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3年 4月 20日 星期四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近期，“福见好戏”

福 建 京 剧 院 优 秀 剧 目

展演，将近十年的代表

性 剧 目 进 行 了 为 期 一

周的演出，获得首都观

众的盛赞。

国家一级演员孙劲

梅是福建京剧院的领军

人物，此次展演的程派

代表性剧目是《锁麟囊》

《碧玉簪》《白蛇传》《红

鬃烈马》。这几部剧目

不仅是程派代表，还是

戏曲艺术的经典。比如

《锁麟囊》的《春秋亭》一

折中，“西皮二六”接“西

皮流水”共五十句的唱

腔，铺陈了一个有爱心、

知冷暖的富家小姐的细

腻心理。优美的旋律和

跌宕的节奏最能体现程

派唱腔的艺术特点。孙

劲梅在表演时继承了程

派幽咽婉转、低回曲折

的唱腔特点，并根据自

己的嗓音条件，实现了

个性化阐释，殊为不易。

在新编剧目《北风

紧》中，孙劲梅饰演外刚

内柔的完颜标艳。这样

的人物在以往的程派戏

中从未出现过。如何塑

造好这一人物？流派在

此是一种支撑，但又不

是唯一的支撑。比如，

唱腔上的新创与雕琢、

跨行当的融入，等等，使

舞台上的完颜标艳成了

独有的“这一个”，既具

有青衣的本色，又融合

了刀马旦的气质，既细

腻 又 刚 劲 。《才 女 鱼 玄

机》同样延续了用程派艺术创造新角色的艺术之路，一

方面将传统程派青衣的表演化在新人物身上，另一方

面根据剧情和人物需要，吸纳了花旦等其他行当的表

演，创造了一个融豪情与痴情、传奇与现实于一体的鱼

玄机形象。2013 年，孙劲梅因新编历史传奇剧《才女

鱼玄机》第一次荣获梅花奖。

福建京剧院诞生于 1948 年，70 多年来排演传统戏

与新编戏 600 余出。新创剧目《东邻女》曾荣获原文化

部的奖励，《真假美猴王》被拍成戏曲电影。新编现代

戏《山花》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文华新剧目奖”等

多项大奖。《北风紧》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特

别奖”、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一等奖、“中国戏曲学会

奖”等，还入围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主演田磊也

因此剧荣获梅花奖。

此次进京展演，福建京剧院还推出了折子戏专场，

包括《林冲夜奔》《状元媒》《李逵探母》《十八罗汉收大

鹏》等。《夜奔》十分考验演员的功底。动作上，一出《夜

奔》有几百个动作；表演上，要翻扑跌宕、边歌边舞，且

历史上珠玉在前的表演者甚多。工武生的李哲前演林

冲，后演大鹏，彰显了过硬的基本功。一出《夜奔》，将

林冲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的无奈心境，演绎得酣畅淋

漓。戏中人物林冲兼具长靠和短打两个行当，李哲较

好地融合了这两个行当的艺术特点，表演得浑然天成。

刘泳渤工青衣和刀马旦。她在《碧玉簪》中饰演丫

鬟小蕙，在《白蛇传》中饰演“游湖”“结亲”“惊变”中的

白娘子，在《红鬃烈马》中饰演“银空山”中的代战公

主。三个角色、三个行当、三种风格，观众能真切地捕

捉到从角色身上生发出来的艺术光彩。

在传统戏展现出行当齐全、流派纷呈的特点外，

福建京剧院的现代戏创作也迈出坚实的步伐。新编

现代京剧《林祥谦》塑造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

谦的艺术形象。老生张萌完成了从传统戏到现代戏

的完美转型，孙劲梅则甘当绿叶，烘托出一片崭新的

艺术天地。

福建京剧院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七十多个春秋，

近年来更是佳作迭出。相信福建京剧院的艺术道路会

越走越宽广。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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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边，歌曲铿锵；高原上，乡音袅袅；海

河畔，引吭放歌激情豪迈；边防连队中，战歌

嘹亮情洒边关……这支天津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深入城市、乡村，甚至到达祖国的边

疆，不断扩展自己的舞台，播撒艺术的种子。

2022 年，天津音乐学院“红色文艺轻骑兵”演

艺中心成为天津市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越来越多师生扎根基层沃土，寻找音乐的

灵感，讴歌伟大的时代。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天津

音 乐 学 院 组 建“ 红 色 文 艺 轻 骑 兵 ”以 来 ，吸

引了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 15 个教学系部

以及附中 1000 余名师生，每年有计划、分层

次 、多 形 式 地 走 进 校 园 、社 区 、军 营 、乡 村 、

企业等，组织开展声乐、器乐、话剧、舞剧等

公益文化活动 500 余场，为群众送去温暖和

力量。

“群众在的地方，舞台
就应该在”

秋风乍起，秋雨绵绵。 2021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一辆演出大篷车行驶

在天津市蓟州区山间。彼时，刚上任不久的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歌唱家王宏伟，带领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蓟州区官庄镇，在盘

山脚下为当地农民送上一台“学史力行 助

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文艺演出。

顾不上一路劳顿，师生们手脚麻利地卸

车 装 台 ，又 迅 速 上 妆 、换 装 ，精 神 抖 擞 地 登

台演出。观众们打着伞、穿着雨衣，在台下

欢呼。

一位 50 多岁的大姐紧紧拉着王宏伟的

手，迟迟不愿放开。她激动地说：“从来没想

到，平时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艺术家能来到

田间地头，专门为我们演出。”

雨一度下得很大，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 我 深 深 感 受 到 了 百 姓 对 于 艺 术 的 渴 望 。

群 众 在 的 地 方 ，舞 台 就 应 该 在 。 我 们 一 定

经常带着学生把最好的演出送上门。”王宏

伟说。

2021 年重阳节，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

吴家牌村，歌声飞扬、热闹非凡。男声独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雄浑质朴，手风琴独奏《牧

民之歌》热情奔放，二胡合奏《赛马》《战马奔

腾》气势磅礴，古筝重奏《渔舟唱晚》婉转悠扬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出校园，送来精彩

的文艺演出。

参 加 演 出 的 同 学 们 还 提 前 为 老 人 准 备

了重阳糕。“我们年纪大了，虽说吃穿不愁，

但 有 时 会 感 到 孤 单 。”69 岁 的 村 民 吴 定 河

说，同学们把演出送到家门口来，唱老人们

喜欢的歌儿，奏老人们喜欢的曲儿，大家是

真高兴。

“红色文艺轻骑兵”还积极发挥专业特

长，精准对接需求，为天津市海河医院等医疗

卫生系统医务人员开设“团体音乐心理减压

工作坊”，为医护人员子女开展天音“成长守

护”行动和公益家教服务。

以老院长王莘和杰出校友施光南等为代

表的老一代音乐家们，创作了大批反映火热

社会生活、民族风貌的优秀作品，留下了“文

艺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65 年来，天津音

乐学院始终坚持这一传统，带领学生走进工

厂、农村，将“音乐会”唱响在修筑海河堤防的

工地上……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是新时代优秀文艺创作的
“锦囊”

话剧《赵一曼》公益演出数十场，观众覆

盖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大中小学生、城市建

设工人等上万人。“那是一段悲壮的历史，观

看的过程中多次留下滚烫的泪水”“是赵一曼

等革命先辈让我们有了如今的美好生活，我

们要主动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这些观后感，一直鼓舞着天津音乐学

院的师生们。为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学校设立了“沉浸式”文艺党课，排演了革命

历史题材话剧《赵一曼》，并将话剧舞台搬到

军营，与广大官兵重温英雄赵一曼的故事。

精彩投入的演出让全体官兵备受鼓舞、士气

高昂，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作为教育部“音乐党史”系列活动天津区

域牵头高校，天津音乐学院充分发挥文化艺

术感染人、教育人的功能，在经典巡演、重点

联演和“云端”汇演等红色主题演出中精心选

择曲目，既保留广受好评的经典曲目，又根据

观众年龄、职业特点和喜好，灵活安排有针对

性的曲目，累计演绎红色音乐 200 余首。情景

诗朗诵《狼牙山五壮士》，入选教育部第五届

《传承的力量》“七一”特别节目；朗诵作品《谁

是最可爱的人》《吹号者》《红船颂》等，获得天

津市学校美育实践课堂展演活动一、二等奖，

等等。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紧跟时代发

展要求，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通过文艺演出，

让红色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取得良好传

播效果。

讲述沂蒙红嫂事迹的原创舞剧《永远的

新娘》，一经演出就广受赞誉。火线入党、抗

击日寇、汶水架桥、转运伤员，一幕幕情景再

现，离不开创作团队的精心构思和编排。该

剧由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系副教授王达等领衔

创作，由所在系部的本科在校生登台演绎。

喝着滔滔沂河水、嚼着煎饼在沂蒙山区长大

的王达，2005 年进入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系任

教，长期从事教学与创作工作。为了创作出

精品，他带着导演组到山东蒙阴县野店镇采

风。在这里，他们遇见了沂蒙红嫂的后代。

得知是要创作编排有关沂蒙红嫂的民族舞

剧，老乡们聚拢过来，争先恐后地讲述当年支

前抗战故事。

热情的老乡拿来了刚摊好的煎饼。一位

老大爷把家里的独轮车也推了过来，手把手

教主创人员如何使用。老大爷说：“当年打仗

的时候，独轮车为革命做过贡献。这辆独轮

车你们推回天津吧，希望能给你们排舞剧出

点力。”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新时代优秀文艺

创作的“锦囊”。“我们近期要去临沂等革命老

区，给父老乡亲们演出，让他们看看当年的

‘红嫂’。”王达说。

“结对子、种文化，我
们一直在路上”

刘新竹是蓟州区尤古庄镇大龙卧村中心

小学的学生，和村里很多孩子一样，她从小就

喜欢唱歌，但苦于学校一直没有专业音乐教

师，演唱技能很难提高。

2018 年，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红色文

艺轻骑兵”小分队来到了学校。他们不仅带

来音乐课，还带来资金，改建音乐教室，购置

教具，修缮教师宿舍。他们在学校建立了帮

扶支教基地，以声乐系师生轮换的方式长期

“驻扎”。

声乐系学生戴存翔是小分队中的一员。

他每次来给孩子们上课，都要乘坐 3 个多小时

大巴车，再换乘三轮车。戴存翔说：“走到基

层，接触了孩子，我才真正懂得了奉献的意

义，找到了自我价值。结对子、种文化，我们

一直在路上，永远不会止步。”

在小分队的精心教导下，刘新竹和同学

们学会了专业的气息控制和发声方法，还组

建了合唱队。“红色文艺轻骑兵”播下的这粒

音乐种子，正在田间沃土生根发芽。

2021 年，天津音乐学院 54 名师生组成援

疆实习支教团，奔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支教

工作。“我守望麦田，不是为了收获，而是把

自己融入那无尽的麦浪。”钢琴系 2018 级本

科生赵予淞援疆归来，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

句话。

两 年 前 ，赵 予 淞 报 名“ 红 色 文 艺 轻 骑

兵 ”，前 往 新 疆 支 教 。 从 那 一 刻 起 ，他 就 一

直 在 思 考 如 何 用 音 乐 与 当 地 的 孩 子 们 对

话 。 尽 管 知 道 当 地 学 校 有 琴 ，赵 予 淞 还 是

通 过 勤 工 俭 学 买 了 一 台 电 钢 琴 ，从 天 津 背

到新疆。起初，学生们喜欢静静听，慢慢地

开 始 主 动 点 歌 ，让 小 赵 老 师 弹 。“ 那 里 的 孩

子对音乐很敏感，听到熟悉的节奏和旋律，

就 会 跟 着 唱 起 来 。” 赵 予 淞 说 。 支 教 结 束

时，他将电钢琴留在了新疆。他相信，琴能

带 着 自 己 的 音 乐 和 梦 想 ，像 种 子 一 样 扎 根

发芽。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下午，天津市昆明路小

学音乐教室里响起充满童真的歌声。这是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昆明路小学开展课后

服务活动，辅导孩子们学唱原创合唱作品《党

的故事在心里》。面对小朋友，师生们以活泼

的“音符手势”开启课程，寓教于乐，一下调动

起孩子们的情绪。独唱《多情的土地》用美声

唱法表现音乐的美感，孩子们情不自禁地喝

彩。“你们会唱《我和我的祖国》吗？”“会！”孩

子们齐声回答。于是，在钢琴伴奏下，所有人

一起唱起这首歌。

开展艺术教育，是为国家培养德艺双馨

的文艺人才。“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优秀队员

们，毕业后也积极响应号召，投身基层志愿

服务。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2020 届本

科毕业生陈泽熹毕业后，作为“西部计划”志

愿者赴西藏拉萨。她说：“参与‘西部计划’

和参与‘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意义一样，就是

在壮美的土地、在基层的大舞台上，践行使

命、奉献青春。”

推动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让更多人拥抱艺术

4 月的校园，海棠花开，乐声悠扬。“红色

文艺轻骑兵”正在举办民族歌剧名师讲堂，邀

请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等深受群众喜爱的名

家走进学校授课。

师 生 席 地 而 坐 ，与 名 师 面 对 面 ，同 时 ，

广 大 音 乐 爱 好 者 与 名 家 也 在 线 上 进 行 互

动 。 在 两 个 多 小 时 的 专 家 现 场 教 学 课 中 ，

阎 维 文 指 导 学 员 练 声 ，引 导 大 家 养 成 更 科

学 、更 良 好 的 发 声 习 惯 ，还 演 唱 了 歌 剧《长

征》中《我 的 爱 人 你 可 听 见》《寒 夜 中》等 经

典唱段。

一端，是现场的生动分享；另一端，是线

上直播间里的热闹非凡。

“线上直播普及性之广，已让‘云端’成为

我们‘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最直接、有

效的方式之一，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王宏伟说。今年天津音乐学院再次复排

民族歌剧《同心结》，也将邀请工人、农民、大

中小学生等爱乐者走进剧院观看，还将通过

直播进行展演。

“红色文艺轻骑兵”开展的系列线上直播

活动场面一直很火爆。2022 年，天津音乐学

院“红色文艺轻骑兵”首次采用线上直播形

式，举办了“与人民同行 为时代放歌”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专

题研讨会和“回响——天津音乐学院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交响音乐会”，200 多

万网友在线实时观看，共享红色视听盛宴。

他们充分利用融媒体平台，推动线上线下同

频共振，让更多人拥抱艺术。

“天津音乐学院‘红色文艺轻骑兵’要演

绎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用更多方式，服务更多基层群众。”谈到“红

色文艺轻骑兵”的未来，王宏伟信心满满。

天津音天津音乐乐学院学院——

扎根城乡基层扎根城乡基层 传递温暖力量传递温暖力量
武武少民少民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
要人民。天津音乐学院组建

“红色文艺轻骑兵”以来，组织
开展声乐、器乐、话剧、舞剧等
公益文化活动 500 余场，为群
众送去温暖和力量。

在乡村学校，他们不仅带
来音乐课，还带来资金，改建
音乐教室，购置教具，修缮教
师宿舍。他们在学校建立了
帮扶支教基地，以声乐系师生
轮换的方式长期“驻扎”。

核心阅读

图为《锁麟囊》剧照。 景俊美供图

▲▲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

（（前排右前排右））带领天津音乐学院带领天津音乐学院

““红色文艺轻骑兵红色文艺轻骑兵”，”，在盘山在盘山

脚下为群众脚下为群众演出演出。。

刘东岳刘东岳摄摄

▶▶天津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红色红色

文艺轻骑兵文艺轻骑兵””在天津市在天津市和平和平

区新星小学为农民工子女开区新星小学为农民工子女开

展展““美育美育小课堂小课堂””文艺辅导文艺辅导。。

汪幼漪汪幼漪摄摄

▼▼《《永远的新娘永远的新娘》》剧照剧照。。

金金 仲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