的主题意义。她表示，梁

红玉虽为女子，却能在临危受命之时舍家为

国，奋不顾身地平息叛乱、阻金兵于城墙之

外，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受到广大百姓的尊

崇。她所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斗志、

不畏生死的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着中国女性

智慧豁达、自强不息的风采。

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梁红玉忠

勇爱国的故事广为流传。从明朝开始，梁

红玉的形象就出现在演义与话本中。“在京

剧发展史上，梅、尚两派都曾以梁红玉为

主角进行创作，比如梅兰芳先生的 《抗金

兵》、尚小云先生的 《梁红玉》。”王勇介绍

道，国家京剧院创排的京剧 《安国夫人》，

在原有 《梁红玉》《抗金兵》 等剧目的基础

上，围绕梁红玉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设

置更加多元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故事，注重

突出女性形象的丰富与立体。

“电影中，忍辱负重、老成谋国的丞相

朱胜非，英勇善战、忠诚正直的爱国将领

韩世忠等人物形象也饱满有力，他们身上

所体现出的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得到充分

彰显，触动人心。我想，这是这一题材常

演 不 衰 的 重 要 原 因 ， 也 是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展现中国人自信的关键所在。”张建国如此

解读道。

为京剧艺术插上科技的翅膀

年轻观众会喜欢京剧电影吗？

广大戏迷能接受京剧和电影结合的形

式吗？

……

在 《安国夫人》 创拍之初，董圆圆这

样问自己。

那时，董圆圆刚录制完京剧 《安国夫

人》 的“像音像”工程，中国数字文化集

团找到她，提出想将这出戏拍摄成京剧电

影。“我第一次尝试电影，完全想象不到结

果会是什么样的。”董圆圆说。

历 经 4 年 的 精 心 策 划 和 周 密 筹 备 ，

2023 年 6 月，《安国夫人》 全面开启拍摄工

作。它不仅保留了京剧艺术本体，更在技

术 上 实 现 了 新 的 突 破 —— 将 全 球 领 先 的

LED 数字虚拟影棚技术应用于京剧电影摄

制 ， 创 造 性 地 将 传 统 京 剧 舞 台 艺 术 的

“虚”与现代数字电影艺术的“实”相融合，

赋予更加生动、逼真的视觉效果。

“新技术营造的虚实结合的场景带给我最

直接的感受就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会辅

助表演者于瞬间入戏，能够更真实地诠释人

物，更自然地表达人物的真情实感，使表演

如 虎 添 翼 。” 董 圆 圆 回 忆 起 拍 摄 过 程 颇 为 感

慨 ， 她 说 ，“ 录 制 的 过 程 也 是 我 追 求 唱 念 表

达、舞台调度愈加精致化的过程，这些都是

电影拍摄对舞台表演的一种反哺。”

“ 《安 国 夫 人》 的 大 胆 尝 试 和 成 功 探

索 启 示 我 们 ， 在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的 过 程 中 ，

要 勇 于 探 索 新 的 表 现 形 式 和 传 播 手 段 ， 使

其 更 加 贴 近 当 代 观 众 的 审 美 需 求 和 生 活 方

式 ， 从 而 实 现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赓 续 发

展。”张建国表示。

“其实，作为一门古老古典的艺术，京剧

一直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第一部无声

电 影 是 京 剧 艺 术 大 师 谭 鑫 培 主 演 的 《定 军

山》，第一部彩色电影 《生死恨》 由梅兰芳先

生主演……京剧始终以其丰沛的现代精神阔步

媒介视域，突破舞台和技术的边界，不断推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之作。”王勇认为，要

以开放的胸襟拥抱新技术，为京剧艺术插上科

技的翅膀，让科技为传统京剧赋能，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国家京剧院积

极采用 5G+4K+VR 技术推动京剧作品向海内

外演播，并且打造数智人，吸引年轻人身临其

境感受京剧艺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

场，文化自信使观众们更加喜爱和珍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我相信，京剧的未来一定绚

烂夺目。”王勇信心满满。

《安国夫人》：京剧艺术绽放时代光彩
本报记者 郭海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