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边思玮 综合新闻 E-mail：zgwhbnews@163.com 电话：010-64275044

百家横议

本报讯 （记者李珊珊）中央

戏剧学院 2013 年招生工作日前

正式启动。京剧系、音乐剧系、

歌剧系全面恢复招生，戏剧影视

导演、舞台设计、戏剧创作、歌剧

表演 4 个专业的学制将从现有的

4 年 增 加 至 5 年，备 受 社 会 关 注

的表演系仍将维持每年 50 人的

招生规模。

2013 年，中戏新成立的音乐

剧系招收音 乐 剧 表 演 方 向 学 生

25 名 ；京 剧 系 招 收 京 剧 表 演 方

向 学 生 20 名 、京 剧 音 乐 伴 奏 方

向学生 5 名，对京剧系学生实行

免收学费政策；同时，恢复成立

的歌剧系招收歌剧表演方向学

生 25 名。此次招收的歌剧表演

方向学生为中央戏剧学院与中

国 歌 剧 舞 剧 院 联 合 招 生 、共 同

培养。

本报讯 （记者金晏）为纪念

刘伯承元帅诞辰120周年，33集电

视连续剧《刘伯承元帅》自12月19

日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该片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

广播电视总台、八一电影制片厂、

总后勤部电视艺术中心等单位联

合摄制，从刘伯承元帅早年入伍

开始，到其担任解放军军事学院

院长为止，展现了刘伯承元帅从

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

战士的革命历程和光辉业绩。

该剧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张玉中执导，刘伯承元帅由获得飞

天提名奖的演员刘之冰主演，刘伯

承元帅夫人汪荣华由获得 2010 年

第 30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

角的王嘉扮演。

“为孙儿庆生辰满心欢畅，百

岁人喜的是四代同堂。似这等花

团锦簇杨门少见……”12 月 6 日，

在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的长

虹京剧团排练厅内，50 多岁的刘

凤桐把《杨门女将》选段唱得有板

有眼，80 多岁的陈玉才将铜锣敲

得锵锵作响，这样的排练，长虹京

剧团已坚持了五十余载。

在享有“梨园之乡”美称的丰

台，活跃着 60 支业余戏曲团队，京

剧团是其中的主力。未来，这个

位于北京西南的城区将依托戏曲

资源荟萃的优势，打造中国戏曲

文化中心，将京剧变成一 门 听 得

懂、学得会、传得开的艺术。

集万般宠爱于一身

“丰台是金中都所在地。作

为 中 国 古 代 戏 曲 文 化 的 集 大 成

者，金院本（舞台艺术的一种，元

杂剧的基础）在此时达到鼎盛，奠

定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基石。”

中国戏曲学院党委书记张凡曾如

此评价丰台与戏曲的渊源。

“不仅如此，丰台打造戏曲文

化中心的优势还源于其得天独厚

的 文 化 资 源。”丰 台 区 文 委 主 任

王虹说，北京市乃至全国没有哪

个区像丰台一样，集结了中国戏

曲 学 院、中 国 评 剧 院、北 京 京 剧

院、北京市曲剧团、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研究中心和

院团。

长虹京 剧 团 团 长 郭 贞 形 容

自己的剧团现在“集万般宠爱于

一 身”。 她 介 绍，相 比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京 剧 团 为 演 出 四 处“ 化

缘”的 窘 境，近 年 唱 戏 的 环 境 明

显改善了。丰台区文委、教委和

各街道办事处鼎力支持，专业演

员亲自辅导，让他们敢于挺直腰

板 唱 京 剧 。 令 大 伙 儿 颇 为 自 豪

的 是，2005 年 以 来，长 虹 京 剧 团

先 后 演 出 了 整 本 的《秦 香 莲》、

《红 灯 记》、《赵 氏 孤 儿》、《智 取

威 虎 山》、《杨 门 女 将》，连 续 多

年 被 评 为 丰 台 区 十 佳业余演出

团队。

今年《杨门女将》的排演就是

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副会长王

如昆手把手指导的。他表示，长

虹京剧团的演员跟科班出身的京

剧 演 员 不 一 样，他 们 痴 迷 京 剧，

但岁数又较大，对基本功的要求

不能太苛刻，还得因势利导让每

个 人 都 上 台 展 示 。 令 他 欣 喜 的

是，这个京剧团已经走出了自娱

自乐的小圈子，排了戏之后会拿

到社区演出，将京剧艺术奉献给

大 众。“ 京 剧 在 丰 台 需 要 的 是 唤

醒，他们正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王如昆说。

既传统又时尚

锣声起，京胡响，生旦净末，

一一登场，演员的范儿起来了，观

众 的 胃 口 也 被 吊 起 来 了 。 在 丰

台，除了长虹京剧团，卢沟桥乡的

隆韵戏社、马家堡街道的和韵京

剧团等团队都自觉承担了丰富百

姓文化生活的责任，逐渐锻造出

了一支支“打不散、演得动、叫得

响”的戏曲团队。

“为社区 服 务 、大 家 在 一 起

唱戏、给爱好者 提 供 活 动 场 所 ”

是 和 韵 京 剧 团 团 长 李 栩 对“ 国

粹 艺 术 进 社 区 ”的 理 解 。 作 为

北 京 第 一 家 社 区 京 剧 团 体 ，和

韵 京 剧 团 通 过 周 末 百 姓 大 舞

台、夏日广场等形式弘扬京剧艺

术。李栩介绍，京剧团成立以来

排演了 20 多出经典剧目，20 多个

团员常年坚持参加活动，经过多

年的训练演出，团员的演出水平

不断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在

不断提高。

更令人欣喜的是，京剧名家

也加入到了繁荣京剧文化的队伍

中。今年 10 月 4 日，由王蓉蓉、杜

鹏、王金钟等名家参演的“梨园丰

收”戏曲晚会在丰台区万芳亭公

园文化广场上演。经典京剧剧目

《铡美案》、《赵氏孤儿》、《沙家浜》

让戏迷们过足了瘾；各街道的票

友也一展拿手好戏，唱念做打有

腔有范，显示了“梨园之乡”的文

化底蕴。

这只是 2012 丰台时尚戏曲文

化节的一部分。此次文化节囊括

了 戏 曲 演 出、展 览、讲 座 等 多 个

项目，既有展现戏迷唱功的演唱

大赛，也有时尚高端的多媒体戏

曲 奇 幻 秀，观 众 可 以 穿 戏 服、绘

脸 谱 、做 戏 曲 健 身 操 …… 在 丰

台，京剧变成了百姓畅享的时尚

梨 园 盛 宴 。 据 悉 ，“ 十 二 五 ”期

间 ，丰 台 21 个 街 道 乡 镇 每 个 将

至 少 拥 有 一 支 能 登 台 演 出 的 戏

曲队伍。

传承从娃娃抓起

老一辈 戏 曲 人 深 知 传 承 才

能留住京剧的根。于是，在丰台

的 小 学 课 堂 里 便 流 淌 出 了“ 咿

咿 呀呀”的腔调和“ 像那么回事

儿”的 唱 段，老 戏 迷 们 拥 有 了 小

粉丝。

郭贞已经找到了传人——8岁

的孙子陈鹏鹤。虽然小鹏鹤还在

读小学二年级，但打小受熏陶的

他已能唱 6 段戏了，小家伙最喜欢

唱老生。郭贞说，和孙子一样，东

高地一、二、三、四小，南苑四小及

东高地中学均开设了京剧课，吸

引学生上千人。“我刚开嗓时孩子

们都捂耳朵，听多了慢慢开始喜

欢，小手比划着也能唱段子了。”

郭贞回忆。

早在 2008 年，丰台区包括赵

登禹学校在内的 32 个 试 点 学 校

就 开 展 了“ 京 剧 进 课 堂 ”工 作 。

今年 12 月 4 日，丰台区东高地教

育 集 群 创 建 了“ 京 剧 进 校 园、进

课 堂”实 验 基 地，知 名 京 剧 演 员

将走进集群内各学校，免费教授

戏曲艺术，弘扬京剧国粹。创建

仪 式 上 ，400 名 学 生 齐 唱《定 军

山》、《穆桂英挂帅》选段，让新老

戏迷颇为感慨。

东高地地区文体协会副会长

张允忠透露，为了将京剧融入学

校的多个学科，除了音乐课教唱

京剧、讲授基本知识外，还将脸谱

绘画纳入美术课，将折子戏演出

送入课堂。另外，学校还对有特

长的学生开设了京剧提高班。

“京剧进课堂的意义不仅是

对京剧本身的学唱表演，更是让

京剧中的道德元素、语言元素和

艺术元素实现传承，让传统文化

焕发时代魅力。”王虹表示。

眼下，隆冬时节的八百里河

套虽然是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但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专业

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心中燃烧着

一团火。眼看着元旦、春节、元宵

节将接踵而至，他们忙碌着自编

自演文艺节目，准备在即将来临

的传统节日中一展风采。

今年是东环办事处举办社区

文化艺术节的第 3 年，每年 5 天的

文化节让老百姓享受到了丰富的

文化大餐。除社区文化艺术节外，

东环办事处还把每周周六、周日定

为社区居民文化活动日，提供场地

供辖区居民演出活动使用。在解

放办事处，以社区居民为主组建

的百人合唱团正在以十八大精神

为主题赶排文艺节目，用歌声表达

社区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赤子

之心。中老年合唱团表演、二人台

演出、露天舞会、歌舞表演……在

临河区，自编、自演、百姓共享的

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

在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协会充

分利用农闲时间和春节等重大节

日开展歌咏比赛、秧歌大赛等文化

活动，近年来累计举办演出1000余

场，观众达 5 万多人次。双河镇进

步村的王海宽农民文化大院、八一

办事处长丰村的蒋新荣文化大院、

曙光办事处的杨子明文化大院等

经常开展扭秧歌、打腰鼓、读书、看

报、下象棋等活动，为丰富农村群

众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这些业余文艺团体和文化大

院之所以能够常年坚持活动，除

了基层百姓的热情参与，还受益

于专业文化干部的热心辅导。根

据群众文化活动出现的新特点，

临河区文体局今年在城区开展了

对排舞、健身球操、扇子舞等 6 个

新项目的辅导，在农村开展了二

人台小戏和小品的编排指导。目

前，全区共组建有文艺表演队伍

68 支，群众文化艺术协会 20 个，基

层分会遍布城乡，发展会员 1620

人。近年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7000 余场次，受众达 15 万人次。

临河区现有正常营业的电子

游戏及游艺厅、歌舞厅、网吧等文

化经营单位近 300 家。为进一步

规范文化市场管理，促进产业发

展，临河区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共

文化娱乐场所的整治力度。

面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上网、

游戏厅开设赌博机等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临河区文体局建立了日

常监督检查长效管理机制，坚持每

日巡查，实行实名制登记，建设监

控平台，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等作为网吧义务监督员，进校园

开展教育引导。区文体局工作上

坚持督查依法、保护合法、打击违

法、取缔非法的“四法”标准，得到

了广大群众和经营户的支持和认

可。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的案例发

生 率 由 2010 年 度 的 3.4%下 降 为

2011 年度的 0.3%。

在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力度的

同时，临河区文体局把提高公共

文 化 服 务 水 平 摆 上 重 要 议 事 日

程。目前临河区已完成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的

建设任务，建成共享工程信息系

统和电子阅览室，充实了公共图

书馆的文献馆藏量，新进图书 2 万

余册。建成车站办金税社区、北

环办地税小区等 6 个高标准的流

动 图 书 点 ，并 配 送 图 书 5000 余

册。“草原书屋”覆盖全区行政村，

农村群众普遍受益。

临河区文体局局长王春叶对

记者说，近几年，临河区争取国家

及 地 方 各 级 文 化 体 育 项 目 资 金

961.5 万元，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

7 个、村级综合文化活动室 46 个、

文化大院 5 个、草原书屋 156 个、

社区文体活动室 20 个，并且为这

些文化站、文化室全部添置了桌

椅、图书等文体活动设施。今年

又投入 40 多万元，完成了金川、汇

丰、解放 3 个社区服务中心文体活

动器材的配备。

让京剧听得懂、学得会、传得开
本报驻北京记者 王晓风 李 雪

冬日里，文化暖人心
———内蒙古巴彦淖—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公共文化建设纪实尔市临河区公共文化建设纪实

本报驻内蒙古记者 阿勒得尔图

中戏“新三系”招生工作启动

《刘伯承元帅》央视播出

据媒体报道，从事儿童音乐

工作 40 多年、创作 1000 余首儿

歌、被称为“儿歌爷爷”的著名词

曲作家吴颂今，在广东佛山遭遇

盗版和侵权官司困扰。今年 7

月，他将侵权的 5 家单位告上法

庭。12月12日，他收到法院判决

书，法院责令其中 3 家侵权单位

赔偿共计 400 元。吴颂今发微博

称之为“白菜价”，并感慨：“这哪

是对著作权的保护？唱儿歌的人

很开心，写儿歌的人很伤心。”

有网友将此案例称为“史上

最低音乐侵权赔偿案”。而该案例

则让我想起“《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的故事——传说《十五的月亮》

的稿费才 16 元，而演唱者一开

口，就可得到十几万元到数十万

元的出场费，同样是一首歌，报酬

的差距就是这么大！不仅歌曲

创作报酬低，而且被大量滥用、被

违法出版，还遭遇维权异常艰难

的困境。我国著名音乐人谷建

芬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音乐

人维权难的事情。为儿歌事业

倾注了太多心血的“儿歌爷爷”

的维权遭遇，便是生动的一例。

有一句老话，叫做“著书都

为稻粱谋”。歌曲词曲作者也不

例外。可是，词曲作者创作出一

首歌能拿多少报酬，似乎没有一

个统一标准；被侵权之后，连一

些德高望重的词曲作家的权益

都得不到保护，那些普通词曲作

者的利益就更别提了，有的连养

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又如何有尊

严、有激情、有责任感地创作？

尤其目前儿歌创作的经济效益

明显偏低，专业创作者已越来越

少，大有断档之势，儿歌市场因

此日益衰败。

在这种情况下，儿歌被侵权，

法院判赔“白菜价”，据说“连来回

取证、出庭的路费都不够”，这哪

里是对著作权的维护？虽说 400

元比起 16 元已高出一大截，但如

今 400 元的购买力能否抵得上上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 16 元，很难

说。“白菜价”的判决结果更会伤

害词曲作家的心，挫伤他们继续

创作的积极性。长此以往，投身

这一行的创作者恐怕会更加稀

少，谁还会为我们这个社会、为我

们的孩子们写歌呢？

儿歌侵权判赔“白菜价”，带

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不能有

效惩罚侵权人，盗版或许更猖

獗。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

在许多领域仍广泛存在，特别是

在对音乐作品的使用上。正如一

位网友所说：“侵权事件必须严

打，知识产权受到保护的程度，意

味着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水平。

我们需要发展，我们需要创新，但

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最终看

到的只能是一个‘山寨’大国！”而

400 元的赔偿判决，连侵权人的

“皮”都蹭破不了，更莫说遏制侵

权行为，保障创作者的利益，维护

文化的尊严了。

除了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窃以为，要想破解上述难题，

当务之急是要扭转盗版者、侵权

者违法成本低，被盗版、被侵权

者维权成本高的现状。否则，将

出现权利人维权成本过高且找

不到维权律师，侵权者违法成本

低廉从而大肆盗版的尴尬境地。

儿歌侵权岂能赔儿歌侵权岂能赔““白菜价白菜价”？”？
何勇海

中国中华老字号博览会于12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重庆、河北、江苏、广东等14个省

区市的160余家老字号企业，有1000余种商品参加展销。此外，本届博览

会还专辟展厅举办了老字号创新成果展，宣传展示老字号在产品、包装、

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图为博览会现场。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

红 通讯员刁定宏）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今年迎来百年华诞。12 月

18 日上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在该馆广

场举行。活动当天，该馆还举行

了百年馆史展和粤港澳地区图书

馆建设与创新服务高峰论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创办于

1912 年，其前身为广雅书局藏书

楼。作为广东的总书库与全省文

献信息服务中心，百年来，中山图

书馆秉承“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的宗旨，将一座传统的藏书楼改

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并

逐步发展为集文献借阅、数字化

服务、多元文化活动于一体的现

代图书馆。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季

羡林说佛遗稿汇编》近日由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12月

16 日，该书新书发布会在山东济

南三联书店举行。

《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一书

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由季老挑

选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

高僧大德的偈语或诗句，并以毛

笔书法形式书录，将季羡林先生

说 佛 的 珍 贵 遗 稿 呈 现 给 读 者。

《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一书为

每篇书法作品都配上了通俗易

懂的释文和注解，全面回顾并梳

理了季羡林先生佛学研究的各

个阶段。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杨渊

通讯员李海涛）由山西省文化厅主

办、山西省群众艺术馆承办的第二

届山西省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员

技能大赛于12月13日落下帷幕。

大赛分群众文化能力测验和

个人才艺展示两个环节，由全省

11 个市的文广新局推荐当地多才

多艺的乡镇文化站文化辅导员参

加比赛。经过初赛、复赛等层层

选 拔 ，23 位 文 化 辅 导 员 进 入 决

赛。最终，长治县南宋乡文化站

辅导员裴璐璐等获得一等奖。本

次活动促进了基层文化工作人员

的交流与学习，提高了基层文化

工作者的技能水平。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

莹）近日，“文鼎中原——长篇小说

精品工程优秀作品”颁奖典礼在河

南省南阳市社旗县举行。颁奖典

礼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以来

河南省的长篇小说创作情况进行

了全面总结，并从征集到的百余部

参评作品中，评选出李佩甫的《生

命册》、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乔

叶的《拆楼记》等22部优秀作品。

由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

学院联手启动的“文鼎中原——长

篇小说精品工程”以冲刺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为着力点，旨在全面提高

河南文学创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

原作家群的影响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迎百年华诞

《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出版

专家研讨当下动漫产业发展

山西省乡镇文化员比拼文艺才能

河南为优秀长篇小说颁奖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杨洪

文 通讯员潘姝含）近日，云南玉

溪聂耳大众文化小分队在云南省

澄江县凤山公园的演出，拉开了

“十八大精神进万家”云南玉溪文

艺巡演的序幕。

据玉溪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普洪光介绍，为了让人民群众

更好地了解十八大精神，玉溪市的

专业文艺团体把十八大提出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编排到文艺

节 目 之 中 。 预 计 到 明 年 1 月 中

旬，玉溪聂耳大众文化小分队将

在 全 市 9 个 县 区 完 成 第 一 次 巡

演，之后，将把全市的 2000 支业余

文艺队发动起来，依次在乡镇、

村组开展演出。在演出间隙，工

作人员还给观众分发了《玉溪市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简明100

问答题》。

云南玉溪举办“十八大精神进万家”巡演

本报讯 （记者陆璐）12 月 18

日，由北京市东城区政府、中关村

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

会联合主办的“2012 中国卡通产

业论坛——创意雍和动漫论坛暨

天下动漫风云榜颁奖礼”在北京

举行。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领

导、业界知名机构的负责人、专家

学者以及动漫、传媒、出版、投融

资等领域的业界精英参会。

在创意雍和动漫论坛上，与

会 嘉 宾 围 绕 动 漫 与 新 媒 体 、动

漫 与 资 本 、动 漫 版 权 保 护 与 运

营 等 议 题 进 行 了 研 讨 和 交 流 。

同 期 举 行 的 2011—2012 年 度 天

下动漫风云榜颁奖礼，揭晓了年

度风云事件、年度风云人物、年

度动漫作品、年度动漫形象等 8

个奖项。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12 月

19 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协

办的“顾毓琇教授诞 辰 11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在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举

行。活动包括顾毓琇教授 110 周

年诞辰纪念大会，顾毓琇生平成

就 展 和 顾 毓 琇 教 授 塑 像 揭幕仪

式，顾毓琇教授 110 周年诞辰纪念

音乐会。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

央音乐学院当日举行了顾毓琇作

品音乐会。音乐会的曲 目 是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的 作 曲 教 师 在 顾 毓

琇 原 作 基 础 上 的 创 新 成 果 ，其

中 声 乐 作 品 以 顾 毓 琇 的 诗 歌 为

词 重 新 创 作 ，器 乐 作 品 则 根 据

顾 毓 琇 所 修 订 的 古 谱 做 了 全 新

编配。

顾毓琇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前

身——国立音乐院的创始人和首

任院长，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

的杰出代表，在科学、教育、文学

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同时是国际公认的电机权威和控

制理论先驱。顾毓琇文理双通，

学贯中西，一生共出版自然科学、

文学、音乐作品 60 余部，是当代著

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享

誉海内外。顾毓琇秉持现代科学

和人文精神，自强不息、积极入

世、备受赞誉，赢得了国人乃至世

界的敬重。

音乐界学术界纪念顾毓琇诞辰11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