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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高倩）于《雨中曲》而
言，“雨”是至关重要也格外让观众感兴
趣的元素。漫天的雨幕究竟如何打造？
昨天，两台演出间隙，剧方经理马特·艾
尔斯莫尔邀请媒体和观众代表走进后台
一探究竟。

舞台一侧，几座大水罐上连接着超
过 100米的重型橡胶软管，6吨水由此源
源不断地输送至舞台之上，然后快速循
环回收。20分钟的中场时间，工作人员
始终在忙着擦干舞台，散场后，一把把需
要晾干的雨伞像绽开的水花一样，开在
舞台的各个角落。

“下雨的效果由两部分完成，一部分
是观众可以看到的喷淋设备，一部分是
舞台上内嵌的水池，水也会从这里涌上
来，否则只靠喷淋设备，难以在短时间内
达到演员能踢起水花的效果。”马特·艾
尔斯莫尔介绍。考虑到演员的身体健康
和舒适度，水温被加热到了 37摄氏度左
右，地板也选用了相对防滑速干的材质，
但为了保证剧中踢踏舞的演出效果，演
员的鞋子没有做特殊的防滑处理，要保
持平衡，最可靠的还是他们对自己身体
强大的掌控能力。刚刚过去的周末，《雨
中曲》每天演出两场，马特·艾尔斯莫尔
也感慨，这对演员的体力是很大的考验。

马特·艾尔斯莫尔同时向大家展示

了几本厚厚的资料，密密麻麻的详细指
令与曲谱逐一对照，精准地调动着庞大复
杂的舞台机械，搭建起上世纪好莱坞光怪
陆离的“梦工厂”，以悬挂喷淋设备、景片
等装置的吊杆为例，《雨中曲》运用的吊杆
多达上百条。“北京艺术中心的后台区域
比伦敦西区大很多，也许只是一个侧台就
和那里的整个舞台一样大。”马特·艾尔斯
莫尔说。在剧中饰演好莱坞导演罗斯科·
德克斯特的布伦丹·卡尔，也提及宽敞的
后台是让他印象相当深刻的一点：“剧场
的硬件设施会给演出带来很多便利，我们
期待在这里为北京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

秉承差异化的运营理念，作为国家
大剧院“一院三址”中的重要一极，主打
现代性的北京艺术中心在音乐剧的赛道
上持续发力。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
赵菲介绍，在引入作品的标准上，“我们
会优先考虑最经典的作品，比如去年 11
月上演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猫》，以
及《雨中曲》这类非常有特色的作品。”很
快，顶级歌唱明星莎拉·布莱曼领衔的音
乐剧《日落大道》将在北京艺术中心开启
全国巡演，助力首都推进首发经济，音乐
剧《怪物史莱克》预计将亮相暑期档，“未
来，我们还计划引进百老汇、伦敦西区刚
刚上演的剧目，让北京观众同步欣赏国
际舞台的佳作。”赵菲说。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在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的青铜器展厅，一道清亮的声音穿透人群喧
嚣：“这件作册奂鼎的双耳造型暗含礼制，大家
注意看铭文转折处的笔触……”65 岁的志愿
者刘金兰手持激光笔，银发随着讲解手势微
微颤动。

三十五年语文教学生涯的积淀，让这位退
休教师的讲解别具韵味。春节期间的日均两
万客流量考验着博物馆的接待能力，志愿者之
家的黑板上，刘金兰用彩色粉笔标注的讲解要
点层层叠叠：用簋街夜市的热闹比拟青铜簋的
宴饮功能，引《诗经》“钟鼓将将”诠释鼎纹韵

律，不同颜色的笔记对应着儿童版、青少年版、
银发版的解说策略。

在齐白石特展现场，稚嫩的质疑声曾让空
气凝固：“这个鸟画得还没我好呢！”面对《砖纹
若鸟图》前童言无忌的小观众，刘金兰俯身指
向泛黄的题跋：“白石老人自己都说‘真有天然
之趣’，你看这歪歪扭扭的笔触，像不像小鸟扑
棱翅膀的样子？”指尖掠过展柜玻璃，仿佛触摸
到百年前画家捕捉到的生命律动。

也有人曾问刘金兰：“准备一场志愿讲解，真
的需要如此花费心思吗？毕竟参观的观众一批
接着一批，不断更替。”刘金兰回答道：“观众可
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愿意听讲解的人都是有求
知需求的，他们渴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文物介绍
牌上没有的知识。所以我作为一名‘摆渡人’，承
载着一批又一批观众，驶向历史文化的彼岸。”

大运河博物馆里一位摆渡人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作为河北保
定市引进的规模最大的高端装备制造项
目，京投装备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
备有限公司成立近 8 年来，以“北京研
发、河北制造”模式持续推动京津冀轨
道交通产业协同发展。其生产的列车
已在北京地铁 3号线、12号线等线路投
入运营，现又为 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研
发的新型电客车正式亮相。春节假期
后，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生产现场呈
现繁忙景象。

在保定市满城区厂区试车线上，专
为 13 号线打造的新型电客车蓄势待
发。该列车采用黑黄拼色车头与黄白
相间车身设计，在继承现有线路列车
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技术升级。京
投装备河北京车副总工程师张晓杰介
绍，新车搭载四大创新技术：以太网控
制系统提升运行平稳性，变频空调系
统降低车厢噪音，电加热座椅增强冬
季舒适性，蓄电池牵引功能可在故障
时维持列车行驶至下一站。据悉，13
号线计划配备的 44 列新车中已有 40
列完成调试。

总组装车间内，北京地铁 22号线列
车正在加紧装配。据总组装部部长鞠
志强透露，企业自正月初八复工以来，
已完成全员安全培训、设备检修及物料
储备工作，目前产能全面恢复。作为京
投装备集团全资子公司，河北京车自
2017年京保合作共建以来，已形成涵盖
地铁、城轨、市域动车组的全系列产品
体系，其研发的时速 200 公里智能市域
动车组为京津冀轨交网络建设提供了
重要支撑。

河北京车是京投装备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2017年由北京与保定携手共建，以
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为龙头，产品涵盖地
铁、城轨等列车品种。京投装备河北京
车党委副书记张冬威表示，比如北京地
铁的 3号线和 12号线，同时也提供了时
速 200公里的智能市域动车组列车。这
些车辆为提升轨道交通运营能力和服务
水平、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提供了有力
的装备支持。

河北京车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疏解非首都功能和提升首都高端制造
水平的重大投资项目。从北京的设计
蓝图到河北的整车成品，协同发展在轨
道交通制造领域持续走深、走实。张冬
威说，河北京车将轨道交通车辆装备的
生产制造功能，从北京疏解到河北保
定，为北京“瘦身”，在当地形成了产业
集聚，培育了上下游的产业，为保定市产业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动力。采取了北京研发和河北制造的模式，既发
挥了首都的创新优势，保持了对高端人才的吸引，也利用
了河北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优化了京津冀地区的产
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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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印象中的博物馆是视觉和文化的盛宴，穿越千年的珍奇文物与艺术感十足的展陈设计，让
观众一饱眼福。然而，通州区宋庄镇有一座博物馆，要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听觉更重要。

2023年5月，声音艺术博物馆在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正式开馆。这座以声音为媒介，专注于收集
各类声音的博物馆，不仅展示声音、科普声音，还会揭示每种声音背后的文化，堪称一座声音的宝
库。本期探宝，我们一起探索“声声不息”的声音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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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剪子嘞，戗菜刀——”“冰糖葫芦！”走进声
音艺术博物馆，耳畔便传来一连串熟悉的声音。此
起彼伏的叫卖声透着浓浓京腔，闭上眼睛，立体环
绕的声音让人如同置身于老北京热闹的胡同中，仿
佛与走街串巷的商贩擦肩而过。突然，声音变换：
燕子啾啾如沐浓浓春意；阵阵蝉鸣忽到悠长夏日；
百日虫的吵闹又来报秋；再一细听，年关将至的鞭
炮声转眼冬来。

睁开眼，才恍觉竟在一方空间里经历了四季轮
转。眼前是一块大屏幕，一棵大树，几张板凳。树木
由北京常见的槐、柿、枣、榆、海棠等拼接成“京城混
合树”，挂二三鸟笼，屏幕上轮番播放每种声音对应
的场景。在板凳上坐下，恍似在老北京一处寻常的
胡同绿荫下，聆听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百态。

这便是声音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老北
京声活。其中收集了 40余种声音，时长约 20分钟。
声音艺术博物馆展陈主管吴黎浪介绍，展出的所有
声音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自己采录的，或在户外，或
在百姓家里，连续采录了十几年。

“曾经此起彼伏、各具特色的叫卖声是老北京文
化的代表。博物馆的第一展厅中就循环播放着十余
种叫卖声，不乏杨德山等名家。您细听，同一样商品，
在不同地区的吆喝完全不同。拿糖葫芦举例，在北城
深宅大院居多，吆喝声就要悠长，让院子里的人听
到，所以北城卖糖葫芦的商贩，一般吆喝为‘糖——
墩儿’，其中‘糖’字会拉得特别长，而‘墩’则十分轻
声；而南城则相反，声音干脆利落，一般吆喝为‘刚蘸
得的’。明显的风格差异，让第一次听到的人根本不
知道是同一种商品。”

鸽哨声、驼铃声、敲锣声……这些老北京的声音
是如何发出的？展厅中摆放的响器道尽其中奥秘。
一件由特殊的锣和槌组成的响器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这叫铜点儿，是昔日北京盲卜算卦所用。因为
盲人的另一只手需持盲杖，所以这种响器的特点是

锣与槌用同一只手来操作。将槌夹在中指与无名指
之间，伴随着两根手指上下摆动，让槌与锣相撞，从
而发出声音，吸引人们注意。”吴黎浪说，当时正常视
力的算命先生则用另一种响器，卜卦者一听，就能区
分出两类算命先生。

铜点儿旁边摆放的响器叫鼓儿，这不是常见的
乐器鼓，而是要小上很多，小到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
少，它和紧挨着的铜棍是一个组合。吴黎浪介绍，这
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收文玩旧货等物品的“打鼓儿
的”，盛行于晚清与民国时期。有些人家道中落，难
以为继，只能变卖家中物件儿。“这些人还是要面子
的，所以走街串巷收货的只敲不吆喝。有主顾听到，
就会将他们叫进家中。”吴黎浪说。

驼铃也是北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年
间，骆驼是北京的主要运输工具。城墙下，古道上，
驼队穿街而过的场景在北京很是平常。一般17头骆
驼拴在一起组成一个单位，叫作“一连子”，冬天每天
上午从北京阜成门运煤进城。每个驼队会有一头骆
驼带铜铃，因而老北京冬天的街头少不了驼铃声。
其他季节骆驼会运其他货物，除了夏天——骆驼也
需要放暑假。凡是有骆驼的地方必有驼铃，从土耳
其到北京，驼铃声横跨整个亚欧大陆。

想要挑出几个最具老北京风格的声音，鸽哨一
定榜上有名。将鸽哨绑在鸽子的尾羽上，鸽子飞翔
空中，哨与气流接触便会发出美妙声音。馆中便有
葫芦类、联筒类、星眼类、星排类四种不同形制的鸽
哨。一群鸽子搭配三至五把不同音调的鸽哨，就会
在空中奏出一首交响乐。“不同造型、出气口的多少
都会造就不同的音调和音色，有清脆的，也有浑浊
的。”吴黎浪介绍，“鸽哨在宋代便有记载，现在的鸽
哨只有两百多年历史。从清朝到现在有一条正宗工
艺传承——从‘文’字号陶佐文传到张宝桐。张宝桐
将‘文’字号工艺传给徒子徒孙。馆内的鸽哨便均由
张宝桐徒孙李志刚与付磊所作。”

穿过老北京声活展厅，刚刚烟火巷弄的喧闹与
四季之声在耳边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耳机里传
来的陌生语音。这里是新疆古代语言展厅，六个屏
幕和耳机分两列排开。戴上耳机，屏幕上可以选择
新疆各个地区的古老语言，有梵语、龟兹语、叙利亚
语、突厥语、吐火罗语等十余种，文献主题涵盖法律、
经济、医学等多方面内容。

戴上耳机，其中声音无从辨别，这是新疆已经消
失一千多年的古老语言。“这是我们通过与语言学者
合作，再结合文献资料的发音体系复原出来的。”吴
黎浪说，“从这些古老语言中可以感受到语言的流
变。比如唐代汉语现在听起来有点像广东话，因为
现在的广东话也是当时从中原传过来的语言。语言
有些在发生变化，逐渐被其他语言取代，也有些在战
争中失传了。”

若用耳朵感受新疆的异域风情，语言是一种，音
乐是另一种。新疆古代语言展厅对面，六个悬空的
声音体验罩十分惹眼。游客总喜欢钻到罩子里一探
究竟，刚一进去，里面就会响起不同的和田音乐。听

着节奏感极强的乐曲，游客便会忍不住跟着扭动起
来。罩子里的音乐是全沉浸式的，外面不容易听到，
而在里面却能感到自己完全置身于乐曲的包围中，
如同正在千里之外的高原上与同伴一起伴着篝火载
歌载舞。每个声罩里都有一块小屏幕，歌曲名称、民
歌来源地区、演奏者、录音人员等信息一目了然。“设
计这个装置就是想让大家能更放得开。因为新疆和
田民歌的节奏感很强，人们听着就容易忍不住跳起
舞来，而且外面的人只能看到腿，看不到脸，可以玩
得更尽兴。”吴黎浪说。

另一个展厅内，天花板上悬挂着新疆的传统民
族乐器，有达甫、冬不拉、萨帕依、卡龙琴、热瓦普等，
刚刚听到的和田音乐正是由它们演奏出的。乐器下
方则是一个方形坐榻，铺着独具特色的和田图案地
毯。“上面是乐器展示空间，下面盘腿一坐，正好是一
方音乐舞台。”吴黎浪说，“之所以选择新疆声音展
示，因为这里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区，古丝绸之路
上不同民族的交流留下了丰富的语言和音乐，我们
希望展示给大家更多元的声音与文化体验。”

“胡同绿荫”下听老北京声活

除了展示声音，收藏各种声音也是博物馆的主要
工作。“通州历史悠久，从金朝开始就已经是漕运通济
之地，明清两朝又是漕运重镇，南北文化于此交汇，造
就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吴黎浪介绍，与漕运文化有关
的声音中，通州当地流传的运河船工号子独树一帜，
其中既包含了通州当地的语言特色，也借鉴了运河沿
线城市的民歌。

去年6月，声音艺术博物馆来了两位特殊的客
人：通州区文化馆退休职工常富尧和通州运河号子

第四代传承人赵义强。他们为博物馆录下了
10个种类，共计22首船工号子。“这些运河船工
号子是我1987年收集到的，可以说是抢救性发

掘，因为我当时如果再慢一点儿，可能一首都收集不
到。”常富尧跟记者分享了运河号子收集的过程。

1987年，还在文化馆工作的常富尧开始收集运河
船工号子。他沿着北运河通州段从东南到西北，挨村

寻找会唱船工号子的人，直到在运河北首的盐滩村碰
到了赵庆福，也是赵义强的父亲。“赵老的祖辈全是漕
工，我去了两次，一共给我唱了 22首运河船工号子。”
常富尧说。

吴黎浪记得，录制当天常富尧和赵义强在录音棚
中十分投入。当喊到起锚、抢滩、拉纤等旋律十分激
昂的号子时，两个人不自觉地加上动作，看上去就像
漕运鼎盛时期时，两位劈波斩浪的漕工。“当天两位
老师一共录了 10首运河号子，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保
存和整理，计划以大屏幕沉浸式声场聆听的方式与
观众见面。”

去年3月，声音艺术博物馆开启了《通州记忆中的
声音》项目。目前，燃灯塔上的塔铃声、南大街中的实
景生活声音、非遗抖空竹的声音等都已入藏声音艺术
博物馆。下一步，博物馆的声音团队将会采集更多具
有通州文化特色的声音。

再现新疆消失一千年的语言

运河船工号子等“通州声音”入藏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2 月 14 日，北
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内灯火辉煌，掌声雷动，
期待已久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雨中曲》
在此拉开了中国首演的序幕。这部被誉为
世界经典的音乐剧，以其原汁原味的伦敦
西区班底、震撼的舞台效果，以及活力四射
的精彩演绎，为京城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首演之夜惊艳四座。

“雨中踢踏舞，有声电影史。百老汇喜
剧的欢乐贯穿始终，很精彩！”音乐剧《雨中
曲》改编自 1952年米高梅出品同名经典电
影，该电影被誉为美国国宝级影片之一，豆
瓣评分高达 9.1。本剧主创及主演团队由
伦敦西区原班人马组成，此次本剧原版引
进中国，并作为全国唯一一站，在北京艺术
中心独家呈现，吸引了许多音乐剧爱好者
和影迷的目光。

《雨中曲》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
年代的好莱坞，当时无声电影正处于巅峰
时期。演员唐·洛克伍德是无声电影时代
的巨星，随着有声电影的崛起，一切都将发
生改变。一次偶然的机会，唐遇到了才华
横溢的年轻合唱团女孩凯西·塞尔登，她的
出现不仅偷走了唐的心，更改变了好莱坞
的未来。音乐剧通过丰富的歌舞元素和精
彩的剧情，再现了从无声到有声的电影变
革，同时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

首演之夜，随着大幕缓缓拉开，观众仿
佛穿越到上世纪 20 年代的好莱坞。舞台
上，绚丽的灯光与华丽的服饰交相辉映，营
造出梦幻般的场景。饰演唐·洛克伍德的
格兰特·阿米拉尔让人眼前一亮，自信、幽
默同时深情款款，完美诠释了人们心中的
好莱坞“明星”。艾米丽·朗厄姆饰演的凯
西·塞尔登以其清亮的嗓音与真挚的情感，
将凯西的坚韧与乐观展现得淋漓尽致。斯
蒂芬·阿内利饰演的科斯莫·布朗机智诙
谐，幽默风趣，为整部音乐剧增添了不少欢
乐与轻松的氛围。

当经典的《雨中曲》的旋律响起，观众
为再现的银幕经典所动容。舞台上，六吨
水倾泻而下，通过高科技喷淋设备打造出
独一无二震撼雨幕，格兰特·阿米拉尔在雨
中打着伞欢唱，复刻电影中的名场面，再现一
代人儿时关于“雨中曲”的经典回忆。《雨中
曲》合唱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水
花飞溅，观众随着音乐的节奏共同欢唱，气
氛热烈，成为整部音乐剧的亮点之一。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享受音乐剧的魅
力，北京艺术中心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艺
术活动和服务。下午场演出开始前，国家
一级编剧林蔚然和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
主任黄凯在歌剧院公共空间舞台为观众带
来演前导赏，从电影到音乐剧，深入剖析

《雨中曲》的艺术价值。此外，北京艺术中
心还特别推出了“雨中曲”限时主题餐饮体
验和文创产品，让观众享受视听盛宴的同
时，品味美食和收藏纪念品。观演结束后，
观众在小红书和微博发布观演体会并艾特
国家大剧院，还有机会获得《雨中曲》中国
首演限量版签名海报。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艺术中心还首次
引入了专属接驳车服务，观众可以凭演出
票或购票信息免费乘坐接驳车，直达北京
艺术中心入口，享受便捷的观剧体验。此
次演出将持续至 2月 27日。随着首演的热
烈反响，这部国际 IP掀起“雨中欢唱”热潮。

幕后 剧方经理马特·艾尔斯莫尔揭秘

漫天的雨幕是从何而来？

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精彩演绎伦敦原版音乐剧

浪漫之日《雨中曲》在中国首演
观众还可享受专属免费接驳车服务

刘金兰为观众讲解博物馆展品。记者 常鸣/摄

《雨中曲》剧照。记者 方非/摄

副中心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