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2016 年深秋，流传半世纪的红色经典

《长征组歌》以别样的方式镌刻在了一

群学子心中。台上，十五六岁的少年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

党”；台下，观众沉浸在激昂的旋律中热

泪盈眶，对自己的祖国爱得更深。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暨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展现京津冀艺

术职业院校师生的风采，10月 15日至

16 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

称北戏）、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天艺）和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河艺）200 多名师生在北戏少儿戏剧场

唱响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体

演职人员以娴熟的技巧、饱满的热情歌

颂中国工农红军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

长征精神，赢得观众经久不断的掌声。

提议一出，各方热烈响应

2016年，全国上下通过不同形式掀

起为党献礼、缅怀革命先烈的热潮。这

其中，职业艺术院校如何作为？北戏决

定通过老师、学生登台再现经典的方

式向党致敬。今年 6月，北戏将评剧经

典《金沙江畔》搬上舞台，仅 4 个月后，

《长征组歌》唱响北京。

“北戏合唱团有些声部比较缺，特

别是男声，管弦乐团的编制也不齐。

起初有人提议邀请专业文工团的专家

作为补充力量，但院领导想到京津冀

三地四家艺术院校去年结成了协同发

展联盟，可以资源共享，便果断决定

《长征组歌》一定要让学生当主角。”北

戏音乐系主任祝真伟回忆。

三方院校领导沟通后都很振奋，

纷纷响应支持。天艺确定学员时已进

入暑假，学生已放假回家，对选中回家

的学生，学校通过快递把谱子寄了回

去，9 月一开学，学院又请了天津歌舞

剧院的老师给学生指导合唱。河艺则

要求被选中的学生提前开学，由老师一

对一辅导。“北戏这个头开得好。如此

大型的音乐会各校单独做都很困难，三

家联手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最终受益的

是学生。”河艺院长庞彦强说。而选择

《长征组歌》作为练兵的项目，天艺副院

长王钦表示：“这部作品一方面能增加

学生的舞台实践，还能让年轻一代接受

革命精神洗礼，可谓一举多得。”

紧张排练，发扬新时期长征精神

80 年来，长征已成为革命教育的

典范在各个时期发挥积极作用。红色

经典史诗《长征组歌》艺术再现了长征

的艰难历程，激励人们以坚定信念为

民族振兴而努力。三校领导与师生以

文化繁荣发展的高度、艺术的尺度、教

学的程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态度对

《长征组歌》项目给与了大力支持，最

终呈现出专家、学者和观众一致称道

的“认真、严谨的艺术职业精神”。

3 个院校，教学计划不同，要抽出

人手、腾出时间参与排练并不容易。

这其中，有的孩子生病却不能陪在床

前，有的母亲住院却不能侍奉左右，尽

管面临重重挑战，但每个人都发挥合

作精神，克服了困难。“老师白天上课，

下班后还一直指导我们排练。教室里

没有坐的地方就站着，实在不行就席

地而坐。”北戏高职二年级学生耿宇鹏

回忆。通过这次合作，他不仅感受到

了老师对自己的殷切期望，还结识了

一群跟同样爱好音乐的河北和天津的

小伙伴，成了可以探讨学习得失、共同

进步的好朋友。

活动开始以来，北戏一直把专业

水准作为衡量此次活动的尺度，为完

成这场高水平的教学活动，北戏特别

选择战友文工团合唱队队长李晓娟作

为专家指导。对从小听着《长征组歌》

长大的李晓娟来说，当代人再唱《长征

组歌》，首先要了解长征的历史。“每首

曲子我都跟学生们介绍它创作的背

景，怀着什么样的情绪来唱。这对年

轻人是个很好的历练，新时代就需要

发扬这种团结一致、百折不挠的长征

精神。”李晓娟说。

效果震撼，京津冀合作大有作为

“这场演出专业、震撼，好几次我

都眼含泪花。这么好的作品要继续演

下去，对观众也是种教育，这种文化回

归是拿钱买不来的。”看完演出后，中

央音乐学院教授赵登营表示，《长征组

歌》的演出意义非凡，长征精神的存在

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正是

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动力。

三校选择《长征组歌》作为锻炼队伍、

增进交流、互通有无的载体，使参演师

生受到心的洗礼。

对北戏院长刘侗来说，《长征组

歌》的成功只是 4 年来北戏坚持“在实

践中教学，在教学中实践”的教育理念

下必然结出的硕果。过去几年，北戏

排过舞剧《夕照》，在国家大剧院为学生

办过音乐会《燕落花枝》，创排了少儿京

剧《少年马连良》及《中华美德故事汇》

系列剧目……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就

是为学生们创造更多实践机会，等他们

踏入社会、走上舞台时能够成熟应对，

担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担。刘侗希望通过三地院校一次次的

合作，吸引京津冀更多院校加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大平台中，为现代职业

教育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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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艺术院校共唱《长征组歌》重温抗战革命历史

用长征精神激励青年一代继续前行
李 雪

京津冀三地文化同根、艺术同源，三地集中了全国优秀的艺术教育资源。为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2015年 12月 18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天津艺术

职业学院、石家庄市艺术学校在北京签署了《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结成艺术教育领域的协同发展联盟。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一开放、协同发展”的原则，一年

来，三地举办了系列交流、展演活动，推动了京津冀现代艺术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10月 15日至 28日，三地四校再次合作，在北京少儿戏剧场举办京津冀艺术教学汇报交流活动。三地联合唱响红色经典《长征组歌》，并有包括京、评、梆等艺术门类的 10台戏曲教学与

创新剧目奉献给广大观众，接受专家和观众检验，讨论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查找教学不足，为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艺术，培养优秀的文化事业接班人，实现文化艺术不断创新、发展、繁

荣，贡献新一代艺术职业教育工作者的一分力量。

10 月，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

盟的 4 所院校——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以下简称北戏）与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以下

简称河艺）、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以下简称石

艺）、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天艺），共

度了一段非常岁月。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成

立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以来，

第一次大规模合作开展艺术教学汇报交流

演出活动：首先北戏、河艺与天艺三校音乐

系师生排演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并

于 10 月 15 日、16 日率先在北戏少儿戏剧场

演出。随后，四校联合进行了 10 场戏曲教学

成果汇报交流展演，包括京剧、评剧、河北梆

子 3 个剧种，分别为学生专场、教师专场及北

戏、河艺、石艺三校京剧教师联合演出京剧

《龙凤呈祥》。历时半个月的演出交流活动

圆满结束，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先，京津冀教学汇报交流展演活动是

三地艺术职业教育的一次总动员。京津冀

三地四校都是业界名校，历史悠久，硕果累

累，都曾经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民族文化

的传承发展培育了大批人才，做出了重要贡

献。当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指

引下，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成为四校

主要任务。为携手推进京津冀艺术职业教

育，更好地培养艺术人才特别是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接班人，服务首都中心城市建设和

京津冀文化发展创新工作，四校联动齐发，以

最好的精神面貌、以最高的教学水平、以最佳

的职业姿态，向首都人民、向京津冀社会各界、

向艺术职业教育领域，做了一次完满的工作汇

报，表明了京津冀四校人才教育有担当、事业

发展有力量、文化创新有自觉。四校联手互相

砥砺、携手并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其次，京津冀艺术教育汇报交流展演活

动搭建了重要的交流互动平台。三地文化

同根、艺术同源，在艺术建设方面有很多相

同；三地院校专业相同、教学相仿，在教学方

法和理念上有很多相融；三地又地域有别、

建设各有特色，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层面上各

有 优 势 ，各 有 不 足 ，可 以 互 相 借 鉴 取 长 补

短。基于此，三地院校的交流在共同的艺术

教学担 当 面 前 ，就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教 材 开

发、教法研究、教学课程安排等多方面更加

深入而透彻，真正做到了互相了解、学习、沟

通、促进。同时，此次汇报交流展演活动还

吸引了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的高度重视，

特别安排了戏曲专业委员会近 20 所院校的

几十名戏曲名家专家领导观摩学习交流。

而身处东北的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更是前后派出近十几名音乐、戏曲教师前来

观摩考察。这样的交流研讨，无疑将对各地

的艺术教学，特别是戏曲教学提供宝贵的经

验交流借鉴和研究。

第三，京津冀艺术教育汇报交流展演活

动是一次深刻的“体检”。活动中有一项极

具价值的安排，即专家点评。无论音乐还是

戏曲，每一场演出结束之后，都安排业内知名

专家进行点评，全部 12 场演出 11 台剧目，共

有 60 多人次的专家学者走进点评会，对演出

的整体水平及教学表现进行了仔细分析和精

准评价，指出问题，表扬优点，使学员与教师

受益匪浅。广大师生对照点评，明白长短，为

今后发扬成绩、克服弱点、提高定位奠定了理

论基础和艺术标准。四院校的领导也在交流

中发现了各自的教学教育短板，纷纷表示虚

心学习，努力借鉴，加强合作，整体提升学校

的全面建设和京津冀的深度合作发展。

第四，京津冀艺术教育汇报交流展演活

动是一次有益的宣传。在戏曲艺术教育和人

才培养普遍滑坡的当下，四院校率先而为的作

为有力地证明了各自的存在与使命担当，以不

俗的展演成绩扩大了学校影响，宣传了职业

教育和戏曲的传承发展，将极大地推动四院

校的建设和发展。

首届教学汇报交流展演活动已经结束，

但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才刚刚

开始，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三地艺术

院校将顺势而为取长补短，不断探讨戏曲艺

术教育教学规律，建立健全戏曲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戏曲艺术职业教育的路径和方法，推动

艺术职业人才培养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进

程，切实做好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系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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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三地四校艺术院校戏曲师生进京亮家底

搭建平台唱大戏，推动民族艺术传承发展
李 雪

河北梆子《孟姜女》、评剧学生全本

《秦香莲》、京剧教师全本《龙凤呈祥》以

及《杜十娘》《贵妃醉酒》《坐宫》等经典

折子戏……10 月 19 日至 28 日，坐落在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里的北京戏曲

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戏）少儿戏

剧场成为广大戏迷最爱光顾的地方。

一连 10 天，这里每天有好戏上演，观众

花不多的钱不仅能欣赏到国家一级演

员登台亮绝活，还能看十几岁的娃娃粉

墨登场唱大戏，着实新鲜过瘾。

其实，对于北京的戏迷来说，少儿

戏剧场早已耳熟能详。秉承“发展现

代艺术职业教育，打造德艺双馨艺术

人才”的理念，从 2013 年 6 月 1 日少儿

戏剧场开办至今，这方舞台便成为北

戏学子成长成才的练兵场。如今，伴

随 着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战 略 的 全 面 推

进，这方舞台又成为京津冀艺术教学

交流、展示的平台。

这次汇演中，作为打头阵的戏曲剧

目，10 月 19 日，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创排

的 青 春 版 河 北 梆 子《孟 姜 女》率 先 登

台。该校戏曲教授、中国戏剧梅花奖得

主、国家一级演员彭蕙蘅带领其 4 位学

生共同完成对孟姜女一角的诠释，诠释

了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以剧目带教学的

方针；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不仅带来了传

统折子戏《扈家庄》《上天台》，还展示了

该校教师于冰、张淑静创编的舞蹈《神

韵》和戏曲基本功；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带来的京剧学生折子戏《夜奔》《八大

锤》《贵妃醉酒》等让人拍手称快；北戏

不仅演出了河北梆子和京剧学生折子

戏专场，评剧学生还精彩演绎了全本

《秦香莲》，刘晓晴、陈思宇、冯小明、许

周熠、杨腾、刘孟千一等小演员成为观

众和专家一致看好的戏曲苗子，受到高

度评价。

“ 看 完 河 北 艺 术 职 业 学 院 演 出 的

《孟姜女》，我还担心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作为一个市级院校会不会比他们差，今

天一看一点也不差。这几天的演出，一

个比一个精彩，每场都有可圈可点之

处，真是让我们老一辈戏曲人欣慰。”著

名京剧武旦艺术家刘琪高兴地说。看

到这些十几岁的小演员在舞台上有模

有样，老人家高兴万分。虽然已经 78

岁，家还住在城北，但为了能够给孩子

们指导，演出这几天，刘琪干脆在北戏

附近住了下来，演出结束后悉心指出

每处不足，希望他们继续打磨。而作

为北戏的老校长，京剧表演艺术家孙

毓敏也是每场必到，点评时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尽显老艺术家对下一代的

殷切期盼。而这些在戏曲舞台上摸爬

滚打了一生的艺术家在多年前就受聘

成为北戏专家教学团队中的一员，为

传承中华戏曲文化尽心尽力，使初入

北戏的孩子就有机会接受名家点拨，

迅速成长。

“每场演出结束后立即召开专家点

评会，这是此次活动最有特色的环节，

北戏这点想得非常周到。这次进京演

出，除了展示我们的教学成果，最想听

的就是专家们的意见，学生和老师都从

中受益良多。”石家庄市艺术学校副校

长刘治宗说。

10 月 28 日，伴随着北戏、河艺和石

庄市艺术学校三校京剧教师联合演出

的经典剧目全本《龙凤呈祥》的落幕，此

次京津冀艺术教学汇报交流演出圆满

收官。历时 15天，11台剧目，囊括音乐、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4个专业方向的 12

场演出让观众直呼过瘾。此次三地四

校汇报交流活动涉及参加演出师生超

过 1000 人次，观众超过 5000 人次，来自

兄弟院校的观摩领导教师和研讨会点

评专家超过 200 人次和 20 个院校，北戏

京剧系和地方戏曲系学生全程观摩，切

实促进了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的协同

发展，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艺术。“学生要想成才，关键看老师会

不会教，这次京津冀汇演也是对教师水

平的一次检验，希望能够引起各学校在

师资建设上的思考。”京剧表演艺术家

杨少春强调。

“多年来，北戏在探索现代职业教

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尝试老师+专家、

课堂+舞台、台前+幕后以及不同院系、

专业间的‘捆绑’教学，使每个系部互相

润滑、互相推动、互相作用，调动全部资

源为学生成才服务。京津冀艺术职业

教育协同发展是三地艺术职业院校合

作的又一次‘捆绑’，是三地分享资源，

探讨艺术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一次探

索。”刘侗总结，盛会虽已落幕，但合作

才刚刚开始。随着三地院校交流频次

的增加，默契度不断上涨，未来，随着京

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规划的进一步

实施，三地还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让人充满期待。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京剧折

子戏《一箭仇》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评剧全本《秦香莲》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新编河北梆子《孟姜女》

京津冀三校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三校教师联合演出京剧《龙凤呈祥》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京剧折子戏《上天台》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京剧折

子戏《夜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