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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渐渐点亮的场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艺
术家们在观众异常热烈的掌声里走上国家大剧院的
舞台。随后，指挥大师瓦莱里·捷杰耶夫上场，掌声
进一步“升级”成了全场欢呼。3月27日晚上，捷杰耶
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阔别北京三年半之后回
归，与期盼他们已久的中国观众再次相见。

这一格外值得铭记的时刻将从此被写入北京这
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这既是积极响应中俄两国元
首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加强
两国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剧院等文化、文学、艺
术机构交流交往”的重要体现，也是北京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又一艺术盛举。

北京观众调动起全部热情迎接俄罗斯艺术家的
到来。上周，三场音乐会刚刚开票就全部售罄，国家
大剧院的网站甚至因购票人数过多而一度“瘫痪”。
这份心意被艺术家们以音乐的形式巧妙回应。音乐
会开篇，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占据着特殊地位的《红旗
颂》率先奏响。这是没有出现在曲目单上，甚至在演
出当天下午采访时也未被捷杰耶夫提及的惊喜。当
熟悉的旋律响起，观众们惊呼出声，继而兴奋地鼓起
掌来，澎湃激昂的音乐跨越了一切阻碍，诉说着中俄
两国的深厚友谊。

接下来，捷杰耶夫执棒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继续
奏响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一交响曲“古典”》、里姆斯
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和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

曲“悲怆”》三部原汁原味的俄罗斯作品，每首乐曲结
束，观众都报以比之前更加热烈的喝彩。当两个多
小时的演出落幕时，巨浪般的掌声汇成狂欢的海洋。

“我实在太激动了，听到《红旗颂》时，我的眼泪
都快流下来了。”观众杨先生兴奋不已，中场期间，他
把自己在演出海报前的自拍发给朋友，双手都在略
微颤抖，“捷杰耶夫大师标志性的抖动的指挥手势也
让我觉得特别亲切，音乐家们大开大合、收放自如的
表现力令我都起了鸡皮疙瘩，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接下来两天，捷杰耶夫将继续与马林斯基交响
乐团奏响拉威尔配器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
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

“意大利”》以及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等经典作
品。在结束连续三场大体量演出后，捷杰耶夫将于3
月30日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00后”大提
琴家李拉，共同带来柴科夫斯基的动人乐章。

来源：北京日报

俄罗斯音乐家开篇奏响《红旗颂》

现实主义作品给予青年人前进力量

小人物的真情实感反映了大时代的社会变迁，
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大学生赏析推荐作
品”片单中，一批主流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公
益广告、动画片作品受到大学生的关注和青睐。这
些作品陪伴他们走过求学路上的每一天，给予青年
人前进的动力与力量。

电视剧《大考》用温暖现实主义的笔触描摹了一
场艰难的高考，一场所有人的“大考”让青年学子们
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温情；《超越》中传递的体育
精神让年轻观众为之动容；《县委大院》中基层干部
群像，呈现了老百姓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幸福到万家》见证了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法治建设
新风貌的诞生。

《幸福到万家》播出期间，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
院研究生王泳建在追剧的同时还不忘给同学安利这
部作品。他说：“《幸福到万家》折射出了乡村振兴政
策所带来的新变化，年轻人也正成为农村法治建设
和乡风建设的新兴推动力。”这些影视作品以温暖现
实主义的底色给予了青年人拼搏奋进的力量，以青
春之态告诉青年人“奋斗者”是新时代最美的风景。

在观影中与理想相遇

在此次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上，电视精品创作论
坛以“主题发言、圆桌论坛”的形式与现场大学生展
开思想碰撞与创作交流，为年轻的创作者提供创新
的思路和理念。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在致辞
中表示，“精品创作需要创作者具备影视高素养：应
多借鉴影视精品，守正创新、博采众长。大学生朋友
们应当把大学生电视节每一届所选评出来的反映时
代风貌、彰显家国情怀、观照人文情感的优秀影视精

品看完，在海量的观影过程中充分汲取创作养分。
精品创作需要辛勤耕耘，要把精品创作修炼成日常，
修炼成一种生活方式。”

《特战荣耀》《警察荣誉》等一批反映当代英雄群
像的电视剧出现在了“大学生赏析推荐作品”名单
上，年轻观众对这类主旋律作品很“上头”。热血的
英雄群像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正向价值的引领作
用，也让他们在这类影视作品中与理想相遇，和未来
对话。

不少大学生观众都纷纷感叹，主流影视作品越
来越好看了，其叙事不再单一寡淡，而是饱满多元。
当下，主旋律创作正在不断地拓宽叙事的边界，不断
地创新故事的表达方式。

在此次大学生电视节上，在年轻观众与主创之
间的交流中，我们可以感知主旋律与年轻观众“双向
奔赴”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山河锦绣》制片人杜伟介
绍，“主旋律作品之所以能受到年轻观众的认可，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要塑造丰满立体的典型
人物，拉近与年轻人的心理距离；其次细节要足够真
实，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最后叙事角度要聚焦到平
凡人的不平凡事中来”。

电视节为青年群体搭起成才舞台

“大学生欣赏、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与”是中国
大学生电视节的一贯特色。3月25日，第十一届中国
大学生电视节“启航”大学生创作扶持活动在福建师
范大学举办。在众多精品文艺创作者的引领与感召
下，怀揣梦想的青年学子借助这一广阔的舞台展示
着各自新颖别致的提案作品。

据悉，本届大学生电视节共收到全国上百所高
校大学生报送的近 2000 部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
泛、形式新颖，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对

时代的思考、对生活的感悟，洋溢着青年的创新活
力。其中，《云端行者》《纳西吾木》等39部大学生原
创影像作品，《冬奥有我，奋进青春》《坚守初心 坚
定信仰 永远在路上的乌兰牧骑》等10部大学生主
题演讲作品被评为最佳作品。部分作品在第十一届
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期间，通过展映与大学生朋友见
面。

“我们选取素材时，聚焦到了 《觉醒年代》 中
的陈延年和陈乔年，还有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这句战斗口号的陈祥榕烈士，他们的青春点亮
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把握住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青
春之名奋进》主题演讲作品的作者是来自福建师范
大学的陈斐、林雅森，她们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历程。

活动期间，“启航”大学生创作扶持作品在福
建师范大学进行了提案路演，从所征集的100余部
作品中评选出的 《草莓海》《传道授业》《万仕大
吉》等5部作品的创作团队，在现场与专家评审、大
学生观众进行了沟通交流。《草莓海》编剧江承超在
采访中表示，“我想把当代青年的真实故事和精神风
貌传递到观众面前，他们正在祖国的大地上用实际
行动书写青春”。

大学生电视节是电视人的节日，更是大学生的
文化盛宴。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李怡霖看来，“大
学生电视节与青年之间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平台，
我们在这里欣赏到了众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电视艺术精品佳作，大学生也通过大视节向社会展
示自己创作的影像作品，用镜头展现校园生活、展示
多彩社会”。

图为3月26日，演员姚晨（左一）和福建师范大
学学生在表演《偶戏情牵》。 来源：光明日报

主旋律作品与年轻人“双向奔赴”

暌违三年又见捷杰耶夫

3月24日至26日，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在
福州举办。为期三天的时间里，“文艺之光铸青春之魂
——电视精品创作论坛”、电视艺术家高校面对面、大
学生原创作品展映、“启航”大学生创作扶持等系列活
动相继举办。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
长范宗钗表示：“希望青年学生能够在中国大学生电视
节这个舞台上放飞艺术梦想、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
使命，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美誉度不断
提高、为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