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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鼓

韵华章——青年打击乐演奏家张

楠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会》5 月

11 日晚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

乐厅举行。

音乐会上半场，张楠奉献了

日本吉冈孝悦作曲的《紫阳花》、

《枫》，郭文景作曲的《戏》，王以

东改编的《托卡塔》以及王建华

作曲的《闹天宫》；下半场，张楠

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合作，演奏

了关乃忠作曲的《龙年新世纪双

打协奏曲——太阳》、吴华编曲

的《夜深沉》以及李民雄作曲的

《龙腾虎跃》。中钹、板鼓等，一

件件打击乐器在张楠及助演嘉

宾手中仿佛有了生命，焕发出激

情和活力；广泛的曲目、迥异的

风格，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打击

乐的视听夜宴。

青 年 打 击 乐 演 奏 家 张 楠 出

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在中国音乐

学院国乐系攻读本科和硕士学

位，师从于王以东和柳启平。张

楠曾任中国华夏民族乐团打击

乐声部长，现任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打击乐客席演奏员，其卓尔不

凡的技艺受到打击乐前辈“演奏

技艺精湛、风格沉稳大气”的高

度赞誉。

本报讯 （记者胡芳）5月12日，

主题为“对话·成 长 ”的 对 外 经

贸 大 学 第 三 届 国 际 文 化 节在

京开幕。

本届国际文化节由国际风情

展示、中外学生文艺汇演、模拟峰

会、小语种歌曲大赛、商务英语谈

判大赛等板块组成。此外，还将举

行北京市高校留学生发展论坛、留

学生支教服务、中外学子足球对抗

赛、中外学子骑游北京等活动。

国际风情展示活动在开幕当

日举行。活动以世界各国特色文

化展示为基础，同时融入“民艺·
民俗·民族”元素，在国际文化交

流中凸显中国元素。国际风情展

示分为国际美食街、国际艺术长

廊、国际风情体验 3 个板块，共 80

余个展台。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文化节的

前身是外语文化节，作为该校一

年一度的大型传统学生活动，国

际文化节旨在搭建中外文化交流

的平台、开阔学生国际化视野、培

养学生全球意识、促进中外学生

进一步融合。

本报讯 （记者张婷）5 月 12

日，由豫剧名家汪荃珍主演的现

代豫剧《刘青霞》在河南省开封市

东京艺术中心上演。随后，5 月 13

日举办了汪荃珍表演艺术研讨会。

刘青霞原名马青霞，是河南

籍辛亥革命女志士，孙中山曾亲

笔为她题写“天下为公”“巾帼英

雄”八字。现代豫剧《刘青霞》艺

术地再现了她光辉的一生，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刘青霞的革命气节

和风骨，树立了以刘青霞为代表

的河南人的革命形象。

作为 2012 年河南省文化厅主

办的“河南艺术名家推介工程”的

重要内容之一，汪荃珍表演艺术

研讨会于 5 月 13 日在开封举行，

来自全国文艺界、戏曲界的 30 余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汪荃珍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

弟子，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

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

得 者 ，现 任 中 国 戏 剧 家 协 会 理

事、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河南省

豫剧三团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

汪荃珍从艺近 30 年来，在戏曲舞

台上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妇女形象，

代表作有《穆桂英下乡》、《花木

兰》、《香魂女》、《村官李天成》、《风

雨故园》等。

本报讯 （记者钱力）5 月 12

日，著名导演张华勋在北京电影制

片厂举办了个人诗歌书法展。

作 为 新 中 国 老 一 代 电 影 导

演，张华勋不仅拍摄了多部脍炙

人口的经典影视作品，在 诗 歌、

书法方面也有颇高的造诣。展

览 当 天 ，他 展 示 了 自 己 近 半 年

来的大部分书法作品，其中还有

专门为电影《飞越老人院》所创

作的诗词。

中 影 集 团 书 画 院 为 张 华 勋

书画展致辞，称赞他“ 与同仁友

好交流毛颖玄香之艺，共享笔歌

墨舞之繁荣”。展览当天不仅有

大批书法爱好者亲临观摩，中国

第六代导演张杨也带领着电影

《飞 越 老 人 院》的 演 员 李 滨 、黄

素影、王德顺、颜炳燕等为自己

父亲的书画展捧场。虽然年近

80 岁高龄，但是在电影《飞越老

人院》中，张华勋也出演了角色，

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专程为电影

创 作 了 诗 歌 ，称 赞 老 艺 术 家 们

“ 活泼一群耄耋翁，伏 枥方显华

年志”。

5 月 9 日，汉堡芭蕾舞团艺术

总监、芭蕾编导大师约翰·诺伊梅

尔抵达北京。此次，诺伊梅尔不

远万里，是为了中央芭蕾舞团而

来，是为了《小美人鱼》而来。

来之不易的合作

1999 年，诺伊梅尔带着赫赫

有名的汉堡芭蕾舞团来华演出，

剧目是他精心挑选的《仲夏夜之

梦》。但，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

历。当时，北京陈旧的剧场、落后

的舞台设施以及混乱的观演秩序

令诺伊梅尔万分失望。当他从剧

场 椅 子 的 破 洞 中 掏 出 一 团 棉 花

时，这位大师一怒之下决定“再也

不来中国演出了”。

之后的若干年中，许多演出

公司都曾希望再次邀请汉堡芭蕾

舞团访华，却都被诺伊梅尔一口

回绝。时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

汝蘅也曾借各种机会向诺伊梅尔

表达希望能够促成合作的意愿，

但是最终都未能如愿。

2010 年，并没有摒弃前嫌的

诺伊梅尔，在中国同行的一再邀

请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携《茶花

女》来华。这一次，不仅演出取得

了空前的成功，中国的变化更是

让诺伊梅尔惊讶不已。而在演出

的间隙，在与现任中央芭蕾舞团

团长冯英的接触中，诺伊梅尔也

对这个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芭蕾

舞团有了全新的认识。

终于，在汉堡芭蕾舞团第三

次来华演出时，诺伊梅尔与中央

芭蕾舞团正式签署了为其排演芭

蕾舞剧《小美人鱼》的合约，开启

了诺伊梅尔与中国芭蕾在排演剧

目上的正式合作。

对于此次来之不易的合作，

诺伊梅尔和中央芭蕾舞团都格外

重视。仅剧目的选择，双方就经

过了多次细致调查和深入探讨。

“就我的观察，中国观众更容易接

受用肢体表现戏剧冲突的芭蕾舞

剧 ，《小 美 人 鱼》就 是 这 样 的 剧

目。”而在诺伊梅尔眼中，这部改

编自安徒生童话的舞剧并不是演

给孩子们的魔幻故事，而是一个在

纷繁复杂的心灵世界探究人类朴素

情感的剧目。“很多人把《小美人鱼》

处理成童话，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

次人类内心美好情感的表达。我更

注重作品与观众内心的交流。”

特殊的欢迎仪式

此次来京，中央芭蕾舞团为诺

伊梅尔准备了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

5 月9日下午，冯英将诺伊梅尔

请到了位于北京通州区梨园镇主题

公园内的韩美林艺术馆。诺伊梅尔

马上就被艺术馆中万余件藏品迷住

了。深谙舞蹈这种肢体艺术的他，

对于各种类型艺术品中蕴含着中国

哲学的线条有着极其敏锐的鉴赏

力，韩美林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让他

找出了与舞蹈相连的艺术灵感。

参观结束，韩美林热忱地邀

请诺伊梅尔到家中畅谈，虽然语

言不同，但艺术的交流又怎是国

籍和语言能够阻碍的。诺伊梅尔

说，韩美林的作品风格多样，“我

在观看的时候一直想归纳总结成

一种风格，可是十分困难。这对

于艺术家来说，就是天堂。”虽然

并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书法和绘

画，但通过参观诺伊梅尔敏锐地

得出了“书法是绘画的起点”的结

论，这恰与韩美林的观点不谋而

合。他们都认为，无论是绘画还

是书法，都可以看成是一曲优美

的旋律、一段曼妙的舞姿。韩美

林说：“不同的国家虽然存在着文

化差异，但是艺术作品中的起伏、

强弱、轻重、浓淡都是相通的。”

能够偶得这位外国知音，韩

美林非常高兴，当即挥毫泼墨。

不一会儿，两匹风格迥异的骏马，

立即呈现在大家眼前，一匹内敛

苍劲、一匹豪迈奔腾。韩美林将

这两幅画作及自己的两本作品集

和 一 本 创 作 手 稿 送 给 了 诺 伊 梅

尔。诺伊梅尔也将自己的传记回

赠给了韩美林。韩美林翻阅着这

本图文并茂的传记说：“看到你的

照片，我又想画马了！”

最后，冯英道出了她安排这

次特殊欢迎仪式的初衷。“博大精

深的中国文化是中央芭蕾舞团发

展的丰厚沃土，更是我们创作的

基石。中央芭蕾舞团与诺伊梅尔

的 合 作 ，是 站 在 文 化 的 起 点 上

的。我们扎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

烂文化，牵手世界编导大师，既要

脚踏实地，也要登高望远。这是

中芭的情怀，也是中芭的追求。”

发现全新的“小美人鱼”

结束了韩美林艺术馆之行，

诺伊梅尔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天

桥剧场，观看名为“追梦”的 2012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演 员 年 度 考 核 汇

演。诺伊梅尔不仅是这次考核汇

演的专职评委，更将通过此次汇

演，找出他心目中的“小美人鱼”。

演员年度考核汇演是中央芭

蕾舞团多年以来实施人才培养计

划的规定动作，考核既是对演员

业务水准的考查，也是调整人员

结构、演员升降级、演员评定职称

的依据。考核的剧目都由演员自

己决定，而考核的排练也只能利

用舞团规定排练的间歇进行。

2012 中央芭蕾舞团演员年度

考核汇演在 5 月 9 日、10 日进行了

两天，演员们展示的节目非常丰

富，既有《吉赛尔》、《海盗》、《睡美

人》等古典舞片段，也有《红色娘

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中国民

族芭蕾舞剧片段，更有《多少悬在半

空中》、《鬼戏》、《悬浮》等演员自己编

创的现代舞作品。担任评委的除诺

伊梅尔外，还有冯英、王才军、王全

兴、张艺、赵汝蘅、黄民暄等。

汇演结束，诺伊梅尔并没有

着急透露“小美人鱼”的人选，而

当记者问及他心目中“小美人鱼”

的标准时，诺伊梅尔的回答深得

中国太极的精髓。“我与不少世界

名团合作过这部舞剧，我也有过

丹麦、俄罗斯、美国等版本的‘小

美人鱼’，她们都是不一样的。我

心中没有特定的形象，也不希望

选择一个预期的‘小美人鱼’，我

要做的是寻找和发现一个全新的

形象。”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

年，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陕西

省委宣传部，延安市委、市政府，

陕西省文联等单位主办的“发扬

延安精神，讴歌时代风采”主题纪

念活动暨中国戏剧家延安行，于 5

月 8 日至 9 日在陕西延安举行。

主题晚会重温燃情岁月

5 月 8 日晚，汇聚老中青戏剧

艺术家的“发扬延安精神，讴歌时

代风采”主题戏剧演出在延安解

放剧院举行。

晚会由一曲秦腔戏歌《幸福

中国》开场，谭建勋、王新仓、齐爱

云、侯红琴等名角联袂献唱。

在第一板块《延安情深》中，

一曲高亢的《东方红》点燃现场。

随后，瞿弦和、张凯丽等朗诵了贺

敬之创作的表达对延安深厚感情

的诗歌《回延安》片段。眉户联唱

《大家喜欢》、《梁秋艳》、《十二把

镰刀》，再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

下，当年戏剧创作的盛况。

第二板块《红色热土》演绎了

不同时期、不同剧种的红色戏剧

经典。刘丹丽、龙红、于兰等梅花

奖 获 得 者 以 精 湛 的 技 艺 将 歌 剧

《洪湖赤卫队》选段、采茶戏《红军

哥哥慢些走》、京剧《杜鹃山》选段

等表现得至真至美。

第三板块为《时代华章》，郭

达、王丽云、邵峰表演的戏剧小品

《红色珍宝》讲述了延安老百姓舍

命 救 八 路 军 的 感 人 故 事 。 甄 三

梅、曹伯炎等表演的陕北说书剧

《老憨照相》，李东桥等表演的秦

腔《西京故事》片段，展示了当前

戏剧创作的成就。晚会最后，中

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梅花大奖获

得者尚长荣深情演唱了京剧《我

是中国人》，将晚会推向高潮。

应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使命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戏

剧在延安时期是成就最大、影响

最广泛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于团

结人民、教育群众，推动中国革命

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0 年来，戏剧的创作和演出

渐入佳境，而以座谈会的形式探

讨文艺发展的方向，也成为了一

种很好的形式。中国剧协发扬了

这一传统，5 月 9 日，纪念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 70 周年——中国戏剧家延安

行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多位专家、

艺术家共聚一堂，结合自己的工

作实践，就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

扬延安精神、促进文艺的大发展

大繁荣展开了热烈讨论。

尚长荣表示，70 年来，《讲话》

精神指引着无数戏剧工作者不辱

使命，创作演出了大批深受观众

喜爱的戏剧作品。多年来的艺术

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需

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只有在

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

艺术家和艺术的价值，只有和人

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

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

作品。

“《讲话》的发表，对各个历史

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和

文艺工作发展的影响是巨大且深

远的。现在的文艺创作，各种理

念、思路、新见解、新观点喷涌而

出，我们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宽容

与理解，但我们的创作是应该遵

循主流价值观、保持大方向不变

的，这不是保守，更不是落后，而

是传承民族文化应有的责任和坚

守。”尚长荣说。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季国平提到，早在 1941 年 5

月，邓小平发表了他在八路军一

二九师宣传会议上的报告《一二

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及其努力方

向》，随后 1942 年 1 月又倡导召开

了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同年 5 月，

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讲话》从更广阔的历

史背景上，总结和解决了太行山

文化人座谈会初步提出的问题，

在对待文艺工作的思路上，两位

伟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尊重艺

术创作规律、党如何指导文艺创

作、为大师的出现提供条件等方

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京剧

团一级演员于兰看来，此次来延

安是一场圆梦之旅。“从小就知道

延安，向往延安。当 年 那 么 多 前

辈 在 那 么 艰 苦 的 条 件 下 ，还 创

作 出 了 那 么 多 有 时 代 意 义 的 作

品，令 我 深 感 震 撼，也 激 发 了 我

的 创 作 欲 望 ，如 果 再 创 作 延 安

题 材 的 文艺作品，我想第一个举

手加盟。”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剧协

驻会副主席龙红透露，她对延安

有特殊的感情，一是因为她来自

同为革命老区的江西，第二个原

因是她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讲

话》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

何服务两个问题，在文化体制改

革大力推进的当下，重回延安讨

论 这 两 个 问 题 ，有 着 特 别 的 意

义 。 文 艺 院 团 在 面 对 市 场 的 时

候，也要放下浮躁，思考文艺为什

么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只有

坚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才能创作出恒久的具有艺术价值

的作品。”龙红说。

中国剧协理论研究室主任崔

伟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当

下，背离生活、远离百姓的作品时

常出现，不仅为人民大众所诟病，

而且动摇和干扰着文艺事业的健

康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真正

能够成为时代写照和表达人民心

声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从火热

的生活中发现素材，从普通大众

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形象，从时代

的发展洪流中表现艺术家的人生

理想与社会责任。应该说，当代

社会和文化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

了广阔的视野和空间，人民群众

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艺术

家 的 创 作 提 供 了 大 展 身 手 的 舞

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我们的艺术家更应该牢记自己的

文化责任和社会使命，不应沉湎

于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更不应

该以现代意识为幌子诋毁解构优

秀的民族精神，更不应把低俗、庸

俗、媚俗的精神垃圾作为牟利谋名

的 手 段 ，降 低 艺 术 家 的 使 命 责

任。”崔伟说。

能 匹 配 上“ 世 界 经 典”的 作

品，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从选

才、制作到呈现的每一个细节，都

不容疏忽。

5 月 9 日，由亚洲联创制作、

北京现代冠名赞助的音乐剧《猫》

中文版全国招募正式结束，30多个

角色的基本演员阵容尘埃落定。

制作这道经典文化大餐的“食材”

已经准备就绪。

为《猫》挑选真材实料

一流的舞台作品一定要有一

流的演员来呈现。相较《妈妈咪

呀！》，《猫》对演员功

力要求更高，演员不

仅要唱功了得，还得

兼具芭蕾舞、踢踏舞

和功夫技巧，同时，还

要求在明显倾斜的舞

台上展示这些唱演动

作 。 因 此 ，音 乐 剧

《猫》在全世界的选角

都是一个制作中的难

关。中文版《猫》的选

角周期比《妈妈咪呀！》

缩短了一半，却吸引了

来自新加坡、日本、美

国等全球各地的上千

名音乐剧人才报名。

这其中还包括拿着音

乐剧《悲惨世界》制作

人麦金托什的推荐信

的专业演员。

除此之外，这次

的选角还促成了在日

本发展的中国音乐剧

人才的大量回流。日

本 四 季 剧 团 制 作 的

《猫》上演多年，但很

多人却不知道舞台上

活跃的众多日本“猫”

其实是百分之百的中

国 人 。 这 次 中 文 版

《猫》的选角就吸引了很多在四季

剧团演出多年的专业演员。有演

员感慨，这是一个等待了多年的机

会，“在日本唱了那么多年的《猫》，

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的

语言演给自己国家的人看。”

海归人才在这次选角中大放

光 芒 ，中 国 本 土 人 才 也 毫 不 逊

色。其中既有来自本土艺术院团

的专业人才，也有就读于音乐学

院和戏剧学院的音乐剧系学生，

不时有人一开嗓或者一跳舞就让

英国制作方眼前一亮。

原班创作团队全程护航

《猫》作为史上最成功的音乐

剧之一，除了“音乐剧之父”韦伯

天才的创作之外，与强大的幕后

制作团队不无关系。

这次中文版《猫》特别邀请了

拥有 30 多年“猫龄”、参与《猫》在全

球多个语言版本制作的原版创作团

队加盟。导演兼舞蹈总监乔安·罗

宾逊和音乐总监菲兹·沙普尔更是

全程为中文版的制作保驾护航。

这两位手执世界音乐剧“品

质标尺”的考官在招募时就表现

出了他们的严苛。这次英方在审

查人才时毫 不 考 虑 选 手 是 不 是

明星，只看唱舞演能否符合角色

要 求 。 参 加 考 试 的 选 手 也 做 足

了 功 课 ，在 演 绎 时 模 仿 1998 年

录影中的经典版本，希望借成功

模 仿 证 明 自 己 对 角 色 的 驾 驭

力 。 然 而 这 样 的“ 功 夫”却有点

吃力不讨好。乔安说：“ 每一版

《猫》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都是

新的创作。”菲兹常常听了试唱后

就直截了当地对选手说：“要唱出

你自己的感觉。”

这 次 选 角 中 最

让 菲 兹 和 乔 安 感 慨

的 还 是 中 国 演 员 的

刻 苦 。 那 些 从 首 轮

招 募 就 开 始 出 现 的

演员，每一轮重新出

现 时 都 会 有 让 人 惊

喜 的 进 步 。 乔 安 和

菲 兹 表 示 ：“ 虽 然 中

国 演 员 在 音 乐 剧 演

出上还欠缺经验，有

时 候 能 力 不 是 很 全

面，但他们非常积极

刻苦，可塑性很强。”

小火慢炖
提炼精粹

对 于 大 部 分 中

国观众来说，《猫》几

乎可以等同于“音乐

剧 ”的 代 名 词 ，而 剧

中 的 著 名 唱 段《回

忆》（Memory）早已成

为 该 剧 灵 魂 。 菲 兹

表示，这首歌带有浓

厚的忧伤，有一种直

指人心的感染力，能

够 勾 起 每 位 听 众 内

心的回忆。因此，中

文版歌词要从剧情出发，情感更

加充沛，更加贴近歌曲原意。

在招募现场，应征“魅力猫”

的 演 员 用 中 文 演 绎 了 其 中 的 片

段。乔安听后表示，不用担心中

文版《回忆》会影响歌曲的艺术表

达，虽然自己听不懂中文，但是却

能够听懂演员在演唱时传达的感

情。乔安在选角现场给选手讲解

这个角色时感叹：“我和这个角色

在一起 31 年了，直到今天还觉得

意犹未尽。”

被这首歌曲浸染了 31 年的

她，在北京招募现场竟然被选手

所演唱的《回忆》感动得潸然泪

下。中国演员的功力和英方制作

组对于此剧的感情可见一斑。目

前，演员使用的《回忆》还属于试

唱版本，这不禁令人期待中西方

创 作 人 员 磨 合 后 诞 生 的 中 文 版

《猫》将有如何光华。

据悉，中文版《猫》自 3 月 8 日

启动预售以来，已售出门票 5000

张。5 月 16 日，中文版《猫》上海

站巡演将正式开票。

本报讯 （驻吉林实习记者

李鸿劼）近日，吉林省交响乐团一

行 80 人启程进京，参加由北京大

学歌剧研究院制作的歌剧《钱学

森》的排练和演出。

据了解，此次吉林省交响乐

团和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合作

的 歌 剧《钱 学 森》，是 为 纪 念 钱

学森百年诞辰而创作的。吉林

省 交 响 乐 团 团 长 张 浩 表 示 ，此

次歌剧《钱学森》的排练演出是

吉林省交响乐团与北京大学歌

剧 研 究 院 的 第 二 次 合 作 ，也 是

乐团打开市场的重要途径。“ 歌

剧演出对于一支职业交响乐团

来 说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演 出 。 这

次和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的合

作，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可

以 提 高 乐 团 的 艺 术 水 准 ，开 拓

眼界。”

本 报 讯 （ 记 者 王 晋 军）

日前，贵州长生林业集团与迷笛

演出有限公司在 2012 北京迷笛音

乐节上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宣布

将于 8 月 23 日至 25 日 在 贵 阳 花

溪 举 办 2012 哟 嘎 迷 笛 音 乐 节 ，

共同打造实施贵州文化产业新

项目。

迷 笛 音 乐 节 是 由 北 京 迷 笛

音乐学校创 办 的 国 内 第 一 个 原

创音乐节，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成为现代音乐最响亮的品牌之

一。每年都有几十支国内外的

专 业 乐 队 自 愿 免 费 参 加 演 出 ，

更有成千上万狂热的观众从各

地蜂拥而来，欢度节日。贵阳市

花 溪 区 旅 游 局 局 长 刘 光 强 表

示，在我国，迷笛音乐节已逐渐

走向成熟。每逢音乐节举办之

日，年轻人呼朋唤友，相约至演

出 地 聚 会 ，听 中 外 大 牌 乐 队 的

现 场 演 出 ，近 年 来 已 成 为 他 们

恒 定 的 生 活 方 式 ，音 乐 节 能 促

进 都 市 的 文 化 繁 荣 与 旅 游 增

长。贵阳花溪举办 2012 哟嘎迷

笛 音 乐 节 ，正 是 看 到 了 这 样 的

价值和能量。

据悉，2012 哟嘎迷笛音乐节

是为期 3 个月的 2012 贵阳花溪之

夏艺术节的主打板块之一，此外

还有迷笛全国校园乐队大赛及贵

州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的演

出与展示，内容丰富多彩，地方特

色浓郁。

寻 找“ 小 美 人 鱼 ”
——记中央芭蕾舞团与约翰·诺伊梅尔的文化牵手

本报记者 刘 淼

张楠打击乐演奏“鼓韵华章”

对外经贸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举行

豫剧《刘青霞》展巾帼英雄光辉一生

张华勋诗歌书法展开幕

吉林省交响乐团与北大合作歌剧《钱学森》

2012哟嘎迷笛音乐节将办

走，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中国戏剧家延安行系列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胡 芳

晚会现场 高 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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