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敦煌品味经典乐韵

中西合璧、大气磅礴，是本场音乐会

最大的特色。

音 乐 会 的 上 半 场 ，歌 唱 家 们 唱 响 了

《女人善变》《斗牛士之歌》《哈巴涅拉》等

外国歌剧选段。曲目兼顾大众知名度与

艺术难度，现场观众沉浸于悠扬的美声

中，享受这场听觉盛宴。

下半场则主打中国歌曲，《我爱你中

国》《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凝聚了中国人

最真挚的爱国情感；歌唱家们还演唱了代

表香港精神的《狮子山下》，首次登上春晚

的港乐《我的中国心》及旋律隽永的《喜欢

你》《东方之珠》《万里长城永不倒》等歌

曲，呈现原汁原味的港风金曲。

“上半场是西方音乐，下半场是中国

文化，这样的曲目设计是香港作为东西方

文化交流中心的真实写照，也考虑到了敦

煌自古就是多民族并存、多元文化共处地

区的独特之处。”莫华伦说。

歌唱家们以美声演绎东西方的经典

名曲和香港的流行音乐，现场观众沉浸于

悠扬的歌声中，细细品味中西经典乐韵。

“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能在敦煌看

到这样高质量的演出，非常开心。”来自北

京的观众朱盈洁说，音乐会在选曲方面做

得很好，耳熟能详的歌曲能引起观众共

鸣，歌手们与观众的互动等环节也很成

功，现场反应非常热烈。

一流的演唱、亮丽的舞台、绚烂的灯

光……音乐会给现场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艺

术享受。掌声、叫好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现场气氛几近沸腾。不少人拿出手机拍

摄，或留作纪念，或与亲朋好友即时分享。

“十分振奋、意犹未尽。”音乐会结束后，

观众江振华说，祝福香港的明天越来越好，

也期盼未来能有更多的香港艺术家来敦煌。

用音乐架起友谊之桥

香港地标“狮子山”，是横跨九龙与新

界的一座山，因远眺像只狮子而得名。

20 世 纪 70 年 代 ，电 视 剧《狮 子 山

下》开播，描述香港草根市民的生活，记

录 香 港 的 社 会 民 生 ，被 奉 为 港 剧 的 经

典。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因动人的

旋律和令人振奋的歌词被广为传唱。演

出中，观众再次被粤语歌曲《狮子山下》

所打动。

莫华伦介绍，音乐会以“狮子山下”为

主题，象征香港坚韧不拔的积极进取精

神。希望能通过美声唱法的艺术形式，为

观众展现香港勇往直前、团结和谐的时代

精神风貌，让观众更加深入了解香港的多

元文化和无穷魅力。

“希望通过敦煌文博会这个平台，把

敦煌文化带到香港，把香港的艺术带进

敦煌。”香港驻京办文化交流总监连美娇

说，音乐会联结敦煌和香港两地，以音乐

搭建友谊的桥梁，推动两地文化交流，也

希望有更多剧团可以来敦煌演出，感受

敦煌文化。

“ 演 出 太 精 彩 了 ，大 气 磅 礴 、耳 目 一

新，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以音乐

搭建起友谊的桥梁，拉近了两地距离、增

进了彼此了解。希望两地有更多的文化

艺术交流。”观众林芳兰说。

演出结束后，观众张帅告诉记者，通

过音乐会的这种形式，他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敦煌这座城市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点

的历史意义，敦煌一定可以在深度融入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展现更大作为。

“曾经，粤语歌曲是内地了解香港的

一扇窗口。如今，优秀的内地歌曲也应

当帮助更多香港同胞，特别是香港青年

一代了解内地的变化发展。”莫华伦说，

希望音乐能充分发挥文化桥梁作用，大

家一起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传承

下去。

让歌声传递爱国情怀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歌曲

《我爱你中国》在如潮的掌声中响起，将人

们内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化为激荡人心

的旋律。

经典音乐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它们融

入中华民族血脉，与人民的情感同频共

振。演出中间，歌唱家们与观众的互动，

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情感的共鸣激荡在

每一个角落。

《我的中国心》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爱

国歌曲，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观众们跟着

哼唱出“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

音”等熟悉的歌词，将歌声化作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期盼与文化自信。

台上激情高歌，台下气氛热烈。熟悉

的旋律凝聚了中国人最深沉的爱国情感，

成为大家心中气势磅礴、百听不厌的隽永

旋律，也唤起了现场观众满满的自豪感。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萦绕在

耳畔，我无比振奋、无比自豪。耳熟能详

的歌词伴着经典优美的音乐，让台上台下

所有人的内心紧密相连。”观众杨钧说。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音乐会尾声，全体歌唱家返场合唱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加入大合唱，以美妙歌

声传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演出十分精彩、很有气势，令人心潮

澎湃”“非常震撼，感谢艺术家们的精彩表

演”“这场音乐盛宴，让我们在享受中收获

了温暖与感动”……许多观众表示，这次

演出充分彰显了音乐打动人心的独特力

量，它温暖人心也催人奋进。

经 典 旋 律 唱 响 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大美敦煌
—“狮子山下·香港与敦煌在一起”音乐会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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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曹立萍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是敦煌文化

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艺术家们不

断地挖掘、整理，敦煌舞蹈的生成机制、风

格语言、美学特征、艺术价值、保护传承都

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第七届敦煌文博

会期间，甘肃开放大学校长邓小娟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

邓小娟认为，新时代，构建“敦煌舞

派”、传播新时代文艺思想、繁荣新时代文

艺形态、丰富敦煌学发展内涵，在艺术实

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下，如何构建“敦煌舞派”，传承弘

扬敦煌文化艺术？“敦煌是世界的敦煌。”

邓 小 娟 说 ，新 时 代 ，我 们 要 秉 承 开 放 包

容、兼容并蓄的理念，放眼未来，推进敦

煌文化艺术走向世界。

邓小娟介绍，自 1979 年大型民族舞

剧《丝路花雨》首演成功以来，敦煌舞作为

一个全新舞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

随着《西出阳关》《大梦敦煌》《敦煌古乐》

《箜篌引》等一系列舞台作品的持续推出，

尤其是《大梦敦煌》的成功演出，将以敦煌

壁画为主题的精品舞剧推向了世界，也让

世界对敦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诸多学者在“敦煌舞派”生成

机制、敦煌舞文化内涵和传承体系、敦煌

舞的哲学思想和美学向度、敦煌舞的艺术

价值等方面对敦煌舞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作了系统阐述。同时，也在“敦煌舞派”教

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作出了积极探索。

邓 小 娟 表 示 ，新 时 代 ，要 充 分 发 挥

“敦煌舞派”传播弘扬敦煌文化内涵的积

极作用，创作更多具有深厚敦煌文化底

蕴的敦煌舞剧，向世界讲好敦煌故事，讲

好甘肃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邓小娟：

构建“敦煌舞派”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在读书人心里，敦煌是圣贤一样

的存在。”9 月 22 日，湖北省文联名誉

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走出火车站，踏上敦煌大地的那

一刻，刘醒龙就感受到了唐代戴叔伦

诗句的意境：“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

昨夜到边城。”

敦煌，用有限的物质创造出无限

的文化。敦煌文化中的“白雁西风紫

塞，皂雕落日黄沙”被吟诵了几百年；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流传了上千年，让敦煌文化润物无声

地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在刘醒龙看来，敦煌文化，从一个地

方升华，最终还要在一方水土中生根。

在他主编文学双月刊《芳草》18 年

间，做得最“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是从

2018 年第六期到 2019 年第三期，连续

用四整期刊发甘肃作家叶舟 100 多万

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

“敦煌文化是中华先祖留在山河

大地上的灵魂，唯有以破例破例再破

例的方式，特殊特殊再特殊的礼遇，才

能让世人更好地释读圣贤的敦煌和敦

煌的圣贤。”刘醒龙说。

“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洗心

游胜境，从此去尘蒙。”关于敦煌的诗，

刘醒龙最喜欢这两句。他说，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绚丽的敦

煌 会 将 这 个 时 代 衬 托 得 更 加 辉 煌 瑰

丽，圣贤的敦煌也值得被每一位文人

书写。

刘醒龙：

“圣贤的敦煌”值得被书写

9月 21日晚，“狮子山下·香港与敦煌在一起”音乐会在敦煌大剧院精彩上演。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东泽

“原来乌拉圭的风景是这样的。”

……

“ 南 北 之 光 ”中 国·乌 拉 圭 摄 影 艺 术

交 流 展 上 ，驻 足 欣 赏 的 观 众 小 声 地 相 互

交流着。

（一）

在 中 乌 两 国 建 立 议 会 友 好 关 系 65

周 年 和 中 乌 建 交 36 周 年 之 际 ，第 七 届

敦 煌 文 博 会 展 出 了 两 国 摄 影 艺 术 家 的

摄 影 作 品 ：来 自 乌 拉 圭 的 摄 影 艺 术 家

马 塞 洛·卡 塔 尼 以 乌 拉 圭 的 风 景 、人 民

和 文 化 为 题 材 创 作 的 30 余 幅 摄 影 作

品 ，来 自 中 国 的 摄 影 艺 术 家 马 健 在 中

国 和 其 他 丝 绸 之 路 沿 线 国 家 创 作 的 40

余 幅 精 美 摄 影 作 品 。 艺 术 家 向 观 众 展

示 了 他 们 对 自 然 、人 文 和 人 类 在 自 然

环 境 中 的 共 同 迷 恋 。

走 入 展 厅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墙 壁 上 的

各种照片。右侧墙上的巨幅照片生动地

定 格 了 一 位 足 球 运 动 员 的 激 情 瞬 间 ，马

与骑士共饮水的照片描绘了人与动物相

处 的 和 谐 时 刻 ，各 式 的 风 景 照 诉 说 着 乌

拉圭壮丽的美景，各样的人物照片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名为《乌拉圭，一个伟大的小国 01》画作前，王女士驻足观

看，拿出手机准备记录下来，“我一进来就被这张照片吸引了。”

作为摄影爱好者，王女士每遇到摄影艺术展都会去看，这次

也是被乌拉圭的摄影师吸引而来。她认为马塞洛·卡塔尼的这

组照片蕴含着澎湃的生命力，“他拍的这些人物、动物、落日都很

有张力，我很喜欢。”

在乌拉圭的国徽上，绘有象征自由的马。在马塞洛·卡塔

尼拍摄的照片中，也能看到他对马的情有独钟：骑在马背上的

骑 士、地 平 线 上 随 着 牧 马 人 迁 徙 的 马 群、前 蹄 腾 空 嘶 鸣 的 马、

在铁丝网后马与骑士的剪影……镜头下的马或灵动或沉静，能

感受到作者对这个物种长久细致的观察。

在照片墙下，一个小女孩正向妈妈逐个描述她看到的画面，

一位背着相机的老人正在仔细观看，不时有对照片感兴趣的观

众停下脚步拍照留念。照片传达的感情能跨越语言的障碍，让

在敦煌的游人也能感受到马塞洛·卡塔尼对那片土地的热爱。

（二）

沿着参观路线来到另一个展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摄影艺

术家马健的作品，题材涉及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以及丝绸之路

沿线多国的民俗民情、人文景观、历史遗存、自然风光等。

敦煌市东街小学老师赵明秀带领四年级二班的学生来观

展，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艺术风

格和表现手法，潜移默化提升学生对美和艺术的感知能力。

“我们时常组织学生参与这样的观展活动，这些摄影作品

往往富有创意，能够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拥有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赵明秀说，这次参观摄影艺术展还让学生

了解到多种文明和文化的景观，对拓宽学生视野，增加对世界的

认知很有帮助。

本次展览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甘肃省文化和旅

游厅和乌拉圭驻重庆总领事馆共同主办，展览以艺术作品展现

中乌两国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秀美风光和人文景观，不仅

展现地球两端的别样风景，更表达两位艺术家对各自国家每一

寸土地的热爱。

▽ 9 月 19 日，“南北之光”中国·乌拉圭摄影艺术交流展在敦

煌国际会展中心开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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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之光”中国·乌拉圭摄影艺术交

流展吸引参观者驻足。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石丹丹

9 月 21 日晚，灯光点缀下的敦煌

大剧院更显庄重。剧院里，高亢的歌

声久久回荡，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当晚，由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

室、省文旅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等单位主办的“狮子

山下·香港与敦煌在一起”音乐会在

这里精彩唱响。

中国香港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联

袂多位来自香港与内地的歌唱家，献

上多首西方古典歌剧名曲、中国经典

乐曲及香港流行金曲，为第七届敦煌

文博会与会嘉宾和敦煌观众游客带

来了一场文化交融的音乐盛宴。

“狮子山下·香港与敦煌在一起”音乐会演出现场座无虚席。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