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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8日晚，第十一届“全球外交官中
国文化之夜”在北京盛大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170多个国
家的驻华外交官、国际组织代表及中国企业界人
士近千人参加，共绘文化交流与合作蓝图。

贵州布依族音乐唱作人龙智祥作为“家园计
划”签约艺人，受邀与其他兄弟民族歌手共同登
台。当晚，在家园计划创始人、著名作曲家李杰的
带领下，龙智祥与团队压轴演唱了家园计划的这
首最新单曲《妈祖》。该作品以融合民族音乐与现
代编曲的独特风格，将“温暖共好”的中华文化理
念传递给各国使节，成为当晚促进跨文明共鸣的
重要载体。

据了解，“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连续举

办了十一届，是中外民间外交的核心平台之一。
活动通过文化展演、经济论坛等形式，推动中国企
业出海、跨境贸易及国际合作，近年已促成多领域
务实成果。本届特设“全球品牌发展论坛”与“世
界自然乐器发展论坛”，进一步深化文明互鉴的主
题。

龙智祥，贵州布依族音乐唱作人，民建贵州省
委文化旅游委员会副主任、黔南州政协委员等。
长期致力于民族音乐现代化创作，其作品融合布
依族传统元素与当代流行乐，曾多次参与中央电
视台、地方卫视及各大文化艺术活动的演出；作曲
代表作:《云上贵州》《恋恋布依》《嘛辽嘞》等。据介
绍，李杰老师特别为龙智祥创作的一首全新的布
依族歌曲即将完成，这首歌将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值得期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昨天，由刘劲、艺兮联合执导的重大
历史题材影片《天宝》在北京举行盛大首
映礼。影片由作家阿来担任文学顾问，唐
国强担纲艺术总监，藏族歌唱家容中尔甲
任音乐总监，藏族青年演员顿珠次仁、卓
依娜姆等主演。

影片以藏族红军的杰出代表天宝（藏
名：桑吉悦希）从少年到中年时代的真实
经历作为创作素材，全景式讲述了藏族青
年桑吉悦希从一个寺庙扎巴，到参加红
军、三过草地，在延安中央党校民族班学
习期间被毛主席改名为“天宝”，后又奉命
返回藏区，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家乡剿匪
等活动，历经千锤百炼和血与火的洗礼，
最终成为我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英雄事迹。

放映结束后，刘劲率领全体演员来到
北京日报“艺绽观影团”的映后交流会：

“不崇尚自己的英雄是没有前途、没有希
望的民族。”刘劲动情地讲述了创作这部
电影的初衷，从影这么多年，他拍了很多
长征题材的影视剧，依然觉得不少长征题
材还没有“被浓墨重彩地表现”。当年红
军长征来到藏族地区的时候，正是最困难

的时候，以天宝为代表的藏族人民帮助红
军渡过了难关。在与以张连长为代表的
红军的相处中，以及受到了身边人的影
响，当时还是小扎巴的天宝，开始觉醒、蜕
变。“我们必须把他拍出来，就是希望永远
不要忘记我们的先辈们。”刘劲说。

为了真实呈现历史画面和当年红军
长征时的环境，剧组百分之九十都采用实
拍，来到天宝的家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和延安等地取景拍摄。其中有一场人和
马陷入沼泽里的戏，是在海拔4700米的地
方拍的，剧组为此专门在路边挖了一个巨
大的坑，再模拟出沼泽环境。高原空气稀
薄，缺氧，又冷，演员演得很辛苦，但最后
呈现的效果却很好。看到这一幕，观众都
感动得落泪。

“这是我最近几年看过的描写长征最
真实的电影。”一位女性观众边流泪边分
享。另一位观众认为，《天宝》中有令人屏
息的战争场面，有直击灵魂的故事，“更有
超越时空的情感浓度。”该片将于 7 月 10
日在人民院线全国公映。

王金跃

巨幅长征路线图如燎原星火般徐徐
向前，两万五千里漫长而伟大的行走在舞
台重现。昨天，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
歌剧《长征》迎来自2016年首演以来的第
13 轮演出，指挥家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
管弦乐团、合唱团，联袂阎维文、王海涛等
主演歌唱家，用音乐手法再次彰显长征路
上高扬不朽的理想信念。

歌剧《长征》历时4年筹备，由印青作
曲，邹静之编剧，田沁鑫、杨笑阳执导，通
过红军战士和普通民众的视角，串联起长
征途中的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夺取泸定
桥、爬雪山、过草地、会宁胜利会师等重要
历史事件。创作过程中，邹静之翻阅大量
史料，以充满温度的笔触，刻画出曾团长、
彭政委、瑞金参军的红军新兵平伢子等战
士的崇高形象，勾勒出共产党人坚定信
仰、追寻理想的精神风貌。“当我读过那一
时期的革命烈士家书后，更为那时的仁人
志士、为理想英勇赴死的精神深深感动。”
邹静之说：“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这

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念。”
音乐方面，印青注重将西方歌剧的交

响性与民族音乐的歌唱性相交融，西藏弦
子、贵州民歌等民间音乐元素表现着红军
长征的进程，气势雄浑的交响合唱则烘托
了长征的史诗性。当音乐的长卷恢弘流
动，富有建筑感的舞美结合多媒体视觉效
果，写意勾勒着不同地区的地理风貌，表
现出红军的革命精神。

众多优美而有记忆点的唱段，同样是
《长征》的重要看点，比如，“三月桃花心中
开”唱段贯穿全剧，以“前路再远莫忘记，
一点初心为谁来”咏唱群众与红军的鱼水
深情；湘江战役间隙，彭政委唱响“寒夜
中”，阎维文的歌声触动人心；王宏伟饰演
的平伢子在牺牲前呼唤“我舍不得离开红
军”，真挚感人；在壮阔“长征万岁”的声浪
里，全剧落下帷幕。

今晚，王凯、王鹤翔等歌唱家领衔的
另一组阵容将接力登台，《长征》本轮演出
将持续至7月6日。 北京晚报

100多年前的湖南深山中，一位
小脚母亲迈开“三寸金莲”投身革
命，培养出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
英雄儿女。7月1日晚，由武汉剧作
家赵瑞泰创作的电视剧《春晖》在央
视八套播出，讲述的正是这位伟大
母亲葛健豪的故事。这部剧作是赵
瑞泰对蔡和森家族长达 40 余年的
采访中创作的第八部作品，也是他
继创作话剧、京剧《母亲》之后再一
次将葛健豪的形象立于荧屏。

32集电视剧《春晖》由中央电视
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武
汉市委宣传部、北京长江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出品，万盛华执导，刘威
葳、张陆、张璇等主演，讲述葛健豪
迈着一双小脚，携儿带女从深山走
向世界追求光明，全家为共产主义
事业矢志奋斗的壮阔历程。葛健豪
在 54 岁时携儿孙三代远赴法国勤
工俭学，成为1600多名赴法青年中
年龄最大的“老同学”，更是中国首
位留学欧洲的小脚女性，被誉为“中
国女界楷模”“二十世纪惊人的妇

人”。归国后，她于长沙、双峰两度
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在白色恐怖中
冒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尊称她为

“女中豪杰”“革命母亲”。在儿子蔡
林蒸、蔡和森、儿媳向警予牺牲后，
葛健豪带着孙辈继续跟党往前走，
直至送走身边最后一个孙儿。她不
是共产党员，却在《中共党史人物
传》中拥有一席之地，她去世后，毛
泽东同志为她题写挽联：“老妇人，
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武汉剧作家赵瑞泰与蔡和森家
族 的 交 往 和 采 访 长 达 40 余 年 。
1978年向警予牺牲50周年之际，赵
瑞泰第一次与蔡和森、向警予的后
人结识，被这个家族几代人的革命
之路深深打动，创作了电视剧《向警
予》，由此和蔡家结下不解之缘。也
正因为这份信任，向警予之子蔡博
主动向赵瑞泰讲述了祖母葛健豪的
故事：“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更应该
写的人。”2001年，赵瑞泰创作了以
葛健豪为主角的话剧《母亲》，获得
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并在全国巡
演百场。多年来，他一直对葛健豪

念念不忘，多次到葛健豪的家乡湖
南双峰采风。2021年，他和武汉京
剧院合作将京剧《母亲》立上舞台，
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展演中单场
直播点击量达1716万人次。

赵瑞泰介绍，葛健豪这位“小脚
母亲”的形象，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
明的一个时代的缩影，她来自生活，
独特而又不可复制。从舞台剧到电
视剧，《春晖》的剧本经过了无数次
修改和打磨，让葛健豪形象得到了
更细腻、更丰满的刻画。比如葛健
豪和秋瑾的交往，在以往的剧中仅
有一句话体现，此次在电视剧中得
到了更完整的呈现，也更立体地展
示了葛健豪思想的成长过程。

回顾起几十年的创作经历，年
过八旬的赵瑞泰感慨：“数十年如一
日深挖一口井，终于将世纪老人葛
健豪通过央视荧屏推介给了全国观
众！我想起话剧《母亲》上演时老剧
作家胡可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终于
有了自己的母亲。但愿观众喜欢这
部戏。”

王娟

让武汉剧作家赵瑞泰念念不忘的“母亲”上央视了

电视剧《春晖》央视八套开播

永远不忘先辈的负重前行
长征题材影片《天宝》首映导演刘劲： 中国史诗歌剧

《长征》唱响“七一”
用音乐手法再次彰显不朽理想信念

贵州布依族音乐唱作人龙智祥 亮相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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