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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乐 舞 》 西 安 市 重 点
旅 游 项 目 的 演 出 。 表
演 是 在 一 个 堂 皇 富 丽
现 代 化 大 剧 院 举 行 ﹐
演 出 前 设 有 宫 庭 宴 招
待 ﹐ 进 入 观 众 席 位 ﹐
犹 如 置 身 于 宫 廷 宴 会
厅 里 ﹐ 餐 宴 完 毕 ﹐ 演
出 开 始 。 据 知 收 费 每
位人民币600元﹐物有
所 值 ﹐ 近 千 席 均 无 虚
座 ﹐ 票 必 须 预 订 ﹐ 否
则 即 会 向 隅 之 忧 ﹐ 帷
幕 徐 徐 地 启 开 ﹐ 舞 台
上 瑰 丽 庄 严 的 宫 庭 景
象 也 悠 悠 然 地 展 现 出
来 ﹐ 观 众 情 不 自 禁 地
被 其 景 象 所 融 化 了 ﹐
大 家 都 被 带 到 一 千 多
年 前 的 唐 朝 时 代 ﹐ 仿
佛 自 身 就 是 戏 中 帝 王
将 相 之 中 的 一 员 ﹐ 气
氛 之 形 成 有 助 于 舞 台
景 象 的 设 置 。 舞 蹈 编
排 ﹐ 音 乐 作 曲 ﹐ 舞 姿
形 态 ﹐ 服 装 设 计 ﹐ 内

容情节﹐”乐”与 ”
舞 ” 二 者 结 合 得 很 完
美 ﹐ 非 常 精 彩 ﹐ 都 充
分 体 现 唐 代 鲜 明 风 格
之 特 色 ﹐ 幕 幕 都 被 观
众 报 以 热 烈 的 掌 声 ﹐
真是美不胜收！

观 众 以 外 宾 及 游
客 为 多 ﹐ 演 出 结 束 ﹐
许 多 人 翘 着 大 姆 指 连
声说:“Wonderful！”  
“ E x c e l l e n t ！ ”  
“Amazing！”这是他
们 在 中 国 土 地 上 ﹐ 上
的 一 堂 生 动 灿 烂 辉 煌
的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艺 术
课﹐使他/她们更确认
中 华 民 族 不 愧 是 伟 大
的民族。

《 仿 唐 乐 舞 》 剧
团 创 立 至 今 ， 演 出 约
数 万 场 ﹑ 观 众 不 下 数
千 万 人 次 ﹐ 大 为 祖 国
争光！

苏 文 为 《 仿 唐 乐
舞 》 创 作 人 之 一 ﹐ 把

中 国 千 年 光 辉 历 史 文
化 ﹐ 搬 上 了 今 日 的 舞
台 与 世 人 见 面 ﹐ 这 不
仅 是 件 艺 术 成 就 ﹑ 很
成 功 的 演 出 ﹐ 它 还 具
有 学 术 研 究 的 价 值 ﹐
为 继 承 中 国 中 原 古 文
化 遗 产 开 辟 了 新 途
径。总的来说具有以
下四点现实意义:

一 、 发 掘 了 人 类
的艺术遗产。

二 、 开 拓 了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研 究 的 新 途
径。

三 ， 弘 扬 了 中 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四 、 丰 富 并 提 高
了人民文艺生活。

苏 文 的 一 生 突 出
地 表 现 她 热 爱 祖 国 ﹑
热 爱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艺术; 组织艺术团进行
舞 台 表 演 宣 传 活 动 ；
为 开 拓 ﹑ 挖 掘 祖 国 传
统 古 代 文 化 艺 术 奉 献
出 毕 生 精 力 。 她 那 不
屈 不 挠 ﹑ 满 怀 热 情 和
信 心 ﹐ 攻 破 一 个 又 一
个 难 关 ﹐ 克 服 一 个 又
一 个 困 难 ﹐ 追 求 完 美
的 精 神 ﹐ 给 我 们 留 下
极 为 深 刻 的 印 象 。 她
以 国 家 一 级 导 演 的 光
荣及陕西省文联 ”创
作开拓一等奨 ” 的荣
誉 ， 不 断 前 进 ﹐ 桑 榆
夕阳映红世界！

很 遗 憾 ﹐ 四 年 前
苏 文 因 久 病 逝 世 ﹐ 结
束 了 她 的 文 艺 生 涯 ﹐
这 是 国 家 和 陕 西 省 文
艺 工 作 的 一 大 损 失 ﹐
令人深感悲恸惋惜！

苏 文 走 矣 ！ 然 而

她 的 爱 国 爱 民 精 神 永
不 消 失 ！ 她 是 归 侨 界
爱 国 的 好 榜 样 ﹐ 她 的
卓 越 成 就 及 乏 光 辉 事
迹 是 归 侨 的 荣 誉 ﹐ 激
发 我 们 前 进 的 动 力 ！
她 永 远 活 在 我 们 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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