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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凝香
作为2023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

持项目，儿童音乐剧《妮妮的诗意天地》（以下简称
《妮妮》）经过主创团队精心打磨升级，以更加轻盈
的诗意姿态与观众相遇。相信有许多观众如我一
般，或疑惑，或踌躇，险些止步于儿童音乐剧的前
缀标签。但惊喜，往往藏于期待之外。

主创团队设计了剧场版和音乐会版两种呈
现形式，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妮妮》剧场版
拥有丰富的剧情内容和场景设置，更难能可贵的
是，在一个儿童视角的文艺作品表达中，触及有
关孩童自我身份认知的思辨性探讨，在有限的舞
台上尽力做出了较为广阔的铺陈却又不显杂乱，
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剧目本身的艺术水平，也为观
众提供了更多维的观赏角度。而《妮妮》音乐会
版则尽可能地卸去了剧情和场景，回归简约、流
动的音乐叙事，妮妮的独白轻轻点缀于其间，在
一方秘密花园中轻轻呢喃，观众们跟随妮妮，得
以在短暂的表演时空里历经四季流转，感受款款
诗意拂面而来——或许是一缕月光（《古朗月
行》），又或许是重重莲叶（《采莲曲》）。音乐会版
简略了更适应孩童理解的故事对话，却无意中更
显露出了《妮妮》抚慰人心的底色。如果此时还
将《妮妮》的受众框定为儿童，无疑是狭隘的——

《妮妮》将孩子们的干净吟唱，舒展为治愈每一位
听众的拥抱。

要指导一群小朋友完成十多首曲目区别化的
排演，想来是不容易的，但主创团队做到了。精选
的十多首古典诗词作品按照春夏秋冬的时令，徐徐
铺展，配以符合韵律的作曲，不同的节拍击打、小器
乐等表演，使作品之间衔接自然，却又别有意趣，如
同一幅枝头各异的画，竟然全无重复。

见惯了整齐划一、规整大气的合唱表演，并不
规矩列队的《妮妮》，实在是清新可爱。高高低低
的小朋友，墨绿色小衣裳，像极了夏夜里的麦田，
前排摇摇摆摆的小孩，分明就是麦田里一绺新生
长的鲜绿麦苗。小朋友们摇头晃脑地唱着歌，像
风吹过了麦田，是大自然的律动。

音乐人徐聪和他的团队，长久以来坚持用富有
生命力的音乐表达，在奔忙的城市生活中为观众创
设了一个空间。在这里，人们平日里倦怠的各种感
官也清晰了起来。此次演出全新的闽南童谣原创
作品《果子歌》，如同新鲜果香萦绕鼻尖，更触发了
记忆深处的老闽南味道。一场音乐会，能够给予人
充分的、人情化的美的感受与体验，我想这就是最
珍贵的，也正是妮妮之旅的抵达地（南宋僧人慧开
所作偈诗的其中一句“春有百花秋有月”）。闲适、
愉悦，不论春夏秋冬，便是人间好时节。

●武杨
由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和厦门艺

术学校联袂打造的舞剧《花儿与海》，2022年
底公演结束后，主创团队再次进行深度打磨
加工，于今年5月再次与观众见面。修改提
升后的《花儿与海》，无论是情节、细节，还是
在人物刻画的真实性、舞蹈语汇的丰富性等
诸多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花儿”指的是花儿调，宁夏的一种曲艺
形式；“海”则代表闽南，代表厦门。舞剧《花
儿与海》以闽宁协作为背景，展现了一个感人
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科技特派员杨一琼从
美丽的海滨城市，来到宁夏贺兰村指导葡萄
种植，随后当地青年苏俊青又跟着杨老师来
到东南沿海的一个实验基地考察学习，期间
与同学马小兰相知相爱。此时杨一琼突发重
病，但仍然坚持研发适宜宁夏种植的葡萄品
种，终获成功，杨一琼也因过度劳累不幸辞
世。心怀痛楚的苏俊青和马小兰不负老师重
托，在宁夏排除万难，战胜自然灾害，葡萄种
植终获成功。

《花儿与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
影，折射了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建设者，从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抱团取暖、拉手过河，到
改革开放伊始的“先富带后富”，一步步走上
了打破地域界线，互帮互学、共同致富的科学
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中国幅员辽阔，人口14亿多，要整体迈
入现代化，不但要有科学的发展理念，还要有
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花儿与海》以闽宁两
地民族舞语汇有机结合当代舞，把闽宁协作
的奉献精神贯穿始终，把两地人的深情厚谊
刻画得淋漓尽致，巧妙地将舞剧的小主题融
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

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和
平发展先要有奉献精神，而实施东西合作，特
别是舞剧《花儿与海》传达的“闽宁”合作的奉
献精神，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范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舞剧《花儿与海》中科技特派员杨一琼
代表福建到宁夏对口帮扶，先是要克服水土不
服，战胜思乡之苦，之后又带病完成科技研发
项目，最后把花一样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援
宁事业，这背后的支撑力量是来自杨一琼内心
深处的家国情怀。杨一琼的“真善美”所彰显
的个人精神世界，承载和寄托着厚重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象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杨一琼
心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让宁夏的
老百姓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

闽宁一家亲，山海永相连。舞剧《花儿与
海》不但主题契合新时代，从艺术本身来说更
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一是完美的“舞”“剧”结合。有人认为舞
剧是舞蹈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个观点一定是
基于舞剧以舞代言，拙于叙事。但事实上，舞
剧《花儿与海》用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讲述
了一个完整生动、人物与艺术并存的故事。
舞剧《花儿与海》能够获得业界广泛好评，源
自该剧处理好了“舞”和“剧”之间的关系。《花
儿与海》不但集中了优秀的舞段，同样也用舞

蹈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故事中
的人物可信可敬、可亲可爱，奉献精神真实不
虚，每一位演员都能以“舞蹈化的戏剧性”完
成自己的任务，传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对
白，鲜有话外音，同样会让观众胸中激情似
火，眼中热泪盈眶。

二是浓郁的地域风情。舞剧《花儿与海》
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采撷了闽南和宁夏
浓郁的地域风情，使全剧无时无刻不散发着
闽南和宁夏最为纯真的乡土味道。剧中既有
闽南饮食文化、博饼民俗，又有宁夏西北风
情，可以说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民族文化视听
盛宴。

三是优美的舞剧音乐。全剧音乐创意可
圈可点，既优美达意，又能基于闽南和宁夏两
地特有的乡音乡情。比如，宁夏乡亲收麦子
时的音乐，既有当地的音乐元素，又赋予开心
快乐的快节奏；收成不好时，昏暗的灯光配合
着哀伤的曲调；寒流来袭时，冷风呼啸，音乐
传达出愤怒和惊恐……还有闽南童谣《月娘
月光光》的童声合唱，在融入闽南话和闽南音
乐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女主角作为闽南人思
念家乡的柔情。

用美声唱法
演绎中国精神

——评陈展宙声乐专场音乐会
●刘淳铭
来自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的陈展宙，今

年3月在鼓浪屿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逐梦新
征程·奋斗创未来”陈展宙声乐专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以五个作品风格进行展示，
融合了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红色歌曲、
厦门本土原创优秀作品、古诗词作品、具有
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作品和中国流行歌曲
等。这些歌曲均采用声乐美声唱法呈现。

音乐会伊始，一首脍炙人口的《多情
的土地》开场，由《我和我的祖国》结尾，抒
发了对祖国的眷恋和赞美之情，通过歌词
中的土地、田野、花草、高山、河水、村落等
生活场景，唤醒观众浓浓的爱国情。

音乐会中，还有三首作品值得人们关
注——《千年一梦》《望海咏叹》《共赴国
殇》，这三首作品均为厦门本土作曲家的
原创作品。其中，《千年一梦》是2022年
厦门大学原创四幕歌剧《陈嘉庚》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咏叹调作品。该作品讴歌了
陈嘉庚先生发愤图强、自强不息的精神，
展露出其坚定不移的建校决心。陈展宙
作为歌剧《陈嘉庚》中陈嘉庚先生的扮演
者，演唱铿锵有力，“千年一梦”唱句一次
次出现，推动着观众的情绪；《望海咏叹》
选自阙全安所作的大型交响诗篇《门纳万
顷涛》，这首专门为男中音打造的咏叹调
作品，运用了弱唱、鸣唱、半声唱法、咏叹
等多种演唱技巧，描绘出满目疮痍的悲怆
和没有硝烟时厦门海岛的优美景色；《共
赴国殇》选自谷玉梅教授的主题音乐《嘉
庚组歌》，这首作为组歌中唯一一首由男
声独唱的声乐作品，运用民歌的写作方
式，每段落的起始音都属于作品中的最
高、最强音，陈展宙在演唱中展现了其演
唱驾驭能力，体现了陈嘉庚先生悲悯大众、
唤醒民智的热忱之心。

《清澈的爱》《归乡》《在水一方》三首歌
曲的原唱均由女声完成。此次音乐会在展
现这三首作品时采用美声唱法，一改往日
观众对这三首歌曲的印象。陈展宙在翻唱
这三首作品时，没有对调式调性和演唱段
落做出改变，而是运用男中音温厚的中音
区特有的音色，分别对三首歌曲做出不同
的演唱技巧处理，使得原本甜美、轻柔的听
觉感受产生了变化，在表现力上饱含深情，
温暖而沉稳，在情绪变化上层次分明。

《凤求凰》《红绣鞋》《大江东去》《钗头
凤》是体现我国悠久文化历史的四首诗歌
类声乐作品。在多元文化的大融合中，美
声唱法更应该走出只唱外国歌剧选段的圈
子，结合我国国情为广大观众带来更为容
易欣赏、更为丰富的文化享受。这也为声
乐美声专业从业者在歌曲选择和歌曲演唱
风格的定位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杨秀晖
一部好的音乐剧应该是什么样

的？旋律好听，舞蹈好看，歌唱、对白、
表演、灯光、布景、服饰统统要在线。
最关键的还要故事讲得好，能吸引人，
看后发人深省，给观众带来内心一震、
眼眶一热。

《我爱沙坡尾》便是这样的一部剧
作。该剧为2023年度福建省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2022年厦门市
文艺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曾获“福建省
第28届戏剧会演剧本征文”一等奖。
以沙坡尾在时代变迁中的蜕变为切入
点，讲述一个冲突与重塑的故事。该
剧由三度“曹禺剧本奖”获得者、国家
一级编剧曾学文执笔，新锐导演曾涌
麟执导，厦门歌舞剧院演出。

多元冲突
表现城市变迁中人的困惑

年轻的海归女孩晓航随父亲远德
参加沙坡尾艺术节排演，音乐剧编导
出身的她，直率地指出专家组的节目
缺少在地特色，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人
与人之间的冲突、民间文化生态与专
业院团表演之间的冲突等。当大量的
年轻人八方来聚，各路文化交融碰撞，
今天的沙坡尾不再只是一个小小的避
风坞，它包罗万象，凝聚着厦门人“爱
拼敢闯会赢”的信仰和力量，是时代发
展中的一个小小缩影。该剧表现城市
变迁中人的困惑，也提出了对“沙坡尾
精神”的塑造与引导。

该剧舞美年轻时尚，充分展现了
沙坡尾新旧交融的美。多媒体的设
计、几何图形的投射、撞色强烈的灯光
及背景、数字化技术所进行的多元虚
拟等，创新大胆，显示出了年轻主创团
队的匠心。

人物生动丰满
演员表演到位

音乐剧是一项综合舞台艺术，要
唱要跳要演，对演员能力是全方位的
考验。剧中的人物都很生动丰满，符
合角色特征。

女主角晓航，从一个出门要花半
小时打扮，没心没肺只想当网红主播
的女孩，到接受任务后快速成长，找演
员勤排练，攻克一个个难关。面对胁
迫与诱惑，徘徊痛苦，最终选择走自己

的路。演员把一系列蜕变，通过充满
张力的歌声和舞蹈，进行了充分表达。

音乐剧常要通过人声演唱来传情
达意，外化情绪，推动情节发展。饰演
晓航的演员李雪银唱功十分到位。与
父亲远德的对手戏，从激烈到煽情，当
惯常于直接回怼“你老了，年轻人的世
界你不懂”的任性女孩，唱出“我相信
有一天，我会把责任扛在肩膀，写下勇
敢”时，观众心头不免要为之一震。人
在逆境中被碾压打击，却永远不失希
望，仍要奋起直追的个性，被演员演绎
得丝丝入扣，很是动人。

此外老戏骨们的保驾护航，也为
剧目增色不少。如阿福师傅的扮演者
纪亚福，领导的扮演者马列等。专业
级演员，浑身是戏，一个亮相，一两句
台词，也星光熠熠。

两条线走路
传递爱与温情

《我爱沙坡尾》同样保有曾学文作
品的特色，大架构下，两条线走路，景
致与精神之外，不忘爱与温情。说事
喻理，也强调人与人的心灵贴近。导
演曾涌麟从年轻人视角出发，又时时
紧扣在地文化特色，把握住新旧交融
的沙坡尾精神。作曲郑洛宇发挥音乐
剧独特魅力的同时，关键处不忘融入
闽南音乐元素。

阿福师代表着土生土长的沙坡尾
船民，老人家对这片海充满深情，看似
固执难以亲近，实则外冷内热。他在
自己的老宅拒人千里，对亲孙子天齐
动辄呵斥，典型闽南大家长作风。他
以看孙媳妇的眼光看晓航，责令天齐
快带回家见父母。医院的病床上，阿
福师掏出房契，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
通话交代孙子，“这本来就是给你的，
我怕你不好好打拼，厦门人靠海吃饭，
不能躲在家里吃老本，这是讨海人的
精神啊。”闽南人对家人、对大海的爱
与敬畏，全在细节里。

终场的“送王船”节目，阿福师大
病初愈，不忘为晓航助阵，他坐在轮椅
上唱出的那首船歌，声调铿锵，颇有气
势，唱出了老沙坡尾人的风骨。《我爱
沙坡尾》在探讨如何珍惜文化记忆和
守护精神家园的大主题下，仍不忘留
存充裕的空间表现人与人、人与家的
情感。

闲适愉悦
还原

人间好时节
——评《妮妮的诗意天地》音乐会版

从年轻人视角出发
紧扣在地特色
——评音乐剧《我爱沙坡尾》

剧评

浓缩“先富带后富”
的闽宁合作历程

——浅析舞剧《花儿与海》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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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沙坡尾》剧照。（野熊 摄）

《花儿与海》剧照。（刘海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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