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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谭

■关 注

红梅香飘六十载红梅香飘六十载 丹心一片向阳开丹心一片向阳开
——“时代楷模”阎肃作品音乐会侧记 □高艾知足 张 力 李泽鹤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我

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当一首

首熟悉的旋律随着歌唱家们的深情演绎流淌

而出时，动人的歌声带领我们走过时代的记

忆，在每位观众心里激起澎湃心潮。

12月10日晚，由总政宣传部、空军政治

部主办的“一片丹心向阳开”阎肃作品音乐会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音乐会从阎肃创

作的1000余首作品中精选23首经典歌曲，

以时间为轴线，生动再现阎肃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的艺术人生和追梦历程。

悠扬旋律传九州

音乐会由序幕、“心中一轮红太阳”、“踏

平坎坷成大道”、“万里春色满家园”、“只愿香

甜满人间”和尾声组成。一曲气韵万千、饱含

深情的合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拉开了音乐

会帷幕。

“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这

首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记录着青年

阎肃从军从艺的光辉起点，见证着几代人民

空军成长壮大的飞行航迹。歌声响起，心潮澎

湃。现场很多默默哼唱的空军官兵表示，这首

歌伴着自己入伍，激励自己战胜过许多军旅

生涯的艰辛与挑战。

第一篇章“心中一轮红太阳”选取了歌剧

《江姐》《忆娘》中传唱最为广泛的唱段《红梅

赞》《绣红旗》《五洲人民齐欢笑》。金曼、铁金、

王莉这三位“江姐”扮演者，身着红毛衣、蓝旗

袍、白围巾等，以“江姐”经典造型出场，分别

代表第三、第四、第五代“江姐”接力演唱。“线

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

旗”，千回百转的歌声，把观众的思绪带回到

那个救亡图存的火热年代。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歌

手蒋大为一身白西服登台，深情献上一曲《敢

问路在何方》，瞬间点燃大家的怀旧情绪，台

下掌声雷动，音乐会进入第二篇章。紧接着，

《军营男子汉》《雾里看花》《万事如意》《长城

长》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在张也、王丽达等

演唱者的演绎下，带着一代代国人的集体记

忆，诉说着阎肃一辈子为信仰而歌、为时代放

歌、为强军高歌的艺术追求。

“万里春色满家园”篇章由7首民族气息

浓郁的歌曲组成，分别由孙丽英、蔡国庆、于

兰、陈小涛演唱。不少北京观众听后深感亲

切：无论是激扬着民族复兴曲的《万里春色满

家园》，还是充满京腔京韵的《北京的桥》《故

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变

脸》，或者是讴歌奥运精神的《五星邀五环》，

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段似水年华的岁月，心

中升起一股暖暖的正气。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

月”，这是第四篇章男女二重唱《风花雪月》中

的关键词句，让人不由得想起去年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阎肃代表军队文艺工作者首次提

出“强军的风花雪月”，慷慨激昂的陈词，如今

已成为强军文化的生动注解。

紧接着，由汤非、刘和刚、雷佳分别演唱

了《当兵前的那个晚上》《人民空军忠于党》

《大地情深》等曲目，再现了一位耄耋之年的

文艺老兵，执著追求别样风花雪月的艺术征

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结尾时，一曲阎肃最新创作的《全心全

意》大合唱，将音乐会推向高潮。来自空军航

空兵某师的官兵听后感慨地说：这首歌不仅

唱出了阎老一辈子的心声，也吹响了强军报

国的昂扬号角，尤其当前面对军队调整改革

这场大考，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全心全意拥护改革、投身改革，在强军路

上留下大写的“自我”。

如歌岁月映丹心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85年人生长路，65

年艺术生涯，阎肃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发出时

代强音，创作了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

精品，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正如国家文

化部副部长董伟对阎肃的评价：“与时代同

行、与人民同行、与祖国的发展壮大同行，这

就是阎老永葆艺术青春的重要原因。”

蒋大为在演出现场，谈到与阎肃合作《敢

问路在何方》时，忍不住再次忆起阎肃为了找

到这首歌的“词眼”，在家里的地毯上来回踱

步，竟然走出一条道。“结果，就是这个细节启

发他找到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创

作灵感。”他说，阎肃这种为了创作精品山穷

水尽的求索精神，犹如赤子之心可贵可学。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

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

喳……”当林萍唱起这首京韵十足的《唱脸

谱》时，很多观众不由得齐声伴唱。这首歌的

作曲姚明和阎肃是空政文工团的老战友，他

说，音乐会上的《北京的桥》《故乡是北京》《前

门情思大碗茶》都是他和阎肃在上世纪90年

代创作的，其中饱含着阎肃对中国百姓、中国

精神、中国文化的深深爱恋。

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的是，汤非身着迷彩

服，斗志昂扬地演唱了一首《当兵前的那个晚

上》，情感朴实、节奏明快，获得现场观众热烈

掌声。这首歌的曲作者印青说：这首歌是2013

年我和阎老一起创作的，深受基层官兵喜爱，

这也让阎老欣喜不已。和阎老合作几十年，最

让我感动的就是他身上永远的老兵本色。

“对促进部队战斗力、鼓舞士气的事，阎

老总是充满激情地完成。”与阎肃合作过100

多首作品的空政文工团作曲家孟庆云，刚刚

为阎肃的新作《风花雪月》谱完曲，他说，这首

歌在此次音乐会上首次亮相，也是我们对病

床上的阎肃的深情祈福。

此次音乐会上展示的23首作品，只是阎

肃艺术年谱中的一簇。音乐会总导演、原空政

文工团团长杨月林说，当我们翻阅新中国的

文艺史时发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

个重要历史阶段，几乎都有阎老的作品在记

录历史、讴歌时代。

芬芳香甜满人间

“我是一棵树，根儿扎大地，大地就是人

民把我哺育，炮火硝烟里，你用生命呵护我，

国旗升起时，你欢笑在心底，大地啊大地，我

们永远在一起”。这首《大地情深》是2014年

全军老干部晚会上的压轴曲。音乐会上，雷佳

的深情演唱唱出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情深。

其实，这也是阎肃百姓情怀和人生境界

的生动写照。音乐指挥家滕矢初说：阎肃善于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达深刻的

时代思考、浓厚的爱国情怀，而在这思考和情

怀的背后，正是他方正的人品、高尚的情操。

一身红毛衣、一条白围巾，这是台上“江姐”

演唱者的打扮，也是观众席中的一位老妈妈的

着装。这位来自陕西的老妈妈激动地说：“我今

天提前一个小时就到现场，迫切想听到这些经

典旋律，但是音乐会刚开始，我又想慢点再慢

点，不舍得这么快就结束。第一篇章的《红梅赞》

《绣红旗》我是噙着泪水、一起哼唱的。”

当晚音乐会，阎肃的“金牌搭档”、作曲家

羊鸣也来到现场。回忆起《我爱祖国的蓝天》

的创作，羊鸣十分激动：“从青年到老年，我们

不知下了多少回部队。如今年龄大了，可还是

念念不忘。”回顾与阎肃合作的这一生，他认

为，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家，永远在基层，在战

士的心里。

阎肃的儿子阎宇看完音乐会后，动情地

说：同样在这里，5年前阎肃从艺60周年音乐

会我也在台下，当时阎肃自己为自己主持，用

他那浑厚的声音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和羊

鸣、姜春阳、孟庆云等老战友一起回忆战斗岁

月，让很多人倍感温暖和怀念。

然而，5年后的今天，依旧是这些熟悉的

旋律，遗憾的是，阎肃已经无法到场。今年忙

完“九三”晚会后，他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梗住

进了医院，至今已经昏迷70多天。很多观众

表示，最近看过很多对阎肃事迹的报道，很关

注他的病情，我们都希望他早日康复。

“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高唱《红梅

赞》，为阎老送去深深的祝福！”音乐会结束前，

四位主持人向现场的千余名观众发出邀请，在

三代“江姐”扮演者的深情领唱下，全场观众起

立同唱一曲《红梅赞》，将所有人对这位文艺老

兵的深情祝福，化作真挚的歌声飘向万里。

今年是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

文化部组织复排了该剧并制作了3D舞台艺术

片。11月6日起，由文化部主办的歌剧《白毛女》

全国巡演活动正式启动，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观

众的热烈欢迎，真是一票难求，盛况空前。

传承经典 固本求新

歌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诞生于意大利，至

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

动传入中国还不足百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老

一辈歌剧艺术工作者成功地把西洋歌剧的艺术

经验和艺术手段与秧歌剧、戏曲、曲艺、民歌的民

族传统和民族风格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的

歌剧发展道路，也曾经创造了中国歌剧的辉煌。

涌现出如《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红

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一

大批优秀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唱段家喻户晓、

影响遍及全国。而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当

数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贺

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瞿维、刘炽、焕

之、向隅、陈紫作曲的《白毛女》。歌剧《白毛女》为

什么会盛演不衰，充满魅力？我认为最根本的原

因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非常鲜明的

民族特色、非常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非常广泛的群

众基础。

文化靠积累，经典需传承。但是，今天复排诞

生在70年前的民族歌剧经典之作《白毛女》，如

何处理好固本和求新的关系？这又是摆在我们面

前一个不小的难题。让人可喜的是，主创人员和

演职人员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

得了突出成效。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原剧本的人

物设置和故事框架，只作了适当删节，音乐上更

是尽量保留它的原有特色，首先在文本和音乐上

守住了原作的精髓；其次，他们还专门组织了演

员和剧组人员去“白毛女”故事的发生地——河

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冶乡河坊村实地深入生

活，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实地考察了白毛

女洞、奶奶庙、黄家大院和白毛女陈列馆，让大家

去体验并寻找那个时代的生活依据；再次，他们

还请来了郭兰英等一批当年参演过歌剧《白毛

女》的表演艺术家，郭兰英不辞辛劳手把手地教，

让演员们扎牢根基，得到真传。复排歌剧《白毛

女》中，雷佳和高鹏的演唱和表演可圈可点，这一

切都离不开名家和高人的指点。所以，此次复排

的歌剧《白毛女》，无论是剧情处理、演员表演，还

是音乐编配、舞美设计，都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

色，坚持了民族歌剧的属性，固守住了这个根本。

另一方面，为使《白毛女》既“原计原味”又具有时

代气息，主创人员首先把“赵大叔讲红军”、“穆仁

智抢喜儿”等几场戏以前的台词改成了唱词，按

原剧的音乐风格把它们谱写成唱段，并为“喜儿

大春山洞相逢”一场戏续写了新唱段《我是人》，

恢复了喜儿、大春的二重唱，以回归歌剧艺术本

体，突出它的音乐性、歌唱性，增强它的艺术感染

力；其次，主创人员还用中西合璧的乐队编剧，在

和声、复调、织体等方面进一步加工提高，并强化

了民族器乐和民族打击乐的作用，将全剧的音乐

重新作了编配，从而大大丰富了乐队的表现力；

再次，借助高科技手段，用3D技术把它拍摄成舞

台艺术片，也更增添了今天的时代感，增强了视

觉冲击力和观剧新体验。

引导创作 给人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反

复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无疑，歌剧《白

毛女》就是这样的作品。

歌剧《白毛女》取材于民间新传奇“白毛仙

姑”，表现新旧两个不同社会的鲜明对照，表现人

民的翻身，它所塑造的喜儿、杨白劳的艺术形象

更是深入人心。郭沫若观看歌剧《白毛女》后，曾

以《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为题，

高度赞扬了这部歌剧：“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

两千多年，随着《白毛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到

它们的闭幕，‘鬼变成人’了”，“这是人民解放胜

利的凯歌”。《白毛女》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在

20世纪40年代震动了大半个中国，使上亿人民

（特别是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们）为之振奋，用艺

术的力量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反霸斗争和推翻

三座大山的伟大革命。因为它关心了人民的命

运，反映了时代的变革，所以才会深受大众的喜

爱和欢迎。《白毛女》在文学、诗歌、音乐语言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以及面向民间、贴

近群众的做法也使它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茅盾1948年5月21日

发表的赞文称：“在今天，我们毫不迟疑称扬《白

毛女》是中国第一部歌剧，我以为这比中国的旧

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

出：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

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

问题。那么，何谓有质量的作品？何谓“高峰”式的

作品？难道歌剧《白毛女》不能给我们以启迪吗。

歌剧《白毛女》主题深刻。它充分揭示了“旧

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内

涵；歌剧《白毛女》故事传奇。它是情理之中意料

之外，独一无二的。歌剧《白毛女》人物鲜活。喜

儿、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都有鲜明而独特

的人物个性，活灵活现；歌剧《白毛女》音乐动听。

无论是《北风吹》还是《扎红头绳》，无论是《十里

风雪一片白》还是《昨天黑夜爹爹回到家》《恨似

高山仇似海》《太阳出来了》……哪怕是反派人物

的音乐也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好地实

现了用音乐来承载戏剧、刻画人物、引发动作、营

造环境等任务。应该说，在全体主创人员、演职人

员的努力追求下，这次复排的歌剧《白毛女》是符

合“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要求的艺术

精品。

提振精神 增强信心

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

代，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歌剧艺术也呈

现出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多元发展中的

重要一元即民族歌剧的创作演出还没有引起大

家的足够重视，还不够活跃。以至于在总政歌剧

团继民族歌剧《党的女儿》之后又推出民族歌剧

《野火春风斗古城》时，歌剧理论家居其宏发表感

言说：“像以前《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这

样的民族歌剧，如今在新世纪几乎是一脉单传，

而总政歌剧团把它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脉单

传”既是褒奖，也有点悲凉。前一时期，某报还登

出了“中国歌剧一路向西？”的醒目标题。造成这

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缺乏文化的定

力，缺乏文化的自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

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文艺点评说：“发展中国

家迫切希望公平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进程，在世界

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急切心愿的背后，也

特别易于出现不顾客观实际、渴望强国认可，且

以他人标准为准则的文化焦虑症候。”例如，近些

年来不管何等人士，也不管何种唱法，大家不惜

重金拼命要挤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个人音乐

会，以此作为“走向世界”的标志，以此作为衡量

“艺术水平”的标准。再比如，有些作曲家公开表

示，我就是要写一部像西洋正歌剧一模一样的中

国歌剧，把“像”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岂不知，你

模仿得再像也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过去

的东西，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就没有

发展和提高；岂不知，文化离不开它的土壤，

文化更离不开它的受众，作为舞台艺术实践活

动中的三个主要环节即创作、表演和欣赏是应

该综合起来统一考虑的，要为“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服务，就得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让外

来的艺术形式服中国的“水土”，接中国的“地

气”。这些在老一辈歌剧艺术工作者中已经解决

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难道我们还要付出沉重

的代价再走一遍吗？“这种依托洋人认可来装点

门面的动机，恰恰是弱者自卑心理的反射，是

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

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实现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进程中，我们应该保持文化的定力，

建立文化的自信。

歌剧《白毛女》的复排和演出成功，再一次充

分证明了民族歌剧的强大生命力，也进一步提振

了我们的精神、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一定要以歌剧《白毛女》复排和演出成

功为契机，更加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倍加珍惜

几代中国歌剧人努力探索而创立的民族歌剧风

格和传统，不断深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之

中汲取养分，解决好继承、融合、创新三者之间的

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拓宽视野，支持各种

题材、样式、风格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多元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歌剧作品，去赢

得观众、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歌剧歌剧《《白毛女白毛女》》今又续辉煌今又续辉煌
□王祖皆

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日前在北京民族文

化宫大剧院举办。此次展演集中展示了广大曲

艺家和曲艺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并切实开展“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姜

昆、戴志诚、师胜杰、石富宽、李金斗、李建华、苗

阜、王声、柴京云、柴京海、刘颖、贾冰等曲艺名

家新秀悉数登台亮相，来自北京、陕西、山西、浙

江、辽宁等10个省、直辖市23个演出单位的

160多位曲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为首都观众奉

献了优秀相声小品、柴氏兄弟大同数来宝和《姜

昆“说”相声》等4台主题鲜明、题材广泛、风格

各异的专场演出。

优秀相声小品专场拉开了此次展演的序

幕。其中，来自北京曲艺团的青年相声演员孙仲

秋、张硕表演了获得第三届南山杯全国曲艺新

人新作展演一等奖的《疯狂电台》，展示出青年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的扎实功底；来自北京大

逗相声社的李寅飞、叶蓬、董建春、李丁4人，表

演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门创作的

小品《其实我想走》，显示出高学历相声演员不

凡的创作能力；来自北京嘻哈包袱铺的青年相

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新作品《金牌调解

员》接地气，对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来自中国铁

路文工团的青年演员刘颖、浩楠表演的相声《热

心老人》取材于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志愿

者的感人事迹，是今年中国曲协组织的采风创

作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从2013年首届全

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中走出来的青年相声

演员苗阜、王声当晚为观众表演了新作《艺术人

生》；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石富宽用老段新

说的方式演绎了相声《戏剧与方言》，展示了老

艺术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表演功力。

展演的压轴之作是《姜昆“说”相声》。经过近一年

巡演的反复锤炼和调整，整场演出内容更加集中、衔接

更加紧密、节奏更加流畅，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得到进

一步提升。《姜昆“说”相声》专场演出表现了姜昆40年

相声艺术生活的发展脉络，在其中展现了姜昆各个艺

术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代表作品，回顾了姜昆与

搭档李文华、唐杰忠、戴志诚表演时温馨感人的画面和

场景，同时融入了与相声新秀碰撞合作的精彩片段。特

别是姜昆与戴志诚表演的新创相声《新虎口遐想》，既

是对28年前春晚经典相声《虎口遐想》的致敬，又有前

后内容的有机联系，同时融合了微信、交通拥堵、食品

安全、反腐等热点话题，演出效果火爆。

“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分别于2013年和

2014年在北京成功举办，在推出一批曲艺新人的同

时，更推出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

作品，满足了广大观众对高质量高水平节目的需求。连

续举办三届以来，“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已经

日益打造成为语言类曲艺节目的专项品牌，成为鼓励

广大曲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推动

广大曲艺工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精心创作的

实践平台，必将为推动全国语言类曲艺节目的可持续

发展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曲 文）

第
三
届
全
国
相
声
小
品
优
秀
节
目
展
演
在
京
举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