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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世界合我们离世界合唱水平有多远唱水平有多远
徐 菲

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第

六届世界合唱比赛落下帷幕。本

届比赛共有 来 自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472 支合唱团、约2.17万名歌

手参加。水准最高的锦标赛最终产

生出19支世界合唱比赛冠军队伍，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 5 支 合 唱

团 位 列 其 中 。 在 为 中 国队伍庆

祝之余，也应看到中国大多数合

唱团与世界成熟合唱团之间存在

着不小的差距。

差距之一：拿着歌谱唱不出

在此次世界合唱比赛期间举

办的一场综合音乐会让身为中方艺

术总监的音乐家郑小瑛感慨颇多。

当时，来自世界五六个国家，操着英

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不同语言的合

唱团团员们站在舞台上进行合唱，

虽然有些人以前根本没唱过这些

歌，但他们拿起歌谱就能唱，在这些

人中却没有东道主中国人的身影。

“在中国举行世界合唱比赛，

这样一个大联欢 的 合 唱 没 有 中

国 团 队 。为什么？别人认为我们

不会唱！”郑小瑛无奈地说，“我这

么说，可能有人要说我们会，他们

没 叫 我 们，这 是 组 委 会 的 疏 忽。

但这 恰 恰 说 明 ，在 国 际 组 委 会

的 印 象 中，中 国 人 识 谱 慢、音 准

差，中国人就是不会唱。”

差距二：对合唱艺术认识肤浅

本届世界合唱比赛有 260 多

个中国团队参加，比起 2006 年在

厦门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合唱比赛

时 增 加 了 一 倍 多 。 在 这 些 队 伍

中，既有绍兴文理学院合唱团这

样的强队，能与世界上水平较高

的合唱团在舞台上竞技，但也有

完全不知合唱艺术是什么，在公

开赛的舞台上大齐唱的团队。笔

者就曾听到某位国际评委对某些

中国合唱团发声位置怪异表示不

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声音呈

现 ？ 这 样 的 队 怎 么 能 来 参 加 比

赛？是否知道什么叫合唱比赛？”

而 在 笔 者 观 摩 的 几 场 比 赛

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公开赛的

童声合唱。几个来自中国各省市

学校、少年宫等合唱团体的小朋

友们显然并没有感受到唱歌的快

乐。他们不仅声音紧张放不开，

一些非常套路化的肢体表演也显

得很不自然。此外，变换衣服颜

色的小把戏居然在几个团队都出

现，看得现场评委们无奈地摇头

发笑。一位越南籍评委还曾婉转

地表达过“希望中国合唱团的表

演不要太多，合唱比赛重要的还

是合唱”的建议。

“ 评 委 们 有 这 些 评 价 没 有

错。”郑小瑛说，“中国参赛团队水

平差距大，好的特别好，差的特别

差，甚至差到不能称其为合唱艺

术，只能是群众歌曲。更糟糕的

是，参 与 的 人 并 不 知 道 自 己 差。

这说明合唱在某些中国人的概念

里还不明确，我们的国民音乐教

育发展得很慢。”

针对中 国 团 队 过 多 注 重 形

式化表演的问题，郑小瑛认为这

是 对 合 唱 艺 术 的 认 识 过 于 肤 浅

的表现，“这些年被电视误导了，

只看视觉的东西，放弃听觉的欣

赏 。 就 像 现 在 很 多 人 搞 多 媒 体

音乐，其实是音乐家对自己的音

乐 没 信 心 。 音 乐 是 一 门 独 立 的

艺 术，它 就 是 没 有 具 象，启 发 人

们 想 象 的 空 间 。 爱 因 斯 坦 不 是

也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差距三：只学简谱不学五线谱

在世界合唱比赛期间，每天

一 次 的 合 唱 讲 座 让 很 多 中 国 团

队大开眼界。来自不同国家、语

言 不 通 的 合 唱 团 员 们 经 常 是 拿

起 陌 生 的 乐 谱 稍 加 练 习 就 在 一

起大胆同唱。这种用歌声、用心

灵 交 流 的 快 乐 非 常 感 染 人 。 参

加 观 摩 的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教 工 合

唱 团 指 挥 孙 书 琴 感 慨 万 千：“ 人

家唱歌是发自内心，可我们的孩

子唱歌却很痛苦。”

孙 书 琴 讲 述 了 她 在 大 学 开

展 合 唱 活 动 的 艰 难 处 境，“ 学 生

们都不爱来，如果不是为了这次

比赛，出勤率会更低。他们不愿

意进行音程音准的基础训练，觉

得枯燥。这次我求孩子来比赛，

合唱团在册 70 多人，最后才来了

三十八九个。”

当 然 ，对 于 合 唱 的 不 重 视 、

不 热 爱 可 以 归 结 于 一 些 历 史 和

文 化 原 因 。 中 国 的 合 唱 艺 术 起

步 很 晚，除 少 数 民 族 外，占 绝 大

多 数 人 口 的 汉 民 族 并 没 有 多 声

部 合 唱 的 传 统 。 直 到 200 多 年

前，中 国 人 才 从 一 些 西 方 教 堂、

学 堂 中 接 触 和 了 解 合 唱 艺 术 。

不过，同样是对待合唱这个舶来

品，我们的隔海邻居日本却很重

视 ，其 教 育 部 曾 明 确 指 出 ，要

将 合 唱 等 兴 趣 小 组 活 动 纳 入

学 校 课 余 组 织 活 动 内 容 之 中 ，

合 唱 团 在 日 本 学 校 的 普 及 率

相当高。

在中国，音乐课的尴尬境地

让 郑 小 瑛 等 很 多 音 乐 普 及 者 忧

心，而只学简谱不学五线谱的规

定更让他们痛心。“我很伤心，全

世界都学五线谱，而我们的教育

决 策 者 居 然 容 许 学 生 们 不 学 。

的 确，学 简 谱 大 众 化，可 那 是 最

初级的普及。中国人很聪明，有

几千年的音乐史，我相信没人学

不 会 五 线 谱 。 中 国 人 自 己 不 能

把自己的位置放低。”

对于五线谱的重要性，郑小

瑛 用 简 单 的 例 子 做 了 解 释。“ 五

线 谱 是 立 体 的，有 音 高 的 形 象、

合 唱 的 形 象 。 几 个 声 部 同 时 在

一起，看谱的人很容易知道我唱

什么，别人唱什么。这就像在社

会上你要与多方面的人接触，如

何 与 他 们 和 谐 相 处，一 心 多 用。

这些是从简谱中看不到、学不到

的。”

从一个小小的票务部跨越式

发展成为继日本琵雅之后，亚洲第

二个成功的本土票务销售品牌，中

演票务通曾经被奉为传奇；成功买

断经营或独家代理过多项重大文体

活动的中演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

司，也曾傲视群雄，但在残酷的市场

竞争中，它们却相继败下阵来。

从行业的龙头老大沦落至第

二梯队，这样的退步对于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公司这样一家国字号企业

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所以，改革不

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2008 年底，在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确立的以产品为核心，

院线和营销、票务做两翼的“全产

业链”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演票

务通与中演营销两家公司进行整

合，成立了新的中演票务通文化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 12 月，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再次重拳出击，为中演

票务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空

降了曾在微软、IBM 及携程网等多

家知名 IT 企业和电子商务公司任

职，却从未涉足过票务营销行业的

CEO 王世忠。看来，改革不仅要

下定决心，还要对症下药。

从事业单位管理机制
到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刚一见面，王世忠拿出两张名

片送给记者：“变化从名片开始。”

比起陈旧死板的老版名片，新

名片显得简洁时尚。“两家老公司就

像这张旧名片，新公司更像这张新

名片。”王世忠直言不讳。

“我来公司的第一件事，是先

普及电子邮件的使用。”在王世忠

看来，两家老公司之所以在市场

竞争中节节败退，落后的管理机

制和营销模式是原因之一。针对

这样的状况，王世忠做了不少大

动作。

首 先 ，王 世 忠 明 确 了 公 司

LOGO“T3”的含义。他把以前繁

复的定义统统删除，只简单定义为

“三类票”——演出票、体育比赛票、

博览会展票。这似乎也为公司的整

体运营和管理风格定了基调。

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新公司

拥有了数目庞大、机构繁琐的 42

家分支机构。“以前，公司对于分

支机构的管理是不闻不问的，这

直接导致了 3 个问题：分公司得不

到总部资源上的支持；总部对分

公司存在管理漏洞，特别是财务

管理方面；分支机构设置不合理，

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针对这样的状况，王世忠将

所有分支机构按 4 个大区进行划

分，每个大区由区域总监进行管

理。“以前，由于经验不足，我们的

分公司经常会签一些挣 2000 块

钱，却要付出 4 万至 5 万块成本的

傻项目。由区域总监进行管理

后，项目会有严格的审核程序，肯

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从web0.5到web2.0

2003 年，中演票务通成功引

进 网 络 售 票 系

统，实 现 了 演 出

票从印刷票到以

网络为基础的系

统票的跨越。可

以 说，中 演 票 务

通 利 用 互 联 网

创 造 了 中 国 票

务 系 统 划 时 代

的 突 破 。 之 后，

也 恰 恰 是 因 为

没 有 正 视 互 联

网 对 于 票 务 销

售 的 作 用，中 演

票务通丧失了非

常多的客户。

熟 悉 IT 行

业 的 王 世 忠 ，

对 电 话 订 购 和

网 上 订 购 的 比

例做了深入调查：

2000年，为95︰1；

2005年，为5︰1；

2008 年，为 4︰2。

他坚信，未来的 3

到 5 年 内 ，网 络

订 单 的 比 例 会

大大超过线下订购的比 例 。“ 以

前 ，票 务 通 的 推 广 方 式 是 在 平

面 媒 体 上 做 广 告 ，我 认 为 那 不

够 精 准，是 大 炮 打 蚊 子 的 做法。

想 利 用 现 有 资 源 争 取 更 多 的 客

户，我们要做精准投放，互联网可

以做到。”

“ 现 在 的 网 站 都 要 求 达 到

web2.0 的标准，但是票务通 2008

年 做 的 这 个 网 站 充 其 量 只 有

web0.5 的水平。衡量网站好坏的

标准是看网站上的信息组织是否

合理。”之后，王世忠为记者详细

讲解了新网站“倒 F 形”的信息结

构和各种花了心思的小设计。

目 前 ，新 网 站 已 经 正 式 上

线。但是，现在的网站只是简单

的搭个架子，离王世忠的标准还

有段距离。“我的目标是做演出娱

乐的门户网站，当然不能仅仅局

限在现有的演出信息的发布。以

后，我们会增加演出评论等内容

营销的内容。当然，还要一步步

地来。”

从呼叫热线到呼叫中心

对于传统的电话购票，王世

忠也做了“利其器”的必要改革。

“整合之前的呼叫中心，其实

只能算热线。简单设置了几个号

码，有几个人来接听，并且接听的

时间很有限，每天 6 小时，周末休

息热线也休息。最主要的是，没

有合理的管理模式，导致工作效

率高的接线员不能被奖励，效率

差的不能被惩罚，严重影响了他

们的工作积极性。”

新的呼叫中心是一套完整的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遇忙时

设置呼叫转移，通过电话录音进

行客服质量抽查，建立客户资料

档案等等，系统设置科学合理。

让票务通重回行业老大

经过一系列向着现代电子商

务企业方向发展的改革措施，中

演票务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很快

有了起色——2010 年 3 月，公司在

北京售出票房 140 多万元，2010 年

4 月，票房激增至 480 多万元。王

世忠在这些数字的鼓励之下，显

得信心更足了。

在他看来，票务行业存在着

不少问题。“因为入行的门槛低，

所以从业人员的素质差，导致市

场恶性竞争，很难形成产业化发

展。而且因为没有严格的行业规

范，导致恶性竞争频发，致使运营成

本升高，票务行业沦为微利行业。

现在普遍的运作模式是，演出商

投广告，票务公司只负责卖票，这

就形成了做演出推广的人其实不

了解客户，了解客户的人又没有

资格做推广的畸形模式。”但整个

行业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

决，王 世忠目前的工作目标就是

踏 踏 实 实 地 改 进 公 司 的 运 营 模

式，提高客户服务质量，让中演票

务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重回行业

老大。

蒙特卡洛芭蕾舞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时尚童话团的时尚童话
嘉 纳

本报讯（记者刘淼）9月18日，

大型鼓乐剧《杨门女将》将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正式首演。这是山西

省继《一把酸枣》、《立秋》、《解放》等

剧目之后倾力打造的又一精品。

《杨门女将》以山西地方音乐、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州鼓

乐”为主要艺术载体，取材杨门女

将杀敌卫国的历史故事，融合交响

乐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全面展示

了中国鼓乐艺术的独特魅力。

据主创人员介绍，鼓乐版《杨

门女将》是《杨门女将》各种艺术形

式中没有台词、没有道白、没有唱

腔的崭新剧种。该剧在形式上用

戏剧、舞蹈、皮影等艺术元素为鼓

乐服务，在音乐上紧紧把握原生态

鼓乐这一灵魂，同时运用大交响乐

进行烘托。它完全通过鼓声的高

低起伏和节奏的舒缓快慢，配合演

奏者变化不断的表情动作来表现

人物的心理变化，推动故事情节的

发展。

据介绍，“绛州鼓乐”发源于山

西省南部的新绛县，即历史上的绛

州所在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以擂大鼓、花敲干打、

演绎故事为主的地方鼓乐文化特

色。2002 年，“绛州鼓乐”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列入

“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数据库。

本报讯 （记者张婷）8 月 19

日，朱明瑛“梦回 1980”个人演唱

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

会上，朱明瑛透露，自己将穿上特

别定制的演出服再度诠释成名曲

《回娘家》，还有望重演 30 年前的

经典一幕——扮成黑人高唱非洲

歌曲。

1980 年的新星演唱会上，朱

明瑛第一次以歌唱演员的身份登

上舞台，并凭借“喇叭嗓子”演唱

外国黑人歌曲而一炮走红。正当

事业处于巅峰期时，她却突然“消

失”，开始了赴美进修之旅。朱明

瑛说，就是这种豁出去的精神，造

就了她当时的创作巅峰状态——

能用 31 种语言唱世界各国歌曲，

不管给哪个国家的人用他们的语

言唱歌，她总能听到赞美声。

据悉，演唱会将在 8 月 28 日

于北京北青盈之宝剧场举行。当

天，朱明瑛会邀请她的朋友和家

人一起，与观众共叙 30 年来她走

过的艺术历程，除将演唱包括《咿

呀呀欧雷欧》、《回娘家》、《童年多

美好》、《明亮的眼睛》等多首国内

外经典歌曲，还将与儿子一起合

唱《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本报讯 8 月 18 日，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联主办，广西摄影家协会承

办的“风生水起北部湾——广西摄

影作品进京展”在北京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本 次 展 览 共 展 出 了 166 幅

（组）摄影精品。这些作品主题鲜

明、内涵丰富、风格突出，具有强

烈的时代气息和地域特征，是广

西摄影家协会组织广大摄影家、

摄影爱好者深入北部湾经济区生

产建设第一线辛勤创作的结晶。

摄影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

形式和风格，热情讴歌了北部湾

经济区做强大产业、建设大港口、

完善大交通、构筑大物流、推进大

城建、发展大旅游、实施大招商、

发展大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深刻

展示了北部湾区域多姿多彩的民

族风采、美丽的山海景色；彰显了

北部湾经济区建设者艰苦创业、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广西文联主席潘琦对本次摄

影展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这

次展览充分发挥了摄影艺术承载

美、记录美、创造美、传递美的艺

术特点和优势，多视角、多层面、

多形式地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北

部湾壮丽的图画，记载着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历史进

程。” （桃 桃）

本报讯 （记者成长）8 月 17

日，由《中关村》杂志社主办、新浪

网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协办的“革

新与复兴——中国高等教育转型

论坛”在北京举行。

在经历“学历门”“抄袭门”等

事件后，中国高等教育凸显的种

种问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

注。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精神

的失落、教育理念的落后、官本位

体制的浸染、民办教育的困窘等

诸多话题都将教育转型和革新摆

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该论坛正是

在这一前提下就高等教育发展中

的困境与解决方式展开讨论。论

坛由文化学者王鲁湘主持。在前

半部分，程方平、周孝正、张颐武、

胡星斗、夏颖琦等专家学者就“教

育创新与传统资源”“大学里的公

民教育”“大学人文气质的重建”

等话题做主题发言。后半部分，

王鲁湘与几位与会嘉宾以自由对

话的形式就一些重点话题进行互

动交流。

此次论坛聚焦了中国高等教

育的诸多问题，对中国大学教育

的一些弊端和症结进行了分析，

并试图为中国教育界端正学术风

气、重振大学精神、推进教育改革

提出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良方。

专家学者探讨高等教育症结与出路

镜头下的“风生水起北部湾”

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芭蕾舞团

对于很多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

生。即将于 9 月 21 日至 26 日在北

京国家大剧院 进 行 访 华 演 出 的

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前身正是

该团。

在芭蕾艺术 500 多年的历史

中，蒙特卡洛芭蕾舞团是一个绝

对的传奇。它 1911 年落户于一

个面积仅有纽约中央公园一半

大的欧洲小国 —— 摩 纳 哥 大 公

国 ，却 在 日 后 成 为 了 全 世 界 的

艺 术 焦 点，更 奇 迹 般 地 改 写 了

世 界 芭 蕾 版 图 。 这 一 切 都 源

于 20 世 纪 最 伟 大 的 艺 术 活 动

家—— 佳 吉 列 夫 和 他 的 俄 罗 斯

芭蕾舞团。

20 世 纪 欧 洲 芭 蕾 的 历 史 无

不和这个舞团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由舞团培养出的芭蕾大师

曾几乎垄断了全球舞坛：“ 现代

芭蕾之父”福金、美国芭蕾学派

的奠基人巴兰钦、“不朽的天鹅”

巴 甫 洛 娃 、“ 传 奇 舞 神 ”尼 金 斯

基，无一不出自这里，巴黎歌剧

院与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前任艺

术总监努里耶夫和巴茹什尼科

夫也都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了世

界。除了培养出大批舞蹈精英，

舞团也吸引了 20 世纪各艺术领

域的顶级大师与其合作，音乐巨

匠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拉赫

玛尼诺夫等都曾为舞团专门谱

曲，甚至连毕加索和香奈儿也曾

为舞团设计布景与服装。

然 而 ，随 着 佳 吉 列 夫 的 去

世，舞团也渐渐走向衰落，直到

几十年之后，才又在其原驻地重

新问世，更名为蒙特卡洛芭蕾舞

团。这次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归

功于嫁入摩纳哥皇室的电影明

星 格 蕾 丝·凯 莉,她 的 女 儿 卡 洛

琳公主直到今天还在担任团长

一职。

此次访华演出中，蒙特卡洛

芭 蕾 舞 团 将 带 来 由 艺 术 总 监

让-克里斯多夫·马约创作的两

部时尚童话芭蕾舞剧《睡美人》

和《灰姑娘》。这位法国编舞家

在年仅 33 岁时便出任了蒙特卡

洛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由于他

最善于将童话进行巧妙改编，所

以便有了“ 编舞界小王子”的称

号。

即将上演的这两部作品，是

马约四部重编经典舞剧中最具

代表性的两部，不仅被舞团列为

保 留 剧 目 ，更 获 得 多 项 国 际 大

奖。创作中，马约将古典与现代

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带有时尚风

格的新古典主义看似远离了童

话世界，实际上却是更深地挖掘

出了故事的现代内涵，用马约的

话说，他要让他的舞蹈“ 和当下

人们的生活产生联系”。

《睡美人》中，主人公被颠覆

性地安排在了一个巨大的气球

中起舞，象征着她被过分保护的

童年，服装更是用特殊材质和灯

饰制成，营造出裸露的皮肤上藤

蔓缠身的奇特效果。此外，作品

还将各种版本中刻意削弱的情

欲部分进行了恢复，并将原著中

单一发展的情节改编为时空交

错的双重线索，营造出奇特而充

满魔幻氛围的故事结构和视听

感受。

《灰 姑 娘》更 是 马 约 的 得 意

之作，该剧被称作是“ 喜剧作品

和滑稽风格”。为了营造出“ 一

部活了的童话书”的效果，舞台

被设计成为一本巨大的画册，利

用灯光巧妙完成了空间的分割

与转换。

《灰姑娘》剧照

中演票务通的新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