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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京剧大戏如何百炼成“精”
——探班“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大漠苏武》复排现场

在老家乡下，只要是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大家都吃
过荞麦疙瘩。它是用荞麦面做成
的，类似于小麦疙瘩，特香。

荞麦又名三角麦、乌麦、花
麦，属杂粮，是一种低产农作物，
生长周期短。正常年景下农民一
般是不会种荞麦的，只有粮食欠
收，遇到了大灾之年时，人们才会
想起它。于是荞麦也就成了天下
劳苦大众荒年里的“救命粮”。

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
家。荞麦从种到收仅需两个多月时
间，而且耐寒耐旱耐贫瘠，不用施肥，
好管理。荞麦成熟后被一个三角形的
硬壳包裹着，去壳磨面后可食用。

小时候，我经常吃母亲做的
荞麦疙瘩、荞麦面条。那时，我家
每年都要在自留地里种上一些荞
麦，两个月后，荞麦便成熟了。母
亲将荞麦收回家，晒在稻场上，用
梿枷一遍一遍地打，脱粒后晒干，

再拿到磨房里磨成面，用细箩筛
一筛，灰黑色的荞麦面便成了。母
亲把荞麦面用凉水调成面糊状，
然后用勺子一勺一勺地放进开水
锅里煮。煮上几分钟，一锅荞麦疙
瘩就做成了，有汤有水，相当于现
在的稀饭，但比稀饭扛饿，这便是
我家昔日的主食。荞麦疙瘩做起
来简单、方便，吃起来香甜可口。

荞麦的吃法很多，除了做荞
麦疙瘩、荞麦面条外，还可以做荞
麦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的湖北传统楚剧《荞麦馍赶寿》
中的荞麦馍就是用荞麦面做成
的，黑黑的，类似于北方的窝窝
头。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做荞麦馍
时，会在头一天晚上，将荞麦面与
小麦面按一定比例掺合，再加水
加酵面揉和，和好后放进饭盆里，
盖上毛巾，让其发酵一夜。第二天
清晨，母亲把发好的荞麦面拿到
案板上反复揉和，然后搓成一长

条形，用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再
放在蒸笼里。等半小时后用手指
一按，荞麦面便会自动胀起来，这
就可以放在大锅里蒸了，再蒸上
半小时，一锅荞麦馍就出笼了。

荞麦一身都是宝，荞麦面可
供人们做各式各样的美食，麸皮
可喂猪，还可用来装枕头。小时
候，我用的就是荞麦枕头。

荞麦民间称为“净肠草”，除
了能清肠、消积外，还具有扩张小
血管和降低胆固醇等作用。平时
在食用细粮的同时，经常吃一些
荞麦对身体非常有益处。

现在人们吃惯了大米白面，对
荞麦面的记忆已忘得差不多，只是
我偶尔还是会去吃一顿荞麦做成的
食品，怀想故乡昔日荞麦的芳香。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
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
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
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当前，我
国拥有 1.13 万所职业学校、
3088 万在校生，已建成世界
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
如何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更好满足我国产
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
加快对技能人才的强烈需
求，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面临的重要课题。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着眼于破
除改革发展障碍、推动高质
量发展，旨在切实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的步伐，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特色决定生命力。进一
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对
于激发职业学校发展动力、
增强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
引力至关重要。长期以来，重
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观
念仍然存在，还有一些职业
学校按照办普通教育的方式

办职业教育，盲目追求大而
全，淡化人才培养特色，偏离
发展定位。为此，《意见》强调
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
求通过推动不同层次职业教
育纵向贯通，促进不同类型
教育横向融通，加强各学段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打
通，以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
特色。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增强职
业技术教育适应性”。与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适
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技术技
能人才成长成才的新需求，
职业教育才能迸发出更强劲
的生机活力。《意见》强调，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
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
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现代农业、现代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
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
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
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
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
专业体系。《意见》同时提出，
通过丰富职业学校办学形
态、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内容、
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创
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适应
经济发展需求，确保学生真
正学有所成、学以致用，才能
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
还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
育，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学
校和专业。这对于优化职业
教育体系结构、补齐发展短
板，形成高水平、高层次的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广大职业院校应
努力摆脱靠规模上效益的思
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优先在
高端产业急需领域、新技术
革命领域布局，优化学校人
才供给和产业人才需求匹配
度，在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
起步阶段，就实现高起点、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有序、健
康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蓝图已经绘就。展望未来，
作为培育能工巧匠的摇篮，
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必将
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
力资源，必将凝聚起“技能改
变人生，技能成就梦想”的广
泛共识，必将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有
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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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荞麦香
熊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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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京剧院新编历史剧《大
漠苏武》今年入选“百年百部”传
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
日前，主创团队持续开展紧锣密
鼓的排练。笔者走进国家京剧院
排练厅，探班《大漠苏武》精雕细
琢的各个环节，在戏里戏外见证
一台京剧大戏如何百炼成“精”，
近距离感受京剧的幕后魅力。

十年磨一戏

从《大漠苏武》初演到今年复
排恰好十周年。古有十年磨一剑，
今有十年磨一戏，本次复排复演
让新老观众充满期待。

“且不说在前期创作阶段，编
剧、导演高牧坤老师经过了六年
的酝酿、创作和反复修改，单是成
功演出后到今天的十年间，围绕
该剧进行的研讨、打磨已经不计
其数了。”《大漠苏武》苏武扮演
者、京剧奚派领军人物张建国对
比初演和本次复演的感受，直言
主创人员在对角色、剧情的理解
以及表演的张力、成熟度上都有
了比较明显的提升。他指出，大家
都在与大戏一同成长，这一点在
胡阿云扮演者、青年演员郭霄身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十年前，因
为年轻，曾有人质疑她的情感表
达、细节处理不够细腻，如今再挑
大梁，让人刮目相看”。

排练中，进行到《不堪回首往
事谈》唱段时，张建国与郭霄的细
腻表达着实让笔者眼前一亮，直
击心灵。

本来是两人的轻松闲聊，胡阿
云迷妹般地讲起儿时从父亲那听
到的苏武当年宁死不屈、“断水断
粮数日不死”等传奇经历，撒着娇
让苏武讲讲过去的事，苏武笑着说

“不说也罢”，胡阿云则以“不嘛，我
要听”继续求他讲。就在这短暂的
间隙，笔者注意到张建国（苏武）的
眼睛红了。层层递进的情绪，几乎
能瞬间抓住观者的心，让人看一眼
就会随之入戏，无法自拔。而他的
对手郭霄（胡阿云）也随着他讲述

“草根树皮肚里填”等不堪回首的
往事由喜而悲，眼眶湿润。这些平
时看戏极易被观众忽视或不易察
觉的细节，即便在排练中，他们也
力求做到极致。“入戏，不单是程式
化的手帕抹泪，更是情到深处的自
然流露。用心用情，这是唱戏的基
本要求，也是郭霄和很多年轻演员
近年来不断突破和进步的地方。”
张建国说。

细节定成败

排练过程中，很多瞬间令人
印象深刻。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或
许一些看似寻常的排练画面恰恰
是这个团队将大戏磨成精品的秘

诀所在。
排练厅内，京剧表演艺术家、

76岁高龄的高牧坤一把凳子、一
张课桌面向排练场地而坐。排练
过程中，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演员，
时而嘴角上扬，时而表情凝重，不
时地在小卡片上写写画画。笔者
注意到，每次换场或停顿，高牧坤
就显得格外忙碌。有时是演员主
动跑过来，俯下身子或蹲在地上
比画着问东问西，他也比画着回
应、说戏；有时他会挥挥手，把某
个演员叫到身边交代几句，演员
便到旁边微调动作，嘴上念念
有词。

其实，不只是高牧坤，短暂停
顿时，乐队老师们也会跟演员有
很多互动，“节奏稍微调整一下”，
演员立马心领神会，“好，我慢了
是吧？再来一遍”。

排练进行中，有个小插曲引
起了笔者的注意。演员演唱时，高
牧坤突然喊着“停停停”拍案而
起，转身对着后面说：“这种情况
是绝对不允许的，每个岗位都要
敬业，要严谨。”事后，笔者问起高
牧坤为何事发火，他显然已经将
其抛掷脑后，旁边人提醒后，他才
想起当时是因为演员的话筒出现
了短暂没声的情况，“戏一开场，
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现差错，任
何瑕疵都是导演的责任。排练时
有问题你不提醒，正式演出再出
问题就是舞台事故了”。说到这

里，高牧坤还不忘“自我检讨”一
番：“我这人脾气不好，看到不好
的现象容易急，必须要说出来，有
时也得罪人。”旁边的年轻演员告
诉笔者，“高先生是为戏曲的传承
和发展着急，对事不对人，他希望
国粹经过一代又一代戏曲工作者
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好”。

泪洒排练场

2021年，杜近芳、刘秀荣、朱
秉谦等京剧名家相继离世，这让
高牧坤感慨万千。“老一代京剧人
越来越少，有些经典几乎成了绝
唱，京剧传承势必会面临一些困
难。”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仅
要站好岗，发挥余热，还要为戏曲
的守正创新贡献一份力量。”

高牧坤坦言，创作《大漠苏
武》，一方面是避免京剧话剧化的
尝试，通过自己的创作呈现戏曲
本身的优长，通过唱念做打、手眼
身法步表达人物的真实情感，展
现剧中情节所阐述的人文主义，

“戏曲是虚拟的、写意的、唯美
的”；另一方面也在避免完全走老
路，该剧虽然对马派《苏武牧羊》
有所继承，但在主题、唱腔等各方
面都有符合当下语境的全新表
达，是为张建国、郭霄等演员量身
打造的新编戏。

早在探班前就听说高牧坤老

人多次泪洒排练场。探班当天，目
睹了他的动容之后，原以为他是
随着剧情走向，被演员的表演所
感染和打动，而答案并非这么简
单。“作为导演，我已经前前后后
看了十遍、百遍，每一次看都会被
感动。但是与其说我的泪是为剧
情而流，不如说是为这些演员、乐
队和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者而
流。”高牧坤说。大戏得以流传、戏
曲有人传承才是他最为之激动
的事。

当天排练结束后，高牧坤难
掩激动之情，在与年轻演员的交
流中，他深情分享了十年前挑灯
创作该剧的经历。《大漠苏武》历
经十年考验，依然受到观众的认
可和欢迎，这让他感到欣慰和自
豪。年青一代短时间内就把整台
大戏呈现得如此完整、到位，更让
他为之欣喜。他鼓励年轻演员，深
入理解和学习苏武受尽磨难，气
节不改，始终将国家和民族大义
记心间的精神，增强使命感，遇到
困难不要灰心，为戏曲传承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排练场里，围绕一出大戏，生
旦净末各个戏曲行当，老中青几
代演员，乐队、音响、道具、服装等
各个工种各司其职又群策群力，
为把精品大戏在舞台上完美呈
现，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工匠式的
精雕细琢。

（《光明日报》刘平安）

近日，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印发《关于公布第
二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试点城市名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
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根
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
展第二批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城市申报工
作的通知》要求，在各省
（区、市）（包含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下同）积极申
报的基础上，经综合研
究，确定了第二批国家
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名单，并予以公布。

各省（区、市）文化
和旅游厅（局）会同本省
（区、市）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局）统筹推动本地
区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督促试点城市加强对文
化和旅游消费工作的组
织领导，认真落实试点
工作方案，因地制宜、改
革创新、特色发展，积极
培育壮大文化和旅游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全面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质量
和水平，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 （据《中国文化报》）

上海加速建设
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十条新政助力“艺术上海”

新华社上海11月 2日电（记者
孙丽萍 许晓青）立足徐汇西岸、辐射
上海全城的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
交易月2日揭幕，见证上海正在加快
建设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并在
文物艺术品领域探索先行先试、进一
步扩大开放。

据悉，作为上海加速推动国际重
要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的核心举措
之一，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将云集重磅艺术博览会、200余场艺
术活动、海内外艺术品爱好者和收藏
者以及高达百亿市值的艺术展品，让

“全球艺场”聚焦“艺术上海”。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第三

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与即将于
11月5日揭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实现联动，首次在进博会里
设立了文物艺术品展区。连日来，张
大千的《味江》、莫奈的《小艾莉的海
角》、贾柯梅蒂的《戴亚高的半身像》
等一大批中外艺术巨匠名作陆续运
抵第四届进博会展区，开启它们精彩
非凡的“进博之旅”。

该展区面积逾1200平方米，共
吸引来自英国、西班牙等11个国家
和地区的20家境外机构参展。佳士
得、苏富比、富艺斯等顶级拍卖行也
悉数参加。其中，多达178件的展品
数量、高达23.5亿元的展品估值，已
远超去年进博会 5件文物艺术品、
200余万元货值的参展规模。业内人
士预计，在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举
办期间，一批重量级文物艺术精品佳
作有望通过进博会交易回流。

与此同时，上海还发布了推动国
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的十条
新政策，推出覆盖全城的“艺术上海”
计划，并宣布将于2022年举办中国
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博览会。

记者获悉，《上海市推动国际重
要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支持艺术品
产业发展的重点政策》明确表示，上
海将从政策制度、财政资金、服务保
障等各环节发力，加速推动上海千亿
级艺术品产业规模形成。这十条新政
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上海将在浦东新
区积极推动立法促进文物艺术品交
易，建立吸引国内外文物艺术品机构
集聚、促进产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措
施；支持外资拍卖企业拍卖境外征集
的1949年以后去世的部分外国艺术
家作品；支持国内外知名艺术机构落
户；落实进博会对文物艺术品的优惠
政策以及扩大进博会“溢出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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