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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描绘“精准扶贫”的壮阔画卷

“以十八洞村为原型，从多个维度全面反映了湖南精准扶贫
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画卷，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震撼。”11月9日，人民日报在文化版头条报道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在北京演出 描绘精准扶贫的壮阔
画卷》中，如是评价。报道认为，主创团队深入研读扶贫政策，多次
深入扶贫一线调研，怀着深厚情感投入创作。同时，综合了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将扶贫故事讲述得真实、好看。

新华网在报道《小村里的精准扶贫大画卷——〈大地颂
歌〉为何叫好又叫座？》中指出，以《大地颂歌》为代表的脱贫攻
坚题材剧目，充满现实关怀，直面贫困中内含的深层问题，揭
示生活里隐藏的冲突，直指关乎时代的重大矛盾。通过“艺术
演绎生活真实，舞台映射壮阔时代”，引发普遍共鸣，具有震撼
人心的精神力量。该报道例举剧中台词：“支教的目的，是为了
不再支教”“要告别往昔，就要拼上全力，凿向那贫穷，争一口
气”“扶贫简单输血是不行的，关键是造血”等，认为发自肺腑
的语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

“因真实而鲜活”“因真情而动人”“因真理而隽永”——新
华每日电讯在整版特别报道《时代史诗 真实力量——大型歌
舞剧〈大地颂歌〉魅力之源》中，评价该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
民群众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的鱼水深情，阐述了“只有中国
共产党能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朴素而永恒的主题，立足于
精准扶贫伟大实践，经得起时代和人民的检验。

舞台艺术的创新之作

《大地颂歌》引发观众热议的，除了令人动容的“真”，还有
其打破传统艺术形式的创新表达：运用集成式、创新式的多种
艺术表现形式，将歌、舞、音乐剧等有机融合，以大型史诗歌舞

剧的形式，演绎新时代的奋斗史诗。这也是《大地颂歌》的最大
亮点和特色。

新华网的报道《舞台上的十八洞村：大地与时代的颂歌》
采访了多位文艺界的评论家，以《大地颂歌》为例，分析了近年
来融合跨界这个值得关注的文艺现象。

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
指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会为了表达需要
挣脱旧形式束缚向前推进。这正是文艺创新的源泉。中国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罗怀臻认为：对于脱
贫攻坚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某一种表演艺术样式可以表现一
个侧面，但要具有历史透视感和现实表现力，就需要这种融合，
因而《大地颂歌》是一部具有新时代审美特征的成功舞台剧。

文艺报推出的《〈大地颂歌〉：舞台艺术的创新之作》一文，
评论该剧是近年来湖南乃至全国舞台艺术的一部重大创新之
作。中国艺术报的报道《一幅极具人情温暖的精准扶贫画卷》，
也对此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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