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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交响乐功莫大焉
——中国交响音乐界纪念李德伦诞辰 100周年

本报记者 刘 淼

中国舞协昆舞专家委员会成立

6月 6日，指挥大师李德伦诞辰百

年之际，汤沐海、邵恩、胡咏言、余隆、

谭利华、陈燮阳、徐东晓、张国勇、李

心草 9 位曾受李德伦教诲的指挥家

齐聚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与中国

交响乐团合作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纪念这位中国交响乐的奠基人和开

拓者。

当天下午，北京音乐厅二楼，李

德伦半身塑像前，中国交响乐团团长

关峡、李德伦之女李鹿、中国音协主

席叶小钢，以及 9 位指挥家，共同追忆

李德伦生前点滴，深情回顾“李大爷”

对中国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

为保住乐团不得已妥协

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李德伦是

一位传奇的人物，熟悉他的人都亲切

地称他为“李大爷”。当年，他从苏联

留学归国进入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

团的前身）后，通过训练乐队、拓展曲

目、创办“星期音乐会”等举措，使乐

团的实力不断增强、国内外影响力日

渐扩大，不仅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史上

的诸多“第一次”，更为中央乐团在中

国交响乐界的领军地位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虽然在大家眼里，李德伦是一个

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人，李鹿却觉得

父亲是个悲情的人物。在特殊年代，

为了保留交响乐的火种，李德伦想尽

了办法，甚至做了“违心”的事，也遭

到了误会。“上世纪 60 年代，他一直在

思考交响乐的出路，最终想到了给京

剧伴奏、创作清唱剧和交响乐《沙家

浜》等。这些创作让中央乐团在特殊

年代中得以保留。”李鹿说。

一生致力于交响乐普及

李德伦曾说：“我这辈子就做了一

件事——交响乐的普及工作。”为了让

更多民众了解交响乐，他几十年如一

日，坚持到学校、工厂讲座演出，无论

是几万人的广场还是几个人的办公

室，只要他有时间，都会去做普及工

作。他不遗余力地普及，为新中国交

响乐事业培育了丰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首席指

挥谭利华在李德伦晚年时一直跟在

他身边。谭利华说：“为了普及交响

乐，我跟李先生去过很多地方。他从

不给别人添麻烦，总是说‘我就住你

们办公室，只要有马桶就行，因为我

太胖，蹲不下’。离开时，他一定会给

3 个人买礼物——给他开车的司机、

做饭的师傅和打扫卫生的阿姨。”谭

利华回忆，一次，李德伦去天津演出，

乐团给了他 600 元指挥费，他没要，就

用这钱给乐团买了琴弦。

中国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邵

恩说，上世纪 70 年代他在农村插队

时，第一次在露天电影《交响乐〈沙家

浜〉》里认识了李德伦。到音乐学院

学习指挥后，他曾回到插队的农村。

“当年熟识的老乡问我，现在在做什

么。我说，学指挥。老乡不懂什么叫

指挥，愣了一会儿，突然说‘嗨，我知

道了，就是李德伦嘛’，足见李大爷因

为交响乐普及而在人民群众中的知

名度。”邵恩说。

中国交响乐团首席常任指挥李

心草说：“‘李德伦’3 个字已经不仅仅

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中国交响乐的

符号，更是一种交响乐的精神。我们

有 这 么 大 的 国 土 面 积 、这 么 多 的 人

口，普及交响乐还有着很大的压力，

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所以

我们一定要把李先生的精神一代代

传承下去。”

为提携后辈倾尽全力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八区 9 号

楼李德伦的家，是当时音乐家们最喜

欢 去 的 地 方 。“ 那 是 我 们 最 温 暖 的

家 。 大 家 无 拘 无 束 ，天 南 海 北 地 聊

天，主要是听李先生说。我们很多的

思想蜕变都是在和李先生轻松聊天

的过程中获得的，聊天也改变着我们

的世界观。”正如中国爱乐乐团艺术

总监、首席指挥余隆所说，李德伦对

于青年指挥家的指导和提携是潜移

默化、倾尽全力的。

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张国勇曾随李德伦夫妇去浙江大

学普及交响乐。“我和他的夫人坐在

第一排，李德伦老师说‘我们中国交

响乐的前景是很光明的，有很多有才

华的年轻人，比如现在坐在台下的张

国勇，我相信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

非常优秀的指挥家’。”正是这句话，

成为当年刚刚走出校门的张国勇以

后努力学习的动力。

后来，张国勇决定前往俄罗斯莫

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

李德伦不仅亲自帮他写了推荐信，还

出面与主管领导解释，让当年还不会

俄语的张国勇顺利到俄罗斯深造。

九曲作品串起万千思念

当天的音乐会上，这 9 位堪称中

国现阶段最有影响力的指挥轮番登

台，各自执棒一首带有“李德伦记忆”

的中外名曲。

由邵恩指挥的贝多芬《c 小 调 第

五 交 响 曲》是 李 德伦生前指挥次数

最多、研究最为详尽的作品。谭利华

执 棒 的 德 沃 夏 克《e 小 调 第 九 交 响

曲》，如果不是在特殊时期李德伦灵

机一动将其翻译成“自新大陆”，恐怕

中 国 观 众 要 再 晚 几 十 年 才 能 听 到 。

由胡咏言执棒、小提琴家吕思清领衔

的 莫 扎 特《G 大 调 第 三 小 提 琴 协 奏

曲》，是 1999 年李德伦生前最后一场

音乐会上，李德伦与老友、小提琴大

师斯特恩合作演出的作品。当年 82

岁高龄的李德伦抱病许久，出行都要

靠轮椅，甚至连抬起手都很困难，但

李德伦仍以坚强的毅力和与斯特恩

的 默 契 配 合 圆 满 完 成 了 那 次 演 出 。

李心草则用当年李德伦使用过的指

挥棒，执棒了代表着李德伦辉煌时刻

的《1812 序曲》……

音乐会上，当 97 岁 高 龄 的 指 挥

家韩中杰坐着轮椅被李心草推上舞

台时，现场掌声雷动。“我非常高兴

能 参 加 纪 念 李 德 伦 老 大 哥 的 音 乐

会。”韩中杰激动地说，“当年我们有

四 兄 弟——李德伦、我、严良堃和秋

里。特别巧，我们 4 个人依次相差 3

岁。现在老大李德伦和老四秋里都

故去了，我很怀念他们，也非常想念

上个世纪我们在上海共同学习的时

光。我当时和李德伦一起搞音乐，搞

电 影 配 音 ，现 在 想 起 来 还 和 昨 天 一

样。从他的身上，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东西。”

5月 28日、29日，上海京剧院新编

现代京剧《浴火黎明》参加由文化部

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南

京紫金大戏院连演两场。对革命历

史 题 材 的 开 拓 、演 员 走 心 入 心 的 表

演，在感染现场观众的同时，也受到

了 专 家 的 高 度 赞 扬 ，他 们 认 为 该 剧

“稍加打磨一定会成为久演不衰的经

典之作”。

《浴火黎明》的戏票成为本届京

剧艺术节参演剧目中的抢购热点之

一，两场演出座无虚席，很多未买到

戏票的观众在演出开始后还在剧场

门 口 等 待 是 否 有 退 票 。 傅 希 如 、杨

扬 、鲁 肃 等 青 年 演 员 的 精 彩 表 演 感

染 了 现 场 观 众 。 剧 中 ，当 众 狱 友 诵

起“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当同志

们唱起“风儿清、月儿明”，当“范文

华 ”抱 着 婴 儿 唱 起 一 段 动 情 的 反 二

黄 唱 段 …… 台 下 观 众 眼 里 噙 着 泪

花、掌声雷动。谢幕时，观众拥向舞

台，齐声高喊主演的名字，演员们多

次返场致谢。

“剧中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形象

立体，我跟着剧情一起纠结、难过，又

一起振奋、激动。”“没想到上京编排

的现代京剧这么好看。”“剧中展现的

信仰的力量，深深折服了我。”……演

出散场后，观众驻足讨论，显得意犹

未尽。

为备战本届京剧艺术节，上海京

剧院从今年初就着手对该剧开展进

一步的修改、打磨。创作团队自创排

后 一 边 修 改 一 边 演 出 ，至 今 已 演 出

30 余 场 。 此 次 演 出 的《浴 火 黎 明》

中 ，剧 中 人 物 范 文 华 的 定 位 更 加 准

确，形象也更为丰满，刻画了一位因

上级背叛而迷失、彷徨的共产党员，

在 历 经 磨 难 后 坚 定 信 仰 、淬 火 成 钢

的心路历程。此外，该剧还将“狱中

八 条 ”的 产 生 过 程 有 机 融 入 剧 情 发

展 中 ，表 现 了 这 群 年 轻 的 共 产 党 员

在 严 酷 的 牢 狱 中 仍 心 系 祖 国 未 来 ，

不忘反思、总结教训，力求给观众更

深刻的感悟和思索。

本届京剧艺术节以“一剧一评”

的方式展开研讨。现代京剧《浴火黎

明》剧评会于 5月 29日举行，京剧艺术

节组委会专家组成员给予了该剧高

度赞扬。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

所长王安葵说，本届京剧艺术节参演

剧目中现代戏较多，《浴火黎明》中，

“正气压倒邪气”，表现了革命斗争的

复杂性和艰苦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中国艺术研究院梅兰芳纪念馆

馆 长 秦 华 生 认 为 ，剧 中 人 物 有 血 有

肉、真实可亲，丰富了革命历史人物

的题材库，是“激动人心的正气歌，是

一首永恒飘扬在人性心灵上空的信

仰之歌”。

“从该剧看出编剧的功力、导演

的潜力、演员的魅力、剧院的实力、

领 导 的 魄 力 和 海 派 的 活 力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导 演 系 教 授 裴 福 林 以“六

个 力 ”给 予 该 剧 高 度 评 价 。 福 建 省

艺 术 研 究 院 原 院 长 王 评 章 评 价 该

剧 突 破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的 写 法 ，勇 于

创 新 ，人 物 塑 造 实 现 了 多 方 面 的 价

值和立意。

同时，专家们还从舞台处理、演

员 表 演 、音 乐 唱 腔 等 方 面 进 行 深 度

研 讨 ，并 给 出 了 进 一 步 完 善 的 方 向

与建议。

据了解，此次在南京公演前，《浴

火黎明》剧组曾先后走进南京雨花台

烈士陵园、南京邮电大学，向革命先

烈致敬，与青年学生互动交流。演出

团党支部还在演出间隙组织参观了

南 京 大 屠 杀 纪 念 馆 ，开 展 多 场 有 层

次、有深度的主题活动。

《浴火黎明》：激情熔铸的信仰之歌
黑 莓

日前，笔者受邀观赏中央

民族乐团新创民族器乐剧《玄

奘西行》内部演出。当晚坐在

笔者身边的，是一名年龄不足 4

岁的小男孩。根据笔者以往欣

赏现代舞、戏曲等剧场作品的

经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容

易在演出过程中坐不住甚至哭

闹、嚷着回家。令笔者颇为意

外的是，身边这名小男孩竟然

从头到尾安安静静地看完了两

个多小时的演出，并且看得津

津有味。

这让笔者开始思考，同样年

龄段的孩子在剧场中的迥异表

现，除了性格、艺术感受力等个

体差异，是否也与演出作品的艺

术品种、主题、呈现方式等有关。

与话剧、音乐剧等依托具

象的语言、唱词表情达意不同，

现代舞等作品的主题探索和表

达方式往往更为抽象，对欣赏

者思维、审美水平的要求更高，

其舞台呈现容易让儿童感到困

惑，甚至吓到孩子。与影视剧、

流行歌曲等主要使用现代视听

语言，表现当代人生活、感情不

同，戏曲、交响乐、芭蕾舞等带

有古典特征的艺术品种常常有

着更高的欣赏门槛，那些对这

类艺术缺乏了解的观众尤其是

儿童观众，看不懂的概率也更

高。儿童无法进入作品情境，

观看演出成了煎熬，哭闹就在

所难免。

目前，儿童剧的分龄问题

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探讨和艺

术实践，各年龄段的儿童都可

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作品。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除了专为儿童

打造的儿童剧，其他艺术样式

一律不适合儿童。儿童根据其

年龄、兴趣、接受能力等，有欣

赏不同种类、风格的作品的权

利 和 可 能 性 。 多 年 来 ，“ 高 雅

艺术进校园”等活动的成果也

已证明，只要选择、引导得当，

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也可

以欣赏高雅艺术。具体到某一

作品是否适合儿童，创作方、演

出方不妨在宣传、售票等环节

予以提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

麻烦。

笔者认为，比起创作方、演

出方乃至全社会对有关问题的

关注，最应把好儿 童 艺 术 欣 赏

第一关的其实是家长。不能因

为剧场中可能有儿童观众，就

要求所有作品把恋爱、可能引

起模仿的危险动作等元素完全

剔除，这既无道理，也不可能实

现。家长对子女的了解程度远

超其他人，作品适不适合自己

家孩子，家长最有发言权，也最

应负起责任。

对于首演的作品，家长不

妨先从宣传资料中了解一下它

的 主 题 、表 现 方 式 、视 听 呈 现

等，看看是否适合儿童；对于已

经公演过的作品，则可以搜寻

其视频资料、观众反馈等，这往

往可以帮助家长做出更准确的

判断。家长希望孩子接受艺术

熏陶，无疑是好事，但一旦选择

了不宜的作品，则不仅孩子无

法获益，还会影响到同场观赏

的其他人。家长的前期工作不

做到位，进了剧场再牢骚满腹，

也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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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婷）“中国舞

蹈家协会昆舞专家委员会”成立大

会 6月 9日在京召开。中国舞协主

席冯双白和分党组书记罗斌、副书

记李甲芹，著名舞蹈家白淑湘、赵

汝蘅、赵青、陈爱莲以及昆舞创始

人马家钦等参会。

会上，罗斌介绍了昆舞专家

委员会筹备工作情况，李甲芹宣

读《中国舞蹈家协会昆舞专家委

员会章程》。大会推选罗斌担任

中国昆舞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家

钦担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白

淑湘、赵汝蘅、冯双白、陈爱莲、赵

青、于平等担任学术顾问。

昆舞源于昆曲，是对昆曲表

演艺术优质基因的提炼以及传承

发展的成果。作为中国古典舞的

重要探索之一，昆舞自创立以来，

伴随着民族文化日益繁荣的步伐

而不断创新发展。作为中国舞协

所属专业委员会之一，昆舞专家

委员会将凝聚和团结全国昆舞教

育机构、社团和爱好者，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昆舞创作、研究、评论

和学术交流活动，系统和专业地

推动昆舞的发展和传播，对话传

统，面向未来。

第三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启幕

本报讯 6 月 1 日，2017 国家

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大幕开启。本

届国际戏剧季持续至 9 月 9 日，从

盛夏到初秋，给观众带来一场跨

越 3个月的戏剧狂欢。

今年，国际戏剧季有来自中

国、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西

班牙、瑞典 7个国家共 10个剧院团

体汇聚国家大剧院舞台，共带来

包括话剧《风雪夜归人》《特洛伊

女人》等 12 台 58 场精彩演出。“东

西对话·精彩汇‘剧’”将作为贯穿

始终的主题，戏剧季分设“东方魅

力”“西方精粹”“儿童启迪”3 个子

板块，为观众开启新一轮戏剧探

索之旅。

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是国

家 大 剧 院 打 造 的 艺 术 品 牌 ，自

2015 年创办至今，先后呈现了 9 个

国家和地区 24 个院团的 149 场精

彩演出，为首都观众提供了一个

观剧窗口。 （戏 文）

新疆音乐剧《黑眼睛》将在京演出

本报讯 由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扶 持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 特 克 斯 县 集 合 北

京 及 当 地 优 秀 主 创 团 队 打 造 的

音 乐 剧《黑 眼 睛》，将 于 6 月 16

日 至 18 日 在 北 京 解 放 军 歌 剧 院

进行首轮 5 场演出。

据 介 绍 ，该 剧 为 2016 年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大 型 舞 台 剧 扶 持 项

目 ，并 且 拟 在 今 年 10 月 1 日 前

完成 30 场巡演和驻演计划。

该剧取材于汉代西域乌孙公

主弟史和龟兹王子绛宾之间的爱

情故事。西汉宣帝本始年间，乌

孙公主弟史在狩猎中邂逅了龟兹

王子绛宾，两人互生好感，之后又

在龟兹国的欢迎宴上和长安的研

习班上相遇，产生了爱情，并私订

终 身 ，但 遭 到 种 种 阻 挠 和 磨 难 。

最后，两人在弟史的老师冯嫽的

帮助下，经过曲折的斗争，终成神

仙美眷。

该剧制作人为陈磊，由获得

多 项 国 家 大 奖 的 青 年 导 演 刘 能

一 执 导 ，编 剧 为 刘 敏 和 刘 能 一 。

该剧场景主要以伊犁河谷、喀拉

峻 草 原 、乌 孙 古 道 、琼 库 什 台 等

风 景 名 胜 为 蓝 本 进 行 舞 台 化 设

计，为观众勾勒出了颇具民族风

情的壮丽自然景观。 （雪 航）

《浴火黎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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