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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地域之美、原乡之韵

的建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音乐剧经历

了多年的艰苦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因其有承载着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而格外醒

目，更因其独特的东方文化底蕴彰显至美至真

的舞台表现力而赢得人们的喜爱。

《鹤之爱》这部原创作品，是李罡担纲编

剧、导演、作词、作曲创作的一部文化寻根、献

给故乡白城的一首深情赞歌。李罡表示：“音

乐剧是一种现代国际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中国艺术家要用中国式的当代语言方式去

讲好中国故事。《鹤之爱》在整个创作上力求中

国故事、国际表达，让中国传奇故事走向国际，

给观众带给不一样的东方文化盛宴。”

这部音乐剧引起不同凡响的同时，也带

给了观众很多惊喜，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与我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文化追求不谋而合，所以能够引起

观众的共鸣。二是音乐剧的艺术元素在舞台上的完整呈现。这部剧以国宝文物为线索，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历

史事实、神话传说，比如“捺钵”文化，还有国宝文物“八角铜镜”包括萧太后河、广安门在内的辽代遗址等等。

作为“捺钵”历史文化之一的白城大安，辽金文化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那里江河纵横、湿地环绕，水草

丰美，两百余种禽鸟每年在这里迁徙繁衍，与人类和谐共生。历史上曾有四朝皇帝来此进行春“捺钵”，留下了

无数动人的传说。

生态传奇，万物弦歌。音乐剧《鹤之爱》通过富于奇幻色彩的浪漫演绎，讲述了新王在登基之前需要沿着先王

的“捺钵”之路历练。太子安在行至月亮湖畔时遭遇狂风巨浪，被化身白鹤的塔娜公主营救，两人从此坠入爱河。

灰鹤首领慕斯滥杀生灵，为了夺取象征大辽权位的八角铜镜，命女儿乌拉去迷惑耶律大安……一幅关于万物共生

的传奇画卷，一段关于人、鹤两族之间的爱恨纠葛，展现了灿烂独特的“捺钵”文化。李罡导演的创作，通过一段跨

越人鹤两族的旷世之爱，表达了该剧“生态立剧、和谐命题”的创作初心。

剧中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成功的亮点。比

如历经风雨有情有义、有担当的耶律大安，比如

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情，以白鹤的身份守护自然

众生的塔娜公主，还有大辽国的守护神图登大

人，化去全身修为、随女而去的魔王慕斯，通过

爱扶正了邪念、深明了正义的乌拉公主，差点酿

成国破家亡大祸的太后，开启正义守护神职责

的八角铜镜等等，人物塑造鲜明而真切……在

神话与平凡中，真实的、有烟火气的唱词拉近了

演员与人物表达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观众与

人物的观赏距离。

创意之奇，以既成元素熔铸音乐剧框架，以

多元音乐风格谱写辽代浪漫诗篇。《鹤之爱》的音

乐创作，有民族特色，不仅找到本土化的节拍，还

展现了中国音乐的独特美丽，更展现出中国原

创音乐剧应具有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同频共振。

《鹤之爱》的音乐之美，以如歌旋律咏叹温暖的人性。音乐，作为剧中的灵魂，像是一个充满浪漫诗意的讲

述者，在旋律兼顾华丽流畅又体现了朴素率真；音乐整体节奏变化多端、扣人心弦；音乐风格多元迥异、别具一

格。通过多种音乐风格的灵活运用，“与歌剧的传统艺术形式不同，音乐剧用流行音乐作为艺术语言与观众交

流，偏向大众娱乐。”以更接地气、与观众半互动的模式走进观众的视野，观众的每一次掌声、每一次喝彩、每一

次泪流都能时刻感染着舞台、鞭策着演员。而演员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李罡创作音乐中的每一个细节，给予

准确的表达与诠释，将剧情衔接、递进、深入、渗透、升华，将剧中鲜活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成功塑造，与剧情完

美地融合。

在剧中，作曲家的音乐戏剧性思维能力与掌控整体音乐抑扬顿挫的强弱是这场剧的关键因素。《鹤之爱》的音

乐创作很好地运用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乐器编制，既有音乐伴奏的对白也有悄然无息的

心灵对话，合唱、对唱、独唱都遵循音乐戏剧的结构规律。用多元的音乐风格展示音乐“高雅、精致、华

丽”之美，注重作曲技巧和演唱技巧的展示，使其具有旋律复杂、音乐宽广、节奏变化自由丰富的特征，同

时也采用通俗、粗犷、雄浑、质朴的多维音乐质感，体现出音乐剧的丰富多彩。全剧24首歌曲的表现力

与剧情发展丝丝相扣、相得益彰。

《鹤之爱》的诗意、唯美不止于一种美学呈现，其所生发之处在于编剧、导演所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

其视觉风格把中国传统的写意美学、中性舞台、写意布景的设计风格融入现实主义的基底之中，体现出

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巧妙，将观众引领至戏中的情境。从色彩上来看，无论是舞台设计还是服装设计，

主要突出的色调是白色、红色、蓝色、绿色，这四种颜色显然同主体紧密相连，具有了隐喻和象征的意味，

以色彩本身隐喻地构筑了《鹤之爱》的基本风格。

在舞美设计上，创作团队对契丹文化进行考察，对其文化符号中的重要元素进行加工。选取了代表

契丹文化的重要文物“八角铜镜”作为舞美视觉支点，构成剧中视觉中心形象。舞台上的空让人感受到

演员能量的满，注视着演员的神情状态，聆听缭绕于空间中的字句。凝练独特视觉 创造奇幻“捺钵”盛

景。如果说，音乐串联起该剧的主体，那么舞蹈便是这部剧的核心。音乐剧普遍比歌剧有更多舞蹈的成

分，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艺术表现力最为抢眼的就是舞蹈。演员如同音符，穿梭在舞台的五线谱之上。

在舞美、道具方面，该剧通过对契丹文化的考察研究，提取了几个重要元素进行艺术加工，传达具有独特

辨识度的契丹文化符号，打造一派奇幻、浪漫的“捺钵”盛景。该剧在服装方面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服装

造型对于人物塑造、剧情推动的功能。例如祭祀场面、辽宫夜宴、各部落选妃场面等，都通过服装鲜明的

色彩、风格加以突出，创造了一副穿越现实与奇幻之间的绚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千姿百态的鹤成为

该剧的一大亮点。尤其闪亮的是以鹤服装扮的角色，白鹤、灰鹤、丹顶鹤……在序幕和尾声中，30多种

鹤类在舞台上齐舞，千姿百态，造型抢眼，奇幻美丽。

李罡导演作为吉林白城人，从小受到嫩江湾这片草原湿地的浸润，离开故乡扎根在北京的他，在四

十年后重新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时，那横亘在面前的大辽遗址、遗迹、文物，仿佛都从历史中跃然

而出，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最初素材。而白鹤，作为吉祥圣洁之物，又是白城市的象征，为这部奇幻音乐剧

提供了最好的创作依托。宋徽宗《瑞鹤图》中那鹤舞蓝天的盛景，提供了中华写意之美的想象空间。李

罡表示，他也想借此传播“要以万物共生的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生灵”的生态文化，将中国故事编织进历史

和国际故事版图，做好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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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家餐馆，挑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

下，点了一碗面，除了和服务员说了两句话以

外，吃面全程没人交流，默默地吃。一个人在

外吃饭，略显孤单，但是也有它的妙处，比如

无人交流的情况下，更加专注于眼前的食物，

细嚼慢咽，细品味道。在咀嚼的间隙，抬头看

到对面墙上的介绍，关于这家牛肉面的历史

发展、创始人的介绍，竟然饶有兴趣，一字不

漏地看完了。

邻座是一位大叔，一碗面、一碟小菜，吃

面的吸溜声大得很，让我想起了已逝的父

亲。父亲爱极了面条，也总是这样大声吸

溜。我曾经和父亲说过：“等您六十六大寿的

时候，我给您包六十六个饺子，做一碗长长的

寿面。”而现实却是残酷的，父亲去世时，离六

十六岁只差一个月，那碗长寿面自然是没有

吃到。

我很享受一个人吃饭的时光，点自己喜

欢的饭食，不用考虑他人的口味，不用怕冷场

不停地找话题，不用为了礼貌等他人轮流发

言而看着美味佳肴一点点地凉掉。

每天的午餐，基本都是和同事一起去单

位餐厅，几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餐，有说有笑

挺热闹的。我也乐享这种时光，聊聊最近发

生的事，吐槽下生活中的点滴，最重要的原因

是内心里隐隐约约有点怕落单的感觉，这样

一个人吃饭就自然被贴上了孤独寂寞的标

签。

那天我和妹妹去吃火锅，发现斜对面一

位女士正独自就餐。在我的印象里，火锅是

热闹的，三五知己一起吃才有情趣，所以此

情此景，她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突兀。我悄声

问妹妹：“你猜猜看，她为什么一个人吃火

锅？”妹妹头都没抬，说：“有什么奇怪的，也

许没找到人陪，也许路过忽然就想吃了，也

许她有洁癖，不想和别人吃一个火锅。”妹妹

几句话，把我心里猜忌的“孤独、落寞、失意”

打击得体无完肤，是啊，不就是一个人吃火

锅吗！独自烫一棵青菜，慢慢打捞一颗鱼

丸，夹起一片垂涎欲滴的肉……独自享受热

气升腾的朦胧时刻，在周遭的热闹里，这样

的孤高清冷为普通的餐食不也平添了几分

迷人的滤镜。

如今的人们，越来越注重自我感受，有的

人“社恐”很严重，所以“一人食”餐厅应运而

生。狭小温馨的空间，橘黄的灯光温柔笼罩，

两块隔板围起了一个人的小世界。点一份餐

食，平静地吃完，一个人的堂食，算不算外卖

的升级版？

在一人食餐厅的隔板里大快朵颐时，思

考一下近期的目标与规划，遇到不开心的时

候，慢慢吃饭也是消化不良情绪的过程，兴许

还会有灵感闪现，扫掉工作生活中的不愉快，

这不正好印证了歌德说过的：“人可以在社会

中学习，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

会涌现出来。”

一人食
□夏学军

夏天，酷暑难耐之时，手捧一块冰镇的西瓜大快朵

颐，甜蜜的汁水浸润着身心，神清气爽，不禁大呼：西瓜

绝对是夏天的解暑神器。

想起吃西瓜，必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

土》，想起那海边那片西瓜地。“夜，静悄悄的。月空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盘子大小的圆月，下面是一片沙地，

这沙地临海，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又大又圆的西

瓜。西瓜地里有个忽闪忽闪的人影，仔细一看，原来是

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他颈上套着一个银项圈，手握一柄

钢叉，警惕地走来走去。忽然，西瓜地里传出一阵微弱

的‘沙沙’声，那少年立刻迈着轻轻的步子向声音发出

的地方走去。”

在作者传神的描述中，那个手拿钢叉，颈上套着银

项圈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多年

后，走到鲁迅先生的家乡时，仿佛依然还在寻找着少年

闰土的模样。

说起西瓜，人们打趣说，夏天炎热，一定要找一个

会挑西瓜的在一起。每次买西瓜，我必然假装行家式

的，东拍拍，西拍拍，听听声音，其实根本听不出个所以

然来。拍得时间久了，卖瓜的人就会自然走过来，帮你挑一个看上去模样还不

错的西瓜。待小刀下去，扎一个小口出来，果然又沙又甜，心满意足。后来，我

干脆只买现切出来的瓜，就像是开出的“翡翠原石”，好坏一目了然。为了吃西

瓜，家里还专门备了一把“西瓜刀”，严禁用它来切诸如葱姜蒜之类的东西，甜

蜜的西瓜，是不需要这种“调料”的。

如果说吃西瓜最惬意的地方，我最心仪泉城。走在泉城的老街老巷里，开

阔处，有一池泉水，鱼儿摇曳其间，天光云影中，睡莲依依，垂柳摇摆，一切都呈

现着最自然舒适的状态。老济南人，喜欢古朴和厚重，漆黑色的大门内，一座

漂亮的影壁墙，到处古香古色。如果仅有这样，似乎还不够，古城里到处可见

泉眼，你走累了，随意地打上泉水来，喝一口，又甘又甜。如果你想吃个西瓜，

当地人就告诉你到院子里的泉里去挑。原来，西瓜就泡在清澈的泉水里，你随

意捞一个上来，满口清凉，泉水就是天然的“冰箱”。

吃西瓜最豪放的地方在宁夏。那年，我们自驾远行，来到了宁夏。只见高

速旁全是西瓜地，一颗颗饱满的西瓜在叶片上好奇地露出圆滚滚的身子来，那

西瓜地一直铺陈到天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的西瓜地，吃瓜的愿望不

可抑制。我们马上从就近的高速口驶出，来到了西瓜地。我们停在西瓜地边

一间小木屋旁，外面堆放着很多刚刚摘下来的西瓜。一对小姐弟很负责任地

看管着这些西瓜。当我们和他们说要买几个西瓜时，他们特别开心，那笑容清

澈得如山间的小溪。他们喊来爸妈。可是他们并不急着让我们买瓜，而是切

开让我们先吃，那瓜又沙又甜，好吃得停不下来。待我们走时，姐弟俩又多赠

送了我们几个西瓜，直接帮我们抱到车上。然后无比羡慕地说：“长大了，我也

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一对小姐弟的愿望实现了没

有。

每到酷暑，西瓜必备，不仅是解暑神器，更饱含着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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