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9 日至 14 日，根据《文化

部 2006—2010 年干部教育培训规

划》，在文化部人事司的组织安排

下，文化部第四期青年干部培训

班 在 中 央 文 化 管 理 干 部 学 院 举

办，48 名来自文化部机关、直属单

位的青年干部暂时脱离自己的工

作岗位，临时组成了一个青春洋

溢的大家庭。

文化部第四期青年干部培训

班是文化部人事司春节后举办的

第一个培训班，此前，文化部人事

司举办的 3 期文化部青年干部培

训班，通过文化理论学习和社会

实践活动，在培养文化部青年干

部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和

创新精神，强化团队意识和公共

服务意识，提高青年干部的思想

境界、理论修养和业务能力等方

面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已经

成为文化部的品牌培训班。

破冰仪式让人措手不及

3 月 9 日下午，学员们刚刚放

下行囊就被紧急召集，开始了让大

家“措手不及”的破冰之旅——设

计个性名片。学员们需在 10 分钟

内，画出能表达自己工作内容或兴

趣爱好的创意图案，以最简洁、最

直观的方式推介自己。

很多学员是在抬头冥想和互

相对视了好几分钟之后，在“还有

3 分钟”的提示下，赶忙将尚未成

型的思路付诸于画笔。尽管这场

突如其来的破冰仪式让很多人始

料未及，尽管这些寥寥几笔勾勒

的非专业的画略显简单拙朴，但

每一幅，都颇费心思。学员的名

片，有的是自己真实名片的临摹

放大，有的写了打油诗，有的画着

阳光雨露、花草鸟兽……10 分钟

的准备也让大家有足够时间打好

腹稿，这种新奇的自我介绍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片让人印

象深刻，比仅仅做口头自我介绍直

观多了。”一位学员说。这些名片

在当天被排列悬挂于教室后面，之

后的几天，每到下课，总有学员像

看画展一样凑过去欣赏一番。

“突发状况”接二连三。自我

介绍的环节刚一结束，学员们就

被要求按照事先分好的两组进行

分组讨论，在 10 分钟内确定每组

的队名和队歌。有了个性名片开

悟在前，队名和队歌在几分钟内

就 新 鲜 出 炉 ——“ 棒 棒 堂 ”队 和

“喜羊羊”队诞生了，两队分别以

《北京欢迎你》和《爱我中华》的旋

律即兴创作歌词，未经彩排就各

自开唱。“棒棒欢迎你……让我们

学习生活相聚在一起，棒棒欢迎

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棒棒就

会有奇迹！”“24 个同学 24 朵花，24

个兄弟姐妹是一家，24 种声音汇

成一句话，喜气洋洋喜气洋洋我

最强！”歌声整齐洪亮。经过这场

热 身，陌 生 和 拘 谨 渐 渐 消 散，活

泼、团结的气氛就此打开。

培训课程涵盖全面、开拓眼界

3 月 10 日，中央文化管理干部

学院院长张旭宣布文化部第四期

青年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开班

典礼上，文化部党组成员、部长助

理兼人事司司长高树勋做了主题

为“素质决定未来”的专题讲座，

从品德修养、文化素养、健康素质

三个方面分析了人的素质构成。

高树勋指出，一个人、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素质，决定了这个人、

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讲座

引起学员们的高度共鸣，大家积

极提问、踊跃发言，在互动中加深

了对“素质养成”的理解。

高树勋表达了他对学员的期

望，他说，参加培训班的青年干部

正处于充满希望、充满机遇、充满

挑战的年龄段，富有朝气和活力，

希望大家努力提升自身的素质，

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自

己的力量。

接下来几天的培训，课程充

实紧凑，内容丰富多样：故宫博物

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鲁迅研究

会会长郑欣淼带来“鲁迅是一种

力量”的专题讲座，详解了鲁迅的

生 平 与 成 就 及 在 今 天 的 现 实 意

义；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

旗为大家讲授了“公文写作与公

文运转”课程，详细介绍了公文写

作的方式方法、常见问题及注意

事项。此外，“职场压力与心理调

适”专题教学、“政务礼仪”专题讲

座、“知识·素质·能力”讲座也深

受学员认可和欢迎。

文化部青年干部培训班举办

以来，每一期都开设“红色教学”，

第四期也不例外。3 月 12 日，由中

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段周

武带队，学员们赴天津平津战役纪

念馆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大量照

片、文献、雕塑、壁画、领袖手迹、兵

器、衣物、锦旗奖章、烈士遗物等陈

列，学员们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

了平津战役从发起到胜利结束的

光辉历程，并表达了他们对平津战

役死难烈士的哀思和敬仰。

晚会原来早有“预谋”

从天津回京当晚，由学员自

编自演小品、歌舞的联欢会以紧

张的击鼓传花节目开始。鼓声骤

停，鲜花停在了来自文化部外联

局的王云手中。

“今天是什么节日？”主持人

问王云。

“植树节。”王云脱口而出。

主持人似乎有意刁难：“除了

植树节，还是什么节？”王云思索

良久，不得要领，于是被罚表演节

目。主持人用一块毛巾蒙住她的

眼睛，灯光由明转暗，现场顿时安

静下来。一个烛光摇曳的生日蛋

糕由餐车从后台缓缓推出，停在

王云面前，《生日歌》的旋律及时

响起，全体学员一起唱起“祝你生

日快乐”。原来，这一切都是文化

部人事司监督与培训处处长、文

化部第四期青年干部培训班班主

任张波带领大家设计和策划的。

为了防止联欢会前的准备工作泄

露风声，晚饭后，一组副组长马晓

琛特意约王云一起外出散步，直

到联欢会开始才回来。

面对此情此景，在烛光闪烁

中，王 云 的 眼 泪 不 知 不 觉 滑 落，

“太意外了……非常感动，这是我

第一次和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过

生日，谢谢大家！”

肩负文化建设使命，共同前行

年轻人的相聚总嫌短暂，3 月

14 日，学员们踏上归程。即便是

分别的日子，日程也安排得满满

的 —— 两 组 学 员 选 出 的 辩 手 以

“鲁迅的作品该不该淡出中学课

本”为题进行了激烈辩论，没参加

辩论的学员则以“青年·文化·创

新·责任”为题做演讲。随后，文

化 部 人 事 司 副 司 长 周 庆 富 为 学

员颁发结业证书，周庆富对学员

提出了几点要求：要用心不要浮

躁，要 诚 信 不 要 钻 营，要 阳 光 不

要 冷 漠，要 前 瞻 不 要 短 视，要 大

气不要邪气，要韬光养晦不要锋

芒 毕 露，要 善 谋 不 要 空 谈，要 融

入集体不要特立独行，鼓励大家

成 为 讲 文 明、有 修 养、善 谋 略 的

文化建设者。

当日下午，窗外大雪纷飞，室

内依依惜别。5 天的培训圆满结

束，学员们却意犹未尽。从起初

每个人都要翻着培训手册上的照

片分辨周围的陌生面孔，到后来

相知相惜、相谈甚欢、彼此欣赏，5

天的共同学习和生活，为 48 名文

化 部 系 统 的 青 年 干 部 搭 建 了 交

流、互动的平台，气氛活泼向上，

感情真挚绵长，成就了令人珍惜

的缘分，大家不仅对文化系统其

他单位的职能有了初步了解，也

加深了对本职工作的理解认识。

文化部第四期青年干部培训

班圆满完成使命，青年学员们临

行相约：“让我们相互鼓励、相互

约定，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努力

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勇于奉献，敢

于担当，肩负起文化建设的未来，

共同前行。”

2010年3月23日 星期二 艺 术 7
本版责编 刘 淼电话：010-64299566E-mail:zgwhbyishu@163.com

艺术·舞台
艺术·言论

3 月 18 日，人们还不知道 3 月

19 日深夜北京会遭遇那样严重的

沙尘，以至于 3 月 20 日从睡梦中

醒来的北京人发现皇城已经变成

“黄城”了。之后报纸上刊登的有

关沙尘的照片中的人基本上是外

地游人也就不奇怪了。3 月 18 日

的晴暖因此越发令人怀念。那一

天，刚刚结束两会的两位音乐界

委员应邀来到北京国家大剧院，

担当第二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

嘉宾发言人，他们是全国政协常

委 叶 小 钢 和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谭 利

华。一位是著名作曲家，一位是

著名指挥家，相同的是，他们都是

文艺界有名的“帅哥”。尽管也上

了点年纪，但是，他们仍然都帅得

有型。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帅，

那就太狭隘了，他们都特别有思

想。国家大剧院负责宣传的同志

真是聪明，紧随两会步伐，邀约两

位资深音乐家亮相，推广他们的

第二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实在是

明智之举。

谭利华开门见山。他说：“两

会上关于低俗文化的议论已经很

多了，我不想赘述。我必须强调并

且呼吁的一直都是，交响乐的发展

水准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

化整体水平的标尺。我不能忘记

俄罗斯文化年那年在莫斯科受到

的来自俄罗斯交响乐的震撼，俄

罗斯交响乐的 3 场开幕演出所塑

造的俄罗斯文化形象令人折服。

在 中 央 及 各 级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中国交响乐近年来获得了良

好的发展，一些新乐团得以诞生，

一 些 老 乐 团 得 到 新 生 ，令 人 欣

慰。但是，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显

然还需要多方位的助推。国家大

剧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交

响乐之春’音乐节是特别有效的

方式，媒体对高雅音乐的大篇幅

报道和持续关注也是助推交响乐

发展的积极手段。”

叶小钢与谭利华撞衫了，叶

小钢不怕撞衫，他知道他更注重

细节。这位多产的作曲家当然明

白一部交响乐作品与一首歌曲分

量的区 别 。 他 的 一 部 以 山 歌 为

素材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

的乐园》将在“中国交响乐之春”

上出现，他至今记得创作《最后

的乐园》的一切细节。他认为，

音乐创作特别是交响乐创作是

由音乐家个人完成的对每一种

深情、每一次深思、每一次感动

的最形象的记忆，这些非常个人

化的音乐篇章最后构成的是音

乐家以音乐的方式完成的对时

代的刻画，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

代，如此循环往复，如此日积月

累，音乐中的国家与民族文化记

忆便得以清晰了。

第二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依

然由文化部艺术司、国家大剧院

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两

年前，首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吸

引了 20 万人次的广泛参与，堪称

中国交响乐界的一次“集体总动

员”。时隔两年，从 4 月 6 日到 25

日，在 20 多天的时间里，11 支国

内交响乐劲旅、10 位著名指挥家、

8 位优秀独奏家，以及千余名音乐

家将在国家大剧院轮番登场。国

交、北交等国内响当当的“老牌”

交响乐团自然不负众望，将带来

高品质的音乐飨宴。一些近年来

备受瞩目的“非典型乐团”则将成

为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最受关

注的焦点：它们中既有最近一两

年新兴的“实力派”，如杭州爱乐

乐团、贵阳交响乐团等，又有像西

藏爱乐乐团等颇具典型地域与民

族特色的个性化乐团。

由“80 后”作曲家周天创作的

《中国大运河》交响组曲在 2009 年

10 月首次正式亮相，便成为杭州

的一张烫金音乐“名片”，而乐团

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80 后”，他

们将用音乐传达当代年轻人对于

中华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4 月 11 日，年已八旬的指挥家

郑小瑛将执棒厦门爱乐乐团，带

来被誉为“客家音乐文化史诗”的

《土楼回响》。郑小瑛回忆说：“10

年前这部作品在闽西龙岩客家祖

地首演的时候，曾吸引了三四千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在一

个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山区体

育馆里，观众不仅听得入了神，最

后还一起拍手一起唱。这在我几

十年的指挥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在我国交响乐首演史上恐怕也是

很少见的。”而在深圳交响乐团的

音 乐 会 中，一 部 宏 大 的“ 客 家 山

歌”将令人刮目相看。

4 月 16 日，首次进京的西藏爱

乐乐团会为观众带来一场最具雪

域高原特色的交响音乐会，6 部藏

族本土作曲家创作的交响乐作品

将 会 集 中 呈 现 。 由 边 巴 作 曲 的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藏民族的

首部交响乐，“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如此集中地使用藏族传统乐器，

采用西方交响乐的形式，来表现

藏民族的起源、精神以及今日西

藏的新面貌，乐器均出自藏传佛

教寺院、宫廷和西藏民间。”边巴

介绍。

除了这些充满故事的作品之

外，由一代作曲大师黄自为悼念

女友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充满浪漫

青春色彩的现代管弦乐作品《怀

旧》、我国第一部以京剧音乐为素

材创作的交响诗作品《穆桂英挂

帅》、中国最古老乐器笙与交响乐

团对话的《凤舞九天》，以及充满

黑土地情韵的《东北组曲》等中国

作品也将一一为观众呈现。在闭

幕音乐会上，德国钢琴家特兰德

尔将演奏中国的钢琴协奏曲《黄

河》。

这便是叶小钢所说的由无数

个体创作而完成的民族文化音乐

记忆。交响乐的华彩乐章，是人

间至高无上的美。

这个“春天”没有沙尘暴
桃 子

3 月 16 日，《中国文化报》

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北方昆

曲剧院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不用扩音设备，完全凭演员的

“真嗓子”演出经典昆曲剧目。

笔者没能去剧场观看演出，但

文 章 观 后 感 触 颇 多 。 近 些 年

来，昆曲演出市场比较繁荣，无

论是经典改编还是新编剧目，

往往都是较大的投入和精良的

制作，像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

“不插电”昆曲，以回

归传统、原汁原味的

演出形式，吸引了观

众的注意，为昆曲演

出 和 昆 曲 欣 赏 提 供

了一个“新”的形式。

现 代 剧 场 的 演

出方式、高科技舞台

手 段 的 引 入 以 及 观

众审美趣味的转变，

使 传 统 戏 曲 艺 术 的

演 出 方 式 发 生 了 相

应的变化，昆曲也不

例 外 。 回 顾 近 些 年

来 昆 曲 剧 目 上 演 的

情 况，大 投 入、大 制

作、高科技声光电技

术的运用，基本上是

其 共 同 之 处 。 即 使

是北方昆曲剧院，也

刚 刚 排 演 过 大 制 作

的《西厢记》，其风格

基调唯美时尚，灯光

设计、舞台设计运用

了 相 当 多 的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 然 而 这 样

做 的 结 果 是 以 炫 人

耳 目 的 形 式 美 夺 去

了昆曲唱腔、表演的

本质美，昆曲婉转悠

扬 的 音 乐 唱 腔 和 演

员优美的身段表演淹没在喧宾

夺主的灯光、背景、转台之中。

当然这也与现代剧场场地都比

较大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

剧场里，演员的演唱必然要借

助 扩 音 设 备 。 而 有 了 扩 音 设

备，即使演员不用卖力演唱，也

可以把演员的演唱、乐队的伴奏

扩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而扩音

设备本身又会使声音失真，这

样，即使演员卖力演唱，观众听

到的也不是“原汁原味”的昆曲。

北昆这次小剧场“不插电”

演出，在比较小的演出场所里，近

距离地“为观众欣赏昆曲这一以

精致之美为特征的艺术形式提供

了更好的条件”“让昆曲这一古老

艺术展现出最纯净最真实的表现

效果”。除了小剧场、不插电，简

约朴素的舞美设计，“反倒使大家

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演员的表演

上”。北昆的这次演出，关注的是

演员的演唱和表演，完全从昆曲

艺术本身的特质出发，让热爱昆

曲的观众过足戏瘾。

其实“不插电”的昆曲近年

来也曾上演，而且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影响颇大，那就是“皇家

粮仓”厅堂版《牡丹亭》。但“粮

仓”里的座上客全都是

名家名士、富豪精英，像

我辈平头百姓是无缘观

看的。

然而笔者也曾在无

意间看过“不插电”的昆

曲。笔者曾多次在北京

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小

剧场观看北方昆曲剧院

的演出，由于是昆曲进

校园的普及性演出，观

众只有一二百人，舞台

是简单的一桌一椅，但

是麦克风是必备的。有

一次演出《牡丹亭》，饰

演杜丽娘的周好露的麦

克风坏掉了，笔者才无

意间听到了“不插电”的

昆曲。当时坐在后排听

得不甚真切，但这让我

更加凝神屏息，侧耳倾

听周好露的演唱，观看

她的表演，印象非常深

刻。“不插电”真正的目

的和取得的效果，也正

如此。

北昆这次“不插电”

演出是面向普通观众、

保持昆曲原汁原味的有

益尝试，是值得肯定和

赞扬的。然而由于现代

戏曲演出的主要场所还是在剧

场里，而再小的剧场也要有几

百个座位，如国家大剧院的小

剧场，也有 400 个座位。完全

“不插电”的演出，全靠演员的

声音，后排的观众肯定听不清

楚，不知北昆这次演出时观众

中途退场是否与此有关。因此，

当代昆曲演出应该以怎样的形

式保持其原汁原味，仍然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话题。就目前的现

实情况来看，在尽可能减少现代

科技手段的同时，扩音设备仍然

是必需的。只是在运用扩音设

备时要更加谨慎，不要让它过多

地影响和损伤演员的演唱。

艺术·资讯

新旧《琥珀》截然不同

本报讯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出品、大华公益基金支持的励

志爱情话剧《一一向前冲》，即将

与观众见面，这是第一部由企业

公益基金支持的话剧作品。

《一一向前冲》改编自作家王

芸的小说《S 女出没、注意！》，讲述

电台女主播周一一在职场上如何

奋斗拼搏，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

爱情元素之外，这更是一部充满

励志元素的话剧，

据悉，4 月 7 日至 25 日，该剧

将 在 上 海 话 剧 艺 术 中 心 上 演 。

演出期间，大华公益基金管理委

员会还特意安排 3 场公益专场，

邀 请 低 保 家 庭 及 社 区 居 民 观

看。 （尚 艺）

在 这 里 聚 沙 成 塔
——文化部第四期青年干部培训班侧记

本报记者 胡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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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坛新秀奏“琴缘”
本报讯 （记者刘淼）3 月 19

日，由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

由熹主创的“琴缘——乐坛新秀

音乐会”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

乐厅举行。

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中，

登台表演的是 20 多位学习音乐

的 学 生，其 中 最 小 的 只 有 4 岁。

这些小小演奏家都是由熹及她

的朋友们的学生。年仅 4 岁的双

胞胎兄弟马从源、马从琳一板一

眼地演奏了四手连弹《乐队在演

奏》；先跟随由熹学钢琴，后跟随

张堤改学小提琴的 12 岁的王温

迪的一曲《流浪者之歌》有着与

她年龄不符的成熟；二十出头的

袁威将圣·桑的《引子与回旋》用

单簧管演奏，高超的技巧博得满

堂彩。“一般来说，只有在少年和

青年音乐比赛中，大众才有机会

听到小孩子的本真演奏。而作

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及早地给予

少年才俊以登台机会，一直是在

教育战线的音乐家们的梦想。”

由熹说。

据悉，这一以鼓励少年及青

年音乐才俊登台演出的乐坛新秀

音乐会将会定期举行。

本报讯 3 月 17 日，新版《琥

珀》的演出让初登舞台的王珞丹

成为一颗闪亮的“夜明珠”。尽管

她的舞台表演还稍显青涩，但正像

导演孟京辉和刘烨预言的那样，王

珞丹身上的“疯狂气质”令她演出

了与袁泉版截然不同的小优。

据悉，《琥珀》在开演前半个

月演出票就已经售罄，这样的售

票速度对于一部在 5 年后重演的

老戏来说实属不易。

如果说袁泉扮演的少女小优

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令观

众为她的美丽和忧伤所倾倒，也

令观众感到这个白衣少女的形象

是如此遥不可及。但接替袁泉扮

演小优的王珞丹却使这个角色从

天上落入凡间。王珞丹一出场就

像个“80 后”女孩儿，周身散发着

她特有的“神经质”，在与刘烨扮

演的高辕的对手戏中，王珞丹让

小优由痛苦渐入疯狂。无论是回

忆未婚夫的死亡，还是趴在做完

换心手术的高辕胸口聆听未婚夫

的心跳，王珞丹都令小优表现得

更像一个失爱的普通女孩儿。如

果说袁泉扮演的小优与刘烨扮演

的高辕是一个纯洁少女与一个玩

世不恭的浪子之间的爱情对峙，

那么王珞丹扮演的小优与高辕之

间则是两个同样疯狂、同样绝望

的 都 市 人 之 间 的 感 情 取 暖 。

（王 菲）

巫娜开启“古琴剧场”首演
本报讯 3 月 21 日，北京方

家胡同 46 号红方剧场，在舞台上

聚光灯照射下，伴随着古琴演奏

家巫娜悠扬的旋律，茶道大师老

古演绎茶道，书画家林曦写字作

画，昆曲名家张卫东吟诵古诗《娄

山关》，笛箫演奏家宁英杰更是与

巫娜合作一曲《忆故人》，巫娜用

古琴与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的跨界

合作开启了“古琴剧场”的首场演

出。今年内，“古琴剧场”将选择

中国 24 个节气中的 10 个节气在

这里进行这样的以古琴为主的跨

界表演，让观众通过不同的艺术

形式感受古琴带来的独特美感。

这是一台极为独特的演出，

古琴与绘画艺术、茶道艺术、古

诗词吟诵艺术和笛箫演奏艺术

的合作，让观众不仅在聆听，更

是在感受。在幽静的环境中，观

众能够听到或看到古琴以外的

艺术与古琴同时传达的美感，一

改一些现代观众单听古琴时感

觉的单调。

3 月 21 日是春分，音乐会以

春分为题选择作品。据悉，在以

后的演出中，将有“谷雨”“小满”

“端午”“大暑”“七夕”“中秋”“重

阳”“立冬”等主题，而每一场都会

有古琴与不同的艺术形式跨界，

包括现代舞蹈、现代音乐、多媒体

艺术等。 （嘉 纳）

话剧《一一向前冲》公益又励志

艺术·行走

联欢会上，学员们拿着自己画的“喜羊羊”合唱歌曲。

殷娜 摄

叶小钢与谭利华撞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