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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 由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 广东
省演出业协会主办的 2019
年度广东演出“风云榜”在广
州大剧院实验剧场举行。 广东
演出“风云榜”是广东省演出
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事，也是广
东演出市场的风向标。 活动公
布《2019 广东省演出行业年度
发展报告》，并颁出 2019 年度
风云人物、 最具影响力单位、
最佳演艺品牌等 11 大类共
103 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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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演出“风云榜”评选活动
自 2019 年 7 月开始酝酿， 共有
100 家单位提出申请，申报奖项总
数达 254 项。 本届广东演出“风云
榜”在奖项设置上有所创新，对演
出类别进行细分，增加最佳乡村演
出、 最佳旅游演艺等新兴项目评
选， 同时新增“年度风云人物”评
选。 广东省演出业协会透露，评选
活动旨在通过评选一批优秀的企
业和项目，为行业树立标杆，为企
业引领方向。

本届“风云榜”共颁出年度风
云人物、最具影响力单位、最佳演
艺品牌、最佳创意营销、最佳原创
剧 (节 )目、最受欢迎演出项目、最
佳公益项目、最佳乡村演出、最佳
旅游演艺、最佳舞美（舞台）工程制
作、 著名演艺设备品牌奖等 11 大
类共 103 个奖项。 其中，著名歌唱
家崔峥嵘、 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
擎、 广东省话剧院院长杨春荣等
15 位来自演出业各个领域的优秀
人物荣获本届“年度风云人物”；
《巨轮出海》《大道无疆》《须弥芥
子》 等 10 个项目获得“最佳原创
剧（节 ）目奖”；民族舞剧《醒·狮》、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

杨千嬅 2019 演唱会等 10 个
项目获得“最受欢迎演出
项目”奖。

演出行业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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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广东人只爱吃 ？

《2019 广东省演出行业年度
发展报告》 显示， 广东人在
2019 年对演出的需求量较往
年大大增加。 2019 年， 广东
演出行业总收入约 53.9 亿
元， 占全国演出行业总收入
的 10%； 全年大小演出共有
13.6 万余场次，较 2018 年增
长约 36%。 其中，广州市全年
演出场次约 47151 场， 深圳
演出场次约 39037 场。

2019 年，旅游演艺成为
“香饽饽”， 场次较 2018 年
增长 192%。 山水实景演出
《六祖大典》、船上移动剧目
《船说》、观音山古风舞蹈剧
《山之恋》等旅游演艺项目，
将景区特色与文化特性相
结合，为游客送上一份旅游

文化大餐。
2019 年，酒吧、音乐餐

吧等“夜经济”在广东重新
兴起。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
音乐茶座闻名全国，2019 年
的广东人民则喜欢到酒吧、
音乐餐吧看演出，“夜经济”
成为 2019 年广东省演出市
场的重要增长点。

广东人还爱看高雅演
出。2019 年交响乐演出场次
较 2018 年增加 29.2% ，观
众人数增长约 82.6%，举行
跨年交响音乐会成常态，12
月成为交响乐演出的旺季。
此外，省内观众也越来越接
受古典乐独奏、重奏 、新型
演奏等室内乐演出形式 。
2019 年，室内乐演出场次为
9684 场， 值得一提的是，比

起国外团体的室内乐演出，
观众更青睐国内团体的室
内乐演出。

在广东， 看演出也要
“从娃娃抓起”。 儿童剧演出
市场持续火爆，总体情况基
本与 2018 年持平， 票房收
入约为 13.5 亿元，占演出总
收入的 25.2%， 较 2017 年

翻一番。 全年演出场次约为
3.1 万余场，较 2017 年增加
23.5%， 观众人数约为 530
万 余 人 ， 较 2017 年 增 长
60.6%。《多多帮帮忙》《菠萝
蜜奇遇记》《十二生肖》《维
瓦尔第的四季幻想曲》等优
秀剧目的上演持续拉动
整体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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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广东演出“风云榜”揭晓，广东人对演出的需求量较往年大大增加

首次评选
“年度风云人物”

2019 年， 广东诞生了多部
叫好叫座的原创作品，通过舞台
和银幕，述说广东故事。 原创舞
剧《醒·狮》借助“醒狮”这一岭
南风味浓郁的意象，讲述一百多
年前的三元里抗英历史事件，体
现出开拓、团结、不畏艰险的民
族形象。 该剧自 2018 年首演以
来， 好评不断， 一度一票难求。
2019 年，《醒·狮》演出 60 场，观
众人数达 66000 余人次。

五幕话剧《大道无疆》讲述
归国华侨开启为家乡建设铁路
漫漫征程的故事，一颗赤诚的爱
国之心感染无数观众 。 该剧
2019 年演出 11 场，观演人数超
过 1.8 万人次。

大型原创话剧《巨轮出海》
则展示了广东船舶工业发展道
路上的奋斗群像，2019 年首演 2
场，观众 2000 余人次。

广东地方戏曲在广东农村
遍地开花，既丰富了乡村文化生
活，又通过演出传承和发展了传
统文化。 本地题材粤剧《放鸡岛
传奇》每年在广州、深圳、中山、
江门、湛江以及广西、中国澳门
等地演出， 观众人数超过 42 万
人次；歌颂忠义的历史古装粤剧
《义泽高凉》同样受到市场欢迎。
此外，潮剧剧本《彭湃之母》入选
2019 年度剧本扶持工程项目；
粤剧《风起南粤》入选 2019 年度
国家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

除了大型剧目之外，小剧
场戏剧在 2019 年也蓬勃发
展。小剧场戏剧包括先锋实验
剧、方言话剧、儿童舞台剧等，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加入
到戏剧创作和表演中。年轻人
的创作或视角独特、或创意新
颖，为广东省原创作品吹来一
股清新之风。 2019 年，广东省
共有 120 余个原创剧目，演出
场次达 3000 余场。

与之匹配的是， 省内的
民间小剧场逐渐兴起： 嘿皮
匣子小剧场、沃荷的房子、西
瓜剧场、 深圳万象天地小剧

场等成为了原创小戏剧的
主要阵地， 为形式多样
的原创戏剧提供了发挥
的平台和空间。 值得一
提的是， 广东省演出
业协会拟学习上海
对于小剧场的管
理方式，对于省内
的场地进行摸底调
研， 制定行业新标
准， 统一演出规范，
整合演出资源， 为本
土原创剧目提供健康
有序的平台，推动其
良性发展。

娱乐

著名女高音崔峥嵘现
场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深 圳

保 利 剧 院

朗 诵 表 演

艺 术 团 团

长 曾 若 明

诗朗诵 《琵
琶行》

流行小提琴演奏

何伟庆秘书
长发布《2019 广
东省演出行业年
度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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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教师
点评[ [ 骆心癑同学的文章写得文采斐然 ， 语言

流畅 ，主题突出 ，似一篇好作品 。 但在这些优
点的后面，有一个致命弱点：空洞。

800 字的短文中 ，我们需要的不是排列成
行如散文诗颂歌般的词语，而是需要两个内容：一个是细
节；一个是你个人的体验。 这两点是文章个性化的前提 。
离开了这个前提，空洞的文章有时像天上飘的云，虽然看
上去很美，但内涵不够，不能给阅读者以感染力。

言之有物，有个人体验，是我倡导的中学生作文两条
基本原则。

（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财
经大学教授 江冰）

学生
作文[ [1

器，皿也；器，量也；器，力也。从盛物之具到为
人之道，从包容气度到大国重器，“器”可容万物,
“器”能纳百川，“器”应负荣光。

“器”盛纳万物，以器之精巧衬物之灵巧，以器
之宽厚载物之丰盈。 沈复于《浮生六记》有载：“芸
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瓷碟六只，中置一只，外
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置之案头，如一朵
墨梅覆桌；启盘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 ”简单如盛
食之容器，装载的是芸娘的巧思，捧托的是生活的
诗意，氤氲的是人间的清欢。 与之相似，盆景艺术
将一花一世界纳于方寸之器， 将一木一枯荣盛于
青花粙陶；酒器文化将“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迈
斟满盘云金樽，将“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
旷思揉进天青汝瓷。 一套清雅花盒， 氤氲生命之
美；一盏玲珑酒杯，倾吐千年风雅。“器”之美可美
器中之物，更可传思绪万千，它是艺术上的画龙点
睛，生活中的锦上添花。

如果“器皿”能容纳万物，“器量”则能海涵异
同。 那是面向多元的兼收并蓄，是应对差异的虚怀
若谷。 于人，“器量”是“操与霜雪明，量与江海宽”
的才识气度；于国，“器量”是“悲音不共声，皆快于
耳”的文明交流。 君子之“器量”，在林语堂是“两脚

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句“鲁迅顾我，
我喜相知； 鲁迅弃我， 我亦无悔”， 彰显其博大胸
怀；大国之“器量”，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助推

“一带一路” 的人文交流， 秉持“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实现同频共振。《三国志》有言：“合羹之美，在
能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 ”正是悦纳差异的气
度、 尊重包容的器量， 才让道德之泉滋润人心，让
文明之花长开长盛。

器量宽宏乃一人立身之准则，国之重器则是一
国雄踞之根基。 拭开历史的尘与土，青龙白虎，铭文
流光， 司母戊鼎镇守华夏千年文明； 翻过时代的新
篇章，大国工匠，超级工程，国之重器肩负起复兴荣
光。 跨越深海，斩浪伶仃，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漫
游太空，探访月宫，“北斗”织锦、“玉兔”问月；更有

“苦干惊天动地事，生似隐姓埋名人”的黄旭华、邓
稼先们，以大国工匠的汗水与岁月，铸就中国梦想，
夯实复兴之基。 让“国之重器”成为追索“从哪里来”
的纪念，让“国之重器”成为标记“到何处去”的注
脚———我们将“乘长风万里”，共筑强国之梦。

以“器”盛品类之盛，以“器”容宇宙之大，以
“器”铸振兴之力；守“器”之包容，固“器”之大用。
于己，于国，终将成器！

聂赫留朵夫想，他是爱着卡秋莎的。
他爱这在丁香花坛边嬉笑奔跑的少女，他

爱她沾染了晚露的白围裙， 爱她在晨光映下的
乌梅样的眼睛，爱她纯洁无瑕的生的欢喜。

彼时的少年人满怀赤诚， 他心似碧海，有
至善至美的正义理想。 他渴望奉献土地以拯
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他崇慕因道德而自我牺牲
的“精神的人”。

而卡秋莎生于田园，长于原野，与莺歌相
伴， 携月光相随。 少女的心里有春日的花与
爱，有欣欣向荣的纯真与希望。

风华正盛，夏意融融，两个纯洁灵魂的相
遇相吸，焕发出他们生命本真的善良与美好。

然而，世道的暗黑总畏惧光明，热衷于撕
扯天地良善。 浸淫于浆酒霍肉、纸醉金迷之中
的少年，终于将所背负的星光弃下泥潭，跪服于
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自我。 少年的爱也堕落
为恣意疯狂的情欲， 践踏蹂躏着卡秋莎朦胧洁
净的恋慕———贵族少爷的纵情终将少女推下

“阶级的高楼”，卡秋莎历经欺辱讥笑，独行于难
明的长夜中， 被利欲横行的世道打磨出了另一
个朽败的自我，也埋葬了昔日的纯真。

一纸诬告，二人于法庭重逢。 卡秋莎眼含
冤泪，稚气脱尽，只余风流姿态。 良知在聂赫
留朵夫心中破开微弱的缝隙， 冲击着早已麻
木、 冰冷的自我， 可这并非是精神的反省、人
性的崛起，而仅仅是带着怜悯的忏悔，他甚至
洋洋得意于这轻而易举得来的救赎。

可即使是暮色苍茫，仍有皎皎月光。 当一场
大梦初醒，远山处仍可窥见朝阳万丈。 当聂赫留
朵夫在监狱向卡秋莎求婚以请求她的宽恕时，得
到的不是感激涕零的应允，而是一场歇斯底里的
痛斥。“你今世利用我为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
救你自己！ ”血泪交织的往事随着怒火一齐迸发，
心灵的复苏振奋着失落已久的信念，她唤醒了自
己似乎早已丢失的人格尊严。

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震颤了。他惶恐于昔日
居高临下的孤芳自赏， 开始正视自己的罪孽，
乃至全上流社会的无耻。 为了解救卡秋莎，他
辗转于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之间，阅遍人间生
死，游离于人性之外去深嗅这世间，竟只闻得
散发着腐臭的贪婪。“人们把自己的官职和规
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义
务”， 他游走于贵族社会的溃疡痛疽之间，一
度泯灭的人性终以新姿态迎来重生。

小说中写道：“每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
性的胚芽，有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本性，有的时候
表现出那样一种本性，有时变得面目全非，其实
还是原来那个人。 ”聂赫留朵夫的“复活”让我们
明白，纵使阅尽利欲尘垢，历遍刀山火海，仍能
情怀炙烈，才能拥有对爱矢志不渝的灵魂。

任凭风起云涌，我自巍然坚守。
（指导老师 邱海林）

容万物，纳百川，负荣光
□李小舟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三（18）班

器乃容器，有限空间，承托万物；器乃工
具，欲成匠心，必先利器；器乃国之重器，捍我
疆土，扬我国威。吾辈青年当铸家国之器，筑复
兴之梦。

器者，器皿也。 形制之美与内容之好相得
益彰。 奏响曾侯乙编钟，铿锵有力的音韵为我
们还原出礼乐之中国； 捧起葡萄花鸟纹银香
囊，花鸟相依，香气馥郁，它带我们梦回繁荣、
开放的盛世大唐；端详釉彩大瓶，珐琅彩之精
致，青花瓷之淡雅，精巧工艺彼此相融，它向我
们描绘出清王朝的昌盛图景。 器，不仅体现了
精湛工艺，更承载着匠心独运、文化流传。繁复
工序，是工匠对器之形态精美、品质上乘的坚
守与追求；百年辗转，那中华文化厚重的烙印
却始终如一。 器皿，盛水、盛食、盛万物，亦凝
魂、聚魄、容众生。 火之烧煅，水之淬洗，塑造
了器之宽广与包容。

器者，器量也。 为人如器，非凡器量是“腹
有诗书气自华”的内外兼修、德才兼备，是“君
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的兼容并包，海纳百
川，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洒脱，逍遥自
得。 国家亦如器，当有广阔的胸怀拥抱纷繁变

动的世界，当有求同存异的心态接纳异彩纷呈
的文化，当有开放包容的精神面对交流融合的
浪潮。 从“一带一路”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从
杭州 G20 峰会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我国秉
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了互利共
赢、和平发展之路的不断拓宽，使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 人之器量，烘托才识气
度；国之器量，彰显风范情怀。

器者，国之重器也。 细细雕琢，琢出吾辈青
年坚定的理想信念；慢慢打磨，方能成就国之
重器，成就强国梦想。忆往昔，程开甲放弃国外
优厚条件毅然回国，投身科研，终成“两弹一
星”之利器；看今朝，年轻的北斗团队助力北斗
导航系统升空，卫国之安全；更有“蛟龙”深潜、
“嫦娥”探月、“天眼”探空……大国重器代表着
我国不断实现飞跃的科技创新能力，昭示着中
华民族的伟大行动力与创造力。 欲铸国之重
器，青年应自立自强，先修其身；欲造国之重
器，实应奋力沉潜，厚积薄发，得以腾跃。

铸器，铸人之器量，铸振国重器；筑梦，筑
兼收并蓄交流互鉴之梦，筑强国崛起、荣光复
兴之梦！

作文材料由 “器 ”说开去 ，充分
考查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行文
思路明晰 。 第一层展示 “器能盛纳
万物 ，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

彰 ”，以器之精巧衬物之灵巧 ，以器之宽厚载物
之丰盈 ；第二层叙事说理 ，表现人物之器量 ，彰
显人的才识与气度 ；第三层则从国之重器来谈 ，
叙事抒情 ，赞扬我国发展之成就 ，弘扬为国奉献
之精神。

总之 ，围绕 “器 ”的多义性 ，此文状物抒情 ，
能揭示哲理，表达观点，且条理分明。

（广州市第二中学 刘细细）

李小舟同学的文章写得流畅 ，主题到
位，观点与例子恰到好处，能表达出器皿与
美、与人的度量、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但此文的弱点在于 ：短文中想说的事太多 ，反而分
散了力量。假如把开头的一段删去，开门见山就写那个
漂亮的梅花盒 ；然后 ，水到渠成过渡到林语堂的气量 ；
再把最后一段比较宏大且略嫌空洞的叙事删去 ， 效果
应会更好。

800 字的短篇文章中 ， 写一到两个例子 ， 把它写
透，主题阐释明确，即马到成功了，大可不必求全。

（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
财经大学教授 江冰）

本文展示了小切

口 、 大视野的特点 。
“器者 ， 器皿也 ”———

“器者，器量也”———“器者，国之重
器也”，层层展开，展示了本文作者
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宽广的文化
视角，以及深情的家国情怀。

行文中 ，作者也展示出不凡
的语言功底 。 长短句结合 ，语言
典 雅 、细 腻 ，文 质 彬 彬 ，君 子 之
文也 。

（广州市第二中学 刘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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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器·筑梦
□骆心玥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三（1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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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婷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18）班

爱，不渝本真
———我读《复活》有感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
生活中有不同的“器”。 器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

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器”叫器
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器”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
成就梦想……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 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
特征鲜明；③不少于 800 字； ④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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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 器有容乃大
文载道方优

上堂 作文

��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