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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康瑞珍）昨日，

记者从河北演艺集团了解到，由

河北省歌舞剧院历时一年半精心

打造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大河之

北》，将于9月1日、2日在河北省

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

据悉，《大河之北》作为2018年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是河北省

歌舞剧院建院以来推出的高水平、

强阵容，具有河北地方特色的原创

民族音乐会。该作品由中国著名

作曲家、原总政歌舞团团长张千一

（代表作有《大漠敦煌》《青藏高原》

等）作曲并指导，中央音乐学院指

挥系教授、中国民族管弦乐十大杰

出指挥之一王甫建指挥，省内外优

秀新锐作曲家、演奏家倾力加盟。

《大河之北》以河北的风土人

情为原型，通过中国民族乐器琵

琶、扬琴、古筝、竹笛、二胡等多种

演奏形式组合，以独具特色的音

乐魅力，展现河北的悠久历史和

独特灵韵。同时增加了乐曲的戏

剧性和舞台演奏的观赏性，体现

传统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的特点。

此外，该演出曲目亮点纷呈，

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易水

歌》，具有地域特色的《赵州桥随

想》，吹打乐《回娘家》，节奏舒缓

的《大平原》，以梆笛为主与其他

乐器配合演奏的《梆腔梆韵》，还有

有着强悍洒脱北方气质的《关里关

外塞外》以及融合了河北民歌《放

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和蒙古

族音乐素材，形成了一套以河北千

年历史文化为主线，全景展现燕赵

千年文化魅力的组曲。

据介绍，《大河之北》是河北

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重组壮大以

来，打造的首台堪称年度扛鼎之

作的原创民族音乐会。河北省歌

舞剧院也将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

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作品作进

一步打磨，将其打造为展示河北

文化的保留剧目。

电影《李保国》根据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李保国的事

迹改编，讲述了中国知名林业专家、河北

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 35 年如一日，扎根

太行，开荒拓土，接力扶贫，科技富农，最

终将生命献给太行山的感人故事。而李

保国教授当年奋斗的地方，正是岗底村。

20 年间，他和乡亲们经过多年的艰苦耕

耘、科学种植、产业升级，最终让这个曾经

有名的“贫困村”渐渐摘掉贫穷的帽子，一

举成为内丘县的富裕村。因此，岗底村的

乡亲对李保国教授有着亲人般的深厚情

谊，许多人都是眼含热泪看完这部电影

的，场面令人动容。

电影放映现场，作为周边村子里唯一

一位河北农业大学的学生，赵国清对李保

国教授充满深深的敬意。当《李保国》这部

影片演到学生出国的片段时，她激动地说：

“毕业后，我一定要回到家乡发展，继续将

李保国精神扎根太行山，目前学校还在进

行红树莓的研究，我一定努力学习专业知

识，为振兴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电

影结束放映后，来自岗底邻村的赵志军老

人迟迟不愿离去，他满含热泪地说：“今天

看《李保国》就好像看到他本人一样，觉得

李老师又回来了。李保国教授不仅是我的

亲人，他还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特别感谢

李保国教授。在李保国教授来之前，我一

直是出去打工，一年收入不到5000元，当李

保国教授来到岗底村后，我就跟着他学习

种树，他不仅教会了我种树，更造福了我们

家几代人。现在我们家每年收入能有四五

万元，我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8月的岗底村，漫山遍野生长着苹果

树，套着袋的苹果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仅

靠种苹果这一项，岗底村人均年收入就有

3 万多元。“这都是李教授几十年的心血

啊！”谈起李保国，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

牛感慨万千：“一个大学教授，来到我们这

个小山村，住在这里，教我们种果树，帮我

们致富，几十年如一日。今天《李保国》在

岗底村放映，看到李保国教授手把手教技

术的场面，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

跟老朋友‘并肩作战’的时光。”

“李保国”回家 父老乡亲含泪观影

电影《李保国》“回家”
父老乡亲含泪观影

“活着干，死了算！”“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把我变成了农民，把越来越多的

农民变成了我。”“不要总想着爬多高，要多想着根扎多深”……8月14日晚，由青年导

演赵琦执导,曲士飞担纲编剧,著名演员林永健、颜丹晨等主演的电影《李保国》回到了

“李保国精神”的诞生地——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活动现场，村民们动情地说：“李老

师回家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传颂他的故事？”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他流下激动的泪水？”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怀念他？”带着这些疑

问，导演赵琦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为了

拍好《李保国》这部电影，我用了几个月的时

间追随李保国教授生前的足迹，来感受他究

竟是什么样的人。我采访了至少50个人，

包括李保国教授生前的好友、学生、同事等，

获得的创作材料非常宝贵，也让观众在银幕

上感受到李保国教授的真实。”

虽然是一部人物传记式的主旋律影片，

但电影《李保国》打破了传统主旋律影片的固

有“套路”，没有刻意塑造一个“高大全”的英雄

形象，而是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活着

干，死了算！”“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

把我变成农民，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不要总想着爬多高，要多想想你的根扎多

深”……一句句话语朴实动人，一个个片段扣

人心弦，一段段故事感人至深。“提到英模题材

电影，有些观众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些影片比

较端着，容易刻板说教，不好看。所以我们一

定要有突破，要接地气。”导演赵琦说，“我们着

力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拉近主人公与生活的

距离。这部戏并不说教，而是将李保国的事

迹自然地展现出来，影片的深意要让观众看

完后自己去思索体味。”影片虽然催人泪下，但

导演并没有刻意煽情，甚至在片中李保国去

世前，导演还尽力上演幽默。赵琦说，自己不

喜欢用泪水结束电影，而是希望用振奋来激

励大家。“这部电影我拍得非常朴实，真实的送

葬肯定让人哭得死去活来，但这部电影里根

本没有人哭，连一辆灵车都没有，我在努力地

往回收，我们都在控制这个情绪。”

为避免在角色塑造上出现脸谱化，剧组

在创作的时候，第一要坚持的就是创新。“一

部主旋律影片，一个先进典型，演得真实可信

非常重要。”赵琦透露，在演员选择上，他和编

剧曲士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永健，“虽然他

给人的印象比较喜感，但事实证明，他的表演

血肉丰满，让人感觉真实亲切。”从《喜耕田的

故事》到后来的《吕梁英雄传》《马文的战争》

《王贵与安娜》，无论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

色，无论是主演还是跑龙套，林永健都能靠自

己的琢磨，把人物演出彩儿来。在拍摄《李保

国》期间，导演赵琦觉得林永健都“魔怔”了。

“从一进剧组，他就天天琢磨两件事：一是怎

么讲课，二是怎么卖苹果。就跟他手里真有

一堆堆卖不出去的苹果一样，真是入戏了。”

电影《李保国》已于8月8日在全国院线上

映，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电影在全国各地

影院的排片情况并不乐观。为了让李保国教

授的优秀事迹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学习，导演

赵琦表示，“我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

看这部电影，对于这部作品，我无愧于心。”

好看接地气 导演呼吁多排片

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大型民族管弦乐《大河之北》即将奏响

相比于电影《李保国》第一次到岗底

村，影片主创人员对岗底村却是再熟悉不

过了。在当天的放映活动现场，杨双牛还

为该片导演赵琦、主演林永健、颜丹晨颁

发了“荣誉村民”证书，主创们也分享了在

拍摄电影过程中的许多感悟。片中饰演

李保国教授的著名演员林永健表示这是

他演艺简历上最浓重的一笔。“说句心里

话，演着演着我被感动了。一个人35年，

不干别的，就干一件事——让老百姓脱贫

致富。别忘了，这 35 年也是中国发展变

化最大的35年，他可以选择干别的，但却

选择了这个。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文艺工

作者，我一定要把他演好。”而回忆起演这

部戏时的情景，林永健说：“这次演出和这

个角色让我充满了责任感，同时也感受到

很大的压力。拍摄过程中，我和导演、编剧

以及其他演员每天都在讨论、研究人物和

剧本，当时想的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

个人物演好，把李保国教授的精神演出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李保国。”如今影片已经公

映，对于观众的反应，林永健表示还算满

意，不过最欣喜的还是来自郭素萍的认可，

林永健表示，“作为一名演员，得到原型家

属的认可是对自己最大的表彰。我一直怕

演得不像李保国教授，如今得到郭素萍老

师的认可，我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当天的活动上，还有一个特别环节，

李保国教授的妻子郭素萍与片中饰演自

己的著名演员颜丹晨一同现身发布会。

影片中的许多细节都来源于当年郭素萍

与李保国教授真实的生活经历。对于颜

丹晨在片中真挚投入的演绎，郭素萍表示

非常认可和感动；而对于李保国教授夫妇

多年来在扶贫工作中相互扶持、相濡以沫

的真挚感情，颜丹晨也表达了由衷的钦

佩。“李保国教授与郭素萍之间既朴实又

接地气的爱情是最打动我的。影片中苹

果蛋糕的细节深刻展现了二人之间细腻

浪漫的爱情。而片中吃大葱、念日记、在

月光下跳舞等情节也表现了知识分子之

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的感情。”

演技精湛 林永健颜丹晨获认可

本报记者 张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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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现场观众

杨双牛杨双牛（（左左））向林永健向林永健、、颜丹晨颁发颜丹晨颁发““荣誉村民荣誉村民””证书证书

郭素萍郭素萍（（左左））与颜丹晨与颜丹晨 导演赵琦导演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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