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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剧 被 称 为“ 音 乐 艺 术 皇 冠 上 的 明

珠”，体现着舞台艺术创作和表演的综合实

力与水准。从上世纪 40 年代中国民族歌

剧《白毛女》开始，一代代艺术工作者接力

探索，使得歌剧这种外来艺术与中国文化

相融合，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反映广阔社

会生活。

中央歌剧院前身是创作演出秧歌剧

《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的中央管弦乐

团和鲁艺文工团。70 年来，中央歌剧院创

排了《图兰朵》《茶花女》等 100 多部世界经

典歌剧，创作了《马可·波罗》《霸王别姬》

《玛纳斯》《萧红》《道路》等几十部优秀的原

创歌剧。其中，歌剧《马可·波罗》《玛纳斯》

《道路》《命运》、室内微歌剧《阳光灿烂》还

入选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

原创歌剧与经典歌剧的创排演出，是

中央歌剧院艺术生产的重中之重。坚持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打造

文艺精品力作，不断完善艺术作品的创新

创作、演出演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

歌人民新创作的文艺精品，一直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

歌剧是浓缩了“歌（音乐）”与“剧（戏

剧）”精华的艺术，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创

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同时遵循艺术规律。歌

剧创作以音乐为先，唤起共鸣、引发感动的艺术作品，能在润

物无声中给人以启迪和感染。题材挖掘上，聚焦时代主题，善

于发现平凡中的伟大，用独特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力、炽热的

创作热情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再以千锤百炼的作品回馈社

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歌剧创作提供了深厚土壤，要善于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审美，同时吸收前人成功经验，闯出

一条自己的路。

2020 年初，出于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

间，克服各种困难创作了室内微歌剧《阳光灿烂》，用艺术的形

式赞颂战胜病毒的平凡英雄。原创歌剧《命运》以改革开放为

背景，演绎了一名普通绣娘成长为时装设计师，并带领家乡人

民致富、建设绿水青山美丽家园的故事，该剧受邀参加了全国

优秀民族歌剧展演，获各方赞誉。今年的艺术创作仍聚焦现

实题材，讲述“航天”精神的歌剧《奋斗》正在紧张创作中。

时代发展给了歌剧艺术创作和演出更好的舞台。不久

前，位于北京东二环的中央歌剧院剧场建成启用，这座历时 7
年建设、比肩世界一流歌剧院的剧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歌剧院是艺术的高地，更是人民的剧场。未来，中央歌剧院将

以创作为根本，以演出为中心环节，以提升管理运营水平为着

力点，以激发生机活力为突破口，创作更多艺术精品，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为中央歌剧院院长，本报记者智春丽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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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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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博物馆的力量R

“专家，您看我这个老茶叶罐是真的吗？”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文物专家庄明军拿起放

大镜，仔细端详后说：“纹饰很漂亮，但这底款

明显不对，初步判断是赝品。”正值国际博物

馆日，青州市博物馆举行了公益鉴宝活动，引

来不少市民参加。

青州市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

唯一一家县级综合性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

5 万余件，包括俗称“状元卷”的明万历二十

六年赵秉忠殿试卷、东汉“宜子孙”玉璧、龙兴

寺遗址窖藏出土佛教造像等珍贵文物，是青

州市的名片和招牌。

“很多本地人成长过程
中的‘必修课’”

对于市民丁卫东来说，青州市博物馆充满

着从小到大的美好记忆，“我从小住博物馆附

近，妈妈经常带着我去老馆看文物。”

踩着光滑的青石板，沿着丁卫东常走的

路线，青州市博物馆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座

仿古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檐牙高挑，回廊相

连，周围绿树环绕，与青州古城十分契合。“小

时候哪看得懂这些文物，只记得轻灵的飞檐，

还有门口的那两只大铁鹤。”丁卫东回忆。

后来，丁卫东参加了工作，随着阅历的

增 加 ，小 时 候 博 物 馆 在 她 心 中 播 下 的 种 子

发 了 芽 。“最 近 这 十 几 年 ，青 州 市 博 物 馆 的

名 气 越 来 越 大 ，外 地 朋 友 来 青 州 都 点 名 要

来 这 里 ，我 也 在 一 次 次 参 观 中 产 生 了 更 浓

厚的兴趣。”

2017 年，丁卫东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看

到青州出土的一方商代青铜钺，讲解员细致

的讲解让她心生惭愧。“作为这件文物的家乡

人，我却知之甚少，回去一定得把这门课补

上。”丁卫东暗下决心，“去青州市博物馆，我

会把讲解员的讲解录下来，查阅资料，反复学

习。”退休后，丁卫东有了更多时间，她和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读书会，定期交流。

去年 5 月，青州市博物馆招聘志愿者，丁

卫东第一时间报名，并顺利成为一名志愿讲

解员。“我希望把青州的历史文化讲给远道而

来的游客听，讲给更多青州人听。”她说。

青州市博物馆的前身始建于 1959年，在当

地，丁卫东的成长经历是不少青州人的缩影。

“青州市博物馆是我们城市的骄傲，是很多本

地人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丁卫东说。

“想把博物馆的种子种
进更多人心中”

国际博物馆日前夕，青州市博物馆宣教

部主任张安生一直忙着张罗活动。“现在博物

馆的工作内容，早就和 16 年前我刚来时不同

了。”青州市博物馆发展至今，张安生既是见

证者，也是参与者。

“游客的品位提高了。”张安生说，他们提

出的问题越来越专业和深入，对讲解员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一些更专业的游客，甚至会

对展陈的设计提出疑问和建议，这就要求我

们不断提升展陈和服务水平。”

近年来，青州市博物馆先后推出多个原

创展览，形成了具有青州地域文化特色的展

览体系。基本陈列全面展示青州自史前文化

时期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文化；专题陈列以

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佛教造像、香山汉墓陪

葬坑出土文物、青州地区出土石质文物、瓷器

为代表，集中展示青州历史文化中的闪光点；

临时展览则突出展示青州明清时期书画特

色，定期推出不同专题、不同类别的书画展

览，还兼具展示现代青州文化艺术风貌的功

能，以满足观众的不同文化需求。

2020 年以来，青州市博物馆还推出“云

端看展”等互动活动，讲解员转型为传播青

州 文 化 的“网 络 主 播 ”，直 播 活 动 累 计 有 数

百 万 人 次 观 看 。 在 张 安 生 看 来 ，如 今 的 博

物馆，不仅要想方设法把游客引进来，还得

走 出 去 。 这 几 年 ，青 州 市 博 物 馆 先 后 和 市

内的大中小学建立共建关系。“我们还和中

央 美 术 学 院 合 作 ，开 发 了 研 学 课 程 。 文 物

专 家 也 会 定 期 走 进 校 园 、社 区 、乡 村 ，开 展

交流活动。”张安生说。

“想把博物馆的种子种进更多人心中，就

要不断提高服务公众的水平。”张安生说。

“探索形成县级博物馆
的特色和优势”

青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信

美东方第一州”“海岱惟青州”的美誉。“青州

市博物馆的成长，离不开青州这个县级市的

发展。”作为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田立新有着

自己观察和思考。

“作为县级博物馆，我们的发展其实受到

一些天然的限制。”田立新说，“比如在人才招

引、经费投入等方面，不能和大博物馆比肩。

也因此，要和城市融合发展，探索形成县级博

物馆的特色和优势。”2017 年，青州市博物馆

与青州古城、云门山组成的青州古城旅游区

晋升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我们自此有了两

块金字招牌，一个是国家一级馆，一个是 5A
级旅游景区，这在国内很少见。”田立新说。

文旅融合发展，成为青州市博物馆的独

特优势。“青州市博物馆秉承‘打开围墙、开门

办馆’的宗旨，积极调整定位、转变观念、进行

了不少实践和探索。”田立新介绍。

策展时注重游客的互动感。参观完“植

棨鸣珂——明清青州世家”展览后，游客还可

以听听特色讲座“浅谈明清时期袍服及其演

变”，在感悟青州明清时期的世家大族和家族

文化的同时，了解古代服饰与当今服装的传

承与创新，并体验传统手工制作。用多种形

式阐释馆藏文物。博物馆会邀请剪纸、泥塑

等非遗传承人，根据馆藏文物和青州文化中

的典型元素进行创作，通过陶艺、传拓等传统

形式进行阐释，并邀请观众互动。此外，开发

文创产品，让观众把文化带回家。“我们以‘状

元卷’为基础开发的文创产品，一直是景区最

受欢迎的旅游纪念品之一。”田立新说。

“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多，博物馆的空间开

始捉襟见肘，影响展陈设计和规模的提升。”

田立新说。2020 年 3 月，青州市博物馆新馆

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是现馆的 4 倍多。不

久的将来，新馆会矗立于这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成为新的地标性建筑。

上图为青州市博物馆。 资料图片

让悠久历史融入市民日常和城市建设，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

“小”博物馆有“大”作为
本报记者 肖家鑫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
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
唯一一家县级综合性博物
馆。建馆 60多年来，青州
市博物馆不断创新探索，
打开围墙、开门办馆，提升
展陈和服务公众的水平。
同时，依托青州的悠久历
史和文化积淀，形成文旅
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更
好地讲述青州历史文化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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