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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造效果，此次的
圆 形 舞 台 上 也 是 机 关 重
重。比如围绕舞台的双向
转台，仿佛一个时空之轮。
开场第一幕“北京印象”中，
演员们组成历史组群随着

转盘从观众眼前移动，仿佛
时空转廊一般，将人们引入
对老北京的回忆；而在表现传
递奥运圣火时，舞台上又瞬间
立起小舞台，演员踩在上面
表演，如踩在跑道上一样。

舞台 时空转盘回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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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亚 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
由于对作品精益

求精，陈维亚说自己
对演出永远不会满
意。《天安门》是他与
创作组历时4个多月
完成的作品。创作时
间短，肩负任务重，这
让他此次创作和当初
参与奥运会一样既战
战兢兢又充满激情。
陈维亚说，他虽然做
过很多大型演出，但

《天安门》这样的作
品还是有难度。尤其
如何超越以往做出新
意 ，这 也 是 他 这 个

“新北京人”要突破
的难题。

普通观众请上舞台

“天安门是我们共同的
精神坐标，翻开历史，要表
现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
不能面面俱到，而是以天安
门为索引，表达我们对这个
城市的由衷的热爱，说咱们
北京人自己的故事”。陈维
亚说，由于创作之初，作品
就定位要强调生活气息，因
此全景式地讲述百姓身边
的故事才是重中之重。“要
让观众有亲切感、看完演出
有幸福感，让大家觉得这是
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于是创作组把环卫工
人、大学生、退休老工人等

普通百姓请到舞台上，这也
是历次演出中很少见的创新
方式——扮演鲜花小丑速递
的就是日常我们能见到的小
丑速递员，扮演环卫工人的
群众演员如果是专业演员，
就花时间去体验生活，了解
环卫工人的工作特点。

科技体现北京创新精神

舞台高科技的使用也是
《天安门》最为好看的亮点之
一。陈维亚说，北京精神“爱
国、创新、包容、厚德”均融入
了这台演出之中。而紧密结
合科技，更是对创新精神的很
好体现。“我们要让观众感受

到艺术的奇妙、美好和欢乐”。

希望观众多提出意见

如今已经完成的作品，
陈维亚仍要继续修改和加
工，他和创作团队还发挥
了一个小创意，就是在演
出 现 场 准 备 了 一 个 意 见
箱。“一定要告诉观众，让他
们多提意见”。采访最后，
陈维亚一再对记者强调，

“不变的是北京的传统文
化，北京的美德，变的是视
觉效果和表现形式”，陈维
亚说作品还将逐渐加入各
种新人新作，在修改中不
断完善。

音乐自然也是演出重
要环节之一。记者注意到，
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
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卞留念
的音乐创作很有特点。虽然
演出中的曲目都是《北京颂

歌》《大碗茶》等耳熟能详的歌
曲，不过这些旋律都根据表演
进行了重新编配，现场仿佛
一次京味歌曲大串烧。演出
最后，台上台下还大合唱了
一曲《新北京颂歌》。

音乐 老歌新编大串烧

北京人生活的场景以及运动员比赛的场面也融入了现场演出中。 C04-C05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上接C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