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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鼓浪屿钢琴节：

爱钢琴的孩子又来了
本报记者 刘 淼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没有耀眼灯光，没有炫目华

服，没有冗长的开篇词，7 月 27 日

晚，在唐山大地震 34 周年的历史

节点上，由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新唐山抒怀·纪

念唐山抗震 34 周年文艺晚会》在

唐山市体育中心举办，唐山人群

情激昂。这是晚会总策划曾庆淮

在参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

之路》之后的又一大手笔之作。

文艺之爱汇流成海

“我们带着爱，带着想念，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来到这个特殊

的城市，用一台特殊的节目表达

一份特殊的爱……”在主持人倪

萍、陈铎的深情道白中，纪念唐山

大地震罹难的 24 万同胞、讴歌“感

恩、博爱、开放、超越”的新唐山人

文精神的《新唐山抒怀》晚会拉开

序幕。一场特别的仪式成为晚会

的开篇，主持人请全场起立，莅临

唐山的领导、嘉宾缓缓走向舞台，

向唐山大地震遇难者敬献鲜花，

大 屏 幕 出 现 了 地 震 纪 念 墙 的 影

像，24 万罹难者的名字赫然在列，

到场的近两万名观众全体肃立，

向唐山大地震死难者志哀。

随后，田华、王晓棠、李双江、

黄宏、殷秀梅、戴玉强、郁钧剑、汤

灿、谭晶、王丽达等老中青艺术家

先后登台，把他们对唐山精神的

诠释融入朗诵和歌唱，以不同方

式表达了对逝者的追思和对新唐

山发展速度的由衷赞叹。

由王丽达演唱，融合了唐山

皮影、评剧、乐亭大鼓元素的开场

曲《我说唐山是宝山》甫一唱响，

全场观众立即为之沸腾。在台上

台下温情流动的呼应中，大家共

同回顾着唐山的过去，展望着唐

山的未来。

1976 年，震后第 7 天，唐山组

装了第一批自行车；震后第 10 天，

产出第一车煤；震后第 14 天，发电

厂并网发电；震后第 28 天，炼出第

一炉钢；震后一年，工业生产全面

恢复；震后第二年，工业产值全面

超震前水平……唐山人筚路蓝缕，

走过了怎样的峥嵘岁月，才使这座

废墟上的城市旧貌换新颜。唐山

人自己说，这一切，都因为有爱。

所以，晚会的第二个节目——谭晶

演唱的《因爱而生》，一下子触动

了唐山观众心底最柔软的情感，

很多观众听得热泪盈眶。

配乐诗朗诵《我有话对唐山

说》，在王晓棠、田华、李双江饱含

深 情 的 朗 诵 中，唐 山 的 过 去、现

在、未来浓缩于短短几百字的诗

中，掷地有声。“我朗诵的部分虽

然只有 142 个字，但概括了唐山 34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田华表示，

她没有刻意去背拿到不久的诗稿，

但每次闭上眼睛，脑海就浮现出地

震纪念墙的影像。“背下来的动力

是唐山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是唐

山大地震遇难的24万同胞。”

电影《唐山大地震》主要演员

徐帆、陆毅、李晨、王子文、张子枫

也来到现场，畅谈参演电影的感

受。徐帆带来的《唐山大地震》插

曲《妈妈》，张英席、周晓琳演唱的

《母爱》，陆毅、李晨的配乐诗朗诵

《父亲这两个字》，传递出对亲情

的呼唤和依恋；宋志永等唐山志

愿者访谈，让人们重温了唐山人

患难与共、洒向人间都是爱的“大

爱”精神；《羌族萨朗舞》、《扎西德

勒我可爱的家乡》两个民族歌舞

节目，把同样经历过地震灾难的

唐山、汶川、玉树三地巧妙串联；

黄宏的小品《抗震情》，生动地歌

颂了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勇往直

前的唐山抗震精神；郁钧剑、汤灿

演唱的《我们紧握手》恢宏大气、

催人奋进；瞿弦和、丁建华的配乐

诗朗诵《致新唐山》表达了对唐山

速度的惊叹与赞美；戴玉强、殷秀

梅气势磅礴的歌舞《凤翔九天》将

晚会推向高潮，大屏幕上展翅翱

翔的火红凤凰，诉说着唐山从“垃

圾山”到“凤凰城”的惊世巨变；万

人齐唱《歌唱祖国》为晚会画上圆

满句号。

“散兵游勇”
打了场漂亮的正规仗

时间紧、任务重、影响大、节

目精，是《新唐山抒怀·纪念唐山

抗震 34 周年文艺晚会》的几个关

键词。过去，曾庆淮策划的多台

大型主题晚会多是接受中宣部、

文化部布置的重大任务，而这次

晚会有所不同，它缘起于 3 个电

话。去年此时，曾庆淮在 3 天内分

别接到 3 个电话，受兄长之托、受

正在拍摄《唐山大地震》的导演冯

小刚之托、受唐山市委书记赵勇

之托，要为唐山发挥文化人的光

和热。一台主题晚会的思路萌芽

于彼时。

今年 7 月，在曾庆淮的感召

下，《新唐山抒怀·纪念唐山抗震

34 周年文艺晚会》的创作班底迅

速 形 成 —— 核 心 创 意 组 成 员 印

青、孟卫东、宋小明、任卫新、朱

海，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

路》的文学、音乐创作者，总导演

是央视著名导演王冼平，舞美是

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舞美队伍，来

自北京北奥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有

限公司。

主创人员介绍，这台晚会创

作时他们面临三个难题。一是晚

会定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首映之

后举行，有电影珠玉在前，晚会如

何不输人气？二是晚会的主题立

意是什么？为此，主创人员开了

几次讨论会。有人说，晚会应该

宣传这部电影，有人则认为不能

只为一部电影做宣传，而应该办

一台相对独立的晚会……大家莫

衷 一 是，众 说 纷 纭 。 当 时，电 影

《唐山大地震》还没有完全合成，

曾庆淮把小片拿来给所有主创人

员看。看完小片，主创人员又赴

唐山实地体验，电影、地震纪念墙

和唐山现代化的城市面貌深深震

撼了他们，晚会的主题立意终于

敲定。“唐山精神与汶川、玉树的

抗震救灾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

台晚会就是要弘扬唐山精神，就

是要弘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

第三个难题接踵而至——推新作

还是用旧作。按照以往的习惯，

一台晚会的新旧作品“三七开”，

成熟的、耳熟能详的作品占 70%，

新作只占很少比例。“新的歌曲、

朗诵、小品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

传诵效果，它们往往需要时间的

检验，但唐山精神鼓舞着我们推

陈 出 新 。 在 不 到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里，我们创作出 9 首新歌、3 首朗

诵、1 个小品，这台晚会 95%的节

目是新创作的。”

“唐山的主题很难用现成的

歌曲去演绎，每一个时期都要有

新的表达。”宋小明说，晚会的音

乐旋律优美动人，有深沉的怀念、

冥想，有些歌曲兼具唐山特色，便

于传唱。

晚会的开场曲《我说唐山是

宝山》就融合了唐山的皮影、评

剧、乐亭大鼓三种元素，作曲孟卫

东为完成这部作品颇费心思，多

次实地采风，花了不少时间来熟

悉相关素材。

“我们创作组是怀着寻根问

源 的 角 度 来 创 作 的 。 在 唐 山 采

风时就定下基调，这是因爱而生

的一群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

朱海说。面对地震纪念墙，他感

慨良多。与他同行的印青当即表

示：“你把感受写出来，我给你作

曲。”于是，歌舞《因爱而生》应运

而生。

除了过硬的节目，晚会的舞

台设计也别出心裁，巍然屹立的

灯塔和井架让人一目了然——这

里就是唐山！“我们在设计中，就

考虑到用实体唐山元素。唐山大

地震后，大部分建筑不复存在，但

是灯塔和井架留了下来，所以，我

们把它们搬上舞台。”晚会舞美总

监刘振明说，舞台两侧的两个超

大屏幕以及现代城市楼宇的灯箱

造型，是新唐山高速发展的缩影，

灯箱旁边绿色植物的应用和舞台

水系的设计，则象征着生态唐山。

谁能想到，7 月 25 日下午才开

始合成排练的晚会，在正式演出

时如此气度从容。排练时，唐山

正值“蒸笼”天气，演职人员在广

场上忍受着 35 度以上高温的炙

烤，依然兢兢业业。唐山各界组

成的合唱团参演人数达 500 人，无

一打退堂鼓。“好几个合唱队员都

已七十高龄，不顾酷暑，强烈要求

上 台 演 出，让 他 们 看 包 都 不 行。

他们说，这是展现唐山精神的一

次 机 会 ，他 们 必 须 出 现 在 舞 台

上。”总导演王冼平感慨道，唐山

人天生有股不折不挠的劲头。

“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不说

套话，不说充满激情的废话，不搞

伪激情，不搞伪崇高。”晚会总撰

稿任卫新这样定位他的创作，“使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

美”是他最大的心愿。

为这台晚会，还有这样一批

人如夏花之绚烂地工作着——作

为晚会的主要承办方，中国文联

演艺中心和北京同路视界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承担了协调、宣传、联

络的大部分工作。在中国文联演

艺中心副总张跃、同路视界董事

长吕璘的带领下，他们日夜奋战，

为晚会取得成绩做出了默默的奉

献。作为《新唐山抒怀》晚会的参

与者，他们的团队得到了全身心

的洗礼和升华，这是唐山精神的

延续，也正是这台晚会的价值之

所在。

心 灵 震 撼 的 歌
——《新唐山抒怀·纪念唐山抗震34周年文艺晚会》侧记

本报记者 胡 芳

夏 日 炎 炎 ，鼓 浪 屿 游 人 如

织。每隔两年，在小岛上那些或

匆忙或悠闲的身影中，总会有许

多会弹钢琴的孩子。他们从全国

各地来到这座“钢琴之岛”，为自

己的钢琴梦想找到安放之处，为

自 己 的 勤 奋 努 力 收 获 肯 定 。 然

后，他们中的佼佼者从鼓浪屿起

飞，飞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更多的

孩子则会带着梦想继续前行。

今年，那些会弹钢琴的孩子

又来了。7 月 26 日至 8 月 4 日，由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中国音乐家

协会、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

区管委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

府、厦门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第

五届鼓浪屿钢琴节又将这些寻梦

的 孩 子 聚 到 了 鼓 浪 屿 。 在 为 期

10 天的钢琴节中，孩子们不仅可

以报名参加第五届全国青少年钢

琴比赛和第二届全国少儿（业余）

钢琴展演比赛，还可以聆听多场

国 内 外 知 名 音 乐 家 的 钢 琴 音 乐

会，以及参与大师音乐讲座等钢

琴节配套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都

是免费的。

7 月 26 日，伴随着 4 位青年钢

琴才俊指间流淌出的“鼓浪屿之

音”，第五届鼓浪屿钢琴节正式开

幕。这场《鼓浪屿钢琴原创作品音

乐会》，不仅演出的4首作品都是以

鼓浪屿为题委约而作，4 位演奏者

也都是从鼓浪屿钢琴节飞向世界

的孩子。“由作曲家章绍同创作的

《鼓浪屿狂想曲》以朴实的音乐语

言，巧妙地将钢琴与闽南民族音乐

编织了起来；作曲家黄安伦的钢琴

音诗《鼓浪屿》作曲技法精美，是上

乘之作；由作曲家杜鸣心创作的

《第三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

屿》音乐语言非常精彩；由钟立民、

徐振民创作的《我爱鼓浪屿》将音

乐会推向了高潮。”中国音协分党

组书记、秘书长徐沛东对这场音乐

会推崇有加。“不仅作品好，厦门爱

乐乐团的协奏也非常用心。特别

值得鼓励的是这 4 个孩子，新作品

的演奏非常难，他们都非常努力，

而且把谱子都背下来了，这是很多

成人钢琴家都做不到的。他们对

钢琴艺术的追求是积极的。”

7 月 27 日至 30 日，229 名从全

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拔产

生的 5 岁至 17 岁的孩子参加了第

二届全国少儿（业余）钢琴展演比

赛。中国音协在认真总结了第一

届比赛的经验后，将这一届比赛进

行了改革，不再按照考级水平划分

组别，将所有选手以年龄段划分为

5个组别进行比赛。虽然参加展演

比赛的孩子水平远不及“专业”，但

他们都是快乐的。“我就是喜欢钢

琴，弹琴的时候我是最快乐的。”来

自福建的方演获得了11 岁至13 岁

组银奖第一名。“虽然没进决赛，但

我得了奖状啦！”7 岁的曹玳挥着

“入围奖”的奖状一点没有失落。

徐沛东则希望孩子们多享受钢琴

节带来的快乐：“我们把比赛的名

字定为‘展演比赛’，就是想为孩子

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其实也

是钢琴普及的过程。钢琴节首先

是个节日，比赛是其次的。”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由 19 名

少年组选手和 23 名青年组选手参

加的第五届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

是本届钢琴节的重头戏。经过 10

年的磨砺，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

日臻成熟。专业性、权威性，是徐

沛东为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总结

的特点：“所有的选手都是全国各

大高校的尖子，他们的技术是顶

尖的。比赛的评审级别也是最高

的，由鲍蕙荞、吴迎担任评委会主

任，其他所有评委都由中国音协慎

重选择。现在很多类似的比赛存

在着不同的问题，有些只一味追求

锦标，有些把钱放在第一位。全国

青少年钢琴比赛决不是这样，更不

会发展成这样，虽然现在困难很

多，但我们依然会坚持。”钢琴演奏

家刘诗昆说：“我国有众多的音乐

赛事，但各项赛事的含金量却不尽

相同，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是中国

音协主办的唯一青少年级别的钢

琴比赛，无论从参赛选手的整体水

平、评委的权威性，还是赛事组织

等方面来看，全国青少年比赛都是

国内最好的、最具权威性的音乐比

赛之一。”

鼓浪屿的白天属于爱钢琴的

孩子们，夜晚则属于真正的音乐

家。美国钢琴家约瑟夫·班诺维

兹，以色列歌唱家大卫·迪奥，“钢

琴姐妹”周乐娉、周乐婷，钢琴家亚

历山大·帕雷，以及从鼓浪屿走出

去的“80后”青年音乐家们，用曼妙

的音乐渲染着鼓浪屿宁静的夜。

与往届钢琴节一样，鼓浪屿钢

琴节组委会在岛上各处放置了11台

钢琴，无论你是不是参赛选手，也不

管你会不会弹琴，都可以坐在钢琴

前，或即兴演奏一首，或只是随手弹

出几个和谐不和谐的音符。

5 届、10 年，鼓浪屿钢琴节从

最初简单的钢琴比赛变成国内具

有影响力的音乐品牌，成为爱钢琴

的孩子们向往的乐土，这10年的历

程实属不易。“鼓浪屿钢琴节从创

办以来，始终坚持了艺术性、国际

性和独创性三大理念，坚持举办青

少年钢琴比赛、系列名家音乐会及

配套活动三大板块活动。每一届

的钢琴节系列音乐会都是名家荟

萃，为观众及音乐界呈现了众多丰

富多彩的名曲，而且许多曲目都是

在国内很少听到甚至首演的。”鼓

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

主任叶细致说。徐沛东则把鼓浪

屿钢琴节比喻成一个迅速长大的

爱钢琴的孩子：“10年前，国家尚未

提及文化繁荣的战略，但鼓浪屿却

能立足于艺术培养、文化繁荣而创

办钢琴节，直至今日仍在业界具有

重大影响力，我感到由衷的敬佩。

如今，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版图上，

鼓浪屿已成为一方由名岛、名曲、

名家、名琴交融组合的音乐沃土。

十年磨一剑，鼓浪屿钢琴节这把剑

正逐渐放出光芒。”

（本文图片由张大勇摄）

7 月 21 日至 27 日，由中国文

联、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舞蹈家

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校园舞蹈大赛在山东青岛举行。

7 月 21 日，此次大赛在青岛

市人民会堂开幕。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舞协主席白淑湘，中国舞

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冯双

白，中国舞协副主席、解放军艺术

学院舞蹈系主任、少将刘敏，中国

舞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李淑

芬，中国舞协《舞蹈》杂志社社长

赵士军，以及青岛市相关领导出

席了开幕式。

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在开幕

词中说，青岛作为著名的品牌之

都、港口城市、海洋科技城市和奥

运城市之外，它还是一座艺术之

城。近年来，青岛市大力实施文

化强市战略，提出了打造滨海现

代文化名城的目标，着力打造“帆

船之都”“音乐之岛”“影视之城”

三大城市文化品牌，取得了显著成

效。“我们相信，这次的校园舞蹈大

赛将谱写中国舞蹈发展和青岛文

化建设的新篇章，为美丽的青岛增

添舞蹈艺术的动人之美，为青岛建

设经济文化强市、打造滨海现代文

化名城，提供新的动力。”

此次参赛队伍涉及 27 个省、

区、市，有近 400 部作品踊跃报名

参赛，其中有 63 部作品进入半决

赛，35 部作品进入决赛。经过紧

张激烈地角逐，7 月 25 日晚，评审

结果最终出炉。本届大赛分普通

院校组和艺术院校组两个组别进

行评比，评出普通院校组 4 个金

奖：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

系《南京·亮》获作品金奖；海南省

琼海市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远

征》获表演金奖；山东省特殊教育

学校《谁不说俺家乡好》获评委会

特别奖；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舞蹈系《永远在一起》获编导奖。

艺术院校组 3 个金奖：上海戏剧学

院舞蹈学院《龙飞凤舞》、上海戏

剧学院舞蹈学院与上海戏剧学院

附属舞蹈学校的《秋》获作品金

奖；厦门演艺职业学院《醉梅园》

获编导金奖。

是什么原因使此次大赛选择

在山东青岛举办？冯双白表示，

这与中国舞协的工作战略布局有

关。“中国舞协的主要任务是在全

国举办大型活动和比赛。现在国

内有各种大型比赛，很多名不副

实，只为挣钱，还有的是为了满足

一些人想见明星的私欲，根本不

能为地方百姓带来任何实惠。所

以这类活动往往都是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这种办活动的方针是中国

舞协坚决抵制的。中国舞协希望

打造长期的、有质量保证的文化品

牌，并与各地地方文化特色相结

合，以达到互利双赢的效果。”

关于对此次校园舞蹈大赛的

定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

所所长罗斌说：“校园舞蹈大赛属

于文化分类，它存在多义性。校

园舞蹈，狭义来讲是指表现校园

生活的舞蹈，广义来讲是校园人

思考生活的体现。所以它具有广

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有古今的

维度，也有传承的维度，更有发展

的维度。这是校园舞蹈特有的文

化属性。”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

究所副研究员刘春认为，这个大

赛有着鲜明的特色，与“桃李杯”

有着截然区别。“桃李杯”只在艺术

院校之间进行比赛，以选拔独立个

体的舞蹈尖子为目标，而校园舞蹈

大赛则是鼓励学生参与舞蹈作品

的创作中，且更加重视编导的第一

创作和演员的二度创作。

7 月 26 日，比赛圆满结束了，

舞蹈艺术家们和青岛的领导们又

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对此次校园舞

蹈大赛的理论研讨会。会上，来自

全国高校的数十名舞蹈教师代表

对此次大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

及对校园舞蹈教育的心得。

对于校园舞蹈比赛的未来，

大家都充满着更多信心和期待。

青岛市文联副主席、市舞协主席

谢志强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一

个城市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还

是文化发展。所以，青岛决定力争

做文化强市。这次比赛让全市百

姓都舞动起来了，大家摩拳擦掌要

把青岛打造成一个真正的舞蹈之

乡，希望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能

长期落户在这里。”

7月25日，北京音乐厅的观

众度过了一个炽热的歌剧之夜。

这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一

年一度的音乐厅歌剧。今年是

理查·施特劳斯的独幕歌剧《莎

乐美》，这是内地乐团首演理查·
施特劳斯的整部歌剧，其深度和

难度非同一般，选题极具创意。

鲁迅在谈到人们读《红楼

梦》的取舍时说道：“经学家看

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

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

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对歌

剧《莎乐美》，或许有人为那段

著名的“七纱舞”而来，有人猎

奇那滴血的场面，但我觉得掌

声和欢呼声有很大成分是为莎

乐美这个人物形象而发出的。

这里产生了一个命题：莎乐美

赤 裸 裸 地 向 先 知 约 翰 求 欢 未

遂，便害死约翰，又亲吻约翰的

头颅，这样一位受先知谴责的

“反面人物”缘何获得如此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

题解有二。其一，尽管莎

乐 美 在 原 作 中 执 迷 于 施 洗 约

翰，大胆追求爱超出了常理而

扭曲变形，场面阴森恐怖，令人

毛骨悚然，但施特劳斯为莎乐

美写的音乐极为精致、抒情，他

为 莎 乐 美 设 计 的 旋 律 非 常 甜

美，为她敷上了一丝少女的娇

嗔，一层纯真的色彩，“像银白

色的花朵一样，纯洁而冷艳”，

将莎乐美的真爱扩张发挥到了

极致，从而引起人们的同情而

非厌恶，如同比才笔下的卡门，

她身上不再是梅里美的自然主

义。源自一种西方作曲家对东

方的憧憬，施特劳斯笔下的莎

乐美是他心中的东方美。她不

是《圣经》文化体系中的女性，

也不是我们文化体系中的西施

或貂蝉，而与图兰朵等古代东

方公主类似，是一个从西方文

化审视角度出发而塑造的 16 岁

的东方公主，她才艺俱佳，含有

野性和叛逆。

其二，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音乐这个符号体系与自然科学

领域中的公式、定理或哲学词

条 这 些 抽 象 概 念 的 载 体 不 一

样，音乐是将物质性的声音和

概念融为一体，我们从乐声中

感受到的不仅是文本的概念，

还有作曲家对音乐形象注入的

情感。歌剧中的莎乐美除了具

有王尔德原著文本中出于“世

纪末情怀”而赋予的变态性格，

还用音乐赋予了爱情和希望等

人类的共性，因而音乐修饰、扩

展了莎乐美的形象。演出中，

当 最 后 一 个 和 弦 的 余 音 消 散

后，掌声和欢呼声爆发出来。

“莎乐美”本人也久久无法从角

色中自拔出来，她为施特劳斯

音乐中的莎乐美而激动，而每

一名观众也都从音乐中观照到

了自己，进而产生情感的共鸣，

这才是掌声的主要来源。从这

一 点 出 发 也 可 以 去 理 解《曼

侬》、《露露》、《姆钦斯克县的麦

克白夫人》等歌剧中的那些女

主人公。

“莎乐美”缘何获得掌声
卜大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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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尖“小荷”青岛初绽
本报记者 张 婷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演出的《龙飞凤舞》 叶 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