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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晚， 广西百色优秀艺术剧目民族歌剧

《扶贫路上》贵阳站巡演在贵阳大剧院圆满落下帷幕，

在两天的演出中，全市 2000 余名市民一起欣赏了这场

精彩的视听盛宴。

该剧以“时代楷模” 黄文秀驻村日记为主线进行

回溯叙事，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讲述黄文秀与村民之

间诚挚朴素的感情和扶贫故事，展示第一书记群像，浓

缩呈现全国脱贫攻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和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

力。 剧中大量音乐和唱段都具有浓郁的广西特色，融合

了壮乡民歌韵味特色曲调， 新颖独特的舞美以及演员

们情感饱满的表演，让故事极具感染力。

据悉，民族歌剧《扶贫路上》是中宣部 2020 年宣

传思想工作重点剧目、文化和旅游部 2020 年度全国现

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剧目。 自创演以

来，先后在百色、南宁、北京、上海等地演出。 引进这台

剧的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杨燕玲说：

“引进《扶贫路上》这样的优秀剧目，就是希望丰富贵

阳文化市场， 让更多贵阳人能够看到外省精彩的文艺

演出，公司还将进一步促进黔桂两地文化交流，繁荣文

化市场。 ”

安住在“阿妹戚

托” 非遗文化中

2017年，“阿妹戚托” 发源地晴隆

县三宝彝族乡整乡搬迁至晴隆县城阿

妹戚托小镇， 创造了全国整乡易地扶

贫搬迁的奇迹———这也是贵州 “脱贫

攻坚” 最具代表性的缩影之一。

小镇的名称取自彝族国家级非遗

舞蹈 “阿妹戚托” 。 这里有全新的生

活： 一栋栋红墙灰瓦的特色民居依山

而建，房前屋后鸟语花香。 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重要节点，这里也有全新的诉求：在精

神文化层面“留住乡愁” 。 “身” 安住

了，“心”如何安呢？贵州省歌舞剧院及

合作方，试图用一部作品来予以回答。

当地国家级非遗项目 “阿妹戚

托” 进入到视野中。 “阿妹戚托” 为彝

语音译，意为姑娘出嫁舞，是彝族姑娘

出嫁前夕举行的传统群体性舞蹈，表

达了对新娘的美好祝福。 此外，“阿妹

戚托” 在丰收节等重要传统民族节日

中跳起，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因“阿妹戚托” 具有踏地为节、以足传

情、节奏欢快等动作特点，被国外称之

为“东方的踢踏舞” 。 2014 年，“阿妹

戚托” 入选国家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随之，以“阿妹戚托” 为依托

的《此心安处》项目立项，剧名化用

“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诗句，按主创团

队的用意，“阿妹戚托” 即是“此心安

处” 的精神家园。

“新生代” 踏响

阿妹戚托“新节拍”

《此心安处》聚焦“阿妹戚托” 新

一代非遗传承人英花的情感和成长历

程，将传承人置身于非遗传承、创新发

展、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之

中，以新、旧两代非遗传承人在非遗传

承、 建设新家园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

为切入点， 审视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

命运。 这其中既有命运的抉择，也有文

化的传承， 最终个人理想与时代重任

融为一体， 每个人都寻找到了初心和

心安之处， 也成功塑造了英花这一扎

根本土、 不忘初心的新生代非遗传承

人形象。

“阿妹戚托嘞，阿妹戚托嘞……”

当《此心安处》的主创团队来到小镇

的金门文化广场时， 一群少女身着彝

族服饰，欢快地唱起歌、跳起舞。 领舞

者正是晴隆“阿妹戚托” 的省级传承

人、《阿妹戚托》 艺术团团长文安梅。

同时，主创团队里还有总导演顾欣桐，

制作人尚子钧、李伟，编剧陈予婧、余

妍洁，作词张海宁，作曲 / 编曲杨杰，

舞美设计杨君韬等及该剧主演赵露、

张美玲、杨彦文、章靓、张喆龑……这

群新生代文艺力量绝大部分是“80

后”“90 后” ，他们共同推动了《此心

安处》的诞生。

《此心安处》的定位是民族题材

的音乐剧。 在导演顾欣桐的设想中，该

剧是一段讲述彝族情感、 彝族故事的

生活记忆；是非遗文化、彝族歌舞的诗

意记忆； 是三宝乡二十年变迁的情感

记忆。 最终让观众在故事好看、 歌好

听、舞动人的观看体验中，感悟到追寻

初心的力量。

编剧余妍洁说， 剧本创作难度极

大， 既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成功音乐剧

的形式， 又不能全盘照搬，“在某种意

义上， 对民族题材音乐剧剧本的创作

探索， 也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

本土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而其中的难

点是如何实现题材选取的民族化、情

感表达的民族化和形式表现的民族

化，重点是创作者要真正地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扎根贵州大地。 ”

主创团队反复探讨后， 决定以小

切口来讲大故事，将文化传承、乡村振

兴等时代命题聚焦在 “阿妹戚托” 非

遗“传承人” 身上。 全剧分为“远方”

“传承”“抉择”“吾乡” 四幕， 以 26

首歌曲反映时代背景和人物内心情感

状态，推动全剧叙事。

编剧陈予倩是剧中 26 首歌的词

作者，她介绍说，全剧由彝族原生态歌

曲《哭嫁歌》开始，上半场多为抒情、

浪漫、彝族风情浓厚的歌曲，下半场的

歌曲将情感推向高潮， 不仅有展现英

花和家俊波澜起伏爱情的《星空》，更

有英花和阿依姐妹情深的 《离散的雁

儿》《你还好吗》， 以及描绘时代风貌

的《今天的新景象》《锦绣生活》。 主

题歌《此心安处》融合了民族性、时代

性、戏剧性和艺术性，是歌词创作思路

的集中体现。 此外，剧中三次出现“阿

妹戚托” 大歌舞场面，舞台呈现风格分

别为原生态、 彝语清唱和乐队伴奏的

集体歌舞形式，展现了“阿妹戚托” 在

演出形态上的演变， 让观众领略到这

门古老的非遗艺术在每个时代所焕发

的光彩。

音乐剧也考验台前演出功力。 贵

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贵州省戏剧创

作中心）研究馆员杨仪均说，音乐剧对

演员的综合舞台表现力也要求极高，

例如唱一首歌与演一场戏是不同的，

演员的唱功、 台词功力、 表演缺一不

可。 英花（成年）扮演者赵露说，演绎

这部音乐剧需要唱、跳、演结合在一起

来呈现，是挑战，有压力，“但在排练期

间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台词训练， 以及

从多角度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 我得

到了成长，‘英花’ 之变亦是我的成长

之变。 ”

“这部剧的整体创作和制作，凸显

青春的内核，采用青春的方式，发挥青

春的力量，追寻青春的梦想，” 编剧余

妍洁的话， 代表了一众新生态文艺力

量的心声，“此次创作生而逢时， 可以

让青春尽情地奔赴一场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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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原创民族音乐剧

《此心安处》精彩上演

脱贫攻坚“贵州奇迹”与非遗文化“阿妹戚托”的相遇

广西百色优秀艺术剧目民族歌剧

《扶贫路上》在贵阳巡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舞台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贵州省

歌舞剧院演出的贵州原创民族

音乐剧 《此心安处》， 于 11 月

26 日在贵阳北京路大剧院如期

首演。这是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

程被确定为 “多彩贵州重大文

化工程” 后，一部挖掘乌蒙彝族

非遗文化内涵，讲述乡村振兴背

景下山乡巨变故事的舞台力作。

该剧以创造全国整乡搬迁

时代奇迹的晴隆县 “阿妹戚

托” 小镇为戏剧背景，以彝族国

家级非遗舞蹈 “阿妹戚托” 的

新一代传承人的成长为线索，

围绕一个家庭、 两代人在传承

非遗、 建设新家园过程中的矛

盾与困境， 以音乐剧的形式将

“大历史” 与 “小历

史”“乡村与城镇”

“时代与人生”“守旧

与创新” 等时代命题

交融成一曲乡村振兴

实践中的时代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