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2018 年 12月31日3

水润花开，盛世盛典。忻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广西大学90周年校庆
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校庆以“同庆九秩·逐梦百
年”为主题，本着隆重热烈、勤俭务实的精神，按校
庆年、校庆月、校庆周、校庆日的安排，逐步推进，
渐入高潮，体现了“学术校庆”“文化校庆”“民生校
庆”的初衷。尤其是12月8日隆重举行的庆祝大会和
主题晚会，以精妙的创意和浓郁的特色，获得极大成
功，受到上级领导、广大师生校友、社会各界的高度
评价。我们以校庆为契机，致力于总结历史、继往开
来，点燃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爱校、荣校、兴校的
情怀，办成了平时甚至长期想办而未能办成的许多事
情，全校面貌焕然一新，圆满实现“得国奖、添平
台、聚英才、美校园”为标志的我校“三步走”思路
的第一步发展目标，对推动学校长远发展产生了重要
影响。

这次广西大学90周年校庆活动的成功举办，得益
于上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把校庆
纳入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活动重要安排，中央领导
率中央代表团慰问和鼓励我校师生；自治区领导出席

庆祝大会，给全校师生和校友以巨大的鼓舞。校庆筹
备以来，各地校友与在校师生积极互动，以各种方式
献计出力，许多企业和慈善家慷慨捐资助学；地方各
级领导、兄弟院校、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大力
相助，或亲临学校参加校庆活动，或发来贺信、视
频，充分体现了对广西大学的真切关怀和深情厚谊。
在此，我们满怀感恩之情，对所有关心我校校庆和支
持我校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90周年是广西大学建设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
将以此为契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把同庆九秩的满腔热情转化为逐梦百年的
强大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新西大的新篇章。

校庆期间，群贤毕至，宾朋云集，学校接待服务
工作中的不周不当之处，敬请海涵。

特此致谢，并祝2019新年吉祥！

广西大学
2018年12月27日

秋冬春夏衍九秩，水润花开沁芳华。
12月8日晚，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主题晚
会 《水润花开》 在西校园体育场隆重上
演。晚会正式上演时一票难求，前一日的
彩排现场也是座无虚席，一万余名观众现
场领略了36米大舞台和540只高科技“矩
阵球”带来的惊艳与震撼。场外还聚集着
没有入场券的热心观众，他们远隔围栏冒
雨“窥视”的暖心场面，真叫人过目不
忘。更加令人震惊和钦佩的是，这样一台
创意独特、精妙绝伦、紧扣主题的校庆主
题晚会，所有节目皆由广西大学师生、校
友创作执行，所有剧组主创和现场演职人
员超过1000人。

我们怀揣对台前幕后的敬意与好奇，
采访了校庆主题晚会 《水润花开》 总导
演、广西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君武文化研
究院执行院长胡红一。胡红一老师是国家
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主创大型戏剧和歌舞晚会作品
40多部。

担任总导演，用晚会讲述西大故事
在担任90周年校庆晚会总导演之前，胡红一老师已经从事

了近20年的编剧和导演工作。在十年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50周年大庆期间，他不仅担纲庆祝大会文艺表演《锦绣壮乡》和
文艺晚会《山歌好比春江水》的策划和撰稿，还是优秀献礼剧目
民族歌剧《壮锦》的编剧。

校庆晚会的主旨，就是讲好广西大学建校90年来的动人故
事。为更好地构思校庆晚会，从去年春天筹备校庆晚会开始，他
带着主创团队沿西大办学之路，多次走访梧州蝴蝶山、桂林雁山
园、柳州沙塘和贵州榕江等办学旧址，在这个一路逆流而上的采
风过程中，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办学历程和感人细节。由此打
造的主题歌《水润花开》，如同泥土里生长的野花，质朴本真却
也格外芬芳：“手捧一颗初心，我们放飞梦想，历经秋冬春夏，
一路逆流而上。水润了，花开了，梦圆了，天下书香。”

只需几句简约而不简单的歌词，便概括了广西大学自梧州立
校首开广西高等教育之先河，在马君武校长提出的“三拼精
神”、“锄头主义”和“爬坡校训”指引下奋发向上，风雨兼程走
到今天的90年峥嵘岁月。不光是主题歌，所有的节目创作，都
缘起于主创人员的“深扎”采风，词曲优美一气呵成，无论童声
合唱还是流行摇滚，都朗朗上口余音绕梁。

天下书香，比灿烂辉煌更加朴素有力
校庆晚会“秋之浪漫”“冬之誓言”“春之希望”和“夏之激

昂”四个篇章，都“起承转合”地建立在学校的发展脉络上，因
此除了歌曲串烧之外，歌曲、舞蹈、音乐短剧、话剧片段等节
目，全部都是跟学校发展丝丝相扣的原创作品，每个节目都是一
颗散落的“珍珠”，在经过文学这条“金线”有机串连之后，便
成为一条精美大气的“项链”，经千余名参演师生双手敬献建校
90周年华诞。

越是独特高超的创意，越需要强大的执行团队来负责“落
地”，用胡红一老师的话说，就像小心翼翼地“用手捧水”。校庆
晚会最终能在舞台呈现上令广大师生认可满意，皆归功于20多
位不辞辛劳的主创团队，他们都是来自艺术学院、校团委、校工
会、林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海洋学院、君武小学等单位的老师
和同学们。舞台美术家李霂、执行导演李理、话剧演员张帅、舞
蹈家黄纯军、编导刘祚等外请团队，也都不计名利地把自己当成

“西大人”，他们的精湛艺术和奉献精神尤其让人鼓舞感动。
在导演团队40多天的“点石成金”，840多位参演师生形同

“脱胎换骨”一般，其中几十位后勤人员脱颖而出，他们演出的
音乐短剧《我行我秀》，赢得晚会现场最为热烈劲爆的掌声和欢
呼声。

极具“国际范儿”的群舞《越飞越高》，由上百位现代舞演
员和获得国际声誉的啦啦操队联袂演出，旋转飞跃的队员如鲜红
梅花在洁白的宣纸上绽放，这些充满惊喜的美妙瞬间和回味无穷
观赏体验，都是执行团队让创意完美落地的结果。

隆重、热烈而又简朴、安全，这既是校领导的殷切期望，也
是总导演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展示过去90年的光辉历程，承载

今天“双一流”和“部区合建”巨大成就，托
举“逐梦百年”蔚蓝色畅想，必须要有一个宽
阔精美而又简朴务实的大舞台。

“有了宽阔的舞台、璀璨的灯光和走心的
节目，只要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站上去，都是
艺术家！”胡红一老师兑现了他在创意之初的诺
言，在坚实的底座上放飞梦想。与此同时，为
了践行俭朴节省开支，总导演咬牙忍痛“砍”
掉诸多奇绝环节。

例如本来安排在序幕开场的烟花环节，虽
已联系好烟火团队，特效组一行星夜赶到晚会
现场，然而出于安全和节俭考量，不得不放
弃。后来，索性取消几个节目的干冰烟雾效
果，可等到彩排和正式演出时，冬雨濛濛虽然
影响了演员的发挥，但是雨丝雨幕和雨点，反
倒意外地成了舞美效果的一部分，在璀璨灯光
作用下，犹如置身于烟雨漓江之中，待到校庆
晚会圆满落幕，所有主创忍不住含泪欢呼：水

润花开，西大有“戏”！
距离校庆晚会开演不到半年的7月29日，胡红一老师在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参加“国际音乐剧研修班”学习时，右脚踝关节不
慎骨折了。为了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他强忍着钻心疼痛，不仅
没有遵循“伤筋动骨一百天”卧床静养，还拄着双拐四下游走沟
通歌曲录音和舞台搭建工作，最后索性不顾医生“会留下后遗
症”的警告，一咬牙甩开拐杖，一瘸一拐地与各部门对接。总导
演“断腿不下火线”的无声语言，让所有主创和演职人员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激励大家在舞台上共同践行校歌所唱的西大精神：

“努力，努力，大家一起努力！”

发扬戏剧传统，繁荣校园文化
2016年11月，刚以“学术带头人”身份被引进到西大工作

时，胡红一老师有些担心他擅长的戏剧创作难以融入教学科研工
作。

在走访桂林雁山园校址时，他惊喜地发现早在80年前，中
国话剧和北京人艺的灵魂人物、著名导演艺术家焦菊隐先生，就
是“国立广西大学”的教授，4年间他为学生剧社创排了《大雷
雨》等十几个话剧作品。在“桂林保卫战”打响前夕，举办了轰
动世界的“西南剧展”，很多西大师生都参演了话剧节目。中央
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上海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熊佛希、中
国戏曲学院首任院长田汉等很多戏剧名家，常来广西大学讲座排
戏……这些之前不曾掌握的校史信息，让胡红一老师欣喜若狂备
受鼓舞，原以为是凭一己之力“艰难拓荒”，继而发现是追随大
师们“继承发扬”，广西大学的校园戏剧创作竟然有着如此丰沛
的源头活水，我们一定要责无旁贷地接过前辈大师手中的接力
棒。如今，焦菊隐先生的雕塑与其他8尊大师级社会科学家雕塑
列于西大校园之中，共同标志西大文脉流长。

胡红一老师常说，一座剧场可以改变一座城市的气质，只要
拥有一个标准剧场，西大的校园戏剧和校园文化，也能得到发展
和繁荣。由他负责策划监督舞台设备的君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同时拥有1800座的大剧院和450座小剧场，将在2019年春季开
学投入使用，为了给广大师生创造更多上台演出和台下看戏的机
会，他正在创作事关西大校园生活的剧本，不仅有演绎马君武校
长生平的话剧《君武校长》，还有讲述在校生亲情融合的音乐剧

《因为我爱你》。
日前刚刚公示结束的第五批广西八桂学者“儿童剧和校园戏

剧创作”岗位，胡红一老师为获得者之一，国家艺术基金2019
年度大型舞台剧创作资助项目立项的儿童音乐剧《月亮上的妈
妈》，也都由胡红一老师担任策划、编剧和导演工作，他把生活
中最宝贵的时间和心中最重要的位置，都留给最纯粹、最虔诚的
儿童剧和校园戏剧观众。

尽管已经获奖无数，面对校领导和师生们对校庆晚会《水润
花开》的褒奖，胡红一老师满怀感恩之余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问及他在西大工作两年间的感受，胡红一老师引用校庆晚会
上9位贵州榕江小学生演唱的《永远忘不掉》歌词，来表达自己
的心情：“大风把大树刮弯了，流水把石头磨圆了，日子把很多
事情都过忘了，可永远都忘不掉广西大学带来的所有美好……”

（卢意 廖晴爽）

在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校庆形象片给在场观众带来
了不小的震撼，并在网络上被转发、点赞数万次。短短五分
多钟里，观众仿佛置身时空隧道，领略西大90年办学历史、
今日成就和美好未来的图景。这部形象片是如何产生的呢？
制作的过程有着怎样的幕后故事？为此，我们采访了由校党
委宣传部、艺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卫视等组成的
形象片制作组，为大家全面解读校庆形象片。

主题“水润花开”的含义
在形象片的开头，荷花盛放，荷叶田田，主题“水润花

开”渐渐出现。为何以这四个字为主题呢？制作组告诉我
们，形象片的制作是在刘正东书记、赵跃宇校长的亲自指导
下开展的，刘正东书记更是多次召集制作组开会讨论、修
改，从脚本创意到画面编排，从主题思想到表达形式，刘正
东书记等校领导都给予了重要的指导。“水润花开”的主题也
是在刘正东书记召集的一次策划会议上，校领导和制作组经
过充分讨论之后提出的。

我校发展史跟水是离不开的，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
的变迁都跟江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梧州的西江、桂林的
漓江、沙塘的柳江、贵州的榕江、南宁的邕江——沿着水
系，可以把我校的发展历程串联起来。其中，在梧州立校时
期，很多著名教授、学者受聘到我校任教都是从水路到的梧
州。而在1944年，千余名我校师生带着珍贵的仪器设备也是
坐船到达贵州榕江，保留下我校延续发展的火种。

“水润花开”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水润”，
代表着我校的历史，这是精神的传承，是文化的积淀，是前
辈师生的共同努力和拼搏；第二个阶段“花开”，寓意着我校
抓住历史机遇，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创造新发展、建
设新成就。

创意和结构：以时间为轴，展现西大形象
通过制作组，我们了解到，校庆形象片由我校党委宣传

部、艺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卫视等组成的校内外
专家顾问共同制作，以充分保证片子的艺术品位、表达的准
确性以及传播的有效性。最终呈现在师生校友眼前的形象片
气势恢宏、制作精美，表现的形式新颖，对我校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梳理和展现，整个团队对此都引
以为傲。

提出创意是制作的第一个阶段，制作组就此曾召开了大
约10次策划会议，在多次会议中，所有的主创人员和专家老
师们充分进行策划和创意的碰撞，基本上将表现形式和框
架、思路确定下来。制作组想做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片子，
于是摒弃了带有较多解说词和字幕的专题片形式，主要通过
画面展现、音乐渲染，让大家感受到广西大学辉煌厚重的历
史、蓬勃发展的今天以及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期望通过这
些让大家获得感动，从而产生共鸣。制作组认为，这样的形
象片，才能够在艺术审美和品位上，更好地献礼建校 90 周
年。

采用什么样的思路来展现我校90年厚重的办学历史？在

确立了用水系来串联我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后，制作组
在不断的脚本的写作和讨论的过程当中，选用了由过去、现
在和未来展开叙述。“过去”即我校的发展史，包括梧州立
校、桂林时期名师云集、在民族危亡关头师生投笔从戎、学
校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拆分到中南华南地区的19所高校为中
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牺牲、南宁复校、成为“211工程”高校
等历史节点，这是形象片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校
的“现在”，我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各方面取得一系列成
就，这部分主要展现我校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办学理念和办
学特色，获得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支持后建设高水
平区域特色研究型大学的阶段。“未来”是整个形象片的最后
一个部分，我校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抓住进入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部区合建”，自治区出
台支持广西大学发展的“双一流”建设方案、综合改革试点

方案以及“部区合建”实施方案等大好机遇，聚焦“百年梦
想”，实施“三步计划”，打造“五个一流”，坚持“六大治校
方略”，展现全体西大人对未来的憧憬与信心。

你可能没注意到的“隐形主线”
制作组在形象片当中埋下了一条隐形的主线，即马君武

校长提出的“保卫中华，发达广西”，这是我们的初心。从建
校开始，西大人践行“勤恳朴诚”的校训，经历抗日战争、
院系调整，为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和牺牲。“西大人是很拼、很质朴、很努力的，‘复兴中
华，发达广西’是刻在每个西大人骨血里面的精神。”

因此，形象片在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把这一个主旨展现
出来，体现我校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骨血和精神。接下
来，形象片还特别突出了西大的学生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投笔
从戎的感人历史，加深对我校精神的体现。“到了发展成就和

未来展望部分，我们也是扣着这个主旨来组织画面的，包括
学校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和未来奔向北部湾千帆竞发等都
是体现我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为国家需求作贡献的决
心和行动。”

汗水成就五分钟精品
谈及拍摄过程，制作组回忆说，形象片从策划到创意脚

本写作大概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整个制作组力求把脚本打
磨得更好更合理。大概在今年7月进入拍摄阶段，为了更准
确地展现学校历史部分，摄制组专门去了学校办学旧址榕
江、桂林雁山园等地拍摄收集资料。校园面貌、景物的拍摄
更是从今年3月就开始了，在校内部分的集中拍摄持续将近
一个月，走遍学校每个学院、重点的实验室、教学场所、学
生社团等，动用了700余人参与拍摄。

取景和制作过程当中，制作组碰到的困难有很多。校园
工程项目建设一直在持续进行，整个团队想要把最美的西大
展现出来，所以很多地标、建筑的拍摄就要配合工期。另
外，如何表现我校90周年办学的厚重历史、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展现、如何进行场景的取舍……这是非常考验制作组创
意、思路、智慧的一件事情。同时，形象片的前半部分采用
了大量的校史图片，这些资料的收集是非常困难的，学校宣
传部筹备校史馆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史料，到自治区档案
馆、各个地市去收集，包括去柳江查县档案记录等等，形象
片摄制组也派出专门的人员进行校史收集。

这部形象片的制作经历了很长的周期。形象片的筹备从
去年11月确定制作方，到现在成片历经了1年多的时间。从
今年3月开始，制作组就已经陆续展开拍摄，7月是拍摄工作
最集中的时期。制作方负责人非常感慨地说，以前对广西大
学不了解，现在通过制作这部片子，对广西大学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发展非常了解了。整个制作组是怀抱着巨大的热
情来做这部形象片，为给西大九十周年华诞献礼，为我们的
师生校友献上一部比较满意的形象片，也希望能够借助这部
形象片加深大家对学校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热爱母校。这
部形象片在拍摄编辑好之后，还修改了六七稿才最终定稿。

最终呈现出来的五分多钟的形象片，所用的素材实际上
是几十个小时、上百个小时拍摄而成的。很多没有剪入正片
的资料，制作组也保留下来，便于以后用其他的形式更全面
更立体地展现广西大学师生的精神面貌。“我们的原则是尽可
能多地拍摄，尽可能多地留资料。这不管是对以后的形象片
制作，还是对广西大学史料保存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任何一部好作品都离不开背后无数创作人员和工作人员
的努力。我们诚挚地感谢校庆形象片的制作组，也为西大拥
有这么多爱校荣校、愿意为校庆贡献力量的师生而自豪。希
望每一位西大人都能认真看看这部形象片，感受我们可能没
有来得及参与的历史，而后挽起手创造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

（彭彦菱 欧阳然 张娴君）

创办于1928年的广西大学迎来了建校90周年庆典。
作为校庆献礼的一项重要内
容，学校打造的雕塑园，12
月 7 日揭幕，正式向师生、
校友和社会公众开放。雕塑
园由君武园、大师园、时光
轴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马
君武、杨东莼等大师级校长
雕像，李达、李四光等著名
科学家雕像及大事记雕塑。
其中部分在建中。

2018年教师节前夕，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
院老教授回信中指出，“美
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
要作用。”作为展现广西大
学办学历程、传递人文内
涵、传承西大精神的雕塑、
雕刻作品，不仅增添了景
观，美化了校园，更是这所
广西第一学府的文脉象征、
精神脊梁。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而要培养一名合格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不光是传授其知识、锻炼其能力，更要教
化其心灵，塑造其人格，引导青年懂得真善美，去寻求
和判断美的意义和价值，把个人的成长同国家发展、国
家命运有机结合起来。美育正是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
任务的重要方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大学党委书
记刘正东说，一个人读的书、欣赏的艺术构成一种精神
文化环境，会深深地影响其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西大
校园雕塑可以让师生的思想、价值观受到潜移默化的影
响。

学校1978级校友蒋钦挥一直致力于广西大学校园文
化的整理工作，“最初是出于兴趣，到后来，就感觉到这
是一份责任，是时代的嘱托。”他说，广西大学雕塑群的
人物形象，也借鉴、参考其整理出版的《广西大学史话
（1928-1949）》《历史名人在西大》等书籍，尽力征求亲
友和亲历者的意见。他认为，西大历史名人荟萃、人文
底蕴丰厚，以雕塑这种艺术形式凝固这段历史、文化和

精神内核，可以让更多青年学生了解历史，从中找到文
化自信，传承美好精神。

刘正东告诉记者，从专业知识和技
能来说，美育、艺术教育、人文教育好
像没有直接物质化的作用。很多青年学
子为过高考、名校独木桥，不得不放弃
或顾不上美育，从而缺少美对心灵的教
化和人格的培养。回望历史，探究大学
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的
成长过程，不难发现有成就者正是其从
小所受的美育、美的熏陶，滋养了他们
的精神、性格、胸襟和学养。蔡元培作
为中国近代倡导美育第一人，曾言“美
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美
育给人高远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修
养，广阔平和的胸襟，丰富的文艺史哲
学养，更赋予其深厚的人生感和历史
感。钱学森结合自己从小学习音乐美术
摄影对自己成长的体会，提出“大成教
育”的教育模式。

美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美育工作
要做到耳濡目染、润物无声。“文化滋养
心灵，艺术熏陶道德。我们相信，这些

雕塑作品，肯定能给青年学生精神的鼓舞、美的熏陶。”
中国美术学院焦爱龙教授告诉记者。为致敬经典，广西
大学延请国内多家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一流名家，集中对
一个学校的题材倾心创作，竞相比武，各显风采，打造
出一批具有一流水准的艺术精品，把广西大学90年的校
史文化、当代精神和永恒价值存载起来。

广西大学重视美育工作不止于此。借90周年校庆之
际，学校挖掘、整理文化脉络，通过改建校史馆、建科
技馆、校友馆，出版图书画册、举办书画摄影展览、拍
摄专题片形象片，建设艺术中心和大学生活动中心，增
设美育教学模块，增强美育教师队伍，完善对老师和学
生考核评价体系，邀请高雅艺术演出进校园，邀请文化
艺术界名师作报告等方式，全方位开展美的教育，使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得到落实。（奚振海/文，转
载自《广西日报》2018年12月8日第15版）

广西大学广西大学9090周年校庆致谢公告周年校庆致谢公告 《水润花开》西大有“戏”
——专访90周年校庆主题晚会总导演、艺术学院院长胡红一

大美有型 润物无声
——《广西日报》报道我校雕塑园落成

《水润花开》是怎样炼成的？
——我校90周年校庆形象片制作侧记

胡红一

《广西日报》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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