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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一经演出，

便引发强烈反响。据统计数据显示，

江西省外观众占比 36%，年轻观众占

比 70%，凸显了该剧对新生代观众群

体的强大号召力。

如何让过去的历史打动现在的观

众，如何塑造与时代共振、与观众共情

的人物形象？这是当今所有红色题材

创作必须面对的难题。民族歌剧《八

一起义》打破了歌剧长于抒情、拙于叙

事的固有标签，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将

全景式描写和特写式描写相结合，巧

妙地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细节进行

重新演绎。

“一部优秀的民族歌剧，既要‘曲

高’，也要‘和众’，作品要引领大众审

美，也要让大众喜爱和理解。”在总导

演黄定山看来，今天的青年受众是在

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下成长起来的，

“审美习惯的转变首先要求戏剧创作

实现与观众的同频共振。”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首演前，主

办方创造性地将剧中一系列经典唱

段、曲谱在网上提前发布，吸引了全国

各大专业艺术团体、高等音乐学府，以

及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热烈关注。《我在

等待这一刻》《相伴一生》《我的入党志

愿书》等核心唱段，借助新媒体平台收

获了庞大的在线关注群体，点燃了一

波网民参与的跟唱、学唱风潮。正式

演出时，台上演员深情演绎，台下不少

观众情不自禁地加入合唱，实现了演

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可以说，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独

特的叙事、深厚的唱功和创新的宣传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该剧通过再

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讴歌了革命先

烈甘于为理想献身的无私精神，展现

了当代中国歌剧人强烈的民族责任和

使命担当，并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激

励我们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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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 旗 猎 猎 碧 血 红
—探寻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的幕后故事

■郝 超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雨夜、乌云、狂风，海关的大钟上洒满鲜血……此时，沉重的合唱响起：“冷风呼号暴雨浇，血流干，头颅抛，交出枪
的那一刻，共产党成待宰羔羊……”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开场，以其创新的叙事手法、生
动的人物刻画、大胆的舞台科技手段和丰富的音乐唱段，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

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走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创作团队，探寻这部歌剧台前幕后的故事。

本期关注

图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饰演者在武汉讨论革命前途。

图②：起义部队在火车站运送军用物资。

图③：毛泽东的饰演者在湖南农村向群众宣讲革命精神。

图④：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部队战士英勇战斗。

图⑤：周恩来与邓颖超的饰演者相互鼓励，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图⑥：起义前，贺龙、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饰演者用幽默唱段表

达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以上图片均为剧照，由江西省歌舞剧院提供

版式设计：王秋爽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 2 时，在以周

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

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

领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 2 万余人在南

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

这一声枪响，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

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

曙光。也正是这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

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

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

“40 多年的部队文艺工作经验，让

我对革命历史题材和当代现实题材有

种天然的亲近感。”近年来，总导演黄

定山带领团队创排了《沂蒙山》《红船》

《半条红军被》等多部民族歌剧。在接

受《八一起义》民族歌剧创作邀请后，

他既荣幸又焦虑，“一部优秀的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应该在情节设置和技术技

巧背后，包含着对革命历史的深刻理

解。我希望我们的剧作不仅要呈现历

史，更要深入历史动因层面，给予观众

思考和启发。”

“整个筹备过程，有太多难忘的时

刻。”编剧王晓岭介绍，为了让作品更有

深度，创作团队走访多位历史学者和亲

历者，与革命历史先辈进行深入交流，

“听到老前辈对我们的民族歌剧抱有强

烈期待时，我感到无比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南昌起义的枪声虽然远去，但革

命精神需要歌颂和传承。”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广场上军旗猎猎，军徽闪耀。

再一次参观起义纪念馆，黄定山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如何用更加现代、更加

精心的艺术创作手法来表达起义过程，

让他久久思索。

经过反复研究与讨论，创作团队决

定以“军魂所系”统揽全剧，以起义中多

名高级将领的信仰和抉择为切口，展现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

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绝处

逢生的历史壮举，体现了南昌起义在党

史上的非凡意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

命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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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好南昌起义这样一个重大

历史题材，就要秉持‘大事不虚，小事

不 拘 ’的 艺 术 创 作 原 则 ，深 入 挖 掘 核

心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展现符合人

物 性 格 特 点 的 细 节 。”黄 定 山 告 诉 记

者，“一切的创作基础均源自对历史的

尊重。”

为此，主创团队历经 3 年多时间筹

备，他们多次前往相关纪念馆和史料

馆，翻阅历史文献，查阅相关资料，试

图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以甄别

史料为例，主创团队严谨细致地考证

了每个主要角色的诸多细节。

“艺术创作不仅需要尊重历史，还

需要一些想象。”黄定山告诉记者，在

剧情结构上，《八一起义》采用经典线

性叙事与多时空交叉叙事相结合的方

式，对一波三折的起义过程、紧张严肃

的矛盾交锋、历史十字路口的艰难选

择等进行了层次分明、跌宕起伏的呈

现，突破了线性叙事的时空限制。最

让观众惊喜的是，该剧打破了“就史写

事”的编剧思路，创造性地加入毛泽东

与周恩来在武汉讨论革命前途并击掌

约定的重头戏。正是这次见面，推动

了两位伟人在剧中关键时刻的跨时空

“对话”，凸显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时

刻崇高的革命信念、深邃的历史洞见

和面对危局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此外，剧中还讲述了周恩来与邓颖

超志同道合、携手风雨的伉俪深情。两

人的二重唱《相伴一生》多次重现，在回

环往复的咏叹中体现了革命伴侣在斗

争中相互激励的强大情感力量。在主

题叙述的间隙，该剧还穿插了丰富的历

史细节，如甘棠湖小筏子会议上“大鱼

吃小鱼”的妙喻，贺龙带领官兵抢修铁

路等场景，赋予作品令人回味的意趣与

哲思，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起义的

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

饰演周恩来的石倚洁以在西洋歌

剧中的出色表现为观众熟知，《八一起

义》是他出演的第一部民族歌剧。“我

的唱段比较多，大幕拉开后，基本没有

下过舞台。”石倚洁说，“最难的是要把

握住角色的神韵。”为此，石倚洁研究

了大量史料和影视作品，从中汲取灵

感。他在剧中演唱的《我在等待这一

刻》旋律豪迈，情绪激昂，赢得观众的

一致好评。

虚实结合刻画历史人物

“我深知，要想创作出走进人民内

心、鼓舞人心士气的佳作，必须坚持守

正创新，让作品既有意义又有意味。”

作为一名深耕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

作人，黄定山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

作品，如果没有引起当代观众思想情

感的震荡，就不算好作品。”

今年 4 月 16 日，民族歌剧《八一起

义》在完成南昌首演后首次亮相中央

歌剧院剧场。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现场掌声

雷动，喝彩连连。演员们的精湛表演，

不仅让历史中的人物形象跃然台上，

更让观众真正读懂了那个时代的英雄

群体。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

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史诗，诠释了起义

军民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再现了

革命斗争的曲折波澜。

事实上，《八一起义》自首演以来，在

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吸引了一批又一

批观众走进剧院观看。老红军后代罗旻

带着一家人走进剧院。“爷爷生前常给我

讲这段历史，但我没有想到，过程这么曲

折不易！”歌剧落幕后，罗旻哽咽地说。

家与国的情感交织，生与死的对

立冲突，一次次戳中观众的泪点。“南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作为江西人，我从小听着起

义的历史故事长大，看到越来越多的

人不断以新的形式传播这段历史，我

觉得很感动。”市民杨昊感慨。

“听说八一南昌起义的故事以民

族歌剧的形式呈现，我第一时间购票

观演。”北京市第八中学历史老师朱女

士格外兴奋，“大幕落下，余声犹在，革

命前辈的身影与精神永远不会黯淡，

革命先辈的付出，我们不能忘记，作为

一名教师，我会将这部民族歌剧推荐

给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目前，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已演

出 36 场。“我们不仅仅是舞台剧的创作

者，也是革命历史的学习者、八一精神

的传播者。”在前不久召开的专家研讨

会上，主创人员对剧目演出情况进行

了阶段性总结，同时对前期收集到的

观 众 反 馈 逐 一 分 析 研 究 。 黄 定 山 表

示，下一步，创作团队还将继续收集专

家和观众的意见，不断改进细节，使剧

目节奏更紧凑，内容更精彩，让《八一

起 义》民 族 歌 剧 真 正“ 留 得 住 、传 得

开”，让革命精神永传承。

守正创新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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