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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4日、5日，来自俄罗斯国家芭

蕾舞团的“天鹅”，将分别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和北京保利剧院翩翩起舞，献上芭蕾经典《天

鹅湖》。此次也是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首次在

中国进行同城双馆演出。

自《天鹅湖》1877年 2月于莫斯科皇家剧院

首演之后，经过不断地重新编排，成为了世界上

最出名的芭蕾舞剧，也是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

保留剧目。据载，近年来携舞剧《天鹅湖》访华

演出的国际芭蕾舞团不少于 40 个，芭蕾舞《天

鹅湖》每年进行访华演出不低于 50 场次，都用

不同的文化和角度来诠释这部经典名作。

去年，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员身材匀称、舞蹈整

齐、幕景古典等都让观众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据悉，相较去年的巡演，今年俄罗斯国家芭蕾

舞团将携超豪华班底访华。 （嘉 纳）

本报讯 （记者刘淼）4月 7日，历时 25天的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

展演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落幕。

展演期间，60 余名青年演员演出了《杨门

女将》、《红娘》等 17 台大戏、13 出折子戏和一场

京剧演唱会，张春华、刘长瑜、李维康等京剧表

演艺术家为青年演员们指导、把关。

闭幕式上，李博、张浩洋、张兰等参与展演

的 40 余名青年演员依次登台表演，以“青春之

声”“红色之声”“武戏集锦”“经典之声”4 个篇

章进行了展示。每人短短几分钟的亮相，凝聚

了青年演员们 20 多天甚至一年来的努力。最

后，全体演员共同唱响《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

唱段“接过红旗肩上扛”。

在此次展演中，国家京剧院还组织了 3 次

专家问诊把脉会，邀请张春华、刘长瑜、赵葆秀

等老艺术家为演员们的表演进行点评。

本报讯 （记者张婷）享誉世界的奥地利合

唱大师采恩应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的邀

请，于 4 月 5 日至 14 日来华对其进行为期 10 天

的艺术指导。这也是采恩首次与亚洲国家级合

唱团合作并设大师班。

采恩是奥地利合唱界元老级人物，在“世界

歌剧中心”、世界三大最著名歌剧院之首的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工作 30 多年，其中担任合唱团团

长 12 年之久，与卡拉扬、祖宾·梅塔、帕瓦罗蒂、

多明戈等世界知名音乐家及乐团有过默契合

作，并在慕尼黑国家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萨尔

茨堡艺术节等世界各地的重大演出中作为独唱

音乐家呈现非凡的艺术魅力。

据悉，此次大师班将于 4 月 14 日在北京音

乐厅上演一场音乐会。采恩将亲自执棒，为中

国观众奉上一场合唱盛宴。

本报讯 由京沪等地语言艺术家联袂打造

的新媒体情景诗《追梦·中国》，日前正在紧锣密

鼓地赶排。

《追梦·中国》主创班底成员大部分曾在前

几年参与过轰动全国的大型诗剧《红色箴言》

的 创 作 、演 出 。 领 衔 主 演 、朗 诵 家 丁 建 华 表

示，她通过电话、面谈，邀集昔日一起创作、演

出《红色箴言》的伙伴们，表达了再创作、演出

一部大型诗剧的强烈心愿。闻讯，无论是在

北京的瞿弦和、凯丽、吴京安、康庄等，还是在

上海和杭州的严晓频、赵静、王建新、刘家桢、

刘忠虎等，都纷纷表示愿意参与这项富有意

义的创作、演出。连正在养病的老搭档、语言

艺术家乔榛也打来电话，要求为这台诗坛盛

会尽心出力。艺术家们的赤诚心愿，很快就

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上海市文联

和上海戏剧学院主要领导专门抽出时间，分

别与主创人员深入讨论剧本，精心策划演出，

并嘱咐承办单位认真组织、协调，尽力支持此

剧的创作演出，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上

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戏剧学院演艺中心和

上海壹心文化传媒等单位联合承办该项目。

上 海 文 化 发 展 基 金 会 也 已 及 时 划 拨 部 分 资

金，资助该剧创作。

目前，该剧导演刘志新、编剧王哲东正与丁

建华等主演一起推敲、修改诗稿；音乐、舞美、灯

光、音响、服装等主创团队也已启动各自工作，

力保该剧在内容上更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愿

景，在结构上更兼有磅礴大气与入微细腻，在表

达上要做到严谨标准与亲和沁人。 （黑 妹）

本报讯 （记者张婷）中央音乐学院与北京

舞蹈 学 院 协 同 创 新 培 养 高 端 舞 蹈 创 编 人 才

计 划 成 果汇报音乐舞蹈晚会——《音舞集》，

于 4 月 7 日、8 日，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

蹈学院各演一场。

晚会上，《光阴的故事》、《母亲》、《梅·枝》等

共 11 个节目以自身的音乐特点和舞蹈语言，给

现场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值得一得的是，此次晚会所有的演出节目

均为两院学生共同完成，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的学生负责编曲，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编导系的

学生负责舞蹈的排演。

本报讯 （记者李琤）近日，由空政文工团带

来的歌剧《江姐》在北京中央党校演出，拉开了第

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全国巡演的序幕。

从 4 月起，歌剧《江姐》深入基层、农村、学

校、厂矿，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到江姐

的故乡自贡，再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为

社会各界和部队官兵演出。

可爱的娃娃脸、甜美的笑容、爽朗的性格，第

五代“江姐”的扮演者、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王

莉，给人的印象是个邻家女孩，很难与革命英雄

江姐联系在一起。然而王莉凭借着努力、拼搏，

拿到了中国众多权威声乐比赛中美声唱法的第

一名。在第五次复排的歌剧《江姐》中，王莉凭借

独特的嗓音、丰富的舞台经验和过硬的政治觉

悟，从百余位“江姐”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接棒演

绎第五代“江姐”。

自 2007年起至今，王莉已在全国演出《江姐》

近百场。对于“江姐”形象的演绎，王莉首次采用

美声、民族、通俗 3 种唱法来表现，同时服装造型

更趋年轻化、时尚化，再配以多媒体的舞美灯光，

目前的这个版本又被称做青春版《江姐》。

为了让新版《江姐》更接近年轻观众，剧中的

演员除了甫志高的扮演者外，其余的演员甚至包

括群众演员都是清一色的“80后”。

在歌剧表演方面，王莉的演绎充分表现出江

姐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母亲温婉柔美的舞台形

象，使得江姐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富有感染力，

保持并发扬了这部经典歌剧在当今时代的艺术

魅力。在配器上，青春版《江姐》不像以前那样

“要不就是纯管弦乐，要不就是民乐”，而是摸索

中西结合的最和谐效果。服饰也重新设计，服

装的样式变得更有女人味，江姐的围巾也由布

的换成了纱的，可以表现出人物轻盈的美感。

王莉透露：“不久的将来，歌剧《江姐》将要

被拍成歌剧电影。虽然《江姐》在 35 年前已被

拍成电影，但局限于当时的条件，很多内容无

法表现出来。随着现在的电影技术手段的发

展，实景加棚内搭景能够更加逼真地还原当时

的情境，让歌剧电影《江姐》还原一个更真实的

江姐。”

郭淑珍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

声乐教育家，她的艺术造诣和教学成果早已被

国内外音乐界所 公 认 。 几 十 年 来 ，郭 淑 珍 身

体 力 行 ，用 自 己 优 美 的 歌 声 带 给 了 人 们 无 比

的 欢 乐 ，以 诲 人 不 倦 的 精 神 为 祖 国 声 乐 艺 术

的百花园培育了无数美丽的花朵。在中国音

协设立的金钟奖中，郭淑珍获得了第六届“终

身成就奖”。

投身歌唱艺术

郭淑珍于 1927 年生于天津的一个小商人家

庭，儿时的她开朗活泼，喜爱跑跳、打球等体育运

动。她从小就喜爱歌唱，由于嗓门儿大，声音好，

人们便送给她一个“大喇叭”的绰号。郭淑珍在

上小学时唱歌总在班里名列前茅，当时她遇到了

一个非常好的音乐老师，这位老师在音乐课上

教学生识五线谱和练二部重唱，郭淑珍对这些

非常感兴趣，她总是既敢唱又唱得好，常常受到

老师的表扬。郭淑珍说，她的音乐才能的发展

得益于小时家庭、周围环境以及学校老师的教

育等多方面的影响。当年天津卫流传的戏曲、

曲艺等，都在她的记忆中留下过深深的印象，由

于母亲喜爱这类民间艺术，她便在母亲的影响

下接触了许多戏曲名家的表演，而这些具有丰

富养分的中国传统艺术，对于郭淑珍早年的学

习乃至一生的歌唱追求，起到了极好的积淀与

熏陶作用。上中学后，郭淑珍参加了当时的青

年会合唱团，在那里，她开始真正接触到歌唱艺

术的训练，并参加了亨德尔《弥赛亚》、张肖虎

《圣诞曲》等作品的演唱。

郭淑珍真正学习声乐是从上北平艺专开始

的。1946 年，19 岁的郭淑珍在天津考取了北平

艺专，但在入学问题上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

亲认为学音乐是“下九流”、当“戏子”，说什么也

不让她去。第二年，郭淑珍到北平报考助产士

学校，正赶上艺专也在北平招生，她便随别的同

学一起去报考。来到考场上，主考老师赵梅伯

一眼便发现了她，他对郭淑珍说：“你不是去年

考上了吗，怎么没来上学？”郭淑珍说：“我今年

又来了。”赵老师说：“那你就不用唱了，就算录

取了。”考试通过得倒是顺利，但父亲死活不让

她去，最后还是郭淑珍的表舅帮了忙，他对郭淑

珍的父亲说：“这孩子是个唱歌的天才，她学的

是艺术，不是戏子。”经过一番苦劝，父亲终于松

口说不管了，不管就是同意，就这样，郭淑珍走

进了艺专的大门。

进入艺专后，郭淑珍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启

蒙老师，这位老师是一个德国学派的美国女中音

歌唱家，名叫珍妮·汉基，她有着很好的教学方

法，精通歌剧和室内乐，郭淑珍随她学习，在声乐

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汉基夫人离开了学

校，赵梅伯又成为了她的主科老师，如今郭淑珍

每当提起这两位老师时，总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受

益匪浅。

1949 年秋，北平艺专并入中央音乐学院，郭

淑珍就此成为其中的一员，她开始在沈湘的门下

学习声乐。经过不懈努力，郭淑珍在声乐演唱和

表演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逐渐从一个单纯的

声乐爱好者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全面修养和演唱

技能的专业歌唱家。

1952年，郭淑珍以优异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并留校任教，第二年，她被选派为国家第一

批赴苏留学的调干学生，就此进入莫斯科音乐

学院深造。留学期间，郭淑珍投身在当时苏联

最好的教师之一——苏联人民演员、莫斯科大

剧院声乐指导叶·克·卡杜尔斯卡娅门下学习声

乐，同时跟随著名表演艺术家格·克里斯奇和

穆·梅里特采尔学习歌剧表演。郭淑珍在苏联

留学时受到了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和严格、正规

的训练，对于当时还很年轻的她来说，这无疑是

一个打开视野、接触广阔艺术天地的大好机会，

为了抓紧一切时间多学东西，郭淑珍近乎苛刻地

要求自己，她对每门功课、每种声乐技巧训练及

每次艺术实践都毫不怠慢，常常进行几十次甚至

上百次的练习。

活跃于音乐舞台上

郭淑珍的勤奋与刻苦没有白费，当她还在莫

斯科音乐学院读二、三年级时，先后参加了第五、

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音乐比赛，分别获得了

三等奖和一等奖。当时国际上最大的音乐比赛

就是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音乐比赛，因为只有这

样的比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手

才都来参加，郭淑珍在第六届比赛上技压群芳赢

得桂冠。当时，意大利著名歌唱家迪托·斯蒂帕

代表评委会向郭淑珍授予一等奖奖状和金质奖

章，并预言这位中国年轻歌唱家会有远大前程。

1958年，郭淑珍迎来了一个好机会，当时，苏

联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和乌克兰里沃

夫市立大剧院要先后上演柴科夫斯基的歌剧

《叶甫根尼·奥涅金》和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

生涯》。此时的郭淑珍还是莫斯科音乐学院五

年 级 学 生 ，为 了 学 习 歌 剧 艺 术 和 增 强 艺 术 实

践，郭淑珍毅然报名参加了主要角色的选拔，

最后，她竟战胜了众多竞争者，成为了这两部

歌剧主要角色的首选演员。之后，她又依靠自

己出色的演唱技巧、独特的声音魅力和扎实的

表演功底，成功地塑造了这两部歌剧的女主角

塔姬雅娜和咪咪，她的精彩演唱和表演受到了

苏联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从莫斯科音乐学

院毕业后，郭淑珍又受苏联文化部的邀请，到

苏联其他城市的歌剧院演出这两部歌剧，所到

之处均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1959 年，郭淑珍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央歌

剧院当演员，同时也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

师。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国内外的音乐舞台

上频繁露面，在无数次重要的音乐会上用中、俄、

德、意、英等多种语言演唱世界著名歌剧选曲、艺

术歌曲和中国民歌。1962年，在中央歌剧院上演

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她再次饰演了该

剧的女主角塔姬雅娜，受到了中国观众的肯定与

欢迎。她曾多次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独唱音乐

会，其成绩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高

度赞扬。此外，她还随中国艺术团、中国青年音

乐家代表团等单位，先后出访过苏联、德国、奥地

利等国家和地区。

郭淑珍是一位在艺术上认真而执著的人，在

苏联留学期间，她向世界一流声乐专家学到了作

为优秀歌唱家所应具备的知识与技巧，同时通过

多方面修养的不断积淀，养成了纵深审视、整体

把握的审美习惯。对待作品，她选择的是忠实于

原作的态度，主张在充分、准确表达作曲家原意

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唱者本人的艺术想

象力和创造力。为此，她在演唱作品时，常常为

弄懂作曲家的原意而不厌其烦地钻研和考证。

当年饰演塔姬雅娜时，为了准确塑造角色形象，

她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中、俄文版的普希金原著，

同时借助同时代其他文学家、评论家和画家的作

品，努力在原作、史料及自己的想象中寻找契合

点。通过反复比较和揣摩，终于找到了既与原作

吻合又符合自己想象的塔姬雅娜形象，从而在演

出中取得了成功。

作为一位真诚而严谨的音乐家，郭淑珍在自

己的演唱生涯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她不仅在演唱西洋传统作品上具有权威性，

且在演唱中国声乐作品上也同样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在演唱时，她将西洋发声方法与中国语言

的声韵特点结合起来，同时融合中国诗词歌赋的

吟诵韵调，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

真正达到了字正腔圆的效果。郭淑珍演唱的《黄

河怨》，音乐的表达与处理感人至深，她的演唱不

仅表达出了一个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的中国

妇女的痛苦心声，更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整

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继而唤起了人们内心强

烈的悲愤之情。为了表现出那种催人泪下的音

乐效果，郭淑珍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借鉴了现代京

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母亲哭儿媳时惨烈情

感的表达方法。

作为一代最有影响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郭

淑珍走过的是一条虽有曲折却辉煌的路。她除

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演唱 7 年之久外，一直是

中国音乐舞台上最活跃的歌唱家之一。她在自

己漫长的歌唱生涯中，积累了大量中外优秀歌剧

选段、艺术歌曲及民族创作歌曲等作品，还曾为

电台、唱片社录制了很多音乐节目及唱片。

从事声乐教学，让她桃李满天下

郭淑珍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歌唱家，还是

一位卓越的声乐教育家。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

中，她先后教过数百位中外学生，其中包括邓韵、

郭燕愉、温燕青、孟玲、方善初、王秀芬、周亨芳、

韩芝萍、杨瑞琦、么红、黄静、郑莉、潘淑珍、张立

萍、刘小莉、孙东方、张国敏等在国内外乐坛大放

异彩的新一代歌唱家。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郭淑珍总结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她在教学中狠抓基础训练，帮

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歌唱方法，提高心理及精神素

质，同时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全面修养并发挥学

生的内在潜力。郭淑珍在教学中有着丰富的经

验和分析判断力，能够敏锐地发现学生演唱中的

各种问题并以 针 对 性 很 强 的 方 法 予 以 解 决 。

当时的邓韵唱了多年的花腔女高音，然而正当

她最走红时却发现自己的声带出了问题，每唱

完一次后总要休息两天才能再唱。邓韵很着

急，就托人找郭淑珍，希望成为她的学生。郭

淑珍起先不答应，而邓韵却软磨硬泡了很长时

间，终于入到了郭淑珍门下。郭淑珍经过重新

判断和施教，竟然发现邓韵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女中音，由于以前声部上判断的错误，才导致

了她演唱上出现一系列问题。为此，郭淑珍对

邓韵进行了技术上的重新改造，使邓韵很快成

为了一名优秀的女中音歌唱家。后来邓韵成

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签约演员，每当提起郭

淑珍对她的帮助，她总是怀着一种感激不尽的

特殊心情。

郭淑珍非常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事业心

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的培养。她主张要做一名

好 的 歌 唱 家 ，首 先 要 做 一 个 好 人 ，要 真 诚 、朴

实、与人为善、不哗众取宠，要对自己所从事的

事业无限热爱，继而认真严肃地对待它，再有

就是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开始培养自己的毅

力，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业，她认

为这些都是成为一名优秀歌唱家所必备的素质。

郭淑珍多年来在声乐教学上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为此她曾获得过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国

家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文化系统先进

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多种奖项和称号。

近年来，她多次担任国内、国外重大声乐比赛的

评委，同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任研

究生导师。

如今，年过八旬的郭淑珍仍然活跃在声乐教

学领域中，她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以平生所学

及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再为自己所珍爱的声乐

艺术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尽一份力。

歌声飘四海 桃李满天下
——记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

景作人

《音舞集》展现两学院办学成果

新媒体情景诗《追梦·中国》将公演

俄国家芭蕾舞团将来华演《天鹅湖》

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展演落幕

采恩首次执棒国交合唱团

在这个流行“拼爹”的年代，与某些被聚

焦的官员们刻意渲染自己并无父辈的从政

背景相比，最不忌讳“上阵父子兵”的恐怕就

是文艺圈了。

古往今来，人们对书香门第、艺术世家一

直倍加推崇，晋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争艳的

“二王”笔法，宋有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父

子，都是大文豪”的传世佳话。文艺领域子承

父业、一门英豪的故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到了现代也如是，与官二代、富二代同样引人

关注的，还有星二代。

星二代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族。由

于父辈的被聚焦，星二代往往从小就光环缠

身，成为各种八卦新闻和小道消息的主角。

面对常人梦寐以求的被关注、被聚焦，他们总

是显得那么被动和不情愿。顺风顺水的星二

代，从小到大，即便是像其他孩子一样不以

任何表演天赋见长地成长，他们的职业生涯

却也总被公众舆论期待和规划，盖上了“未

来之星”的印戳，仿佛作为星二代，面对父辈

铺垫好的机会和平台，不顺着台阶爬上去都

不够顺理成章。

星二代导演、演员们，从小就有各种机会

近水楼台地登台或在影视剧中客串角色，到了

职业选择的当口，星二代们从不用在人潮汹涌

的人才市场散传单一样派发简历，甚至不用接

受笔试、面试等层层筛选。戏曲界和声乐、器

乐领域还好，没点真枪实弹，都不好意思登台，

而门槛不高、导演说了算的影视圈，境况就完

全不同了，家里的一声招呼，就胜过同龄人四

处碰壁的东奔西走，星二代不是赢在了起跑线

上，而是他们的起跑线与普通人根本不在一个

场地内。

按说，站在父辈肩膀上往前走的星二代，

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比父辈做得更出色，可是，

放眼现在的星二代，不是打人丑闻就是夜店

丑闻，罢戏、罢演，总与颐指气使、骄横跋扈、

目中无人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二代则

色变，还真应了那句老话——自古雄才多磨

难，向来纨绔少伟男。

星二代现象，归根结底还是阶层固化的

一种体现，影视圈诚然门槛不高，但每年都被

媒体聚焦的艺考生们，在千军万马挤过一线

天后，苦读四年，毕业后为谋生四处走穴，终

年壮志未酬的大有人在，他们参加各类选秀

节目，心酸流泪多场，折戟沉沙几番，最后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这走到镁光灯下

的一小撮，星途还远远谈不上苦尽甘来，单

枪匹马能走多远始终是个未知数。相比之

下，星二代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通往成功

的康庄大道已经铺好，任你选择哪条，若从

商可从父辈那里得到经济和人脉支持，若从

艺更好，父辈的荫庇保你衣食无忧，免你辛

苦操劳。

星二代的人生轨迹，在《穷爸爸，富爸

爸》、《阶层是会遗传的》这些书里都可窥到

端倪，普通人看星二代，感慨的不是他们的

一帆风顺、纸醉金迷，而是唏嘘：为什么我们

为柴米油盐奔走折腰之时，他们却可以漫步

在璀璨的星光大道上。

星二代的星光大道
忽 忽

歌剧《江姐》剧照

艺术·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