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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为纪念程砚秋
诞辰110周年，迟小秋在长安大
戏 院 举 办 了 10 出 戏 的 个 人 专
场，轰动一时。

虽 然 这 10 出 戏 上 座 率 极
高，但仍满足不了广大观众的渴
求。于是，在第 10 场演完结束
后，迟小秋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何不把这些戏录下来？作为
一个表演艺术家，她当然也想把
好不容易排出来的 10 台戏连着
多演几场。然而身为北京京剧院
青年团团长，她也总想着给年轻
演员多创造演出机会。

怎样做才能既满足观众的渴
求，又兼顾到剧团的艺术生产？
迟小秋下定决心：以这 10 场演
出为基础，把演出实况经过加
工，汇集在一起出一个专辑。

说做就做。从筹划，到排
演，到录制，再到制作，今年这
张《程砚千秋——京剧表演艺术
家迟小秋专辑》终于由中国出版
集团旗下的现代出版社出版，与
观众见面。专辑收录了迟小秋表
演的《锁麟囊》《红鬃烈马》《碧
玉簪》《荒山泪》《孔雀东南飞》

《窦娥冤》《文姬归汉》《三娘教
子》《玉堂春》，以及现代京剧

《宋家姐妹》 10出代表作。其中
既有音频、视频，还有 10 出戏
的主要唱段曲谱和伴奏。

“在我印象中，这么大体量
的名家专辑，在京剧界好像还没
见过。”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关
正表示。

因为鲜少有人做到，录制这
张专辑的过程也异常艰难。从出
版的角度，京剧出版物和普通出
版物有很大不同。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赵仲明是此次专辑的策划人
和出版人，他表示：传统京剧单
独的乐谱出版本来就不多，录完
之后怎么变成符合出版规范的谱
子？传统京剧唱本中有些字，放
在现代出版编辑中也是不太符合
规范的，怎么办？类似这样的问
题，编辑们做了很多研究。

从表演艺术的角度，这 10
出戏里既有程派代表作，也有其
他流派也唱、但按照程派艺术演

唱的剧目，更有用程派唱腔演绎
的新剧目。如何把唱腔处理得更
为细腻，迟小秋花了很多工夫。
比如每出戏都会有二黄慢板，她
就要求自己唱出不同的内涵、情
感和韵味。录制的时候，一旦觉
得不理想，她就重新来过。有的
唱段反复录了八次、十次。

“在录音的过程中，我也在
不断地找差距、找不足。既然要
留下来，就一定不要怕麻烦，怕
烦琐。”迟小秋坚定地说，“这张
专辑肯定还有遗憾和不足。各种
意见我都会听。”

作为当代京剧程派艺术的
领军人物，迟小秋认为对前辈
的继承不是靠说空话，更不能
光享受前辈留下的这份遗产，
而是要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

“我的责任和担当，就是根据
自己的理解和自身条件，为程
派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尽最大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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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三楼小剧场中，年轻的
舞蹈演员们翩然而至，或轻云般飘舞，或疾风
般翻转。一张张靓丽的脸庞，一个个一丝不苟
的高难度动作，勾画出国有文艺院团充满朝气
和活力的新气象。

这场展示并非正式的舞蹈演出，而是舞剧
团一年一度的业务考核。考核的评委除了业内
专家，还有普通观众——此次考核特意为30多
位“粉丝团”成员安排了座位，并对外进行图片直
播，视频片段也被上传至视频网站。整个考核过
程中，许多观众留言惊叹“身轻如燕”“神仙下凡”

“地心引力是不存在的”，还有热心网友为视频中

的每一位成员标注了名字，以期更多人能够认
识他们，了解他们。

虽然不是演出，考核却让演员、国有文艺
院团与观众的距离更近了。卸下精致妆容、脱
下华彩服饰，演员们只能凭“真本事”面对观
众。摘下国家队的“王冠”，国有文艺院团只能
凭“硬功夫”面向市场。

在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新时代里，唯有
经得起受众和市场检验的作品，才是文艺院团的
立足之本。不久前，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四
部委联合印发了《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考
核试行办法》，要求院团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无论是
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需要面向观众。

因此，考核不是走过场，也不是给团员出
难题，而是以评促建，以测促用，通过长效机
制的建立来保障文艺院团的生产力和生命力，
调动从业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更好地为观众
服务，更有效地走向市场。对演员和院团来
说，他们必须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因为考
核不局限在剧场内，也不静止于某一天，每一
场演出、每一段舞蹈、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有
可能对观众的认知产生长期的影响。正如许多
观众正是在社交平台上被 《孔子》《昭君出塞》

《赵氏孤儿》等舞剧的片段吸引，发现艺术不一
定曲高和寡，也可以雅俗共赏，继而走入剧
场，并自发地成为传统艺术的传播者。

请观众当评委，也是文艺院团走出小圈
圈、直面现实的表现。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文艺院团一方面要提高标准，
严把艺术创作的关键环节，加强内部的审核与
考评，另一方面也要摆正姿态，多听市场的声
音，与广大受众和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联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最新数
据，近 5 年来中国结婚率逐年下降，从
2013年的 9.9‰下降到 2018年的 7.2‰。究
其原因，既有因人口老龄化、生活成本增
大、高等教育普及等所导致，也有个人的自
由选择。如何破解年轻人对婚姻既向往又
恐惧的心态？正在腾讯视频热播的综艺节
目《亲爱的，结婚吧！》，试图通过三对不同
类型的情侣走向婚姻的过程，折射现代年
轻人的婚恋观，为适婚一族描摹出婚恋过
程中“问题和希望”同在、“困扰和幸福”共
存的参照图本。

《亲爱的，结婚吧！》 聚焦适婚一族，
锁定三对素人情侣，分别是“80后”代表
李波儿和高健玟，他们代表的是通过相亲
认识的大龄青年男女；“90 后”代表张桐
和吕丕强，是在大学里相识相恋的时尚模

特；“95 后”代表杜秉文和李安妮，俩人
是新新人类、网络红人。他们所处的年龄
段和相处模式几乎覆盖了目前适婚族的主
要类型。从最初对爱情婚姻抱有幻想，到
逐渐意识到现实困难，再到暴露出双方观
念的冲突，遭遇双方家庭的矛盾……每一
对情侣从恋爱到结婚过程必经的阶段，在
节目中都得到了最真实的呈现。

节目几乎每期都会碰触到现实中常遇
到的婚恋话题，如“是否介意租房结婚”

“当男人提出愿意在婚后养家，女人要不
要放弃事业？”“女人婚后在事业和生育上
如何选择”等，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年轻人
迈向婚姻途中的“疑难杂症”，帮助当代
年轻人克服迈向婚姻的“绊脚石”，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实现婚姻中的共同成长。

（左图为节目中的情侣代表）

本报电 （林小沛）“中国
特色艺术与传媒理论体系构建
———第三届中国艺术与传媒
学术期刊主编论坛”日前在北
京师范大学举办。会议由北京
师范大学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文艺评论基地”承办。

论坛邀请了 40 余家艺术与
传媒学术期刊与评论大报，涵
盖 了 综 合 、 影 视 、 戏 剧 、 传
媒、美术、书法、音乐和舞蹈
等艺术门类，并邀请知名学者
参与学术对话，搭建出期刊与

期刊之间、期刊与学者之间、
期刊与高校之间进行交流与研
讨的平台。与会嘉宾围绕“聚
焦中国特色艺术与传媒理论体系
建构”主题进行深入探讨，认为
当前全球化语境呈现出复杂激荡
的新格局与新秩序，面对新形
势，中国艺术与传媒学术期刊需
要审慎辨识、合理吸纳全球经
验，更需要系统梳理、深刻总结
中国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的艺术
与传媒理论体系的建构，促进
艺 术 传 媒 与 学 术 期 刊 蓬 勃 发
展，推动中国艺术与传媒从高
原向高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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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观众当文艺院团的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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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迈向婚姻的“绊脚石”

本报电 （高跃曦 罗浩濂）
6 月 15 日晚，随着 2019 年中国
6·21 国际乐器演奏日开幕音乐
会在北京 798 包豪斯广场举行，
一年一度的国际乐器演奏日正式
拉开帷幕。

6·21 国 际 乐 器 演 奏 日 是
1982 年 在 法 国 发 起 的 乐 器 节
日，目前每年在世界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超过800座城市开展
活动。自 2016 年进入中国内地
以来，参与城市由最初的 10 几
个发展到近200个，参与单位由
11 家发展到近千家。今年国际

乐器演奏日活动将从6月15日持
续至 6 月 23 日，由近千家单位参
与组织的 3000 多场演出活动将
在中国近 200 座城市陆续上演，
近20万人直接参与。

开幕音乐会上，来自北京
罗兰数字音乐教育、郑文萍少
儿艺术团、迎春筝乐团、鲁璐
箜篌文化艺术公司、乐府室内
乐团和艺术盛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等单位的老师和学员们为
观 众 奉 献 了 电 鼓 、 古 筝 、 箜
篌、二胡以及打击乐、器乐合
奏、歌舞等精彩节目。

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举行

3000多场演出近200座城市上演

▲迟小秋的新专辑 现代出版社供图

在国家大剧院获得职业成长

1982 年出生在韩国的李旻娜，并不是出生在
一个音乐家庭。“我的家人里没有一个音乐家，他
们也谈不上多热爱音乐，但父母一直很支持我的
决定。”李旻娜笑着说道。走上单簧管的职业生
涯，其实是一种机缘巧合。5岁起，李旻娜开始学
习钢琴，小学时因为一次学校乐团的表演正好缺
少单簧管手，阴差阳错地，她就此开启了自己的

“黑管人生”（单簧管又称黑管）。
别看李旻娜从小学习音乐，但她可是个名副

其实的“学霸”。大学时她考上了韩国有名的首尔
大学，并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致
辞。之后，她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继续深造。毕业
后，她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曾任美国罗切斯
特爱乐乐团客座单簧管演奏员、堪萨斯州城市爱
乐乐团单簧管副首席。

在美国求学期间，李旻娜结识了来自中国台
湾的丈夫。那时候，她的丈夫在纽约工作，夫妻
二人长期两地分居。2012 年，大女儿出生后，旻
娜一家决定移居北京。来北京的原因一是因为李
旻娜的公公婆婆在北京，二是北京的发展机会
多。此外，北京离韩国也比较近。

虽然在到北京之前，对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早
有耳闻。但是真正在国家大剧院工作后，李旻娜
获得了超出预期的职业成长。“国家大剧院真的是
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美国的时候，由于乐团经
费有限，很少能演奏大规模的音乐会。但在这
里，大型演出的机会太多了，而且还会经常邀请
很多世界顶级的音乐家来交流，能够和他们一起
表演，我真的很幸运。”

亲历东西文化的差异和交融

经历了在韩国出生、成长，在美国求学、工
作，再到中国安家、生活，李旻娜就像是洞悉东
西文化的桥梁与窗口，她身上亲历的故事就是文

化交融最好的印证。
她在美国表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大多是老

年人。但在中国，愿意花钱买票的更多是年轻
人。与此相似的是，单簧管音乐的表演群体也存
在明显的东西差异。“之前在美国，一起表演的人
年纪至少在 40岁上下，他们经验丰富，配合度极
高。来到中国后我发现，国家大剧院里大部分都
是年轻人，相比起来，他们虽然经验不多，但高
超、精湛的技艺令人惊叹。”

李旻娜接触较多的是西方古典乐，已经习惯
了传统的演奏模式，但在中国，她看到了一些中
国音乐家会用现代的技巧演奏古典乐，非常新鲜
有趣。她也看到一些中国作曲家会创作中国的民
族歌剧，非常钦佩。她个人比较喜欢的中国民族
歌剧是 《骆驼祥子》。“我很期待今后能遇到到更
多优秀的中国指挥家和作曲家。”

在谈到中韩两国的文化时，李旻娜表示韩国
和中国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两国都尊崇
先师孔子，都是“礼仪之邦”，在公交车上看到
老年人时人们都会主动让座……当然，中韩两国
也有着各自的特点。“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所以国内一旦有一个东西流行，全国都会争相效
仿。中国就不会这样，大家好像不那么容易随波
逐流。”

独特的人生经历，加之经常到世界各地巡
演，李旻娜得以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在
她看来“到了不同的城市，会感受不同的文化，
遇到不同的人，是需要入乡随俗的”。

最想做的事是学习中文

生活中的李旻娜喜欢和家人一起去旅游，曾
去过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她还喜欢滑雪，去
过北大壶、张家口滑雪场。那些场地很新，给他
们一家人留下很棒的体验。闲暇时间她大都陪伴
家人，周末会带着孩子们去朝阳公园骑自行车。

现在，李旻娜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中
文。因为长期在国外，平常基本用英语交流，中
文最开始还是孩子教的。她的两个孩子都在一所
中英文并重的国际学校学习，中文水平已经远远
超过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希望能去语言学
校专门学习中文。这是我特别想做的事。”

李旻娜十分感慨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城市高
楼林立，饭店种类更加丰富，环境也改善很多，
中国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现在很多年轻的韩国
人都会选择来中国发展，因为这里资源更多，机
会更多。”

她也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中国这些年带给
她最大的改变是看待事物的态度。“不知道你们是
否了解过，韩国人的脾气是比较火暴的。出去吃
饭的时候服务员总说‘快点快点’来催促你，但
在中国他们总说‘您慢点’、‘请慢走’……”渐
渐地，李旻娜也变得从容了许多。扎根在中国的
她，期待着会有更多收获。

李旻娜：

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演奏家
□ 郑 芩 邵鹏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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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圈洋面孔

位于西长安街的中国国家大剧院，
于2010年成立了自己的管弦乐团。作为
一支年轻的交响乐团，短短几年内，其
以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口碑，吸引了众
多世界艺术家的加入。他们在中国发展
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过日子”，感
受中国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我们采
访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的一位韩国
黑管演奏家李旻娜，和她聊了聊在中国
工作生活的故事。

▲李旻娜和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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