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挂牌

4 月 9 日午后，领导与嘉宾陆

续 来 到 北 京 大 学 百 周 年 纪 念 讲

堂，他们看见的是空前壮丽的讲

堂。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成立系

列庆典活动在此举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在致

辞中说，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的

成立继承和发展了北大“美育”的

传统，是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和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上 的 一 次 重 要 探

索，将对北大人文艺术精神的彰

显、北大的对外交流等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北京大学副校长林建华宣布

了 北 京 大 学 的 一 项 重 要 人 事 任

命：任命金曼为北京大学歌剧研

究院院长。

一向端庄秀丽的金曼为庆典

着上了盛装。金曼克制着梦想成

真的激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

辞。她说，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

的 建 立 对 所 有 热 爱 中 国 歌 剧 的

人 来 说 是 一 个 圆 梦 的 过 程 。 北

京 大 学 歌 剧 研 究 院 将 立 志 培 养

杰出的歌剧人才，创造具有独特

气质和精神品格的中国歌剧，为

中国歌剧流派的创建、中国歌剧

学 派 的 确 立 奠 定 坚 实 的 理 论 基

础，以此推动中国歌剧真正走向

世界，对人类文化艺术的繁荣做

出贡献。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聘请国

内外歌剧舞台上著名的艺术家担

任专职和兼职教师，包括世界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著名剧

作 家、词 作 家 乔 羽，享 誉 海 内 外

的音乐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傅海

静、吕嘉、居其宏、戴玉强、魏松、

王 祖 皆 、莫 华 伦 、刘 克 清 、孙 秀

苇、朱爱兰、刘珊、莫凡、李维康

等，高水平的师资和优质先进的

教育模式为培养杰出的歌剧人才

提供了保证。

19位老艺术家获得
“终身成就荣誉”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成立仪

式结束后，下午 3 点，“金葵花中国

歌剧艺术成就大典”之“终身成就

荣誉”揭晓，19 位德高望重的中

国 歌 剧 老 艺 术 家 荣 膺 此 殊 荣 。

“ 金 葵 花 中 国 歌 剧 艺 术 成 就 大

典”是北京大学与中国歌剧研究

会 联 合 举 办 的 一 个 学 术 性 庆 祝

活动，旨在对中国歌剧艺术领域

取 得 突 出 成 就 的 个 人 进 行 表 彰

和 奖 励。以 后，“ 金 葵 花 中 国 歌

剧 艺 术 成 就 大 典 ”将 成 为 北 京

大 学 的 制 度 性 活 动 定 期 举 行 ，

奖 励 和 表 彰 内 容 涉 及“ 歌剧学”

的各个方面。

此 次 的“ 终 身 成 就 荣 誉 ”是

“金葵花中国歌剧艺术成就大典”

首次颁发。评审委员会设立了剧

作、作曲、导演、表演、声乐教育、

理论、特别贡献 7 个项目，经过严

格 的 评 选 程 序 和 周 密 的 组 织 工

作，最终评选出 19 位老艺术家。

获此荣誉的老艺术家都是 193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生，从事歌剧艺

术工作 50 年以上，现在都是八十

以上高龄，甚至有几位已经是 90

多岁的歌剧界泰斗；他们都在歌

剧创作、表导演、舞美、理论、教

育、组织管理等方面有过重大影

响 和 突 出 贡 献，包 括 贺 敬 之、乔

羽、王昆、郭兰英、刘诗嵘、阎肃、

李光羲、周小燕、郭淑珍等大家非

常熟悉、敬爱的老艺术家。

典礼的另外一个亮点是颁奖

嘉宾全部由北京大学的科学院、

工 程 院 院 士 和 文 科 资 深 教 授 担

任。汤一介、甘子钊、唐有祺等著

名学者为获奖的老艺术家颁发了

奖杯、奖状。由高端的学者为顶

级艺术家颁奖，如此庄严的颁奖

典礼在以前从未有过，体现了“金

葵花中国歌剧艺术成就大典”的

学院气质。正如北京大学党委副

书记杨河在典礼上所说，由北京

大学的顶级学者为德高望重的老

艺术家颁奖，体现了高端学术和

高 雅 艺 术 的 联 姻，树 立 了“ 金 葵

花 中 国 歌 剧 艺 术 成 就 大 典 ”的

学 术 性 和 权 威 性 ，将 对 歌 剧 等

高雅艺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中外歌剧经典唱段
迷醉众心

当晚，作为北京大学歌剧研

究院成立的最后一项重要活动，

“金葵花歌剧之夜——中外歌剧

经典作品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百

周年纪念讲堂上演。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对演出

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演出剧目都

是古今中外最经典的歌剧作品，

既有《茶花女》、《阿依达》、《图兰

朵》、《卡门》、《塞尔维亚的理发

师》、《托斯卡》等耳熟能详的西方

歌剧精品，也有《白毛女》、《红珊

瑚》、《洪湖赤卫队》、《原野》、《青

春之歌》等中国歌剧作品。戴玉

强、金曼、莫华伦、魏松、孙秀苇等

优秀艺术家轮番上阵，雷佳、薛皓

垠、张英席、陈小朵紧随其后。“高

雅”的歌剧艺术被他们演绎得鲜

活生动，迅速拉拢了或许并不十

分了解、热爱歌剧的观众。

金曼是“金葵花歌剧之夜——

中外歌剧经典作品音乐会”的总

策划和表演者。她说，北京大学

歌剧研究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做

好歌剧的教育、普及工作，让更多

观众能欣赏到一流的歌剧表演。

以后，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举办

的歌剧音乐会等演出活动会有很

多，并且还会 定 期 在 高 校、剧 院

上演。这对提高观众的综合素

质、促进高雅艺术的普及发展、

推动文化的繁荣进步都是非常

有益的。

编者按：4 月 9 日，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成立庆典、“金葵花中国歌剧艺术成就大典”“金葵花歌剧之夜——中外歌剧经典作品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相继举

行，全国政协主席孙家正、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等领导为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揭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人士共同参与、品读了这一盛典。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筹建于 2006 年年初，于 2010 年 1 月正式成立。它是国内第一所专门从事歌剧研究、创作和表演的高等教学科研机构，也将第一次

建立独立、完整、系统的“歌剧学”学科。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的成立不仅是北京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艺术领域也具有重

要意义。自午后开始的盛典把温暖与感动延伸到入夜的未名湖畔，湖水不惊，人心波澜。

贺敬之、乔羽、周小燕、王昆、郭兰英等象征着中国歌剧历史的人物坐在庆典活动的首排，即使是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样的圣地也得为他们骄

傲。北京大学更以空前的尊敬迎接了他们的到来，请出德高望重的院士、学者担任颁奖嘉宾，自始至终坐成一列待命，等待被人搀扶着走上颁奖台。

很多获奖的老艺术家由衷地表示，获得本奖项的人不应该是他们。他们一再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很不好意思。赢得雷动掌声。

贯穿庆典活动的高尚情怀和谦卑情愫让人动容。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歌剧将自此迈出崭新的步伐。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为此付出了至少 10 年的心血。无论如何，她心想事成，非常了不得。我们必须向金曼致敬，向北大致敬，向院士致敬，向

艺术家致敬。

未名湖见证中国歌剧的春天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成立庆典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赵 忱 文/摄

4 月 9 日 ，由 北 京 大 学 主

办，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与中

国歌剧研究会承办，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庄胜（集团）有

限公司、济南鑫恒源热力投资

集团协办的首届“金葵花中国

歌剧艺术成就大典”在北京大

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此次

颁发的是“终身成就荣誉”，共

有 19 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荣膺此殊荣，具体获奖人名单

如下：

中国歌剧剧作家终身荣誉：

贺敬之、阎肃、田川、任萍

中国歌剧作曲家终身荣誉：

张锐、胡士平、王锡仁、姜春阳

中国歌剧表演艺术家终身

荣誉：郭兰英、王昆、李光羲、郑

小瑛

中国歌剧导演终身荣誉：韦

明、黄寿康

中国歌剧声乐教育家终身

荣誉：周小燕、郭淑珍

中国歌剧理论家终身荣誉：

刘诗嵘

中国歌剧卓越贡献终身荣

誉：周巍峙、乔羽

亮相:俊杰投奔殿堂

作为今年国家大剧院歌剧节

的开幕大戏，归来的《西施》始终

备受关注。4 月 8 日，近 200 名国

家大剧院俱乐部会员走进《西施》

排练现场，零距离接触歌剧的幕

后打造过程，并与专家们共同见

证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首次

亮相。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由国家

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担任

首席指挥，新加坡籍指挥家陈康

明出任助理指挥。目前，乐团已

汇聚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2

名中外杰出演奏家。他们平均年

龄 27 岁，其中 32 名为海外归来的

中国音乐家，21 名我国自主培养

的优秀人才和 9 名外籍演奏家。

他们分别经历了北京、法兰克福、

布达佩斯、纽约和洛杉矶五地的

全球招募考试和筛选，从近千名

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其中不乏曾

在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

剧院、波士顿交响乐团、德累斯顿

国立歌剧院、科隆歌剧院等世界

一流乐团工作过的艺术家。

素有新加坡音乐天才之称的

陈康明全程参与了乐团的招募过

程。在与乐团磨合数日之后，陈康

明认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

与世界顶级乐团演奏家相提并论。

我相信这支乐团不久之后将成为全

球瞩目的焦点。”管弦乐团单簧管首

席布鲁斯·福斯特对乐团情有独钟：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指挥，我的同事

也都非常有音乐天赋。经过一段时

间的磨合，我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

棒的乐团！”乐团大号演奏家、来自

美国的托马斯表示：“我们是个多元

化的乐团，不同的学派让乐团的声

音具有了无穷的可能性。我相信，

这里可以承载我的希望。”自成立之

日起，乐团成员便已全部投入歌剧

《西施》的排练当中。

开嗓：声音如同天籁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也将在歌

剧《西施》中完成其在歌剧舞台上的

首次亮相。合唱团出色的音色与扎

实的技巧此前已赢得曾与之合作的

国家交响乐团的青睐，并出色完成

了《复兴之路》连续 84 场的演出任

务，得到著名作曲家孟卫东“识谱

棒”“声音棒”“作风棒”的称赞。

《西施》中大体量的合唱段落

和导演对戏剧表演的极高要求，

也 使 该 剧 成 为 合 唱 队 的“ 试 金

石”。尽管面对挑战，合唱团的演

唱仍征服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的演奏家们。布鲁斯·福斯特竖

起拇指由衷赞叹这支合唱团“拥

有令人惊叹的音色，不亚于任何

一个世界顶级剧院合唱团”。活

动中，合唱队员们在《君王啊，你

何时回》、《绸缪》中的演唱让到场

专家赞不绝口。

评价：这是大剧院的英明举措

众多音乐界的专家应邀观看

了 公 开 排 练，一 致 的 感 受 是：惊

讶、惊喜。

徐沛东有两个惊喜，一是国

家大剧院事业发展得非常工整，

乐团如此年轻；另一个惊喜是好

朋友雷蕾的歌剧创作使他很震动。

“这是一个 Copy时代，由于科技的

高速发展，很多东西变得非常容易，

因此创新、创作不再纯粹。创作一

部具备民族文化元素的歌剧，从编、

导、演等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奉

献。我觉得应该提倡这种精神。乐

队看上去很年轻，但声音坚定，我相

信会越打磨越好。”

中国合唱协会主席田玉斌特

别高兴：“没想到国家大剧院合唱

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到这

样的程度。乐队也好，合唱团也

好，大剧院能够成立这样自己的

队伍，意义非常不一般。我认为，

大剧院这种做法是一种改革。当

然，我也看到了一些文章，听到了一

些不同的意见，认为国家大剧院没

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我倒

觉得这个意见莫名其妙。大剧院每

年要演出那么多歌剧，如果都是找

外边的乐团去合作的话，从档期上、

经费上肯定都难以协调。有了自己

的队伍，便于歌剧的排演和运作，这

是大剧院的英明举措。现在，很多

职业合唱团都在走下坡路，他们忙

于在市场上挣钱，很少训练，甚至有

些合唱团已经解散了，在这种情况

下，大剧院合唱团的成立肩负着重

大的责任。”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

育家黎信昌很激动：“陈佐湟、黄小

曼的介绍让我热血沸腾。就像黄小

曼讲的，这里‘希望和责任并存’，我

已经看到希望了。我认为，这个合

唱团应该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合唱

团，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中央音乐

学院的青年合唱团。”

谭利华也很振奋：“现在我们

真的拥有了一支能拿得出手的、

可以唱正经东西的合唱团了！中

国的合唱水平和中国交响乐队的

水平差了将近 10 年，合唱团的现

状跟我们音乐事业的发展太不相

符了，有了这样年轻的、训练有素

的队伍，无论是歌剧的伴唱表演，

还是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都会

在国内起到示范的作用。”

指 挥 家 邵 恩 则 认 为 开 头 很

好，贵在坚持。

是的，贵在坚持。

大剧院新来了年轻人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比翼双飞

黑 妹

本报讯 （记者赵忱）中国舞

蹈家协会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

民政府 4 月 9 日在京举行签字仪

式，确定第七届中国舞蹈“ 荷花

奖”现代舞、当代舞大赛将于今年

9 月在鄂尔多斯市举行。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由中宣

部批准成立的舞蹈界专业艺术奖

项，是代表中国专业舞蹈艺术最

高成就的专业奖项，1998 年设立

后至今已举办七届，以其导向性、

公正性和权威性在国内外产生了

广泛影响。为进一步发挥舞蹈艺

术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

积极作用，推动我国舞蹈艺术的

繁荣和进步，经中宣部批准，第七

届至第十一届共 5 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现代舞、当代舞评奖活动将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办，鄂尔

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对于中国

舞协来说，这将有助于实现把专

业艺术比赛与促进地方文化发展

相结合的良好愿望；对于鄂尔多

斯市来说，这将为已经并且还将

大力发展的鄂尔多斯文化事业及

产业再添一翼。自从贾作光舞出

“鄂尔多斯舞”之后，鄂尔多斯的

舞蹈文化一直被广为传颂，但近

年来的发展却不佳，“荷花奖”在

此落户或将扭转这一局面。

本报讯 4 月 15 日，由中国

国家交响乐团主办，中国交响乐

发展基金会协办的“徐振民交响

乐作品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举

行。此次音乐会为中国国家交响

乐 团 特 别 为 中 国 作 曲 家 举 办 的

“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之一，更是

中央音乐学院建院 70 周年校庆系

列活动的第一场音乐会。

徐振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4 年生

于山东烟台。在天津南开中学就

读时，先后学习钢琴、小提琴、和

声及作曲。1952 年考入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师从苏夏、陈培勋

等教授，同时也从罗忠镕处得到

了 许 多 教 益 。1957 年 以 优 异 成

绩毕业并留校任教。翌年奉调

前往南京，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

系任教 30 年。1988 年回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任教。徐振民为

国家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其中

不少人已成为教授、作曲家，他

们活跃在国内、国际乐坛。作为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

之一，徐振民的作品曾多次在全

国性作曲比赛中获奖,如钢琴曲

《唐人诗意两首》曾获金钟奖，音

诗《枫桥夜泊》入选“二十世纪华

人音乐经典”。

本场音乐会将由著名旅欧指

挥家邵恩执棒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演出徐振民的 6 首管弦乐作品。

（桃 子）

本报讯 （记者胡芳）4 月 18

日，“桃李芬芳——声乐教育家王

秉锐从艺 65 周年、从教 50 周年师

生音乐会”将在中国音乐学院国

音堂音乐厅举行，该音乐会是学

生们精心为王秉锐 75 岁生日准备

的一份特殊礼物，届时将有 25 位

王秉锐弟子同台演唱。

此次音乐会是王秉锐天津师

生音乐会的姊妹篇，也是中国音

乐学院建院 46 年来首次为本校老

专家举办的专场音乐会。担任艺

术指导的是王秉锐夫人、中央音

乐学院教授、著名钢琴艺术指导

赵碧璇。演出当晚，王秉锐在世

界各地的学生将重回母校，深情

演唱《饮酒歌》、《没有强大的祖

国，哪有幸福的家》、《花之歌》等

经典作品，王秉锐也将登台一展

“75 岁男高音”的魅力。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对

本场音乐会寄予厚望：“这不仅是王

秉锐老师教学成果的展示，也是中国

音乐学院学术精神的传承。”

王秉锐，我国著名男高音歌

唱家、声乐教育家。曾任中国音

乐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民族声乐

学会会长。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他致力于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和

发展，融合中国民族唱法与西洋唱

法，培养了苗青、郑咏、金永哲、马

梅、杜吉刚等一大批中国声乐界的

代表人物，数十人在国际、国内声

乐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本报讯 （记者刘淼）国内成

立三年之久的 MySpace 聚友网在

经历坎坷波折之后，最终确立了

本土化 SNS 战略发展方向。聚友

网 CEO 魏 来 4 月 7 日 表 示 ，

MySpace 聚友网由交友网站转型

为“为音乐人及乐迷提供一个社

交、互动及增值服务的互联网平

台”。作为聚友网音乐战略的一

部分，为音乐人量身定制的“M10

互联网音乐平台”及升级的音乐

人空间同步上线。

MySpace 聚友网副总裁雷振

剑认为，目前中国音乐产业生态

链存在着巨大断裂，市场缺乏为

音乐人服务的专业互联网平台，

MySpace 聚友网此次推出的“M10

互联网音乐平台”是为音乐人乃

至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开放性的

平台化解决方案。该平台将以社

交互动为起点，为音乐人提供代

理版权、增值服务以及周边明星

产品、票务等方面的业务，打造一

站式的专业服务平台，为音乐人

创造多种渠道的盈利模式。

MySpace 美国的定位即是互

联网音乐平台，它在 2007 年 4 月

进入中国后推出 MySpace.cn 网站

定位为交友网站，但并未获得成

功。MySpace 聚友网前任 CEO 罗

川在 2008 年 9 月 因 战 略 分 歧 离

职，2009 年 6 月，原 新 浪 副 总 编

辑 魏 来 出 任 MySpace 聚 友 网

CEO，经 过 近 一 年 的 探 索 ，从

泛娱乐化的定位一步步重新聚

焦 音 乐 ，转 型 为 互 联 网 音 乐 平

台 。 但 魏 来 表 示 ，此 次 转 型 并

不 是“ 重 回 起 点 ”，他 强 调

MySpace 聚 友 网 拥 有 独 立 的 决

策权，不受美国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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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学者坐成一列，先后登台为获奖者颁奖。

乔羽 周小燕金曼

贺敬之、田川、阎肃、任萍被授予“中国歌剧剧作家终身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