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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十足，令人耳目一新

首届“国乐之春”的开幕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
携手中央民族乐团共同策划。作为首场音乐会，其无
论在嘉宾阵容、表演曲目或架构设计上，都做了精心
设计，令人耳目一新。

音乐会特别邀请到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
李心草、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与中央民族乐
团首席指挥刘沙历史性同台。李心草、吕嘉二位中国
交响乐界的指挥名家，此次更在同一舞台上为观众献
上了自己的“民乐首秀”。

吕嘉以一首《云山雁邈》率先开场。作为国家大
剧院管弦乐团的掌舵人，吕嘉在欧美指挥歌剧及音
乐会近两千场。他是第一位在意大利担任著名歌剧
院音乐总监的亚洲指挥家，也是第一位执棒芝加哥
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在他多年的艺术生涯中，
从未指挥过民族管弦乐团。这次与中央民族乐团首
次牵手，在选曲方面，吕嘉意在突出民乐的意韵和
唯美。

“这是我第一次指挥民族管弦乐团，既忐忑又欣
喜，与民族音乐演奏家合作有一种新的挑战和快
乐。把民乐作品中的色彩、线条和律动诠释出来，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虽然我之前没有指挥过
民乐团，但是我非常关注民族音乐，如何弘扬和发
展民族音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作
为一名指挥，我必将尽自己的一份薄力。”吕嘉说。

同为首次指挥民乐，指挥家李心草在下半场甫一
登台就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乐团在李心草的指挥
下，音色丰富变幻，层层递进，错落有致，将国之风
骨、民族之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心草年少成名，
音乐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洲，在交响乐和歌剧领域的成
就备受瞩目，更多次在国家级外交活动的文艺演出中
担任音乐总指挥。谈到首次指挥民乐，李心草说：

“我对大型民族管弦乐涉猎很少，这是我第一次在北
京指挥完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东西方音乐是相
通的。西洋乐的指挥中对句法、音乐性格的要求，同
样适用于中国民族音乐。”

名家名团，展现积淀成果

以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编制构建整场音乐会，是对
指挥艺术水准的高难度挑战，也是对乐团素质、技巧
和配合度的高强度考验。“此次邀请交响乐指挥来指挥
民乐，希望达到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中央民族乐团团
长、琵琶演奏家赵聪说。

据介绍，为充分展现民族音乐百年发展的深厚积
淀，以及进入新时代后取得的丰硕成果，此次开幕音
乐会挑选了近年来民族音乐领域极具代表性的12首曲
目：开场曲 《云山雁邈》 围绕潮州筝曲 《胡笳十八
拍》的主题发展、变奏、重构，颇具汉唐大曲遗风的
曲调兼具潮州音乐恢弘大气之美，把观众带回汉唐盛
世；源于琵琶古曲的 《将军令》 展现了国乐春日已
至、正当其时的气概；委约作品《国风》以鲜明的音
乐性格，彰显中国风骨和民族精神……

“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发展已经有100年了，特别
是近20年发展非常迅速。无论从乐器制作工艺、当代
演奏家和乐团水平还是作品创作要求来看，都提高很
快。以前，一直没有一个平台进行相互交流和切磋，

此次‘国乐之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
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普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沙表示。

据了解，本届“国乐之春”艺术节上，除了中央
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北
京民族乐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国乐团等在京民
族乐团，以及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河北民族乐团、吉
林省民族乐团等地方民族乐团也将陆续亮相。

在艺术阵容方面，姜克美、周东朝、崔君芝、唐
俊乔、韩雷、张维良、宋飞、王中山、吴玉霞、赵聪
等30余位老中青三代国乐名家将登台表演。演出曲目
有《春江花月夜》《霸王卸甲》等传承多年的古曲，彭
修文、胡登跳、刘德海、顾冠仁等老一辈作曲家笔下的经
典，施万春、赵季平、张千一等当代作曲家的力作以及
青年作曲家的作品，经典与创新之作并存。形式上则
包括了独奏、协奏、重奏、民乐室内乐等。

“我们将努力把‘国乐之春’打造成名家名团齐聚
的民乐盛会，向观众展示民乐的底蕴、延展性、艺术
性。”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王路藜说。据她介绍，
除了指挥家跨界执棒、西方古典音乐的民乐改编等亮
点之外，从本届开始，每届“国乐之春”还将探索呈现一
场特别的闭幕演出，即围绕一种民族乐器，形成极具
仪式感、名家云集的策划音乐会。今年的闭幕特别策
划音乐会已确定为琵琶演奏名家云集的“琵琶之夜”。

“从开幕到闭幕的20多天时间里，‘国乐之春’作为
一个音乐季的推出，背后体现的是大家对民乐市场的
信心。这几年，国风国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
爱。希望‘国乐之春’能依托国家大剧院成熟的品牌运
作机制迅速成长，为推动民族音乐守正创新，提升民
族音乐的艺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聚合民族音乐名家
名团发挥更大的作用。”赵聪说。

3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征稿启事，邀请广大作家和写作爱好者共
同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
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
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

近日，记者从本次活动承办方作家出版社了解
到，征稿启事发布一个月内，已陆续收到 300 余篇、
6000万字来自社会各界的投稿，其中大部分是已成稿
作品，有的甚至是几部曲的大部头作品。来稿中既有
专业作家的作品，又有山乡人写的山乡事，还有网络
作家的创作。此外，很多在线写作平台也积极推荐优
质稿件，打包发送过来。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介绍说：“来稿中有山
乡青年创业故事，也有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共同
致富的感人事迹。作品的题材角度多姿多彩，有写
民宿业的，有写养殖业的，有写种植业的，有写防
治污染的，也有立足电力建设、邮电事业的。从目前
来稿状况看，既有接地气的乡土气息，也有贴近当下
的时尚元素。一些作者除了发来自己的作品，更表达
了对这次活动的期待。有来自乡村的作者说，‘这次
中国作协敞开大门，对所有写作者发出征文，重新点
燃了我的写作梦想，希望能把握这次机会，把自己熟
悉的生活和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一路成长的山
乡人。’”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介绍说，收到稿件后，
首先由作家出版社组成“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选题论证小组，陆续对推荐和征集的稿件进行初筛，
从中选出拟纳入创作计划的作品。第二步是由作家出
版社组织中国作协及文学界相关专家组成“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选题论证专家组，对初筛后的作品
择优正式纳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之后，
作家出版社将组织专家针对纳入计划的每部作品召开
改稿会，有效提升作品质量。同时，结合实际，也可
为作者指定知名作家、评论家或资深编辑，一对一进
行写作指导。作品创作成熟后，由作家出版社安排出
版。此外，还将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成
果向影视、戏剧、网络音视频等文艺形态和传播介质
转化，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知识产权的深层次、多角
度、全方位开发利用。

作家出版社董事长路英勇介绍说，“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征文活动，而是旨
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培养一批有为编
辑，挖掘一批有潜力的写作者，出版一批现实题材
文学精品。“我们希望最终遴选出的作品是真正的

‘高峰’之作。”
据了解，“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倡导山乡人

写山乡巨变，注重发掘那些身在山乡基层、饱含创作
激情的写作力量。通过这一计划，将推出一批有朝
气、有潜质、有阅历、有泥土气息和创新精神的作
家。同时还向网络作家敞开怀抱，鼓励、支持、引导
他们成为新时代文学精品创作的有生力量。该计划将
持续5年。

“雪花飘，北风紧……”，一位身披红绒斗篷、神
情坚毅的老妇人步履坚定，手提油灯，踏着泥泞，挨
家挨户劝说妇女们前来修城。在她的带领下，襄阳城
百姓团结一心修筑内城，御敌于城外……

近日，改编自真实历史的京剧 《夫人城》经过一
年加工打磨，再度亮相长安大戏院。在剧中扮演主人
公韩太夫人的，便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老旦名家
翟墨。

“夫人城”里挑大梁

作为一部由老旦主演的新编戏，《夫人城》在去年
首演时就吸引了众多戏迷和专业人士前往观看。老旦
并非挑梁的行当，但又不可或缺，大多数时候只能扮
演“绿叶”。从京剧发展的历史来看，以老旦为主角的
戏很少，创演新的大戏就更难了。以北京京剧院为
例，自1997年《风雨同仁堂》后便没有老旦挑梁的新
编戏问世。所以，《夫人城》的出现分外引人关注。

翟墨是北京京剧院老旦领军人物，师承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赵葆秀。赵葆秀的几部代表作品 《八珍
汤》《金龟记》《风雨同仁堂》等，翟墨的承传和演绎

颇具乃师神韵，但也绝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不假思索的
照搬，而是恰到好处，润物无声地融入了个人艺术所
长和表演风格。

“我的老师那一代演员创作了不少好的剧目，到我
们这一代应该怎么办？不能总演《八珍汤》吧？我总
盼望能够让老旦的剧目更丰富，开拓一下老旦的表演
手段。”翟墨说。

以往，老旦戏中哭戏多、苦戏多、悲戏多，甚至
还有一些“骂”戏，大家对老旦戏的印象比较单一。
翟墨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让大家对老旦这个行当的
印象有所改观，因此创作了《夫人城》。

《夫人城》讲述的是东晋时期，襄阳城遇敌侵犯，
守城将领朱序之母韩氏临危受命，巧设计谋除掉内
奸，同时团结百姓修筑内城，百姓感念韩太夫人筑城
抗敌，称此城墙为“夫人城”。与传统京剧中老态龙
钟，颤颤巍巍的一些老旦形象有所不同，韩太夫人既

是一位经历过岁月磨炼的坚强女性，也是一位具有爱
国爱民赤诚之心的“大智大勇大帅才”。

20多年前，翟墨还在戏校学习时，就有一位业余
作者将自己创作的《夫人城》剧本寄给她，让她对这
个故事有了印象。10年前，她在一旧书网上买到过豫
剧的 《夫人城》 剧本，后来又买过连环画。2020 年，
北京京剧院决定重新创作《夫人城》，翟墨终于得以将
少年时便一直存于心底的题材搬上京剧舞台。

为拓宽行当表演呕心沥血

“韩太夫人不是一般的老年妇女，也不是一位武
将，而是临危受命、统率大军的首领。既不能演成

《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也不能演成《对花枪》中的
姜桂芝。”翟墨说。

为塑造好人物，这两年翟墨参考了大量史料，深入
分析研究人物身份与时代背景。她一方面遵循老旦行
当的表演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大胆创新，充分调
动和使用戏曲艺术的表现方式和表演手段，日夜揣摩
角色，呕心沥血钻研老旦行当的创新与发展。

丰富而恰到好处的唱腔板式是京剧塑造人物形象

的基础。韩太夫人这个角色的唱腔除了运用一些传统
的常用板式外，还特意设计了一段老旦行当中极为少
见的“唢呐二黄”。这种声腔起伏大，调门高，旋律挺
拔高亢，腔调浑厚古朴，很难驾驭。翟墨音域宽广，声音
高亢明亮。她以情行腔，字字倾情，气势磅礴，很好
地诠释了一位柔而不弱、坚强智慧的女英雄形象。

传统老旦戏限于老年人的年龄特征，往往以唱为
主，动作很少，表演空间非常有限，表演手段也不
多，翟墨开创性地设计了老旦“起霸”“擂鼓”这两个
颇具看点的艺术手段。

“起霸”是武生的看家本事，对于一位以唱功见长
的老旦演员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经过
反复练习和用心揣摩，翟墨“起霸”的表演规范严
谨，张弛有度，分寸感极强。在她的演绎下，扎上大
靠的韩太夫人穿上厚底，“挥臂验装”“疾步试履”“转
身抻甲”“理盔紧甲”等成套动作，一气呵成，流畅自

如，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擂鼓”的鼓套子，在舞台上常见的是老生“骂

曹”的击鼓、旦行“战金山”的击鼓，老旦擂鼓从未
有过。翟墨精心设计了一套融合了杨宝森、骆玉笙先
生经典鼓点儿的鼓套子。当手执鼓槌的韩太夫人屹立
在城楼上，霎时，绵密的鼓点响起，由台上倾泻而
下，由缓而急，由弱而强，声势骤起，声声紧逼，掀
起了“两军酣战鼓鼙急”的澎湃气势。

“从《杨门女将》《对花枪》到《八珍汤》《风雨同
仁堂》，老旦戏想有所突破已经很难了。我们这代演员
不能总演前辈创演的这些戏，要有一些自己原创的表
达。”翟墨说。

过去，一代代艺术家为老旦这个行当谋发展，拓
宽表演，积累剧目。如今，翟墨接过了前辈们的接力
棒，在她身上总能看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多年来，从《生死愿》《大宅门》《昭代箫韶》《原野》
到《夫人城》，她始终站在创作前沿，穿梭于传统剧目
与近现代剧目之间，孜孜不倦地探索。

对京剧而言，新戏的创作创新充满艰辛，但翟墨
依然坚持砥砺前行，她说：“我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
未来也还会有更多的想法要去实践。”

老旦“打”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郑 娜

老旦“打”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郑 娜

国家大剧院首推民族音乐艺术节

弦琴雅音 国风芳华
本报记者 郑 娜

五声八音，十二律吕，国风雅韵。在春光和
煦、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国家大剧院首届“国
乐之春”于4月8日启幕。这是继成功举办7届

“中国交响乐之春”后，国家大剧院首次推出的
以民族音乐为主题的艺术节。

在为期21天的时间里，来自国内的近10支
民族管弦乐团、30余位当代国乐名家齐聚一堂，
奏响祖国大地上各具风格的多彩国乐，以融合传
统与现代的演绎，展现民族音乐文化的艺术传承
与时代发展。

上图：“国乐之春”开幕音乐会演出现场。
下图：李心草 （右一）、吕嘉 （中）、刘沙同台指

挥“国乐之春”开幕音乐会。 牛小北摄

300余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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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希望遴选出
“高峰”之作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图片新闻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中心小学结

合学校实际，推出系列特色艺术社团活动，选派专业

音乐教师，提供专业乐器，满足乡村学生艺术需求，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图为学生正在音乐教师的指导下练习鸣鸠琴。

胡江涛摄 （人民视觉）

鸣鸠琴进校园鸣鸠琴进校园

翟墨在《夫
人 城》中 饰 演
韩太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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