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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作为一档献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文化类节

目，《中国礼·陶瓷季》打造了全新的“中国礼工坊”，由杨澜担任工

坊主理人，召集 16 名国内外优秀陶瓷艺术家入驻，为国际友人定

制瓷礼，讲述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心相通的暖心故事。

景德镇陶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世界认识中

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为了多方位展示陶瓷艺术，

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礼·陶瓷季》

进行了多元探索——

陶瓷工匠精神的现代叙事
《中国礼·陶瓷季》汇集了 16 名活跃在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

以他们的故事，来展现瓷都精湛的陶瓷工艺和陶艺家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瓷业高峰在瓷都。”景德镇有深厚的官窑文化与民窑文化，

两者相辅相成。官窑陶瓷制作追求唯精唯一，以大国重器为准，

制作不计工本，工艺技术日新月异，为中国陶瓷文化赢得了世界

赞誉。民窑制作也追求精益求精，它以师徒传承与行业作坊自然

结合维系瓷业，推动陶瓷艺术发展。

节目中邀请的陶艺家，大多有着陶瓷学院的学习背景，他们

在现代艺术内外冲击、交流的更迭中保持了清醒头脑，以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继承了优秀的陶瓷技艺，将精益求精的、

民族的、审美的陶瓷追求融入自我艺术探索和陶瓷创作。

这批陶艺家，或是立足陶瓷产区，以复兴陶瓷技艺、弘扬民族

精神为操守，或是面向国际，以创造陶艺个体精神与现代艺术设

计为追求。这种双向的探索与融合，让他们的作品既内蕴着传统

文化的质地，又流露出新时代的风尚。

完备的制瓷体系与协作精神
《中国礼·陶瓷季》展现了陶瓷礼制作的整个流程：命题、设

计、烧成、赠礼……体现出景德镇制瓷体系的集聚性发展。景德

镇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创造出拥有一整套十

分完备的手工制瓷产销体系。其中有白土行、窑柴行、坯房、柴

窑、红店、茭草行、匣厂、瓷行、瓷庄以及车盘店、模利店、坯刀店、

毛笔店、颜料店、船行、船帮等各种辅助行业。尤其是近十年来，

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内各产业之间高度细分，又紧密关联，使得

外地艺术家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创作变得十分便利。从制泥、成

型、装饰、釉料、烧成到包装、运输、展览、宣传、销售，景德镇制瓷

体系的各个环节分工细致且合理，让陶瓷行业效益得到提升。

节目中，推出了诸多的陶瓷礼，“粉彩”雍容华丽，“玲珑”晶莹

剔透，“颜色釉”千变万化。釉陶的出现，是陶瓷史和硅酸盐工艺

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唐代诗人陆龟蒙曾评价釉瓷：“九秋风露

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陶瓷的传统纹饰，则来自吉祥植物，具

体可分为树木、花卉、瓜果等，大多取其引申、谐音、比拟、引喻

等。树木如松、柏并称，象征长寿之意，配上柿子、如意寓意百事

如意。花卉如牡丹有富贵花之称、荷花代表清廉、兰花代表高

洁。一些瓜果因种子多，被视为多子多福的象征，如石榴、葡萄

等。

陶瓷礼也体现出陶瓷的实用之美，年轻一代的陶艺家渴望被

更多人关注、认可，加上陶艺生活化、艺术生活化的浪潮席卷，全

国各地的手工创意集市为现代陶艺生活化的趋向提供新的土

壤。景德镇雕塑瓷厂的创意集市，就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陶艺

专业大学生的创意作品，从茶具、花插、配饰、香器、餐具等生活器

皿展开个性化的手工创作。这种非批量生产的生活陶艺，吸引众

多陶艺爱好者慕名前来。陶艺表现的范围更广了，与生活的关系

更密切了，陶艺家也开始从容地面对大众文化视野下的陶艺新可

能。

开放包容的创新创造
景德镇陶瓷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景德镇瓷业融入了经济全

球循环、文化东西交流的行列。景德镇陶瓷具有特定地域空间的

集聚性，经宋元明清发展至近现代，景德镇成为一个手工业、商业

城镇。景德镇本土文化被称为码头文化，汇聚都帮、徽帮、杂帮从

事陶瓷工艺生产。加上百余年来，徽州商人、江浙商人、江右商

人、上海商人等，诸多客籍商帮在此定居。来自四面八方的客籍

商人，以及景德镇瓷行天下，让景德镇与赣江文化、徽州文化、吴

越文化、海派文化等区域文化融合汇聚。尤其是在当代，景德镇

陶瓷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3 万多名“景漂”，其中 5000 多名“洋

景漂”，他们以瓷为媒，架起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景德镇陶瓷美术集群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近年来，一个个

致力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与景德镇陶艺发展的平台如雨后春

笋般拔地而起，从 20 年前的三宝国际陶艺村的创建，到后来的御

窑厂遗址、三宝瓷谷、乐天陶社、陶艺街、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

珠山东市、皇窑、名坊园……得益于这些新平台，陶瓷领域的一股

股新生代力量正在凝结，构成了当下景德镇陶瓷美术的软实力。

陶瓷中的“中国话语”，一直是世界陶瓷收藏者及研究者们关

注的热点。18世纪以来，中国陶瓷的园林系列促进了欧洲日用瓷

的巨大发展，迄今为止有着中国符号的“柳树纹样”的瓷器仍在欧

洲生产，供世界各地人们使用。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今日中国陶瓷紧紧抓住新的历史际遇，以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为新动能，让传

统陶瓷业焕发新的生机。

风展红旗如画风展红旗如画
———观歌剧—观歌剧《《八一起义八一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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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礼与丝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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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甘霖张甘霖

《中国礼·陶瓷季》节目剧照

红色题材主题创作仅有目的性或艺术技巧不

能成就经典，经典一定是在人与生活及其所处的

命运价值选择、历史必然趋势不断锤炼交汇、循环

咏叹中走出来的。最近首演的歌剧《八一起义》即

是一部见事更见人的佳作。《八一起义》写出了周

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中国革命处

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意

志、过人的胆量、机敏的智慧，力挽狂澜，绝处逢

生，打响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开启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篇章。那是一场惊

雷在潜行，是熹光在穿透，是春潮在激荡，而乘风

挟雷的正是一群最先感受人民对时代巨变的渴

望 并 决 心 推 动 其 巨 变 的 革 命 者 。 歌 剧《八 一 起

义》的每句歌词、每个音符，都在努力表达历史车

轮那一声巨响，都在努力描述朝阳喷薄的那一刻

庄严，都在努力抒发今人回眸百年艰难与梦想的

无尽感慨……

这一创作，优势和难度并存。优势体现在这

个题材的独特性，难度在于如何架构。民族歌剧

的选材和呈现基本上以人物为主，在确定核心人

物的基础上，选定生发戏剧矛盾冲突的事件来结

构戏剧，大多数都是因人设事，也有一些作品看起

来是围绕某一重大事件展开，但最终的落脚点依

然是“人物”，戏剧事件伴随人物的成长发展向前

推进。然而这一题材终究要反映“南昌起义”这一

重大事件，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人物众多，到底应该

聚焦在哪些人物身上，无疑相当棘手。我们看到，

歌剧从立意上，以“军魂所系”统揽全剧，讲述了当

年“党领导军队”的意识觉醒，以及打响第一枪的

过程中每个人的信仰和抉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起义的整个过程，既讲述了南昌起义在党史中的

非凡意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

政权的开始，也不避讳起义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

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根据

地的经验教训。歌剧重点讲述了起义的艰难决策

以及起义过程，并延展到秋收起义从攻打大城市

转而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

定意义的新起点；延展到三湾改编采取一系列措

施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延展到井冈

山会师，创建革命根据地……由此，我们随着歌剧

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群热血青年在黑暗

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心中的梦想和中国的未

来在行动。在歌剧舞台上，以塑造群像为主题的

作品为数不多，这个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

龙、张国焘等鲜活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主

人公不是某一个人或两个人，而是一群生龙活虎

的青春形象。满台青春，满台阳刚，气势恢宏，洒

脱不羁，多么清丽和震撼。另外，该剧还设置了一

些普通人的成长，如景芸、哑巴这两个角色，是在

考察当时众多群众和士兵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提

炼而来。景芸从大革命失败的死人堆里逃脱，来

到贺龙的身边，向他描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这样

的安排使贺龙的转变更有来由。从第一场大革命

失败出场，到最后牺牲，以景芸为代表的普通战

士，都是从乡土走到革命队伍中。正是这些人构

成了革命最终要依靠的社会基石，也构成了革命

最终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是景芸的那几段重

点唱段，从普通人的视角唱出了他们眼中的军队、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回旋变奏式的情节架构，张弛交替的戏剧节

奏令观者耳目一新。起义的紧张过程，之前复杂

的时代风云，之后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深远

影响等，背景宏阔、内容丰富，于此歌剧采取了创

造性的结构来处理，选取了重点情节，设计典型场

面，总体按照线性叙事逐步再现起义。巧妙的是，

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相互启发、引导，展现革命先

辈选择正确道路时的初心和力量之源；以周恩来、

邓颖超之间的革命约定和畅想，展现周恩来行动

的情感力量的动力之一，堪称神来之笔。这些设

置通过贯穿全剧的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法，大量

运用正叙、插叙、倒叙、多时空平行叙事等手法，连

带起义现场内外的众多人物、重大事件以及若干

富有戏剧意味的场景等，一起编织进一个现在时

与过去时频繁“闪回”、交替呈现的叙事框架中，使

之有机连接、彼此作用、共同升华。

由于南昌起义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处理复杂

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时空转换成为舞台常用的表

现手法——在特定场景，让舞台安静下来，进入另

一种叙述空间，相隔数日、数年的情境、情节，得以

灵动地衔接、组合，人物在时空中不断跳进跳出，

实现叙述的自由，给观众留下良好的观剧体验。

究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很好地理解了时空转换的

表现手法是服务于“叙述体”这一样式的。该剧的

叙述容量大，不仅仅是时空连贯，还随着情节的推

进不断挖掘当年这一事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

不断通过新的戏剧行动去解决问题，常常在争执

最激烈时，或者起义千钧一发时，进行闪回，将节

奏徐徐推向高潮。这种在广阔时代背景中取精用

弘的佳思巧构，成功避免了事件的简单陈述与叠

加。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果没有引起当代观众思

想情感的共振，就算不得好的作品。创作者始终

应该思考：这个故事在今天讲述还有多大价值，能

给这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乃至美学提供什么新的

启示？人物投身革命，要写出历史必然性，这种必

然性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具有时代、历史、潮流的

概括性，善恶、价值的概括性。我们看到，歌剧的

开篇就将我党生死存亡的命运，两种观念的对抗

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后，将表达空间切分为几个

部分：以周恩来等起义将领为代表的参会主体，以

哑巴、景芸为代表的基层民众声音，以赵福生为代

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各个表达空间均依靠戏剧

本身的逻辑共同推进情节，各司其能、剥茧抽丝，

有叙有议、有回溯有瞻望，把南昌起义的前前后

后、里里外外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出来，所有表

达空间共同指向的是渐次揭开的悬念和渐趋明朗

的人物命运、革命形势。在主题叙述的“间隙”，还

渗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如甘棠湖小筏子会议上

大鱼吃小鱼的妙喻，贺龙带领官兵抢修铁路、周

恩来与邓颖超江边离别等，赋予作品令人回味的

意趣与哲思。会场不过江西大旅社等有限的几

个场景，舞台却为其营构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

畴。歌剧通过那一段峥嵘岁月的精彩讲述，将追

求真理、坚定信念、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敢为人

先、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内涵充分表达出来。尤

其是通过起义将领们在最危急时刻的生死抉择，

将“听党指挥”这一军魂所系发端于南昌起义写

得非常透彻，从中发现人、发现人性、发现时代、

发现思想，实现对复杂广阔时空更有效的舞台呈

现。

与话剧、电影、小说比，歌剧独特魅力的重要

来源之一，在于音乐对人的内心深层意识的透视

与放大。而战争的攻防、胜败等具有极强烈的外

在形式，它对个人性格、命运与情感压倒一切的强

制性，往往使个人在战斗中的行为以及价值得到

凸显，而在其行为深处蕴含着的思想与情感的复

杂性与多样性极易被淡化。因此，战争的鲜明特

点恰恰是歌剧不擅长表现的，而歌剧孜孜以求的

东西往往又容易在战争场面的铺排中被隐去。如

何解决歌剧对战争的审美“视角差”问题，这对主

创而言是个挑战。南昌起义这样的题材，“庄重、

凝重、沉重”是无法绕开的，但我们看到，全剧的唱

词精准地凸显了人物内心和个性。题材本身充满

“刚性”，而诸多唱段在相应的戏剧情境当中并不

刻意避开柔软，所谓柔软不是简单的“委婉”，而是

复杂的“内敛”。

鉴于起义将领都是男性，剧作家在剧情中融

入了三次穿越时空的邓颖超、参军杀敌的景芸这

两个女性角色，满足了歌剧人物多样性和声部色

彩丰富性的表现要求，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及舞

台整体史诗性叙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对比元素。

作曲家将恢宏而又琐碎的历史场景的音乐描写进

行自然转接，完成了众多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将起

义将领们某些戏剧性强于抒情性的内容化为具有

美感的唱段。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男

声小合唱《必须在南昌起义》，领唱与混声合唱《支

前歌》，张国焘的独唱《中央的决定》，男声重唱《第

一次拍了桌子》，景芸的独唱《雷火中的笑容》，贺

龙的独唱《捧起入党志愿书》等，感人肺腑。甘棠

湖小筏子会议上，三位英才的男声对唱与合唱，乐

观诙谐，颇具喜剧意味。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重

复三次的对唱《相伴一生》，诗意盎然中意蕴深邃，

情真意切中隐含决绝，不仅仅是爱情，更多是革命

理想。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三次“击掌约定”，

两位伟人的对唱与重唱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英

雄气概纵论天下大势、共商伟业前途，音乐妙趣横

生，表演生动。毛泽东、邓颖超的适时切入，既在

常理常情之中，又出人意表地支撑着剧情的进展，

成为力量的源泉，表达了对革命的思考，以及对未

来的无限憧憬。在序幕合唱、尾声混声合唱《党的

队伍向前方》中，精妙的乐队配器和声部安排，在

观众听觉审美中形成气势磅礴、印象深刻的音乐

记忆，久久回响。纵观全剧，作曲借助音乐思维和

音乐逻辑的力量，无痕而有力地推进动作走向，在

戏剧冲突的并置、对比中，营造起属于《八一起义》

的音乐架构与表达，并为每个剧中人物提供了广

阔真实的典型环境，担当起对这一历史事件思想

深度的挖掘与体现。

“八一起义”是江西当仁不让的必做题材。因

歌剧自身的美学特点，无法苛求其展开异常丰富

的细节（如能够当然更好），但综合叙事和歌剧音

乐主题的要求，可进一步提炼、强化和贯穿精神性

的主题——谁主沉浮的追问，落脚到枪杆子里出

政权，更落脚到依靠人民的力量，这样可以相对避

免给人铺陈史实的印象。周恩来、邓颖超的三段

重唱，如果能根据不同情境和人物情绪，进行区分

处理，对这一对革命夫妻的情感赋予成长性，以及

反向推动人物在关键时点的艰难抉择，是否会更

具人文深度？另外，江西下大力制作这样一部原

创 歌 剧 ，亦 可 以 成 为 一 个 人 才 遴 选 与 锻 炼 的 契

机。相比于这个歌剧的火爆，我们更期待通过后

续的 B 组训练和巡演，使本土歌剧后继乏人的状

态得到缓解，把江西的歌剧创作家底建立起来，这

是件特别有意义且影响长远的事情。

本文图片均为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