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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蝉》“横空出世”首登金城舞台

第三届甘肃大剧院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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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原创歌剧《貂蝉》是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演艺集团联合打造的重点剧

目。 为将该剧打造为我省的又一部舞台艺术精品，甘肃省歌剧院在 2012年专程赴文化

部召开了剧本大纲研讨会，就剧本题材、主题多方征求中国戏剧界专家意见，主创阵容

更是力邀国内一流班底加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维若,国家一级作曲、西

安音乐学院副院长崔炳元分别担纲编剧和作曲， 总政歌剧团国家一级导演胡宗琪亲执

导筒，我国著名指挥家、钢琴家王燕为乐团激情执棒，舞美设计则由中央戏剧学院舞台

美术系教授、著名舞台设计师黄海威操刀。 剧中的“貂蝉”一角，分别由我国青年女高音

歌唱家曲丹和兰天扮演。

貂蝉作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美女，其故事也被广为传诵。 26日晚 8时，

歌剧《貂蝉》在甘肃大剧院首次向省城观众揭开神秘面纱，省内外文艺界专家以及众多

歌剧爱好者率先一睹为快。 随着演出大幕的开启，舞美灯光、舞台道具以及服装均给人

以华美大气之感，不由让人眼前一亮。 而伴着具有浓郁地域风格的音乐，美女貂蝉款款

登台，与英俊潇洒的吕布相识、相知、相爱，上演了一场悲天悯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全剧通过揭示战乱对人性的残害，加强了女主人公貂蝉善良、美丽的正面形象，同

时大大强化了故事性和人物的矛盾冲突，“貂蝉”、“吕布”、“董卓”、“王允”等几位主要演

员演技精湛、配合默契。 我国青年女高音歌唱家曲丹更是以深厚的唱功和细腻的表演，

塑造了一个对生命尊严坚守的美丽貂蝉，让现场观众感受到高雅艺术的强大魅力。演出

结束后，该剧艺术总监、甘肃省歌剧院院长彭德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场演出在

收获了掌声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很多承载着关爱和希望的建议，这些都将成为下一

步对歌剧《貂蝉》精细化打磨的良好依据。

据记者了解，为了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到来，当晚演出还邀请了荣获全国和甘

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及“工人先锋号”称号的先进个人代表，以及我省

劳动一线的杰出代表免费观看， 以表达社会各界对这些做出杰出贡献的劳动模范的无

限敬意。

本报讯（记者平丽艳 实习生程文彬）4 月 26 日

晚，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传奇女子貂蝉，首次以歌

剧形式在甘肃艺术舞台“横空出世”。 这部由甘肃省歌

剧院、甘肃大剧院联合出品的原创歌剧《貂蝉》，也是甘

肃临洮被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批准注册为貂蝉故里后，

我省以甘肃历史人物和地域文化为载体创作的又一部

舞台艺术作品，经过三年的筹备和反复论证，该剧首登

金城舞台便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至此也为第

三届甘肃大剧院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

27日上午，在歌剧《貂蝉》成功首演后，文化部艺术司、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

厅、甘肃演艺集团紧锣密鼓举行原创歌剧《貂蝉》专家座谈会，邀请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

陶诚、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金曼等专家汇聚一堂，为歌剧

《貂蝉》进一步提升打磨把脉支招。与会专家在给该剧的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还

就该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陶诚和文化部艺术司副巡视员、 音舞处处长翟桂梅首先代表

文化部给予了《貂蝉》高度评价。 陶诚表示，《貂蝉》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作品，

称其为民族歌剧也不为过。三十多年前，甘肃的一部《丝路花雨》让世界认识了西北地区

歌舞剧的魅力，并由此开启了一段舞剧创排的热潮。相信歌剧《貂蝉》能够以它独特的艺

术魅力，引领甘肃甚至全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向更高层次提升。而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研究

所副教授、歌剧评论家满新颖，称歌剧《貂蝉》“好听、好看、耐人寻味”，为回归洮河文化

作出了贡献。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金曼认为，甘肃省歌剧院作为西

部欠发达地区的老牌剧院，能够保留至今并且佳作频出，非常难得。谈及歌剧《貂蝉》，金

曼用了“成立”这个字眼，“歌剧《貂蝉》完全颠覆了这部剧在创作之初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说的成立有多方面的因素，《貂蝉》这个选题、立意非常好。 貂蝉是众所周知的四大美

女之一，她不仅符合观众直观的审美和对凄美爱情故事的向往，从市场角度来说也很有

价值，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同时与甘肃的文化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打造

成甘肃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也对该剧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很

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记者 平丽艳 实习生 程文彬

省内外专家为《貂蝉》“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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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2》第二集回归美食

网友赞比第一集好看

荧屏热点

各种美食让观众直流口水

《舌尖上的中国 2》开播第一集感动

了不少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部美

食纪录片被赋予了过多的人文情怀，大

家顾着流泪而忘记了美食，这让第一集

未免显得有点过于沉重。 第一集里分三

条线索， 出现了 30 多种食品以及它们

的制作方式，在节目剪辑上显得匆忙而

凌乱，这也留下了一点遗憾。

第二集《心传》，一切都好了，整个基

调回归《舌尖》第一季的风格，让观众边看

边流口水， 一边在想去哪儿可以找到这种

食物。 所谓“心传”指的就是厨艺的代代相

传，师傅带徒弟，徒弟在多年的实践中传承

和发扬经典， 又不忘加入符合当代人饮食

喜感的改良和创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就变得更像是亲人了。

师傅和徒弟是一种传承，通过一个 20 岁小

姑娘学厨，师傅教她如何做苏式糕点，如何

将点心做得如动植物般活灵活现， 又如何

保持传统的味道; 另一种传承则是家族的

承接， 不管是挂面还是汕头蚝烙又或者是

上海的本帮菜，父亲对儿子的教导，儿子勤

学苦练，透过儿子的汗水，看到的都是父亲

满意的笑容。

如果第一集强调的是走心， 那么第二

集则更突出好吃。就像有网友说的一样，好

吃的东西你只要说好吃， 不好吃的东西你

才要强调走心， 第二集少了说教， 反倒轻

松、诱人，回归了吃，味道才是中国人最浓

的乡愁和不解的情怀。

仿如“舌尖上的卧虎藏龙”

各种美

食让观众直流口

水，大厨精湛的刀工以及师傅训练徒弟

的场面配以中国风的配乐，不由让

人联想到武侠片，俨然“舌尖

上的卧虎藏龙”。

《舌尖 2》上周五晚播

出第二集《心传》，和第一集相

比，这集节目里导演通过菜籽

油、挂面、苏式点心、上海本帮菜

以及汕头蚝烙， 传递中华饮

食文化中的一种代

代相传。

慢镜头展现力量，快镜头展现技艺，特

写展现神奇，《心传》犹如一部“舌尖上的卧

虎藏龙”。

厨艺其实跟中国功夫有着很多共同之

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像片中所说，雕

一朵胡萝卜花并不比解一道高数题容易。

中国的厨房是没有温度计的， 如何掌握时

间、火候、油温，这些靠的都是厨师的经验，

而他们传递给徒弟的更多的也是这种经验

而非白纸黑字的数据。 这就跟武林高手一

般，每人都有一个拿手绝活。

不知道这一集的分集导演是不是武侠

迷， 但整一集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武侠大

片。 中国风的配乐搭配厨师展现刀工的特

写， 中国经典的苏式园林搭配厨师们在庭

间揉面，师傅就像武侠片中的教头，一招一

式，一动一静，都是学问。 而厨师也有厨师

的江湖，这种江湖里除了要凭本事吃饭，掌

握做人的火候，还要有一种侠义在里面。 厨

师的侠义在于选择新鲜的食材、 严格控制

食物的质量、注意食客的情绪反馈、尊重前

辈的地位。 据《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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