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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3000年北京風情

乘坐時光之輪，我們觸碰到3000年前最早築城為家的

農耕者的夢想；跟隨虛擬的「奔跑者」的腳步，我們感

受到800年前田園古都的那份大氣與恬靜。從莘莘學子

激盪愛國情懷的五四運動，到戰火硝煙的盧溝橋事變；

從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到奧林匹克聖火

點亮整個北京。這就是大型情景音舞詩畫《天安門》給

觀眾帶來的視聽盛宴，80分鐘的演出或纏綿㠥幾千年歷

史變遷的感慨，或充斥㠥現代北京的時尚與包容⋯⋯這

一切，都在天安門的見證下，顯得熠熠生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婷、馬琳、王添翼

■《讓我們蕩起雙槳》彷彿帶觀眾回到了碧波蕩漾的昆明湖上；《愛的

接力》以一個老師的口吻，唱出愛的傳承。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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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音」「舞」「詩」「畫」

5月
16日晚，大型情景音舞詩畫《天安門》在國家體育館隆重上演。整場
演出以「天安門」這一北京獨有的城市精神地標為歷史和文化索引，

綜合運用音樂、舞蹈、詩歌、戲曲、雜技、音樂劇等藝術形式，展現出北京的
獨特魅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
雲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委員劉延東等，與在場觀眾一同觀看了《天安門》首演。

虛擬人領跑 講述北京歷史故事
《五星紅旗升起的地方》、《騰飛新北京》、《北京歡迎你》、《愛在北京》，四個

篇章連綴起整台節目的主線。隨㠥澎湃激昂的音樂聲響起，第一章拉開帷幕：
大屏幕上出現一個奔跑㠥的虛擬人，它帶領觀眾穿梭於歷史的長河中。馬可．
波羅、紀曉嵐、老舍分別亮相於旋轉的舞台之上，他們向觀眾講述一段段發生
在北京的歷史故事。

該演出導演陳維亞表示，在創作《天安門》時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在80分
鐘的有限時間裡，為觀眾展現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他說，當我翻開歷史時，
我實在感到遺憾，不能將所有的歷史故事都呈現在演出中。這也是我們在創作
中面臨的最大挑戰。「只有80分鐘，怎麼辦？我們只能精心挑選，反覆琢磨，
最後將3000年歷史中的精華，呈現給各位觀眾。」

值得一提的是，整場演出的舞台設計都是以「天安門」為主體背景，結合北
京皇城文化「天圓地方」的美學觀點與現代美學觀念，LED屏幕與機械舞台裝
置相結合，打造出兼具北京傳統地標與現代地標意義相結合的舞台視覺感受。
五四吼聲、長城謠、盧溝橋抗戰、古城新生、開國大典在這些高科技的舞美設
計中，顯得形象逼真，引得在場觀眾連聲讚歎。

第二章《騰飛新北京》自京張鐵路講起，反映建國後北京經濟飛速發展，在
創新之路上高速疾馳。大屏幕漸暗，當所有觀眾都在猜想即將上演什麼內容
時，眼前出現了一個遨遊在太空的宇航員，漫天繁星閃爍㠥中國人的航天夢。

不一會，現場又出現一個小男孩，男孩在宇航員的帶領下，一同去太空探險，
而觀眾則在字幕的指引下，帶上3D眼鏡，享受炫目的視覺效果。

愛在北京 歡樂大家庭
第三章《北京歡迎你》以T3航站樓的繁忙情景，凸顯北京與國際聯繫愈發緊

密，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來到北京工作生活。大屏幕上，一架虛擬的空客A380
從倫敦起飛，降落在北京國家體育館，旋梯緩緩降落在舞台上，從飛機裡走出
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

舞台頓時間成為一個歡樂的「五洲大家庭」，一位黑人歌手高唱㠥《我愛北
京》，贏得在場觀眾的讚歎與掌聲。此時，舞台上的飛機已經消失，伴隨而來的
是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北京四合院，不同膚色的人在四合院裡唱㠥歌、跳㠥舞，
分享㠥他們生活在北京的經歷。

陳維亞導演特別提到，《天安門》最大的亮點是讓更多的民眾參與進來。觀
眾們看見的舞台上那些清潔工人、交警、售票員、學生等角色，都是由真實身
份的普通人參演。劇組還向民眾徵集自己珍藏的、與天安門有關的老照片，這
些照片都有機會顯示在晚會現場的LED巨屏上。另外，工作人員給每一位入場
觀眾發送一張意見卡，觀眾可隨意提出自己對《天安門》的看法。

濃郁北京情 溫暖觀眾心
第四章《愛在北京》展現出改革開放後的新北京，充滿現代氣息，將人們的幸福

生活展露無遺。第四章的表演更加貼近生活，觀眾在本章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縮影：
教師、清潔工、上學的孩子、公交司機、報刊亭老闆等形象分別出現在舞台上，無
論什麼職業，年齡為幾何，人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用自己的雙手裝扮北京。

《讓我們蕩起雙槳》彷彿帶觀眾回到了碧波蕩漾的昆明湖上；《我的北京我
的家》讓無數個生活在北京的人們感受到，無論你是不是北京人，北京都將是
你溫暖的港灣；《愛的接力》以一個老師的口吻，唱出愛的光芒千萬丈，最動
人的還是要將這種大愛一棒棒傳遞下去⋯⋯

魯煒：不同以往晚會 幻影成像效果讚
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副市長魯煒在觀看第一次綵排時表示，這場演

出不同於以往的節日晚會。首先，它的藝術主題重大，反映首都北京從五四運
動到新中國成立；從改革開放，到建設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之都，這一系列的
歷史巨變。96年的變化，濃縮在80分鐘的舞台上，體現出愛國、創新、包容、
厚德的「北京精神」。

其次，這場演出是文化與科技的融合。它採用全息技術、幻影成像和現場3D等
高科技手段，展現獨特的舞台魅力。魯煒指出，這是當今世界最尖端的科學技
術，也是中國首次將幻影成像帶到舞台上。觀眾可以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人類最新
科技的成果。

此外，據內地永樂票務統計數據顯示，5月16日的首場演出門票已被預訂一
空。為讓盡可能多的人走進劇場，票務方面在17日和18日特地留出部分80元
門票，以方便觀眾購買。為確保最佳的觀賞效果，出品方北京演藝集團更是
痛下「狠手」，將國家體育館主館原本可容納1.8萬多人的現場觀眾區「瘦身」
到不足3700席。

在同現場近3000名群眾一起觀看了演出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長春走上舞台與參演的演職人員進行了交談。他稱讚這
台節目主題鮮明、創意新穎，表演精彩、表現力強，是「三貼
近」的典範，是文化與科技結合的典範，生動反映了「愛國、
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他並勉勵演職人員堅持面向
觀眾、面向基層、面向市場，不斷改革創新，創作演出更多觀
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為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作出貢
獻。

李長春說，這場演出很有震撼力，讓人耳目一新：
第一，這台節目貫穿了「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

精神，主題思想好。城市精神和核心價值觀不能停留在口號
上，要通過各種形式變成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北京市通
過這台演出充分展示解讀北京精神，是一種創新探索，我們要
多創作出這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魄，常演不衰
的舞台節目。

第二，這台節目是「三貼近」的典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講話的核心思想就是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

農兵服務。對我們今天來說，就是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
近群眾。我們的藝術要充分反映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是歷史的
創造者，要從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中汲取營養，歌頌人民的創
造。這台節目充分展示了人民創造歷史的進程，充分體現了馬
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第三，這台節目的藝術表現形式豐富多彩，情、景、音、
舞、詩、畫結合，應用盡用，堪稱藝術品種的「超市」。第四，
這台節目是文化與科技結合的典範，高科技的應用使抽象和具
象在舞台上實現了完美的融合。第五，舞台設計恢弘大氣，讓
人看了賞心悅目。

李長春希望主創和演出人員堅持面向觀眾、面向基層、面向
市場，廣泛聽取人民群眾意見，進一步打磨完善，使《天安門》
成為一台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據了解，《天安門》將在國家體育館試演三場，主創團隊將
積極採納觀眾的意見和建議，不斷修改完善，把《天安門》逐
步打造成為一台弘揚北京精神，令群眾喜聞樂見，與首都文化
地位相符的駐場演出。

李長春盛讚《天安門》
「是文化與科技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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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來到國家體育館時，這裡顯得異
常熱鬧。大型情景音舞詩畫《天安門》的演
職人員們正聚集在這裡，為即將開始的公演
進行最後的綵排。

記者來到後台，隨處都能看到忙碌的身
影，化妝師手拿工具，認真地為演員上裝；
服裝師整理㠥手頭的衣服，為即將開始的表
演做最後準備；對講機中，工作人員的呼喊
聲此起彼伏，緊張而略帶興奮的表情洋溢在
每個人的臉上。其中，一群穿㠥整齊校服、
佩戴鮮艷紅領巾的孩子們，格外引人矚目。

《天安門》10歲孩童憧憬航天夢
一位名叫侯景涵的小演員告訴記者，她是

來自北京市朝陽區實驗小學的學生，今年十
歲，將會在《航天夢》、《秋》、《冬》中出
場。「這次就是扮演我自己，我從小就有航
天夢，這次親眼看到宇航員叔叔在太空中漫
步，希望以後也能像他一樣，去璀璨的太空
中遨遊。」

她的同學趙靜雯則想當設計師，「這次演
設計師，讓我了解了這個職業，以後挺想向
這個方向發展的」。除了激發孩子們對未來職
業的理想，參與《天安門》也讓他們更直觀

地了解了北京城的歷史變遷，「以前對天安
門的印象就是雄偉，現在覺得它更加莊嚴，
既是記錄歷史的，又是通向未來的。」

和對未來充滿無限憧憬的孩子不一樣，在
北京生活了一輩子的老北京市民劉福對於能
出演《天安門》感慨良多。「我今年72歲
了，對北京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北京城的歷
史變遷，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巨大變化，這
些我都親身經歷過，回憶也都歷歷在目。這
次能夠飾演一位孫女的爺爺，以一個老北京
人的視角去展現北京人對新生活的感悟，我
很榮幸，也責無旁貸。」

除了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天安門》也邀
請了不少白皮膚、黑皮膚的「北京人」參
演。在後台，記者就看到了還在忙㠥排練的
法國姑娘克里曼斯，今晚她將和她的外國朋
友們一起為觀眾帶來京味十足的歌曲《北京
的橋》。她告訴記者，「我來北京已經一年
半，很喜歡這裡，現在還有一個中文名字叫
秋天，這次能夠在這麼大的舞台上和這麼多
優秀的中國舞蹈演員一起表演，我很榮幸，
也很開心。」

一身復古打扮、滿臉塗㠥金色顏料的美國
人曹操，在劇中扮演馬可．波羅一角。他告
訴記者，能夠出演《天安門》讓他很激動，
天安門不僅是北京的一個符號，也是許多西
方人對北京最初的印象。這次演出讓他對天
安門、對這個城市有了更多的理解，他希望
像他飾演的角色馬可．波羅一樣，把他對新
北京的感受傳達出去，讓更多人對這個城市
有更深入的理解。

據總導演陳維亞介紹，「這是一台北京人

自己的演出，參加的演員超過了500人，其中
最大的83歲，最小的年僅4歲，還有郝歌、五
洲唱響這樣的外國友人」。另外，像退休工
人、小學教師、環衛工人等普通市民也都參
與進來，本色演出。全國勞模李素麗、「最
帥交警」孟昆玉也都出現在舞台上。

■《天安門》也邀請了不少白皮膚、黑皮膚的

「北京人」參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由美國人曹操扮演的馬可．波羅，第一次

將北京這座城市的人形象介紹給了西方。

探班綵排 四海賓朋皆參與 外國人唱起北京腔

對於總導演陳維亞來說，《天安門》

不是他藝術生涯中指導過最大型的演

出，也不是影響範圍最廣的，但卻是他

投入情感最深沉的一次。當記者問起看

了《天安門》觀眾會有什麼印象時，他

自信地說，「北京人看了自豪，外地人

看了羨慕，外國人看了驚訝」。

「我相信所有中國人對天安門都有

一種特殊的情感，」陳維亞說，「當

我接到這個委託後，我就找到朱海，

跟他說我們合作創作一台反映北京的

演出怎麼樣，他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我們都認為北京的歷史太深厚，文化

太燦爛，而作為一個北京人，能夠為

自己的家，為自己喜愛並生活的城市

打造一台展現它風采的演出，我們感

覺很幸福，所以我們都投入了全部的

情感與激情。」

「雖然我們幾個主創為國家做過奧

運會、亞運會等大型演出，但是以一

個城市作為表象，以一個城市的精神

作為表現內容來創作，這還是第一

次。」陳維亞說，「但是遺憾的是，

我們不能將北京所有的歷史故事都呈

現在一個半小時的演出中，只能將

3000年歷史長河中最精華的部分濃

縮，呈現給觀眾。」

百姓的天安門 市民的狂歡宴
「我們在創作時，一直秉承『愛

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

神」，陳維亞說，他還特別指出了這台

演出的幾大創新之處。首先，它一改

以往主題晚會以歌舞演繹的表現形

式，通過城市建築群像、上百個不同

職業的人物角色，為觀眾呈現一個豐

富多彩的北京。其次，與以往都是專

業人士表演給老百姓看，這次我們要

打造北京老百姓自己的演出。

幻影成像、3D技術展風采
「另一大創新就是我們將首次在國

內舞台上使用全息幻影成像和3D技

術」，陳維亞不無自豪地說，我們設計

了一個北京人，他穿越3000年歷史，

是這場演出的時空觀察者，觀眾將跟

隨他一起感受幻影成像的奇妙。此

外，觀眾還將首次走出影院，欣賞到

3D技術，親眼見證天宮一號與神舟飛

船對接的歷史時刻。

此外，為了增強視覺表現效果，我

們設計了一個寬60米、高20米的180

度環形屏幕，除了逼真再現、渲染舞

台氛圍外，還有兩個長達11米的旋轉

搖臂。陳維亞介紹說，舞台則使用了

直徑8米，可以360度旋轉的圓形舞

台，在中央還有9塊可以隨時起伏的

LED屏幕，充分利用了空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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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虛擬的空客A380降落在演出場地，LED顯示屏突然出現一扇實

景門，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從旋梯走下，這一獨特的設計得到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稱讚。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幕後探訪 法國姑娘「數橋」 美國「曹操」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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