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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江姐》

红梅朵朵向阳开
张天彤

本报电（记者郑娜）“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数九
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8月 28日至 30日，由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歌剧舞剧院共
同出品，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江姐》（2021
版）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同时也是“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剧目展演”的重点剧目。

歌剧《江姐》（2021版） 由王晓鹰执导，许知俊执棒，集合了
陶雷、周正平、胡天骥等众多主创，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女高音歌
唱家伊泓远饰演江姐，同时还特别邀请解放军文工团青年女高音
歌唱家王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女高音歌唱
家王莹共同担纲主演。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基础上，歌剧 《江
姐》（2021 版） 注重新时代的新编排和新表达。有别于以往的演

出，这版 《江姐》 把幕后的合唱搬到舞台上，呈现在观众眼前，
使得合唱演员的视觉形象也成为戏剧性场面的一部分，为主要人
物乃至全剧增添了一面“情感性背景”。舞台美术、多媒体、演唱
和表演等方面的重新设计，给整部剧带来了新的美学格调，形成
了一种“诗化意象”。演员在表演上，无论是台词、唱腔，还是动
作调度，都尽量避免模式化的人物塑造，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
美需求，努力打破观众对人物的固化印象。

此次重排，中国歌剧舞剧院还大胆起用年轻演员担任主要角
色。作为中国民族歌剧的新生代，他们敢于创新，勇于探索，在
整个排练演出过程中丰富了舞台经验，得到了精神洗礼。

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歌剧 《江姐》（2021版）
的北京站演出大获成功。新时代的新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圈
粉”不少年轻观众。

又是一年开学季，由中宣部、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主办的2021年《开学第一课》（上
图），于 9 月 1 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恰逢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今年的 《开学第
一课》 围绕“理想照亮未来”的节目主
题，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脱贫攻坚
模范、抗疫先进人物、时代楷模、英雄航
天员、“00后”奥运健儿、中青年艺术工作
者和青少年代表走上讲台，讲述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影响
的故事，展示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

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李大钊、毛
泽东、陈望道，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
革命烈士方志敏、蓝蒂裕；从立志用知识
建设祖国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到三代传
承为国守边的拉齐尼一家；从践行初心的
闽宁第一批移民谢兴昌，到用教育改变大
山女孩命运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
梅，以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航天员、
飞行员、奥运健儿等新时代奋进者群像，
无不用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广大青少年坚定
理想、发愤图强。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开学第一课》现场播放了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之一李大钊生前唯一一段影像资料，特
别邀请李大钊之孙李宏塔、李亚中讲述祖
父给他们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彰显中国
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代代传”的本色。
2021 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空间站时
代”。节目第一次把课堂搬到了太空，通过

“天地连线”的方式，请天和核心舱中的 3

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为同学
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太空课”，中国第
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也来到现
场，号召同学们一起用知识和理想，为人
类开创美好的明天做出贡献。2021 年，中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来自宁夏回
族自治区闽宁镇的第一批移民、66 岁的谢
兴昌老人在节目里饱含深情地回忆了 25 年
间，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闽宁镇
从贫瘠到小康的发展蜕变。他还讲述了自
己 18 岁时看到一位老同志戴着党徽，上面
写着“为人民服务”，从此便立志要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理想初心。

除了现场演讲、“云连线”之外，今年
的 《开学第一课》 通过创新技术手段，打
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了“穿越时空”的
表现手法。在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就通过一
台“时光放映机”穿越到百年前的中国。极
具视觉冲击力的今昔场景对比，展现了百
年中国的沧桑巨变。“百年穿越”之后，主
持人穿越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探寻

“小康”一词在文献记载中的最早出处，通
过时空对话了解古人的“小康理想”，更向
古人描述了如今富足的生活、繁荣的文
化、健全的法制、绿水青山的环境等涵盖
方方面面的小康图景，展现当今中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为孩子们打造
一个立体、沉浸式的课堂。

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2021 《开学第一课》 以生动活泼
又充满正能量的形式，为全国中小学生呈
现了一堂意义深刻、新颖生动、视野开阔
的思政公开课。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清晨6点的天还没
亮。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俄籍艺术
指导教师、钢琴家奥莉加·叶列缅科准时起
床，为新一天的网课做着准备。

从 3 月开始线上授课以来，为了让远
在中国的学生们能在更好的状态下上课，
奥莉加克服了 5 个小时的时差，始终保持
着每周 20 节课的工作节奏。当看到学生
们能力有所提高，在音乐会和演出表现出
色时，奥莉加总会有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感到很幸福。

2016 年至今，奥莉加把哈尔滨看做她
的第二故乡，她也把最多的精力放在了学
生们身上，培养学生们创新出大量新颖的
多语言欧洲古典音乐节目，还对一系列俄
罗斯歌剧原版钢琴曲谱做了改编，“这些充
满创造性的尝试在哈尔滨音乐学院都能得
到校方的大力支持，我很感激。”

同样在疫情中坚持创新教学的，还有
哈尔滨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施坦威钢琴
艺术家安德烈·伊万诺，除了在线常态化互
动答疑，他还找到了自己的教学方式，“要
在网络教学环境中营造出一种‘身临其
境’的氛围，用文字、比喻、联想等方
式，使学生获得在理论层面的深切理解。”

安德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工
作了 20 余年，作为俄罗斯肖邦协会成员、
德国拉赫玛尼诺夫协会理事会成员，他的
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不仅定期在上海
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开设大师班和系
列讲座，还多次担任国际钢琴比赛和音乐
节的评审成员。

奥莉加、安德烈等众多俄籍教师能够
加入哈尔滨音乐学院，并不是偶然。

2014年9月，哈尔滨音乐学院就和俄罗
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建立了友好关系，并
进行实质性合作。2017年5月，双方正式签
订 《哈尔滨音乐学院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合作协议》，这成为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合
作办学的里程碑。

在密切合作的过程中，哈尔滨音乐学
院引进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管弦系、钢琴
系、作曲系、声乐系的教材和教学法，初
步摸索了一套卓有成效的中俄合璧的音乐
教学方法。

“哈尔滨音乐学院不仅是音乐之家，更
是中俄友谊之家！”安德烈与学生们一起，
多次参加了哈尔滨音乐学院在全国各地举
办的演出，沈阳、武汉、海南……他与学
生们仿佛一个亲密的大家庭，“有学生问
我，一个音符怎么弹奏，我会建议他们在
生活中寻找答案，在乐谱中寻找答案，将
音符演奏出真实的声音。”

“这些俄籍教师们，为我们的音乐生涯
打开了新的篇章。能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学习交流，是很多音乐生们毕生的梦想。”
2019 年 10 月，是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
系研究生姜晓雅娣第二次以公派研修生的
身份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在学习俄罗斯作品的时候，因为不了
解一些词语的重拍和语感，俄罗斯老师会
读很多次来做示范，讲解作品的音乐风格
及情绪，带我逐字逐句地读词练习，很有
耐心。在演唱技术方面，也有很多前所未
有的思考与启发。”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俄籍教师的严谨与热情给姜晓雅娣留下深
刻印象。

2017 年至今，哈尔滨音乐学院已选派
了 42 名师生赴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进
行学习交流。自成立以来，哈尔滨音乐学
院不断扩宽国际合作渠道，已与 13 所国际
院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

“我们要打造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合作的
纽带和国家高水平音乐表演人才、音乐创
作与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哈尔滨音
乐学院院长杨燕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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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版《江姐》上演

新时代的新表达

哈尔滨音乐学院推进中俄音乐教育合作互鉴

引来“洋老师” 共筑“连心桥”
本报记者 张艺开

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很多遍于蓝和赵丹主
演的电影 《烈火中永生》。后来长大一点，开始阅读小说

《红岩》，再后来又有机会看了电影版和现场版歌剧 《江
姐》。无论小说、电影还是歌剧，坚强刚毅的江姐、威武不
屈的许云峰、忍辱负重的华子良，还有天真无邪的小萝卜
头，都给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虽
然那时还不能够完全理解“理想”和“信念”的真正含
义，但我幼小的心灵却播种了致敬英雄、爱憎分明、感恩
惜福的种子，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 《红梅赞》 旋
律响起的时候，我的眼前便立刻会浮现出江姐那鲜活的英
雄形象，我的耳畔便会再次响起江姐那铿锵有力的话语：

“竹签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
翻开中国歌剧发展的历史长卷，《江姐》无疑是一部值

得称颂与骄傲的红色经典之作，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极
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部歌剧根据小说 《红岩》 中有关江
姐的英雄事迹改编创作而成，以江姐的革命足迹为主要线
索，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女性的
豪迈形象，赞颂了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热爱人民、
忠诚于党的崇高品质。

歌剧 《江姐》 的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选用了大量四川民歌作为创作依据和
动机，如大家熟悉的 《红梅赞》 就是以四川民歌为基调素
材创作而成的。该剧音乐还大量借鉴了川剧板式结构当中
的导板、快板、清板等，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整部剧的旋
律，促使其不断衍生发展变化，让故事情节更加富有矛盾
冲突的戏剧性。旋律中恰当运用了川剧中的润腔、帮腔以
及哭腔和道白相结合的唱叙形式，对表达人物的内心独
白、帮助观众理解人物内心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演唱
方面，歌剧 《江姐》 不但有大量独唱、重唱，还有三人
唱、合唱及一领众和等，多样化的形式增加了歌剧的音乐
性，丰富了歌剧的表现力。从音乐语言、表现手法、演唱
形式到乐队的运用，这部歌剧都体现出了可贵的革命精
神，提供了创造性的经验。

半个多世纪来，江姐的英雄形象在舞台上一次又一次
被艺术化再现，影响、感动、教育、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有
志青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音乐学院今年排演了音乐会版歌剧

《江姐》，在原剧本44个唱段基础上精挑细选出21个经典唱
段，参演演员全部为学生，共计百余位。第四代江姐的扮
演者、原空政文工团一级演员铁金担任音乐会总导演，中
国音乐学院教授、指挥家曹文工担任乐队配器和指挥，而
我则担任江姐故事的讲解人。为了帮助学生们理解剧中人
物，铁金老师对每一个人物角色进行了详细解读，无论是
表演中的唱念做打还是手眼身法步，她都亲力亲为给予示
范。排练间隙，她还给学生们讲解原空政文工团排演歌剧

《江姐》过程中感人的故事，讲述她与剧本创作者、作曲家
之间的深度交流，分享她扮演江姐这一人物的心路历程。
作为指挥，曹文工老师针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指法、每
一条旋律予以悉心指导，他十分强调每一种乐器之间、不
同声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通过讲解红岩的故事来提升学
生们的音乐理解力与表现力。我则结合小说《红岩》、歌剧

《江姐》 几代演出的视频资料，带领学生们走近红岩时代，
走进江姐等革命先烈的内心世界，重温中国共产党筚路蓝
缕、开创伟业的峥嵘岁月，感受那些高贵灵魂背后信仰的
力量。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是什么让江姐在渣滓洞那样一
个魔窟里，还保持着乐观、坚毅和无畏？是信仰。信仰是
黑暗里照射出的一抹阳光，是英雄们面对敌人炮火时坚实
的铠甲；信仰是人的精神之钙，是人类的精神火炬和生命
的终极意义。歌剧 《江姐》 之所以能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
难以抹去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亭亭玉立地绽放在舞台
上，是因为她不仅经过了几代人的艺术传承，更葆有精神
与信仰的薪火相传。今天我们重温 《江姐》、演唱 《江
姐》，就是要赓续红色精神，以信仰之火引领前行路，以理
想之光烛照新征程。

（作者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经典回放▶▶▶经典回放▶▶▶
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的歌

剧《江姐》改编自小说《红岩》，取材于共产党员
江竹筠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历史故事，塑
造了对党无限忠诚的江姐的光辉形象，展示了红
岩先烈以铮铮铁骨、浩然正气与敌人斗争到底的
英雄事迹，反映了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
新中国成立不屈不挠、浴血奋斗、视死如归的革
命精神。196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
文工团首次在北京演出歌剧《江姐》，获得巨大成
功，一年内连演200多场，观众无不热泪盈眶，拍
手称道。此后，空政文工团先后5次复排这部剧，
每一次都引起轰动。1978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
据舞台演出剧本拍摄成舞台歌剧艺术电影。歌剧

《江姐》中的《红梅赞》《绣红旗》《春蚕到死丝不
断》 等唱段家喻户晓，被广为传唱，经久不衰，
浸润了几代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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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江姐》电影版剧照

▲第三次复排《江姐》演出剧照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歌剧《江姐》
（2021版）剧照
中国歌剧舞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