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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题材融入“轻喜剧”元
素，舞台细节似“电影质感”般淋
漓展现，这是舞剧《歌唱祖国》留
给观众的最深印象。无锡市歌舞
剧院院长葛丹绮表示：“在舞剧中
融入轻喜剧元素，是《歌唱祖国》
做出的一次全新尝试。”如何用舞
剧表现《歌唱祖国》这一宏大的主
旋律题材？思虑再三，主创团队
选用更生活化的方式去讲故事。
王莘既是著名的作曲家，也是质朴
真诚的普通人。在前期探访王莘

故居过程中，主创们了解到王莘是
个非常幽默的人。“王莘的儿子告
诉我们，王莘从未跟妻子红过脸，
还时常会说些笑话，所以在创作舞
剧时，幽默成了舞剧的部分基调。”
舞剧从王莘的生活小事切入，甚至
还有王莘爱人举着拖把打老鼠、用
洗脸水泼走窗外窥探者的片段，
无一不是轻松愉快的。

该剧中许多具有新中国发展
节点性质的场景通过不断的“闪
回”方式，向观众传递出百姓对祖

国的热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
房屋、路灯、马路、钢琴、火车，甚
至是床单、衣裤，细致地复原在舞
台上，无论是“苏联抒情音乐”，还
是王莘生活的院子，甚至主人公
小时候玩的陀螺、溜溜球，演员们
的发型、服装，种种细节塑造出了
真实的年代感，并用干净利落、极
简主义的光影舞美，呈现出电影
一般的细腻质感。“力求让舞台呈
现出电影质感，也是这部舞剧的
一大亮点”，葛丹绮说。

本报讯（晚报记者 蔡佳）最
近无锡火车站迎来暑运客流高
峰，学生流与暑假旅游出行客流
交织成为“主角”。据悉，针对学
生流、探亲流、旅游流等出行需求
旺盛，铁路部门精准实施“一日一
图”，动态满足旅客暑运出行需
求。

昨天上午，无锡火车站呈现
出繁忙的暑运场景，候车室多了
不少学生的身影，还有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外出旅游。“今年暑假准
备带孩子到南昌玩几天，去参观
革命遗迹，让孩子了解红色文
化。”傅先生说，现在从无锡坐高
铁去南昌只要不到5小时，快捷
又方便，这也是对孩子期末考试

取得好成绩的一次奖励。同样，
无锡东站候车室大厅内座无虚
席，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们成为
客流主力。朱女士和同事三个家
庭大人小朋友共12人组团，准备
乘坐G1583次列车去“打卡”红
色旅游胜地。“这趟列车途经嘉
兴、南昌、庐山等多个红色景点，
暑假带孩子去走走很有意义”，朱
女士说。

铁路部门人士介绍，今年暑
期运输整体客流趋势呈现“两头
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以探
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其中
学生、儿童旅客占比较平日增加
较大。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无
锡前往长沙、武汉、成都、重庆等

方向的车票走俏，特别是学生客
流出行带动的家庭旅游、研学旅
游客流增长，红色旅游目的地受
青睐，成为今年暑运的亮点。下
一步，铁路部门还将针对热门出
行方向加开多趟旅客列车，满足
暑运期间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

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
年暑期航运市场火热，以学生、家
庭为主体的国内亲子出游大幅增
长。深圳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红色旅游将成为今夏旅游业
新的增长点，也是民航暑运的重
点，其中北京、重庆、南昌、西安等
一大批红色教育基地城市备受青
睐，成为亲子旅游、研学旅行的首
选目的地，机票销量也明显增长。

暑运进入高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铁路部门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满足旅客需求

舞剧《歌唱祖国》再次亮相江苏大剧院
下半年将巡演140场

5 日晚，无
锡市歌舞剧院
（江苏民族舞剧
院）携新创舞剧
《歌唱祖国》再
次亮相江苏大
剧院戏剧厅。
激昂的音乐、精
湛的舞技、生动
的表演向观众
展示了这首名
曲的诞生过程，
以及无锡籍词
曲作者王莘多
彩的人生经历。

如何让台下的观众相信台
上的舞蹈演员就是一名作曲
家？主演刘迦认为，关键是要相
信自己就是所扮演的那个角
色。“如果我自己都底气不足，又
怎么可能说服观众呢？”除了翻
阅相关资料、去王莘故居参观采
风、深入研究王莘的外形、揣摩
其内心活动外，刘迦还特地找了
一位钢琴老师，“速成”了《歌唱
祖国》这首钢琴曲。从完全的门
外汉，到可以行云流水地演奏这

支曲子，刘迦花了好几周去训练
钢琴演奏。他还学习了指挥，以
全方位体验一名音乐家的创作
状态。

“对艺术负责，用精品说
话。”院长葛丹绮直言，精品舞剧
就是需要通过一场场演出的展
现来不停修改并完善的。舞剧
《歌唱祖国》自首演以来广受好
评，但几乎每演一次就会有多处
修改，目前已是第三稿。葛丹绮
介绍，该剧今年下半年还将进行

一次较大的修改，希望把更多中
国元素更好地融入其中。舞剧
《歌唱祖国》是无锡市歌舞剧院
精心打造的创新之作，也是历年
来最有特色的一部作品。据悉，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舞剧《歌唱
祖国》还将参加北京、上海等地
的国际艺术节，并在全国各大城
市进行总计140场的巡演。同
时，一个简化后的实景版也将在
王莘老家无锡市荡口镇的故居和
纪念馆亮相。 （璎珞）

舞剧中融入“轻喜剧”元素

下半年起预计巡演140场

本报讯 一场关于“竹炉文化”的雅
集，近日在锡惠公园内云起楼庭院举行。
270年前乾隆行书御题的《竹炉图咏》和
《惠山寺》手稿亮相当场，从而引发了惠山
竹炉和御题诗背后的故事，也唤起人们对
悠久茶文化的美好记忆。

记者发现，这两幅行书虽局部有破
损，但字迹、落款、印章均十分清晰。据了
解，这两幅行书是国内从事艺术品拍卖的
专业人士偶尔在国外征集所得，得知这两
幅作品起源在无锡，这才有了此次的“回
归之旅”。无锡市锡惠公园管理处文化总
监金石声介绍：“这两幅行书，与锡惠公园
竹炉山房中的同名石刻从规格、运笔、布
局大致无二，为研究竹炉文化提供了很好
的实物。”

根据《惠山听松庵竹炉图咏》所述，
竹炉的故事得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说起。明初，惠山寺住持性海请湖
州竹工用湘妃竹编制了一只竹炉，结构
精巧，性海用此炉煮二泉水泡茶，招待
文人雅士，引得他们围绕此件文房佳器
绘画写诗。如无锡的著名画家王绂特
为性海绘制了《听松庵竹炉山房图》山
水卷，并有茶炉诗“僧馆高僧事事幽，竹
编茶具瀹清流，气蒸阳羡三春雨，声带
湘江两岸秋”。其弟大学士王达有《竹
炉山房记》，卷后名流题跋累累，到明中
叶又有秦旭、李东阳、程敏政等数十人
题跋。数百年间，竹炉文化引起了明清
以来百余位文人的关注，他们尽情挥洒
着才华，作诗撰文。留传至今描写竹炉
的文学创作，共计210首诗文，十余幅绘
画与书法墨迹，以及四部专著，由此形
成了惠山听松庵竹茶炉“烹泉煮茗”的
独特的茶文化现象。

不难发现，竹炉文化将中国茶文化
推向一个新高度。乾隆年间，皇帝也加
入了品茗的行列。乾隆帝六巡江南，六
次均驻驿惠山寺，在听松庵竹炉山房煎
二泉水饮茶写诗，回京后在圆明园及避
暑山庄等地仿惠山竹炉山房造了十三处

“竹炉山房”，可见他对惠山竹炉及二泉
的喜爱。据了解，乾隆写有数十首竹炉
煮二泉诗，此次所亮相的两幅行书，便是
其中的两首。时任无锡知县的吴钺于乾
隆二十七年，将明初至乾隆时的听松庵
竹茶炉的诗文绘画与墨迹汇集在一起，
名为《听松庵竹炉图咏》。

而今，在竹炉山房还能感受到当时
“竹炉文化”的盛况。现在的竹炉山房是
清光绪年间的建筑，堂壁嵌有王绂的《晴
雨竹》，乾隆题诗的《竹炉煮茶图》，以及
明清题记38方。其中王达的《竹炉记》
《竹炉清咏序》以及王绂等五人题诗，均
是明代原迹。乾隆御笔《竹炉煮茶图》和
历次题诗，以及诸大臣的和诗，均是当时
摹刻而成。竹炉山房石刻也于1983年被
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马晟）

乾隆行书手稿
亮相锡惠公园
唤起人们对
悠久茶文化的美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