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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2月24日、25日、26日，歌剧《不遥远的胡麻岭》还将在甘肃黄河剧院再演出三场。为回报广大读者，甘肃省歌剧院再次通过兰州晨报市民热线（0931）
8159555，送出100张免费入场券。

领取方式：1.即日起，在“奔流新闻”APP点击该稿件上方“马上报名”图标，在报名栏中填写“不遥远的胡麻岭+姓名+真实有效电话”（填写不当，视为无效票），提交
后请于2月24日11时在奔流新闻查看中奖信息（共50张，每人两张）。2.拨打兰州晨报热线8159555参与抢票活动，抢票成功观众每人可获得2张入场券（共50张）。

领票时间：2月24日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3时至6时 领票地点：甘肃日报报业大厦1403室兰州晨报市民热线

歌剧《不遥远的胡麻岭》
在兰震撼首演

剧中人物原型、胡麻岭隧道建设者现场哽咽落泪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雷媛 张海龙）2 月 23 日下
午，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
译介”启动仪式暨作品推介会在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张宏森，阿尔及利亚驻
华大使哈桑·拉贝希，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等，以及攀登计划作
家代表、中外出版机构代表、汉学
家代表出席推介会。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
办，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
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协办。

张宏森在致辞中表示，2022
年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实施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凝聚中国优秀的作家、
出版社、文学期刊等顶尖文学资源，
对文学创作编辑出版传播转化全域
统筹协调，一起搭建平台，形成联动
机制，共同打造中国当代文学精品，
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张宏森说，“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的子计划——扬帆计划·中
国文学海外译介”的正式启动，将
为世界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更
鲜活更丰富的故事和内容。

推介会上，李敬泽就“扬帆计
划·中国海外译介”工作作了介
绍，他说，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去
年 7 月启动后，在文学界引起热

烈的关注，目前，已经推出两期共
36部支持作品，其中近一半完成
出版，这些作品回应着时代召唤，
彰显着文学理想，形成了广受关
注、代表着新时代文学思想和艺
术水准的“长篇小说景观”。

2022年7月31日，鲁迅文学
奖得主、甘肃省作协主席、甘肃日
报社叶舟工作室主任、著名作家叶
舟最新长篇力作《凉州十八拍》入
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支
持项目名单。此次推介会，叶舟携

《凉州十八拍》出席并与海外的翻
译家、汉学家及出版机构交流了创
作的心路历程，并与海外出版机构
签订翻译出版意向协议。

《凉州十八拍》由浙江文艺出

版社“可以文化”出版，全书分上
中下三卷，共计134万余字，是叶
舟长期行走勘探河西大地、悉心
开展文化考察的最新力作，堪称
河西走廊的心灵史、贸易史和军
事史。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初的凉州（今武威）为背景，以现
代版的“赵氏孤儿”故事为内核，
书写了一批来自民间，拥有文化
自觉和大义担当的凉州子弟、义
勇志士感天动地的悲壮故事。该

书是叶舟继长篇小说《敦煌本纪》
之后，为河西走廊立传、发掘西部
文化之密码、寻找中华文明之精
神原乡的又一部雄心之作。

据悉，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
外译介将重点围绕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支持作品的译介与传播展
开，优选海外优秀汉学家建立资
源库，与海外优秀出版社合作，推
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落地，不断
助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向世界讲述甘肃
叶舟携《凉州十八拍》

亮相“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推介会

鲁迅文学奖得主鲁迅文学奖得主、、甘肃省作协主席甘肃省作协主席、、甘肃日报社甘肃日报社
叶舟工作室主任叶舟工作室主任、、著名作家叶舟著名作家叶舟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平丽艳 纪敏）蓝色胡麻花漫
山遍野，宁静的村庄炊烟袅袅，呼
啸而过的高速列车，打破了胡麻
岭的宁静……2 月 23 日晚，国家
艺术基金 2020 年度大型舞台剧
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由甘肃省
歌剧院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歌剧

《不遥远的胡麻岭》，在甘肃黄河
剧院震撼首演。

中铁十九局、甘肃铁投集团、
中车集团兰州机车厂的建设者们
和现场近千名观众一同观看演
出，剧中原型人物、时任兰渝铁路
胡麻岭隧道建设三工区总工程师
的李绍杰、隧道 2 号斜井的总工
程师夏荔也亲临现场观看演出。

“这部戏讲述的是甘肃省境
内真实发生的故事。胡麻岭隧道
原计划三年贯通，由于遇见了第
三系富水粉细砂地层，打通最后
的 173 米用了 6 年时间，可以说
我们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个中国铁
路建设者用‘高科技+当代愚公
精神’，创造世界铁路建设奇迹的
故事。”该剧导演王繁钦告诉记
者，剧中以巨型九宫格架作为一
个基本舞台形象的支点，通过结

构位置的偏移，解决了舞台上隧
道、工棚、宿舍，以及主人公安杰
在北京的家等场景的转换。“在这
部戏里，每一场戏至少转换两个

场景，尤其是最后一场戏中四季
的转换，先后切换了九个场景，延
伸了观众的想象空间。”

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全体

演职人员以群像式表演，将兰渝
铁路建设者的科技创新精神、愚
公移山精神、大国工匠精神完美
展现在舞台上。“那座山,不太高,

胡麻花开山上头,山根根,开洞
洞,火车钻进山里头……”伴随着
悠扬的谢幕音乐，剧场内爆发出
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不遥远的胡麻
岭》主创人员以及剧中两位人物
原型、胡麻岭隧道建设者李绍杰、
夏荔被请上舞台。

李绍杰激动表示，“作为胡麻
岭隧道的建设者，这部戏把我又
带回到奋战八年的胡麻岭，感谢
甘肃省歌剧院的艺术家们，用艺
术的形式来展示当代铁路建设者
的愚公精神和故事。”

夏荔是胡麻岭隧道2号斜井
的总工程师，胡麻岭隧道贯通的
一刻，父子拥抱的场景感动了无
数人，他也是剧中的青年工程师

“高岩”的人物原型之一，“看演出
的过程中我几度哽咽落泪，那些
画面、那些场景，让胡麻岭隧道建
设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
中，胡麻岭隧道建设的艰辛都在
这部剧里面。”夏荔说，希望这部
歌剧通过不断演出，能够成为一
部与当今社会同步、与时代发展
同行，守得住、演得久、留得远的
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