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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马兰花

儿童声合唱团惊艳世界。3 月 21 日，生

前最后 18 年全心投入阜平县马兰村音

乐教育，带领大山里孩子登上冬奥会舞

台的邓小岚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溘然辞世，享年 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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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载筑梦马兰，140 秒花开冬奥。把山区孩子送上冬奥舞台的她，走了——

邓小岚邓小岚：：把爱留给马兰村把爱留给马兰村

视 线G

艺艺 评评G

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大体量的凹穴岩画群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

仲达乡电达村铁仁沟发现玉树通天河流域迄今体量最大的凹

穴岩画群，个体数量达到 208个。

据介绍，青海玉树石刻是青藏高原分布范围最广、遗存规

模最大、时代跨度最长、铭刻种类最多的石刻文化带，是镌刻

在大山岩石上的三江源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史料。通天

河流域沿河地区拥有千枚岩、花岗岩、片麻岩、硬砂岩、云母片

岩、石灰岩等各种丰富的岩相。

凹穴岩画历经演化，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玉树嘎白塔风

景区两岸方圆 20公里范围内，是通天河流域凹穴岩画较集中

的区域，此前研究人员在称多县拉布乡南叶村、白塔渡口等地

都有发现凹穴岩画。此次研究人员在铁仁沟发现的凹穴岩画

群，岩面上满框密布岩画图像，信息量极为丰富。

有关专家认为，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所在的地点具

有文化深远性和联系性，凹穴岩画是古人类定季节和时刻功

能的“日晷”，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天文星象图。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姚琳 张洁

电话中，席庆茹泣不成声：“邓老师教我

们唱歌的日子，我们很高兴。我们不相信邓

老师已经走了……”

席庆茹是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队员。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这支来自河北保定

市阜平县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用希腊语

唱响一曲《奥林匹克颂》。140 秒的天籁声

中，奥林匹克会旗缓缓升起。

“总感觉到这个事儿不是真的。”与席庆茹

一样，得知邓小岚老师离世的消息，阜平县城

夏学区中心校校长、奥运合唱团带队刘凯“感

觉像做梦一样”。孩子们听说后，都在哭。

马兰村情缘

马兰村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西部

深山区，是邓小岚父亲——当代杰出的新闻

工作者邓拓，带领晋察冀日报社生活和战斗

过的地方。

1939 年 3 月至 1948 年，《晋察冀日报》在

此办报达十年之久；1944 年，第一部《毛泽东

选集》在马兰村出版。

1943 年秋，日军发动扫荡，马兰村及附

近乡亲为掩护报社，19 人惨遭杀害，无一人

泄密。一次突围后，邓拓爱人丁一岚在山洞

中生下邓小岚。邓小岚被寄养在当地一村民

家中。邓拓在写《燕山夜话》时，署名“马南

邨”，便是马兰村的谐音，以志不忘那段岁月。

缘于个人身世和父辈的情结，邓小岚对

马兰眷恋不已。2003 年清明节，从北京市公

安局退休后的邓小岚回马兰村为烈士扫墓，

马兰小学 20多名小学生参加纪念仪式。

活动结束后，邓小岚想跟孩子们一起唱

支歌。当时只有一两个会哼国歌，却都跑调，

这深深刺痛了邓小岚的心。“没有歌声的童年

是苍白的”，邓小岚决定通过音乐帮马兰的孩

子种下梦想的种子。

转过年头，邓小岚号召兄弟姐妹捐款 4
万元，把 4 间破烂的小学教室翻盖成 7 间校

舍。也是在这一年，她从亲朋同事那里募集

乐器，成为村里第一位全才音乐老师，教钢

琴、小提琴、手风琴、吉他……

从此，马兰村胭脂河边，不仅有嬉闹，更

有了琴声和歌声；从此，指甲缝带泥的小黑手

弹奏着西洋乐器，世界名曲回荡在大山深处。

从北京到马兰，邓小岚早上 8时出发，晚

上 8 时许才到。“学乐器需要反复练习，不然

下次全忘了。”为此，18 年来，她每年往返于

北京与马兰 20多趟，一趟约 600公里。

2006 年，邓小岚成立了马兰小乐队，这

便是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前身。

2013年 8月，70岁的邓小岚发起“马兰儿

童音乐节”，成为彼时全国罕见的儿童音乐

节。在阜平县委、县政府帮助下，舞台，就搭

在马兰幽静的山谷中。

音乐节当天，马兰小乐队同将军后代合

唱团、清华艺术团乐队等 20多个演出团体同

台演出。孩子们空灵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

3000多名观众掌声如潮。

2015年，在学校旁的山坡上，邓小岚亲自

设计、自筹资金打造了一座浪漫的三层“音乐

城堡”。邓小岚对孩子们说：城里孩子有迪士

尼乐园，有公主城堡，马兰的孩子也可以有。

在闭塞的小山村，“邓老师像一束光，启

发和鼓励我们，走出一条更精彩的人生路”。

孩子们说。

席庆茹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老师，“当一

个像邓老师一样的老师。我也想长大了之

后，教山里面的孩子唱歌。”

唱响冬奥

马兰儿童音乐节已举办四届，吸引了越

来越多乐队加入，还拓展了摄影、非遗、天文

等元素。邓小岚全力打造的音乐马兰，成为

河北保定的一张新名片。正是这张名片，吸

引了北京冬奥组委的目光。

大山里的童声要飞向世界。

2021 年 9 月下旬，北京冬奥组委到阜平

县考察选拔一支少年合唱团参加开幕式环节

表演。邓小岚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让大山

里的娃娃登上更大的舞台、见到更大的世界，

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成员年龄最大的

11 周岁，最小的 5 周岁。他们全部来自阜平

县城南庄镇普通农村家庭，分别就读于该镇

5所小学。

《奥林匹克颂》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无伴

奏童声合唱，变化音比较多，用希腊语演唱，

同时需要孩子们良好的面部表情。

孩子们此前没接触过希腊语，再加上唱

歌的音调，两者结合起来挑战很大，这让希腊

语指导老师有点着急。

得知此事后，作为顾问的邓小岚反复琢

磨“妙招”。她建议将希腊语歌词按照国际

音标的发音进行标注，尽量把它拼音化、拼读

化。果然，效果显著。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最新的表演录

像发送给了冬奥组委，得到一致表扬——合

唱团达到了音准准确、节奏统一、音色动人的

演唱效果。

1月3日，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结束在阜平

八一学校近 3个月的集中训练，赴京开展封闭

训练。此时，距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一个月。

这一天，邓小岚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我

们山里的孩子目光清纯，像天上闪闪的星星

那样。你们的声音像天籁之声，像山泉水那

么好听，你们最能向全世界人民展现我们中

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真诚和友爱！”

18载筑梦马兰

2 月 4 日晚 10 时许，在冬奥会开幕式的

盛大舞台上，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身着虎头图案服饰、脚穿虎头鞋，用天籁般的

童声震惊了全世界。

18 载筑梦马兰，140 秒花开冬奥。那一

刻，观众观众席上，激动和幸福的泪水瞬间滑

过邓小岚的脸庞。

18年来，邓小岚培养了 200多名学生，很

多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其中 10 余人在大学

里读艺术专业，或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

不幸总是来得那么突然。

3 月 16 日，为了查看马兰月亮舞台周边

配套设施建设进度，邓小岚回到马兰村。3
月 19日下午 5时许，邓小岚突发脑梗，送往北

京救治，后医治无效病逝。

“太突然了，不敢相信这个消息。”马兰村

党支部书记孙志胜几度哽咽。北京冬奥会闭

幕式后，邓小岚老师在马兰村，一直为月亮舞

台和音乐节筹划。“邓老师把所有的牵挂和关

爱都留给了马兰，是我们永远的亲人！”孙志

胜说。

刘颖余

“我觉得好累，也许从今天开始就不会再

唱了。”知名歌手信（苏见信）在《天赐的声音》

节目里，放了一“炮”。

信是在与康姆士乐队合作翻唱了《玫瑰

窃贼》后，做此番陈词的。他大概意思是，现

在的音乐综艺节目都在做翻唱，“原创音乐”

没有进步，进步的只有编曲和唱功。他后来

在选择音乐合伙人的环节里，也干脆直接选

择了放弃。

信此举让人有些吃惊，在前不久收官的

音乐综艺《闪光的乐队》中，他还玩得很嗨，

综艺感可不差。怎么换了一个综艺（两档综

艺还都出自一个东家），就突然感觉“好累”

了呢？

有人因此推测，信的发飙是由于，在《天

赐的声音》第一期节目里，他的过于随性（和

网红歌手唐艺合唱快结束时，比了一个剪刀

手），当场遭到乐评人的批评。乐评人不只是

批评信不尊重舞台，还直言唐艺只会靠翻唱

别人的作品走红，没有自己的原创作品。

这样的联想也很自然，既然《天赐的声

音》这么炫目的舞台，都在翻唱，乐评人又怎

么好意思去批评一个网络歌手翻唱呢？这不

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所以有人说，信是打了节目的脸。

但也有人说，信其实是打了自己的脸，因

为他也没太多原创作品，也是靠翻唱起家的。

到底是谁打了谁的脸，其实不重要。但

信说的大抵是事实：现在的音乐综艺，都是依

靠翻唱，原创节目只有《我是唱作人》等稀有

品种。

音乐综艺为什么热衷翻唱？

那原因我看不复杂，因为安全。能被翻

唱的歌曲基本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大

家耳熟能详，自然爱听，要是竞演，也更容易

打高分。而原创就很难那么讨巧。去年的

《中国好声音》，非常重视原创，但结果却广受

诟病，被批水准不够。我想，他们今年也不会

那么执着于原创了。

其实，对于观众而言，歌曲是翻唱还是原

创，不会那么重要，但翻唱太多，尤其那些热

度高的歌曲，被不同的音乐综艺翻唱，作为音

乐综艺，就不易有持续高质量的输出，作为观

众，也会感觉到审美疲劳。更何况请来的演

唱嘉宾，总是那几张熟脸，你方登场我唱罢，

又能翻出多少花样，唱出多少新意？

所以，无论是谁打了谁的脸，我们都应该

感谢信的勇气。他不是小丑，不是“吃别人的

饭，砸别人的锅”，他也许只是不愿意再奉命

去唱别人的歌而已。

我也愿意相信，周深、GAI（周延）等人的

解释、圆场是真诚的。歌手需要舞台，音乐综

艺难做，各圈层的歌手需要交流融合，都很

对，但这并不意味着，音乐综艺就可以不创新

（尤其是在音乐上的创新），而只追求热度、话

题、流量、收视率。

“我们不负责振兴华语乐坛”，当年《快乐

男声》的宣告言犹在耳。我估计，所有音乐综

艺的制作者都这么想。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意思的，振兴华语乐坛的题目太大了，音乐综

艺起到的作用，可能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

要。既然如此，音乐综艺就真没必要一哄而

上，难做就不做好了，何必知难而上，还一副

“我始终在坚持”的样子。

而从观众的角度，欣赏音乐的方式也很

多，不必非音乐综艺不可。以这些年全国一

年 50 档左右的规模看，不客气地讲，我们或

许不需要那么多大同小异的音乐综艺。

信累了，音乐综艺是否也可以歇一歇了？

音乐综艺是否可以歇一歇了？

话剧《八廓街北院》在拉萨上演
3月 23日，话剧《八廓街北院》在西藏自治区藏戏演艺中

心上演。本剧由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创作演出，以拉萨八廓街
为背景，展现了一座多民族聚居院落的美好亲情和邻里深
情，进而描绘当代西藏的新生活、新发展、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本报记者 陶稳

一场“倒春寒”后气温回升，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

但是电影行业似乎并没等来温暖春天，仍在经历寒冬。

据猫眼数据，截至 3月 24日，3月份总票房 7.4亿元，其中

有几天的单日票房甚至低于 2000万元。有报道称，除了

2020 年停工的半年，目前 3 月份的票房几乎是 2013 年以

来历史同期的最低。

影市为何如此惨淡？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

长魏鹏举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近期疫情遍地

开花，各地防控政策收紧，直接影响了影院上座率，也间接

影响了观众的观影心态，不少人对走进影院持谨慎态度。

此外春节档后，有票房号召力的影片相对缺失，对影迷吸引

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国家电影局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电影院科

学精准防控工作，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一律暂不开放，低

风险地区电影院按照属地防疫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

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营业电影院要严格执行上

座率不超过 75%，疫情对影院的影响仍在持续。

在影片方面，据了解，除了“春节档”延续下来的《长

津湖之水门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狙击手》等影片，今

年 3月份共上映 40 多部影片，而截至 3月 24 日，超过 100
万元票房的只有 6 部。其中科幻类电影《新蝙蝠侠》、动

作冒险类《神秘海域》、青春爱情类《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

欢我》票房位居前三，但相比业内预期来说，均表现平平。

《新蝙蝠侠》上映 5天后，票房虽遥遥领先，但仍未破

亿，引发业界唏嘘，有人直言“好莱坞大片不香了”。另一

部好莱坞影片《神秘海域》在全球热卖，但内地票房却意外

“扑街”，目前与《新蝙蝠侠》仍有一定差距。

电影爱好者刘文表示，虽然科幻大片在影院看更有感

觉，但是这些年 3D影片越来越多，最近上映的外国大片，

内容上仍以宏大主题叙事为主，在观众体验上也缺乏新科

技元素，因此其吸引力已经远不如以前。

此外，疫情期间很多国产电影偏向小成本制作，而且

种类较单一 、同质化趋势明显，加之今年票价偏贵，很多

影片票价和本身质量不符，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走进影院

的原因。2020 年起，一些影片主动放弃传统院线转战互

联网，为影迷在家观影提供便利，对院线票房形成分流。

猫眼数据显示，3 月上映的爱情片数量较多，但除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突破千万外，其余几部都在几

十至几百万之间，仍有几部国内剧情片票房低于10万元。

电影票价越来越高，一些人宁愿等待电影下线后在

网络观看，而非去影院花钱看。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2014 年至 2020 年，国内影院平均票价在 35 元左右浮动，

2021 年涨至 40 元，今年直接飙升至 45 元，稍好些的影厅

票价在 100 元以上。刚刚过去的“春节档”，不少影迷在

互联网平台吐槽，看一场电影快抵上吃一顿烤肉钱了。

魏鹏举认为，从影院角度看，影院运营压力持续，因

此排片积极性和密度都不高，也是目前电影市场低迷的

原因。有业内人士称，由于客流量较少，很多影院在考虑

如何增加非票房收入，一些影院难以为继，不得已选择关

停。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自 2014年以来，影院数、荧幕数

首次出现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4日，2022 年的影

院数量比 2021年减少 380家，银幕数减少 1821个。

业内人士表示，电影院线回暖还需要依靠缓和的疫

情形势，同时期待出现一两个爆款点燃整个市场。

据了解，3月 25日上映的科幻灾难电影《月球陨落》，

号称投资 9.4 亿元，观众期待度较高。即将到来的“清明

档”，《人生大事》《一周的朋友》《你是我的春天》《最后的

真相》《被害人》《神探大战》等影片定档后，由主演带来的

热度让影片也具有较高关注度，期待这些关注度能成功

转化为票房，让电影院线迎来的春天。

2022年电影院线的春天何时到来？

3月 24日，由广东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
馆共同主办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
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该展览以时间顺
序为脉络，分为“丝路之兴”“丝路之盛”“丝路
之光”三大部分，通过两地文博单位的逾 500
件文物藏品向观众介绍甘肃河西走廊和广州
通海夷道的历史与渊源。

陈骥旻 摄/视觉中国

“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开展

▲黄绸人物花卉纹床罩吸引参观者。

此前，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后台，邓小岚彩排前陪伴孩子们候场。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