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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崇高艺术理想 塑造国家艺术形象
——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艺术研讨会（歌剧、音乐会组）述要

吕育忠（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从 8 月 21 日开始国家院

团各自展现了风采，得到各界的好评。我们也创新工作模

式和方式，组建了知名艺术家、评论家和观众代表组成的评

论小组。我们想营造艺术讨论的氛围，起到为国家艺术院

团的发展建言献策的作用。同时也希望能通过艺术评论

引领风气，让更多的人关心艺术生产，关心时代精神的发

展，以提高民族的审美能力。艺术家和评论家应该是共生

的关系。一个时代的艺术要全面繁荣，必须要有一个好的

整体生态。文艺创作的繁荣，离不开健康的艺术评论及其

提供的理论的支撑。

艺术评论的作用是二维的，既有肯定艺术作品的历史

地位，将其经典化的一面，也有提出艺术作品的缺陷，使

之修改提高的一面。一段时间以来，艺术评论里批评的因

素相对较少，说好话、唱赞歌的多，进行严肃的艺术分析、

判断的少，这方面各界反映比较大。回顾一下上世纪 80

年代，艺术家与评论家的共生共赢的良性关系，评论家在

艺术创作全过程的积极参与，在彼此探讨中，在互相激发

下共同进步，当时艺术界的整体繁荣，评论家功不可没。

艺术评论代表一个时代从事艺术活动的见识和良知，有艺

术评论参与的繁荣才是完整的艺术繁荣。我们希望各位

评论家和院团创作者面对面切磋交流，畅所欲言，把我们

这个研讨的目的真正落到实处。

宋合意（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

编辑）：文艺批评是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艺评

论，对推动文艺创作，对促进舞台繁荣和文化市场健康发

展，对群众更好地欣赏文艺作品，都有很大作用。现在，中

央领导同志关心文艺评论工作，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都高

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公众期待更多高水平的文艺评论，这

也对《中国文化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更加努

力。最近，报社理论部开设了“艺海问道”文化论坛，邀请专

家学者和评论家、艺术家，就艺术领域里一些话题和热点现

象进行多样化的研讨，就是最新的努力。

2014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文化部在设立评奖专家

组的同时，也设立评论专家组，这是落实中央有关精神，促

进艺术评论与国家级艺术团体舞台实践良性互动的重要举

措。作为文化部所属媒体，我们对此有高度共鸣，也十分乐

于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推动艺术研讨，并为相关理论、评论

成果展示和学术交流提供平台。

周汉萍（文化部艺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下面请专家

发言，希望大家谈谈真知灼见，主创人员也可以讲一讲自

己的创作的初衷。

张振涛（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国家艺术院团乃至

人 们 指 责 的 所 谓“ 艺 术 界 ”，并 非 都 是 沸 沸 扬 扬 、浮 躁 不

宁，还有相当一大批艺术家，不事虚嚣，踏踏实实，在那里

积累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艺术实力的惊天大剧。

原来在歌剧史上读到的《尼伯龙根指环》，是一部一般

人 不 敢 碰 触 的“ 庞 然 大 物 ”，包 括《莱 茵 的 黄 金》、《女 武

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 昏》。 演 出 总 时 量 需 要 一

个 星 期 ，每 天 4 小 时 。 谁 敢 动 这 个 心 思 把 它 搬 上 中 国

舞 台 ，谁 敢 碰 这 个 非 具 备 足 够 的 人 才 、智 力 、财 力 、国 力

就 绝 不 敢 动 手 的“ 恐 龙 ”。 而 今 ，中 央 歌 剧 院 已 经 拿 下

了 其 中 两 部《女 武 神》、《齐 格 弗 里 德》。 此 举 此 剧 ，不

但 说 明 了 中 央 歌 剧 院 的 气 魄 ，而 且 说 明 了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所 体 现 的 综 合 国 力 的 强 大 。 世 界 上 没 有 几 个 国 家 敢

碰瓦格纳的“乐剧”，中国人敢，而且呈现得这样好，这样

精彩，这样到位。

陈原（人民日报社政文部主任记者）：中央歌剧院的两

台歌剧，一个是贝多芬唯一一部歌剧《费德里奥》，还有瓦

格纳《尼伯龙根指环》三部曲的之三，我觉得的确水平很

高。俞峰院长说，一流的歌剧院就应该演一流的歌剧，我

有共鸣。从这几部杰作做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向世界著

名歌剧院接近，要坚持下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交响乐团

给我震动也很大，在李飚的带领下时间很短提升这么快，

整个乐团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世纪之舞》的打击乐

在交响乐里面用得淋漓尽致。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

演出过后再上舞台很难，用交响音乐会的形式把它延续下

去是个很好的路子，中央歌剧院基本把《复兴之路》最精

彩的部分演了出来。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国

风绕梁》、《丝绸之路》不仅观赏性强还有趣味性，他们很

强调为大众服务，讲究通俗易懂，并把民族音乐里面很多

绝妙的东西显示了出来。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媒

体已经走入网络和纸媒融合的阶段。我们现在在《人民日

报》写文章，不仅给纸媒写，还给人民网写，还给微信公众

号写，这对我们语言的风格有很大影响。国家艺术院团在

未来必须跟多媒体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出卖版权，而是扩

大影响力。纸媒已经感到危机重重，艺术院团也要扩大影

响力，应该把包括微信、微博、网络、地铁、公共汽车上的

电视，都利用起来。由文化部统一把几个院团集中起来统

一展示，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提升传播效果。

王立民（中央歌剧院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作为一

个歌剧的老演员，作为一个评论员，我感觉整个国家艺术

院团在这次展演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设计策划到

舞台展示，方方面面都具有代表性、导向性，看了以后很

震撼。

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整个构思很奇妙，声光

电变化万千，吹拉弹奏高端大气，我看了以后马上写了一

段文字，其中说：有一种文化叫国乐，有一种历史叫国乐，

有一种回忆叫国乐，有一种情绪叫国乐，有一种沧桑叫国

乐。

中 央 歌 剧 院 这 两 部 戏 ，在 我 们 中 国 歌 剧 史 上 是 划 时

代、历史性的，把瓦格纳的歌剧引入中国歌剧史，俞峰院

长及其团队是开拓性的。我最感欣慰是我们在歌剧舞台

上有新戏新人新气象，很多演员小荷露出尖尖角，很多都

是 80 后、90 后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交响乐《劳动创造

幸福》，看了以后很亲切。这些年来，在舞台上歌颂劳动，

歌颂蓝领的好像不是很多。倾情歌颂劳动，这台音乐会是

一个创造。

我 在 歌 剧 院 已 经 将 近 30 年 ，过 去 有 句 老 话 十 年 磨 一

戏，今天这个信息社会瞬息万变，十年磨一戏，从市场来

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艺术作品的产生，像西洋歌剧

发展了 400 多年，创作出几万部歌剧，而沉淀下来的，也只有

几十部而已。我们每年或者每两年搞的艺术展演推出的这

些剧目，不能说演完了以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应该千

锤百炼锻造精品。一个东西要成型，要震撼人的心灵，一定

要规格严格，你的唱、你的手眼身法步，每一个旋律、每一个

吐字都要功夫到家。功夫有没有，一张嘴、一个水袖就能看

出来。

王湖泉（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导演）：中央歌剧院这几

年的创作，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作品。瓦格纳这三部戏，

每一个相当于别的作曲家两部戏的量，工作量在那儿，但

是针对排练的时间，还是那么短。其实中央歌剧院这几年

不断突破自我，勇攀高峰，和国际接轨，想打造国家一流

的院团形象。但我们的排练时间太短，真的太短。院团招

募了很多签约的演员和演奏家，得挣钱养活这些人，不可

能把创作时间留得很充分，因为要走市场，每年我们还都

要有三台新剧出来，压力很大。

刘麟（《木兰诗篇》和《中国梦随想》的词作者）：立民

说十年磨一戏，《木兰诗篇》经过十年还能演，还具有生命

力，作为一个作者，我感到很高兴。当初提出搞木兰题材

的作品时，已经有地方戏、有好莱坞的电影了。我们用歌

剧形式怎么表现？我就反复读北朝乐府《木兰诗》，一句

句读，从字里行间读，一共六十几句，一开始我读它的语

言的简洁、结构的严谨、叙事风格的质朴，到最后我从字

里行间读出来，60 多句里面只有一句写战争：“将军百战

死，壮士十年归。”这样我读出了中国的国民性，中国人不

愿 意 残 酷 的 战 争 发 生 在 这 块 土 地 ，不 愿 意 描 述 战 争 的 残

酷！读到这儿，我豁然开朗，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应该是

呼唤和平！

歌剧的民族化，我也深有感受。《木兰诗篇》进维也纳

金色大厅以后，我作为一个作者，被请到包厢，看维也纳

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爱乐合唱团表演。他们一开口，我

震惊了，为什么？他们完全用汉语拼音在唱合唱，我完全

听 得 懂 。 我 感 觉 很 多 我 们 的 创 作 者 ，把 自 己 的 母 语 丧 失

了，写出来的东西，语汇结构是西方的。在《木兰诗篇》里

边，作曲家用了中国民族的东西，以这个为核心。一开始

就带着浓郁的河南地方风味，就是戏曲里面提炼的东西，

中间的完全就是中国化的东西。经历十年磨炼，今天重新

上台，作为一个作者，非常感动，也非常庆幸。感谢这个

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天空。

国交展演的《中国梦随想》，我感觉作品的面貌还没有

完全出来，就给评委去评论了 。 这 个 作 品 应 该 更 成 熟 一

点 。 原 来 我 搞 音 乐 文 学 ，很 多 作 家 邀 请 我 写 中 国 梦 ，我

婉言谢绝。去年的秋天，关峡跟我谈《中国梦随想》交响

合 唱 的 创 作 ，我 同 意 了 ，我 说 这 个 事 情 值 得 一 干 ，为 什

么 ？ 作 为 中 国 梦 这 样 一 个 宏 大 的 主 题 ，是 发 自 于 我 们 人

民 内 心 的 一 种 感 情 ，这 个 东 西 不 是 写 一 个 小 歌、说 几 句

话就能负载。

于庆新（《人民音乐》高级编辑）：在文化部主办的演出

季，我比较多、比较系统看节目还是第一次。我感觉确实

体现了几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传统，还有一个就是中西兼

顾，还有努力创作推出新人。这些节目确实体现了中国音

乐文化的最高水准。另外，文化部对评论的安排，也体现

了对创作的重视。

我 觉 得 创 作 本 身 是 一 个 国 家 音 乐 事 业 发 展 的 龙 头 。

这几台节目当中，创新的节目居多。《印象·国乐》最开始

有争议，我开始坐在那儿，前半个小时，脑子也在考虑这

个问题，乐团本身要靠音乐说话，演奏家靠你的演绎来说

话，都站起来说话，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当时就这么

想。但是随着整个音乐的高潮迭起，加上各种声光电、舞

美，我就被打动了，甚至到最后掉泪。我就想，一个艺术，

成 功 不 成 功 标 准 是 什 么 ？ 最 重 要 就 要 打 动 人 心 ，让 你 感

动，让你流泪。中央民族乐团既高雅，又不脱离群众，注

意通俗，又不低俗媚俗，这条路特别值得肯定。

赵东升（中央民族乐团著名作曲家、国家一级演员）：

中央民族乐团从前些年到现在有一个发展历程，团内和团

外都有目共睹。这些发展，这些成绩，跟我们听到的评论

家、观众的反馈有密切联系。我们有时候也在反思，我们

过去可能走了一些弯路。其实民族音乐，更容易被中国的

观众接受，之所以我们以前没有很多观众来关注国家一流

的民族乐团，原因就是我们本身没有做好。以前流行一句

话 ，民 族 音 乐 就 是 老 三 篇 ，什 么《春 江 花 月 夜》、《二 泉 映

月》、《十面埋伏》这些东西。确确实实我们民族音乐的经

典非常好，但是有些东西要具备一定的时代性。如果抛开

这个东西，我们老抱着老祖宗的饭碗，这个饭就会变质。

我们调整方向，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定

位是这样，要保持你的艺术性，要保持你的思想性，保持

“两性”的情况下，一定要跟观众密切结合起来，就像一盘

菜，一定是色香味俱全，一定要本着好听、好看、好玩的原

则来设计和创作！

许京生（国家图书馆干部、观众代表）：我作为一个普

通的观众代表参会，谈谈自己的感想。首先说《印象·国

乐》，这个节目形式比较新颖，演出的技艺也很高超。我

认为作为普通观众，是认同这种形式的，视觉的效果也超

出预想，以前音乐会的演出服装比较单调，清一色的演出

服，现在演员穿上更民族的服装，这种形式很好。这台节

目让演奏者说话，这个创新不错。

第 二 个 说 说《中 国 梦 随 想》。 序 曲 多 声 部 呼 应 ，小 提

琴、中提琴、大提琴这种颤音共同营造一种梦幻的气氛，

给人比较深的印象。第二乐章《海天筑梦》，长笛与簧管

乐器交替配合，表现出高原儿女欢快喜悦的心情，合唱表

现出中华儿女宽广的胸怀。第三乐章就是在旋律和声节

奏等方面加入许多比较时尚的元素，使乐队具有时代感很

强的朝气蓬勃的气氛。

陈乾（《中国艺术年鉴》编辑）：我上学期间做过一些关

于文化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展演的研究，对这个展

演有特殊的感情。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文化部主办全国

音乐周，引发了国内音乐展演热，各个城市的音乐季活动

遍地开花，如“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等，每年都有丰富

的演出，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2014 年国家艺术院团的演出季，我想对两部戏说一下

自己的想法。先说东方演艺集团《劳 动 创 造 幸 福》。 这

个 节 目 让 我 想 起 一 个 很 老 的 话 题 ，就 是 群 众 歌 曲 和 大

众 音 乐 生 活 的 关 系 。 顾 欣 董 事 长 说 要 跟 市 场 结 合 ，跟

群 众 结 合 ，跟 听 众 结 合 ，这 可 能 是 东 方 演 艺 集 团 的 作 品

非 常 接 地 气 的 原 因 。 以 劳 动 为 题 材 ，看 起 来 是 新 的 ，

其 实 是 一 种 回 归 ，上 世 纪 50 年 代 歌 颂 劳 动 的 作 品 十

分 繁 盛 。 对 劳 动 和 对 劳 动 者 的 歌 颂 ，就 是 让 音 乐 回 到

本 质 ，回 到 群 众 的 生 活 ，回 到 社 会 劳 动 。 音 乐 有 其 功 能

性，政治功能不可回避，但是弘扬主旋律和让更多人接受

并不矛盾。

瓦格纳的作品采用北欧的神话，时间长，人物多，瓦格

纳也用了很多错综复杂的符号，编排这个作品，更甚于法

国和意大利歌剧的难度。

瓦格纳以哲学家自居，而《尼伯龙根指环》又是最能代

表瓦格纳式思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对演职人员的要求是

何等严苛！瓦格纳以交响乐思维写歌剧，将人声和乐队完

美地结合，而管弦乐团的作用除了营造气氛、推动剧情之

外，更多的时候像是扮演了电影中旁白的作用。管弦乐展

现出解读者的姿态，它是整部戏中歌唱和戏剧在衔接、融

合之时的引领者和润滑剂，是瓦格纳交响思维最直接的体

现。由俞峰先生担当指挥的管弦乐队阵容强大，将整部歌

剧的戏剧表现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伍嘉冀（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作曲家）：我们为什么要选

择歌颂劳动这个题材？因为东方演艺集团是一个改革开

放 试 点 ，跟 其 他 社 会 团 体 合 作 ，合 作 单 位 是 北 京 市 总 工

会，他们本来想搞一台庆祝节日的演出，想得很简单，是

要写一个主题歌。但后来深入探讨的时候，就发现，目前

真正关注劳动者的歌曲创作非常非常少，这是空白，我们

决定填补空白。

本来如果搞一台文艺晚会，唱唱咱们传统中耳熟能详

的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但我们

一分析根本不对。我们上学时候的歌曲的语体，包括音乐

语言，让现在的工人去唱，他是从心里唱出来的吗？现在

的劳动者面对的是社会改革、时代进步，是释放生产力，

使我们国家达到世界的 NO.2。这一过程当然很复杂，会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但 是 要 不 要 歌 唱 这 一 历 史 过 程 中 的 劳 动

者？

我们不是简单重复过去，是一种坚定的创新。内容上

的创新在哪儿？举两三处。第一，就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

以后，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回归到劳动人民队伍里，但

是有歌吗？没有。工人农民抡着大锤干活，好写，有艺术

形象。知识分子的形象表现起来则有一定难度。我们这

次有写知识分子的歌，叫《我想对你说》。第二个，就是真

正写打工者的《京城望月》。创新是在哪儿？本身是信天

游的风格，但如果只是信天游，比较悠长，或者有点悲伤，

这个力度不够，我把信天游和秦腔结合起来了。我特别要

强调《中国造》，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的 NO.2，就靠中国造。

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跟政治有关系，但更深是民族的基

因 造 就 ，早 晚 有 一 天 会 在 一 个 合 适 的 环 境 下 兴 旺 起 来 ，

《中国造》涵盖了这个意义。

我从毕业到现在，几十年来什么都写，交响乐、流行音

乐全写，但是《劳动创造幸福》是我感觉特别淋漓尽致的

一次，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当过 4 年工人，有生活体验。

吕育忠：今天的会开得非常成功，专家们不仅提出有

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对各院团的艺术创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我们一定认真总结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杨晓华整理）

中央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印象·国乐》

中国交响乐团—大型情景交响音乐会《木兰诗篇》

99月月 2727日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主办由文化部艺术司主办、、中国文化报理论部承办的中国文化报理论部承办的 2014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艺术研讨会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艺术研讨会（（歌剧歌剧、、音乐会组音乐会组））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举办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举办。。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吕育忠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吕育忠，，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与评论组专家张振涛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与评论组专家张振涛、、陈原陈原、、王立民王立民、、于庆新于庆新、、陈乾陈乾、、许京生等以及部分参演院团主创人员代表与会研讨许京生等以及部分参演院团主创人员代表与会研讨。。会议由文化部艺会议由文化部艺

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周汉萍主持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周汉萍主持。。

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诗《世纪之舞》

中央歌剧院—歌剧《费德里奥》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原创大型交响合唱《劳动创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