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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王宁

国家大剧院院长

金秋时节，一年一度的“春华秋实——艺术

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如约而至，我谨代表

国家大剧院向参加演出的广大师生们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春华秋实”是国家大剧院携手艺术院校精

心打造的特色公益性品牌项目，于每年金秋十月

拉开帷幕，旨在为艺术院校师生提供艺术实践、

艺术交流、艺术展示的广阔舞台。12 年来，已经

有来自海内外 24 所专业艺术院校，9400 余名师

生及艺术家先后呈现了 100 台 128 场，涵盖音乐、

舞蹈、戏剧、戏曲等各艺术门类的精彩演出，吸

引 15 余万人次观演。展演周立足民族艺术与世界经典，为专业艺术院校提供

了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实践平台，为促进院校间学术交流、展示最新教学成果

和挖掘艺术新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9 年第十二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将于

10 月 29 日—12 月 3 日举行。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

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 9 所艺术院校的师生

将先后呈现 9 台 10 场包括话剧、京剧、民族舞剧、声乐、钢琴、合唱等多种

艺术形式的精彩演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本届“春华秋实”展演周

立足原创作品与红色经典，推新人、推新作，继续加大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展示与弘扬，从而增强其在当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本届展演周将继续秉承国家大剧院“让人民享受艺术，让艺术改变生活”

的理念，推行公益惠民低票价，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交流活动，

让艺术走进普通百姓，丰富大众生活。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最后，预祝第十二届“春

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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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祖国诞辰70周年，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

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已走过了11个年头，成为国内一流艺术院校提供教学实

践、艺术交流和人才孵化的广阔平台，也成为剧院与院校合作的优秀典范。

今年，中央戏剧学院师生再次荣幸地登上这个舞台，呈现原创作品，展示

教学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绽放青年艺术学子的璀璨青春风采。衷心祝愿“春

华秋实”越办越好，为新时代的观众打造更多彰显崇高之美、弘扬中国力量的

艺术精品，展现高雅艺术的魅力和风采，为当代中国的舞台艺术注入崭新活

力。

祝愿所有参演院校演出顺利！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郝戎

春华秋实——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有一份期盼，就有一份欣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为戏曲奉献一生的国戏人而言，初心是一种责

任，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种担当。 今天国戏师生为观众们献上精心排练的优秀

剧目，希望用“坚忍不拔、孜孜以求，始终以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

任”的国戏精神坚守初心，争当时代追梦人。              

 中国戏曲学院党委书记  龚裕

一年一度“春华秋实”又将开启，我谨代表北京舞蹈学院，对我们校外人

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剧院连续11年来的盛情相邀表示最由衷的感谢！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北京舞蹈学院建院65周年之际，我们为“春华秋实”的舞台带

来原创中国古典舞剧《梁祝》，相信以全新舞台结构呈现的这部这家喻户晓的

爱情故事，一定会让首都观众为之沉醉。

北京舞蹈学院始终坚持高层次的文化追求、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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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教育。我们期待在与国家大剧院更加深入、广泛的战略合作中，推出更多

展现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的优秀教学成果作品，服务社会、服务大

众！

预祝第十二届“春华秋实”展演周圆满成功！

                              北京舞蹈学院院长  郭磊

“春华秋实”作为国家大剧院与高等艺术院校携手打造的特色公益性艺

术品牌，为促进艺术院校间的学术交流、发掘青年艺术人才、展示最新教学成

果提供了广阔平台。浙江音乐学院遵循“事必尽善”校训精神，建机制、夯

基础、强内涵、促发展，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作、艺术实践、

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快速发展。受邀参加本届展演，既为学

院师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艺术实践机会，又是一个向社会各界汇报学院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和艺术创作成果的绝佳平台，希望学院师生们能在这个舞台上与

兄弟院校同行同台竞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预祝第十二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圆满成功！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  王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西走廊时，曾饱含深情地说：“甘肃自然风光优美，

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

这些美丽深深熔化于世代生存在祁连山的裕固族血液之中。原创作品合唱剧

《天鹅琴》取材于该民族的神话故事，将带您徜徉这幅画卷，感受这份美丽。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张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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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任务，加快推动国家文化繁荣

兴盛。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春华秋实集艺术培育、艺

术教育、艺术家成长、艺术作品提高成熟于一体，源源不断地激发来源于生

活的文化创新，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彰显了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

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 冯力斌

星海音乐学院始终肩负传承和发展岭南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深深根植岭

南人文沃土，坚持特色发展，不断推进岭南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理论研究

与人才培养“四位一体”学科结构的良性发展，彰显自身独特的办学价值。

长期以来，岭南女声合唱团为承续岭南音乐文脉做出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

我相信，这朵美丽的南国之花再次绽放国家大剧院，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一定会让“春华秋实”艺术大花园更加姹紫嫣红，绚丽多彩！ 

                                                                               星海音乐学院院长 蔡乔中

舞韵之魂，育人之美。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刘益春

十余年来，“春华秋实”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事业收获飘香的沃土。

这一季，舞剧《玉米大地》带着吉艺的创作果实与黑土地儿女的精神寄望载梦

而来。期待，吉艺师生在“春华秋实”舞台华美绽放，新时代艺术教育之程在

“春华秋实”的滋息中一路硕果繁花。

吉林艺术学院校长 郭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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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耕种，秋之收获。一年一度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

展演周”于金秋时节拉开帷幕。国家大剧院通过与艺术院校的通力合作，面向

社会大众举办高质量且低票价的公益性演出及主题教育活动，以此形成独具特

色的大剧院公益性精品项目品牌。李岚清同志为展演周题词——“春华秋实”，

以勉励艺术院校和国家大剧院对艺术教育事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12 年来，已经有来自海内外 24 所专业艺术院校，9400 余名师生及艺术

家先后呈现了 100 台 128 场，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各艺术门类的精

彩演出，吸引 15 余万人次观演。展演周立足民族艺术与世界经典，为专业艺

术院校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实践平台，为促进院校间学术交流、展示最新

教学成果和挖掘艺术新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本届“春华秋实”展演周立足原创作品与红

色经典，推新人、推新作，继续加大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与弘扬，

从而增强其在当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10 场演出将呈现话剧、京剧、民族舞剧、

合唱音乐会、钢琴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

中央戏剧学院带来的话剧《白蛇》，以“大戏剧”的概念集合全院各个系

的年轻力量完成，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力求奉献一台青春版的白蛇故事，

使古老的传说一代代演绎下去；中国戏曲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名家折子戏专场演出》名家汇集，一文一武两出戏充分展现

了京剧的艺术特色，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体现了京剧艺术的

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北京舞蹈学院舞剧《梁祝》，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经

典民间爱情故事“梁祝”。作品用中国古典舞语汇，以意境化的方式、现代化

的手法和简约的舞台视觉呈现，展现了中国古典舞蹈魅力和东方文学艺术的独

特意蕴；《浙江音乐学院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演历届部分获奖选手

音乐会》，将为观众带来中外经典歌剧片段、中外经典歌剧咏叹调、近现代中

2019 第 12 届“春华秋实”展演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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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典声乐作品及新时代原创中国作品等；西北师范大学《天鹅琴——跨界融合

舞台剧目合唱音诗》，以裕固族民间故事为题材，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的美好心

愿，展现了丝绸古道旖旎秀丽的陇原山川；西安音乐学院《“中国梦·民族情”——

红色经典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为观众们带来了耳熟能详、雅俗共赏的中国经

典钢琴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红色经典的独特魅力；星海音乐学院《岭

南女声——中外合唱作品音乐会》，追求唯美的音质与多彩的和声，突出原创与

经典的完美融合，演出将呈现当代中外作曲家的十八首作品；东北师范大学舞剧

《浮生》讲述了中华民族在抗战年代备受欺凌寻求解放的故事。舞剧以兄妹三人

起落离合为主线，勾画出了乱世浮生，人自飘零的时代印象，见证着中华民族的

历史，歌颂了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独立而顽强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吉林

艺术学院民族舞剧《玉米大地》，以玉米大地为主题，用舞蹈形式着重刻画地域

文化特点，以此形成一部向农民、向东北文化、向中华农业文明致敬的作品。

“春华秋实”展演周将继续为全国乃至世界艺术院校打造国际性艺术展示

平台，加强与国内外艺术名校、名家合作，不断推陈出新，勇于尝试。传承民族

艺术，传播世界经典，挖掘优秀艺术人才及培养高雅艺术欣赏水平，成为艺术与

人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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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 12 届“春华秋实”展演周概览

话剧《白蛇》

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演出单位：中央戏剧学院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名家折子戏

专场演出

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演出单位：中国戏曲学院

《天鹅琴》—跨界融合舞台剧目合

唱音诗

时间：2019 年 11 月 6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演出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梦·民族情”——

红色经典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

时间：2019 年 11 月 11、12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演出单位：西安音乐学院

舞剧《梁祝》

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演出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岭南女声——

中外合唱作品音乐会

时间：2019 年 11 月 13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演出单位：星海音乐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及全国高等艺术

院校歌剧声乐展演历届部分

获奖选手音乐会

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演出单位：浙江音乐学院

舞剧《浮生》

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演出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民族舞剧《玉米大地》

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演出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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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白蛇》

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演出单位：中央戏剧学院

白蛇的传说在中国家喻户晓，希望学生们在春华秋实中，展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和

自信，用年轻的创造力将中国的经典一代代传下去。

话剧《白蛇》导演  王鑫

剧情介绍

白蛇的故事是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爱情传说之一。白素贞和小青前身曾是

蛇精，经过千年修炼，脱胎换骨变成人形。因向往人间，姐妹俩来到江南，在

杭州西湖，白蛇遇见了自己心爱的人——许仙，两人一见倾心，结成姻缘。二

人本可以幸福地生活，可是金山寺住持法海看破了白素贞的身世之秘，他告诉

许仙白素贞乃千年蛇妖。许仙将信将疑，但还是依法海之计在端午节给白素贞

饮下了雄黄酒，从此白娘子与许仙陷入了生离死别的种种磨难。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2019 第   届

- 10 -

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

十
二

导演介绍

王 鑫， 中 央 戏

剧学院表演系教授、

博士、表演系副主

任。长期从事表导

演教学，教学经验

丰富，艺术理论扎

实。导演作品：话

剧《 大 雪 地》《 列

兵们》《圣井》《萨勒姆的女巫》等。影视表演作品：《国徽》《无问西东》《山

城一夜》《风筝》《大江大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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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职人员表

白蛇（春、夏、冬）：肖小芸

白蛇（秋）：印提扎尔·帕力丁

许仙：罗一舟

小青：刘芯羽

法海：付豪

船家：楼恒志

法海徒弟：魏自强

婆婆：王晓赟子

伯伯：魏毓浩

屠夫：王煜霖

哑叔：郑顺平

婶婶：杨媛

天兵天将：刘伯淳  弓兆阳   刘小龙  张棪   

              王耀弘 张钦顺 高桂诚 窦雨洋

武僧：常宏基  胡长乐  刘沛然  高超    

           冯士航  王耀民  刘虎     裴航

出品人：郝戎

艺术总监：徐永胜

艺术监制：陈刚  王鑫  李红

编剧、导演：王鑫

舞台设计：杨君韬

灯光设计：冯德仲

服装设计：宋橇

化装设计：田丹

影像设计：李东青

音响设计：范爱众

声乐指导：王平

形体指导：朱晗  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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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演出单位：中国戏曲学院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名家折子戏专场演出

剧情介绍

《锯大缸》

《锯大缸》又名《百鸟朝凤》，是一出神话剧。百草山中旱魃化身为王家

庄王大娘（殷凤珠），取死人噎食罐炼成黄磁缸，用以抵御雷劫。黄磁缸后被

巨灵神撞裂，王大娘觅人补缸。观音乃遣土地化作补锅锔缸匠人，假作锔补，

故意打碎其缸。旱魃恼怒欲加害，观音请天兵天将斩除旱魃。

此剧包含武旦的基本技巧及演员须具备的四功五法。该剧是以武旦为主的

神怪戏，众鸟神天将色彩艳丽夺目 , 凸显了武生、武净、武丑等行当的特色，

让武戏行当演员在此剧中都能充分展现艺术特色。通过丰富多变的舞台调度，

精彩高难的毯子功、把子功，群体武打、造型、舞蹈的展示，发扬了群武戏“一

颗菜”的整体表演魅力。

国学、国粹、国戏，文化自信；

传承、传播、发展，弘扬传统。

——中国戏曲学院以一流专业京剧教学成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致敬

          中国戏曲学院艺术实践管理处（中心）处长兼主任   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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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职人员表

《锯大缸》

指导教师﹕李亚莉   

执排教师﹕年金鹏 

王大娘：李春雨   张雅雯     

土地：李浩亮    

土地奶奶：杨康    

观音大士：陈允文

雷公：孔令乾    

韦陀：孟德民        

孔宣：李献洋

白鹦鹉：唐宏伟    

比丘僧：赖泽顺    

莲花童子：欧键

《打严嵩》

明朝嘉靖年间， 严嵩独揽朝政， 排除异己，并在府中鸠营密室，私造九龙

王冠，欲谋纂位。其工匠邱、马二人被常宝童诱入他的开山府，作为严嵩罪状的

人质。御史邹应龙秉性耿直，对严嵩专政极为愤恨。他以献好心为名进入严府探

其动静，乘机取得了严嵩的信任，将其诓进开山府。邹应龙暗至开山府与常宝童

定计将严嵩痛打了一顿。严嵩离开常府决意上金殿参奏常宝童。为了便于验伤，

严嵩恳求邹应龙在其面部做伤，邹应龙又在御街上把严嵩痛打了一顿，最后还得

到严嵩的称谢。

京剧《打严嵩》最早是由谭鑫培先生创演，因该剧包含了老生行当中的唱、

念、做、舞丰富的程式化表演，加之谭鑫培先生诙谐幽默的表演深受观众们的喜

爱，广为流传。余叔岩、谭小培、谭富英、周信芳、马连良等诸多大师都曾演过

该剧，并成为各自流派代表作。

大鹏鸟：王晨    

金眼豹：李旭    

黑狐：康哲

白狐：苏子洋    

善财：邓佩云    

龙女：林箐菁

二女妖狐：米沂   戴欣羽

八小妖：翟禹鉴   高振洋   和逸山   崔强

               马天宇  易小龙    赵特      颜龙

十二神将：张元浩   胡佳乐   张枫琳   赵克

                  魏伯阳   孙云飞   许周熠   王凯文

                  李新博   张建时   余明洋   关钰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打严嵩》  

邹应龙：韩胜存    

严嵩：舒桐

常宝童：张威    

严侠：张亚宁

二棋牌：张元浩  李新博

四红龙：李雪  王青云  申飞鸿  余明洋

四小太监：康哲  尚朝刚  薛嘉诚  张枫林

四校尉：胡佳乐  王鹏启  许周奕  孙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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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胜存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国家一级演员

张威 

国家一级演员

舒桐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国家一级演员

张亚宁 

国家一级演员

总策划：龚裕

策划：宋飞

艺术总监：张尧

监制：舒桐

策    划：王利峰 年金鹏

舞台监督：徐小刚 李亚莉

演出统筹：苏建立 郝雄钊 魏琦

剧 务：栾天亮 张元奇

装置：王贺 侯钟霖 刘志刚 张玮

灯光：张弓长 齐文

音响：赫文瑞 柴堃

服装：周志强 尹永明 王泽旭

化妆：王凡 张思萌

盔箱：史砚琨

道具：王诗萌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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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演出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舞剧《梁祝》

中国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教育和舞台实践的紧密结合 , 需要精炼有代

表性的作品来普及和推广。87 年我曾编创表演了双人舞《梁祝》, 多年来梁祝

的小提琴协奏曲旋律还时时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希望以一部更成熟丰满

的舞剧作品来重新诠释梁祝的优美传说 , 表达我对中国舞的无尽情怀 , 也为古典

舞的传播和发展略尽绵薄之力。用舞蹈的本体来阐释梁祝的故事 , 用新的创作

手段付诸舞蹈本体的运用空间 , 挖掘梁祝心理深层的情感世界是我们这次编创

梁祝的立足点。

舞剧《梁祝》总导演  李恒达

剧情介绍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读书还只是男人的特权。一位名叫祝英

台的女子女扮男装到书院求学，与梁山伯成为同窗并渐渐对他芳心暗许。三年

时间一晃而过，直到祝英台离开，梁山伯才知道她女子的身份。一时间恍然大悟，

内心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立誓要娶祝英台为妻。梁山伯前往祝府提亲却得知

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氏公子，万念俱灰的他回到家中不久病故。祝英台听闻此事，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2019 第   届

- 16 -

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

十
二

悲痛欲绝，决心与梁山伯共赴黄泉。出嫁那天，祝英台来到梁山伯坟前投坟而死。

两个年轻的生命化作两只蝴蝶，一直在那里飞旋、徘徊。

序

最是相思勿相忘，生生死死为侬妆。夜阑人静，锦绣妍妆，一袭嫁衣，烛光

灯影里，英台追忆逝去的快乐时光。

第一幕：相识

书香文韵舞韶华，月照藤荫弄羞花。

残漏赌书双立影，同窗枕盼朝霞。

高墙深苍，书声琅琅。英台与山伯相识相知。月朗星稀，二人静夜共读。朝

夕相处间，英台情愫深种，却只能将心语寄托于如水的月光。

第二幕：相送

朝朝暮暮三寒暑，泪满双颊情难诉。

落叶萧萧催倦客，飞霞霭霭话离愁。

一纸家书，归期相促。秋风萧瑟，黄叶飘零，烟笼长堤上，

英台与山伯依依话别，言不尽的寸心，诉不尽的离愁。

第三幕：相会

青砖碧瓦筑高墙，锦妆满院锁心房。

矗立楼台相对望，并蒂莲花留残香。

梨花院落，柳絮池塘，红妆映水，英台与山伯楼台相会。虽有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曲径通幽风卷绣帘的画卷前，只有眼前的人才是意中人。

第四幕：相伴

一片红笺写情殇，今生无以为君妆。

前尘往事成追忆，绿冢白杨同断肠。

凄凄冬日，山伯独自抱憾而终。鼓乐喧嚣中，珠翠新妆，身着火红嫁衣的英台，

以死赴约。

尾声：永生

三生石上续前缘，双蝶化羽道传奇。

暮雪纷飞，山色空灵，梁祝化蝶双宿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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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职人员表

梁山伯：罗嘉诚      

祝英台：孙灿       

总导演：李恒达

艺术总监：庞丹  胡淮北

编 剧：李恒达  李天翼

视觉总监：任冬生

作曲：郭思达 

编导：夏维家 王盛峰 黄佳园   

欧思维 王帅 

服装设计：阿宽 

舞美设计：刘蓓 

灯光设计：胡博

造型设计：王婷

视频设计：张曦丹

平面设计：张曦丹 劳宣

舞台监督：喜安

翻译：蔡烁 张剑宇

导演介绍

李恒达，著名旅美艺术家，中国首批

国家一级演员，美国亚洲表演艺术剧院艺

术总监，美国泛美舞蹈联盟会长，美国中

国风艺术协会顾问（国务院侨办下属机

构），第六届、第七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委员 ，北京舞蹈家协会理事。获得“华

盛顿州杰出艺术家”称号、“西雅图市长艺术家奖”。曾获首届全国“桃李杯”

舞蹈比赛男子组金奖，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表演一等奖，文化部“新人新作舞

蹈创作大赛”创作奖、优秀表演奖。主要创作代表作有：《梁祝》《海之歌》《一

抹残阳》等。主要表演代表作有：民族舞剧《屈原》《铜雀伎》《新婚别》《梁

山伯与祝英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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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演出单位：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

展演历届部分获奖选手音乐会

演出曲目

我们正有一个大事件（选自歌剧《卡门》）                                       乔治·比才

       演唱：方格 叶瑜嘉 张莹 杜柏林 刘一鸣

四凤，我的小羊（选自歌剧《雷雨》）                                    曹禺 词 孟卫东 曲                                                                   

       演唱：金振宇 王美玲

一会儿，我们悄悄去花园（选自歌剧《唐帕斯夸莱》）

                                                                多米尼科·葛塔诺·玛利亚·多尼采蒂

       演唱：熊同天 薛昊明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爱登其质”，由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春

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已走过 11 个春秋。浙音“声歌骄子”

能应邀参加本届展演是荣幸的、是可喜的，也是值得骄傲的。近年来，我系在

学院党委的支持下，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排演了《雷雨》《费加罗

的婚礼》《党的女儿》等中外经典歌剧。近期，正在如火如荼的创排首部原创

歌剧《国之歌》。没有那浩荡的春风，又哪里会有这满野秋色和大好的收成，

我们将以崭新的姿态呈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歌”。

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党总支书记、执行主任  王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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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荫下（选自歌剧《拉克美》）                                                    奥雷·德利勃 

       演唱：王煦然  梁齐蓉

破碎的心（选自歌剧《西蒙·波卡涅拉》）                               朱塞佩·威尔第

       演唱：王博

我的太阳                                                                乔凡尼·卡普罗 曲 王凯 改编

       演唱：王凯

妈妈的金达莱                                                                                    郑龙男 词曲

       演唱：元艺莲

我心中永远的歌                                                                                 郑龙男 词曲

       演唱：关贺元

我爱祖国的早晨                                                                                郑龙男 词曲

       演唱：杨代润 

多谢朋友们（选自歌剧《西西里晚祷》）                                朱塞佩·威尔第

       演唱：张心怡

为爱情付出一切，小姐们                                   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

       演唱：岳帅强 于宪龙 曹伟硕 李梦琦 张译丹 曾晴茜

四周多么寂静（选自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

                                                                多米尼科·葛塔诺·玛利亚·多尼采蒂

       演唱：赵汉娜（韩国）

多么快乐的一天（选自歌剧《军中女郎》） 

                                                                      多米尼科·葛塔诺·玛利亚·多尼采蒂

       演唱：刘明昊

我的泪流成河（选自歌剧《游吟诗人》）                                   朱塞佩·威尔第

        演唱：徐瑞阳 王艺清

我和我的祖国                                                                         张藜 词 秦咏诚 曲

        领唱：王凯 刘明昊 元艺莲  张心怡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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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总监

傅海静，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现任哈

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国际歌剧教育学会音乐总

监等。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获得美国波

士顿大学音乐学院的“艺术家称号”文凭

及美国密西根州里大学颁发的“荣誉博世”

证书。曾与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签约达二十年之久，与帕瓦罗蒂、多明戈等歌唱家多次合作，在歌剧《弄臣》《阿

依达》《斯蒂费里欧》《假面舞会》《茶花女》《卡门》《茶》等四十部歌剧

中担任男中音主角。他是第一位赢得大都会歌剧比赛的中国演员，也是唯一一

位受帕瓦罗蒂之邀在纽约林肯中心举办《帕瓦罗蒂和朋友们音乐会》的中国歌

唱家，并向全世界实况转播。

音乐会介绍

浙江音乐学院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演历届部分获奖选手音乐会，

音乐总监为男中音歌唱家傅海静教授，总策划为中国音乐学院宋一教授。演员

全部由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演历届部分获奖选手组成。本场音乐会将

演绎的歌剧声乐作品，包括中外经典歌剧片段、中外经典歌剧咏叹调、近现代

中国经典声乐作品及新时代原创中国作品等。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  21 -

时间：2019 年 11 月 6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演出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天鹅琴》—跨界融合舞台剧目合唱音诗

演出曲目

天鹅琴                                                                        王文澜 词   陈虎 胡文慧 曲

       序

       牧羊少年 

       天鹅湖畔 

       尖嘴子鸟 

       天鹅罹难 

       神奇之琴 

       爱情祥云 

       尾声

国家大剧院“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体现了艺术

教育之高。“春华秋实”不仅培育了一部部优秀的原创剧目，还培养了一批批

优秀艺术人才，为国家艺术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合唱剧《天鹅琴》，题材新颖，

融合了当代社会和谐思潮，凝聚了裕固族丰富的文化元素，是国内剧院原创剧

目的精髓。感谢你们为艺术院校搭建平台，祝愿“春华秋实”越办越好！

 甘肃“五音”合唱团指挥   陈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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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介绍

合唱音诗《天鹅琴》是根据祖祖辈辈生息繁衍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甘

肃独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民间故事为题材，由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文

澜作词，陈虎院长和胡文慧教授联袂创作的一部大型原创合唱套曲。该作品结

构恢宏、构思严谨、手法新颖、语言独特，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鲜明的现代

色彩。全曲由八个乐章组成，即：一、序曲，二、牧羊少年，三、天鹅湖畔，四、

尖嘴子鸟，五、天鹅罹难，六、神奇之琴，七、爱情祥云，八、尾声。合唱音

诗《天鹅琴》通过一位牧羊少年与天鹅仙女忠贞凄美的爱情传奇，讲述了一个

马背民族纯朴善良的高尚品格，颂扬了裕固儿女勇敢勤劳的坚强性格，表达了

人们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展现了丝绸古道旖旎秀丽的陇原山川，同时歌颂了

朴实无华的善良，真挚无悔的奉献，勇于担当的责任，彰显了人们对至死不渝

爱情的道德精神赞美和追求真善美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期许。

合唱团介绍

甘肃“五音”合唱团暨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合唱团成员由西北师大音乐学院师生和省内受过合唱、声乐专业训练的艺术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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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介绍

陈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音乐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合唱

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

育专业委员会指挥与合唱委员会

主任委员。成功举办独唱音乐会，

应邀出演歌剧《江姐》，在全国

青年歌手声乐比赛获“荧屏奖”。

指挥合唱获国内、国际金、银奖，

音乐创作作品在省内及全国比赛

获奖，出版专著《中外少年儿童

合唱作品选集》《陈虎——声乐

作品选集》，出版 CD《在我心里》外国艺术歌曲声乐专辑，出访过俄罗斯、美

国、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等国家，曾与指挥家俞峰、吕嘉、张艺、朱曼、蒋

燮斌等合作并受到好评，培养的学生获省级及全国乃至国际奖项。

成，现有团员 40 余名。在甘肃省教育厅、文化厅的鼎力支持和省音乐家协会的

指导下，该团以“弘扬优秀文化、传播高雅艺术”为宗旨，以促进我省合唱艺术

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己任，以“高标准、严要求、宽视野”为理念，以演唱中外经

典合唱和原创作品为内容。几年来，在常任指挥省音协副主席、省音协合唱联盟

理事长、西北师大音乐学院陈虎教授和艺术指导西北师大音乐学院胡文慧教授的

悉心指导以及团员们的不懈努力下，先后排练了跨界融合舞台作品《天鹅琴》《花

儿随想》《向往西藏》《海韵》《牧歌》《阳关三叠》《八骏赞》《圣婴降临》《拨

弦波尔卡》《铃儿响叮当的变迁》等合唱作品，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和

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并于 2017 年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唱比赛上荣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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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12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演出单位：西安音乐学院

“中国梦·民族情”——

红色经典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

很高兴带领西安音乐学院优秀青年钢琴家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中

国梦 · 民族情”音乐会在西部地区已演出多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对普

及钢琴作品，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西安音乐学院与共和国同

龄，值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们以此方式向祖国致敬！ 

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李壮壮

演出曲目

双钢琴《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 陈钢 曲

       演奏：姚依 傅璐嘉

皮黄                                                                                                          张朝 曲

       演奏：曹鹏   

茉莉花                                                                                                   储望华 曲

       演奏：潘慧娟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王建中 曲

       演奏：赵帅

西藏素描                                                                                               崔炳元 曲

       演奏：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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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介绍

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中国梦·民族情”红色经典中国钢琴作品系列音乐

会》是钢琴系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的指引下，深入贯彻“坚持

服务人民 , 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的要求，提高中国优秀文化影响力及广大群

众思想修养和艺术水平的一项系列艺术实践活动，也是钢琴系发挥高等教育功能，

服务社会文化和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文化品牌。

近年来，在全系教师广泛参与下，已在西安、宝鸡、咸阳等地和陕西多所高

校内，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高雅艺术进校园”等专项活动中演出多场，赢得

了广大群众和高校师生的普遍好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耳熟能详、雅

俗共赏的中国经典钢琴作品在青年钢琴家们的精彩演绎下，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和红色经典的独特魅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一带一路”建设的方针思想，钢琴

四手联弹《新疆舞曲》                                                                              张朝 曲

       演奏：傅璐嘉 赵帅

百鸟朝凤                                                                                                王建中 曲

       演奏：曹鹏

我的祖国                                                                                                   张朝 曲

       演奏：刘剑

松花江上                                                                                                崔世光 曲

       演奏：刘剑

中国之梦                                                                                                   张朝 曲

       演奏：潘慧娟

《三首钢琴前奏曲》 作品 42 号                                                            龚天鹏 曲

       演奏：元杰

双钢琴《黄河钢琴协奏曲》                                                    殷承宗 储望华等 曲 

       演奏：王金哲 蒋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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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团体介绍

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中国梦·民族情”红色经典中国钢琴作品教师演出团

队创建于 2016 年，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指引

下，紧紧围绕弘扬民族情、追寻中国梦的主题思想，用最广泛的国际化器乐语言

（钢琴）来诠释和传承中华民族经典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

最根本、最永恒的爱国主义精髓的演出团队。

团队成员均为海外留学归国的钢琴演奏家，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独奏音乐

会；同时他们又是钢琴教师，是奋战在教学和育人第一线的音乐工作者。他们热

爱党的教育事业，追求音乐梦想，以娴熟的技艺，丰富的情感，演绎了承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钢琴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心驰向往。

系将以此文化品牌为载体和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继续在各高校、各

基层单位进行此专题活动，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宣传员。

今年是西安音乐学院建校 70 周年，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又值《黄河大合唱》创作诞生 80 周年，《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诞

生 50 周年。在这一重要时刻，让我们携手“春华秋实”，共邀著名钢琴家元杰

一起凝心聚力，在推广中国钢琴作品，传播钢琴艺术理念的同时，让师生在快乐

中增强文化自信，让群众在幸福中弘扬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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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是中外高等艺术院校之教学水平和艺术精品展示的高规格舞

台，星海音乐学院岭南女声合唱团将用“璀璨星光”簇拥第十二届“春华秋实”。 

 星海音乐学院指挥   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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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1 月 13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演出单位：星海音乐学院

岭南女声——

中外合唱作品音乐会

演出曲目

星光                                                   王平久 词 王力宏 曲 郑晓琳 改编女声合唱

天鹅                         佚名 词（法）夏尔·卡米尔 ·圣 - 桑 曲 杨鸿年 改编合唱

茉莉花新编                                                         江苏民歌 张羽弦 改编女声合唱

他在那里站岗                                                                              王磊 词 栾凯 曲

绒花                                              刘家富 田农 词 王酩 曲 郑晓琳 改编女声合唱

北极光                                                                            （挪威）欧拉·耶罗 曲                                                                      

春夜喜雨                                                                          （唐）杜甫 词 陈怡 曲

倒影（选自电影《花木兰》）     

                                    大卫·齐佩尔 词 马修·怀尔德 曲 刘天石 改编女声合唱

春天来了                                                                                  彝族民歌 张朝 曲                                             

………………………………………中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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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颂歌                                                                                            张羽弦 词曲

蒹葭（粤语）                                 诗经·秦风 词 陈辉权 曲 孙正江 蔡育鸿 编曲                                       

         领唱：冯珊珊

岭南佳荔                                                                                       王辉 李方 创编 

红豆飘香                                     佚名 词曲 张新 改编女声合唱 严冬 配钢琴伴奏

我像雪花天上来                       

       晓光 词 徐沛东 曲 孟卫东 任肇斌 编合唱 房晓敏 改编女声合唱 鄂矛 配伴奏

即使他沉默的时候                                      （挪威）基姆·安德烈·阿米森 词曲

斑点鸭                                                       （波兰）克里斯托弗· 潘德列茨基 曲

静夜思                                                                            （唐）李白 诗 敖昌群 曲

杨柳青                          山西民歌 赵越 填词 王晓刚 编合唱 刘天石 改编女声合唱

音乐会介绍

星海音乐学院岭南女声合唱团，追求唯美的音质与多彩的和声。本场音乐会

将分别呈现当代中外作曲家的十八首作品。 

音乐会亮点一：三首久唱不衰的歌曲（如《绒花》《茉莉花》等）和一首原

创，由两位驻团青年作曲完成创作与改编，极具新意和艺术感染力； 

音乐会亮点二：四首和声绚丽、张力丰满的外国无伴奏合唱（如：挪威作曲

家欧拉·耶罗创作的《北极之光》、波兰作曲家潘德烈茨基创作的《斑点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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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介绍

星海音乐学院岭南女声合唱团，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艺术总监王秀明（星

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蔡乔中（星海音乐学院院长），音乐总监兼常任指挥张

新。该团经过 5 年的精心打造与演出历练，已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合唱团之一，

在国际文化交流、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教育等诸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该团以风格

迥异、色彩斑斓、音质纯美的合唱特质，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电影频道、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北京音乐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及广东广播新闻

中心“金色音乐厅”等栏目频频亮相。岭南女声合唱团用歌声践行着“文化自信”，

传承着“星海精神”，并在重大比赛中获奖。 

及拉脱维亚作曲家艾森瓦尔兹的作品），彰显了当今世界合唱发展的新潮流； 

音乐会亮点三：动漫电影插曲、民歌与古诗词作品，折射出对时尚风格的

追求和对民族文化的认知； 

音乐会亮点四：南国音韵，岭南佳荔，三首风格迥异的粤语合唱新作，以

其独具魅力的音乐语汇描绘出岭南之乡隽美的色彩。

指挥介绍

张新，著名指挥家，星海音乐学院教

授、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院长，

合唱指挥硕士研究生导师，星海音乐学

院岭南女声合唱团音乐总监，广东省合

唱协会副会长，广州市合唱协会副会长。

1999 年获中国文化部、教育部、北京市

政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青团中央联

合授予的“优秀指挥奖”。带领合唱团参

加世界合唱比赛及各类演出，获得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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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19:30

地点： 国 家 大 剧 院 · 歌 剧 院

演出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舞剧《浮生》

东师舞蹈走过 20 载，是无数人倾注的心血与汗水铸就成今日的一切，感

恩与我们一同走过的每一位挚友亲朋，舞剧《浮生》向你们致敬！

东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院长 刘炼

剧目介绍

九一八事变，日寇铁蹄踏入东北，山河动荡，苍生蒙难，兄妹三人在逃亡

路上离散，由此分出迥然不同又几度聚散的命运轨迹：哥哥踏入毅然抗争之路，

与义士同袍并肩，抵御外辱 ；妹妹身处惶然流离之途，屡入危境，险些沦为慰

安妇；弟弟暂居潜然求生之处，在敌人身边卧薪尝胆，伺机雪耻。乱世浮生，

悲歌当哭，兄妹三人的起落离合，见证着中国的历史创伤与民族精神。

剧情介绍

序幕

一封来自日本的书信唤起了老妇

人关于动荡年代的深深追忆……

第一幕

“九一八”事变爆发，人们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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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所。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逃亡。危难中，母亲割下了自已的辫子和簪子分别

交给哥哥和妹妹作为信物，自己带着弟弟寻找生机。从此兄妹三人分道扬镳，走

出了三条不同的人生路。   

第二幕

弟弟在白头鬼子女儿蜻蜓的保护

下活了下来，亲眼目睹母亲惨死的他

在恐惧与奴化中苟活。若干年后，哥

哥参加了地下组织抵抗日本侵略者，

在传递情报的工作中与小子和丫头兄

妹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妹妹却险些成

为日本军队的慰安妇……

第三幕

夜袭计划因叛徒出卖而失败，英

雄们被捕，受尽折磨。小子、丫头兄

妹不幸遇害。被救出的哥哥巧遇妹妹，

兄妹相认。

第四幕

白头鬼子的庆功宴上歌舞升平，

在恐惧中苟活的弟弟一再试图靠近妹

妹，想从这唯一同胞的身上获得些许

慰藉，寻找内心失去已久的温度。

妹妹手中紧紧抓住的簪子戳醒了弟弟

麻木的灵魂，崭新的生命在复苏、蜕

变……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2019 第   届

- 32 -

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

十
二

演职人员表

哥哥：尹昊 高佳音

妹妹：李萌

弟弟：李龙

鬼子：何华铭

母亲：马佳杰

蜻蜓：刘飞月

小子：林壮

丫头：周盈希

老者：王玉

策划：刘欣 管立国 杨双阳

艺术总监：刘炼

编导、编剧：谢飞

作曲：董乐弦 刘天星

舞美设计：孙大庆

舞美呈现：张庆山

服装设计：崔晓东

灯光设计：韩东（首演）

造型设计：王璇

执行导演：姚磊

录音：丹尼斯·桑兹

录音助理：王嘉伟

舞美设计助理：杨君韬 陈诚

作曲助理：韩婷婷 李海铭

服装设计助理：高秋婉

哥哥与弟弟在杀敌的战场上巧遇。弟弟看到哥哥身上露出的辫子，带着欣喜、

愧疚与遗憾与哥哥一起扑向敌人……

尾声

抗战胜利，白头鬼子无法接受

失败的现实，双目失明，精神恍惚。

蜻蜓牵着父亲的手，踏上了归乡之

路……

乱世浮生，人自飘零！逝者已

矣，独留下兄妹三人的故事见证着

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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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演出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民族舞剧《玉米大地》

民族舞剧《玉米大地》是初心、是良知、是感恩；她是为农民、为土地、

为玉米粮食而作，是为您曾经是农民的儿女而作，愿她能拨动心弦、触碰到您

那记忆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在国家大剧院“春华秋实”艺术院校展演平台上，仅以中国第一部反映松

嫩平原农村生活的民族舞剧《玉米大地》向农民致敬，向对构成中华文化的东

北文化致敬，向对中华农业文明致敬！

民族舞剧《玉米大地》总编导 赵铁春

剧情介绍

民族舞剧《玉米大地》故事发生在松嫩平原、查干湖畔，东北一个普通的小

村落。夏季的一场洪水，将一个名叫春生的男孩子冲到了堤坝上，从此他的命运

和这片土地、这个小村庄的人们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耕种、收获，是农民们永远

重复的劳动；春播、秋藏，是天地给予人们的回馈与希望。日日劳作就像农民每

天吃饭一样寻常，当丰收的玉米经由他们的手，颗粒归仓的时候，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喜悦的绽放。年复一年，农民也像一茬茬的玉米，少年变

白头，孩童成少年。时代前进的脚步，带来新的气息、带来新的萌动。城市和农

村，让小伙子们产生了无限想象和对未来的憧憬。北方的雪是精灵，冰封的沃野

是爱情的温床，查干湖冬捕的号子和二人转的曲调催生了小伙子和姑娘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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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故事的发展，舞剧《玉米大地》以东北特有的秧歌舞蹈为基础，向我们展开

了一幅松嫩平原、查干湖畔，永远牵动我们那记忆深处最敏感的神经——父辈和

兄弟姐妹农民的时代画卷。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人们，耐劳、隐忍、坚强。

他们是黑土地的魂，也是一片片茂密生长的玉米之魂。

演职人员表

领衔主演：孙富博 冯靖雅 魏树发 

主演：满宁 张子俊 

  

总策划：张东航 

出品人：郭春方 

总监制：王俊杰 

制作人：张杰兰 

策划：张杰兰 梁鹤 刘国志 

总编导：赵铁春 

编剧：冯双白 

执行导演：钟宏宇 李薇 

编舞：钟宏宇 李薇 董帅 于雪 

作曲：丁汀 阿云嘎 

舞美设计：张鹍鹏 

服装设计：王钰宽 

灯光 / 多媒体设计：任冬生 

造型设计：马程瑶 

统筹：魏树发 

台本设计：史册 史末 

出品：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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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 12 届“春华秋实”展演周

艺术普及教育活动

文武双全——赏京剧折子戏《锯大缸》《打严嵩》

时间：2019 年 9 月 22 日（周日）14:30

地点：新闻发布厅

主讲：韩胜存（中国戏曲学院国家一级演员）

           李亚莉（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副教授）

          《锯大缸》《打严嵩》剧组演员

“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于每年金秋时节拉开帷幕。

国家大剧院通过与艺术院校的通力合作，面向社会大众举办高质量且低票价的

公益性演出及主题教育活动，以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剧院公益性精品项目品牌。

12 年来，已经有来自海内外 24 所专业艺术院校，9400 余名师生及艺术家先

后呈现了 100 台 128 场，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各艺术门类的精彩演出。

展演周特别策划了一系列高水准的讲座活动，带您领略精彩演出背后的那些瞬

间、那些故事、那些艺术理念的碰撞。

从文学作品到舞剧作品的表达——谈民族舞剧《玉米大地》的舞台呈现

时间：2019 年 11 月 9 日 ( 周六 ) 14:30

地点：新闻发布厅

主讲：赵铁春 ( 民族舞剧《玉米大地》总编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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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品牌介绍

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国际交往的重要平台，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服务平台，

高度重视其艺术普及教育功能，坚持公益性、人民性方向。12 年来，建立了“周

末音乐会”“经典艺术讲堂”“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青

少年普及音乐会”“空间演出”“百场公益演出”等多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品牌

项目，同时，参与小学美育教育和设立歌剧兴趣培养学校。艺术普及教育活动

以“讲演结合、赏析并重”为特色，涵盖歌、乐、舞、剧、戏等多种艺术门类，

为广大社会公众、艺术爱好者、青少年学生以及专业艺术院校师生提供艺术学

习和展示交流的机会与平台。

周末音乐会

周末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为广大观众，特别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精心策划的

普及性音乐会，包括交响乐、民族管弦乐、合唱等艺术形式，邀请国内知名乐

团及艺术家参与演出。周末音乐会实行“名家、名团、低票价”的亲民政策，“演

讲结合、赏析并重”是周末音乐会区别于一般音乐会的特点，指挥家、演奏家、

文学家、教育家等名家现场传授知识、讲解曲目，与观众畅谈文化、分享音乐，

使观众获得艺术知识，得到艺术熏陶。自 2008 年 1 月 13 日首场以来，共演

出 500 余场，累计邀请 60 余个艺术团体、百余位艺术家，上演了 900 多位中

外作曲家的 2000 余部作品，惠及 80 余万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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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艺术讲堂

经典艺术讲堂是国家大剧院一个贯穿全年的大型活动版块，涉及歌剧、音乐、

舞蹈、戏剧、戏曲等艺术门类。国内外各艺术领域的众多艺术专家、教授及热

心艺术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将专业的艺术知识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相结合，

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阐释博大精深的艺术文化，让公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欣赏专业的艺术表演，体验一流的艺术教育。自 2007 年 12 月 23 日由李岚清

同志的《音乐·艺术·人生》讲座开启了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之门。12 年

来为观众呈现了 3000 余场高水平的艺术活动。邀请了吴祖强、盛中国、石叔诚、

殷承宗、鲍蕙荞、郎朗、陈萨、陈其钢、吕思清、周海宏、张立萍、赞贝罗、

戴玉强、廖昌永、魏松、宋飞、吴碧霞、郁钧剑、赵汝蘅、许芳宜、谭元元、

任鸣、陈薪伊、濮存昕、袁泉、王洛勇、杨立新、游本昌、蓝天野、尚长荣、

燕守平、胡文阁等艺术家参与。

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

“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于每年金秋时节拉开帷幕。

国家大剧院通过与艺术院校的通力合作，面向社会大众举办高质量且低票价的

公益性演出及主题教育活动，以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剧院公益性精品项目品牌。

李岚清同志为展演周题词—“春华秋实”，以勉励艺术院校和国家大剧院对艺

术教育事业作出的努力和贡献。12 年来，已经有来自海内外 24 所专业艺术院校，

9400 余名师生及艺术家先后呈现了 100 台 128 场，涵盖音乐、舞蹈、戏剧、

戏曲等各艺术门类的精彩演出，吸引 15 余万人次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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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普及音乐会

“青少年普及音乐会”是为北京市乃至全国、世界的大中小学艺术团提供展

示教学成果及艺术创新的实践平台，旨在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大中小学艺术团提

供展示教学成果及艺术创新的实践平台，鼓励艺术特长学生展示其特长，激发广

大青少年对艺术的兴趣，增强青少年对艺术的参与程度，开拓艺术视野，提高艺

术素养。12 年来，共邀请了 200 余所学校演出了 170 余场，万余名学生参与，

举办了包括交响乐、民族管弦乐、合唱、交响管乐、戏曲、校园剧、舞蹈等多种

形式的演出，近 30 万学生及家长观看了演出。2010 年起，特别策划“大手拉小手”

系列活动，邀请知名艺术家与学生联袂演出；2013 年暑期举办“国家大剧院京

港台青少年系列音乐会”。近年来，特别重视对民族艺术的展示与传播，策划了

民族管弦乐、戏曲专场系列音乐会。2018 年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艺术”

为主题，特别策划支持农村地区学校艺术教育公益活动。

公共空间演出

空间主题艺术活动分日场晚场两类，日场活动主要选择通俗易懂的音乐作品

进行表演并辅以讲解，晚场活动在演出开场前举行，曲目更有专业性。12 年来，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国
家
大
剧
院



-  39 -

国家大剧院“高参小”美育校

2014 年，为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在北

京市教委主导和支持下，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校尉胡同小学、北京

市自忠小学牵手，共同开展青少年美育发展工作，在艺术普及的道路上开始了新

的探索。经过四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剧院卓有成效地提升了两所小学的艺术教育

质量。艺术课程方面，剧院为学校设计了涵盖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门类丰

富多彩的艺术课程，并以剧院为“第二艺术课堂”开展寒暑假艺术课程，让两校

全体学生享受到优质而公平的艺术教育资源；艺术实践方面，剧院定期组织艺术

观摩、高雅艺术进校园、学生艺术作品展览、参与原创剧目演出、大师课等多样

化艺术实践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和实践艺术学习成果平台；教育资源开发方面，

剧院倾力打造了歌剧、芭蕾、戏剧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青少年高雅艺术读本，

开发了“国家大剧院艺术微课堂”这一全新短视频艺术教育产品，并且与纽约卡

耐基音乐厅联合研发青少年音乐普及课程，在打造剧院特色的青少年艺术普及模

式道路上不断努力。

空间演出累计上演 4300 余场活动，形式包括民乐小合奏、弦乐四重奏、木管五

重奏、钢琴独奏等。主题策划上结合歌剧节、中国交响乐之春、五月音乐节、打

击乐节等主要艺术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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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演出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国家大剧院主办，市文化局、市社工委、市教委、市志

愿者服务联合会等单位协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演

出”2015 年 4 月中旬正式启动。国家大剧院以管弦乐团、合唱团、歌剧演员队、

戏剧演员队等文艺力量为主体，深入到大中小学、街道社区、医院、机关、企业、

部队、工厂等单位，演出 470 余场，参与观众 10 万余名。

国家大剧院歌剧兴趣培养学校

2011 年起，国家大剧院于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国家大剧院歌剧兴趣培养学

校”，涉及东城、西城、朝阳、丰台、海淀等五个区。25 万余名师生通过演出

观摩等形式走进国家最高艺术殿堂，欣赏了音乐会、舞蹈、戏剧等多种中外高雅

艺术形式；通过名家进校园与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男高音

歌唱家戴玉强，女高音歌唱家幺红，指挥家吕嘉等艺术名家近距离接触，接受大

师指导；近千名师生登台国家大剧院展示美育教育成果。生活动受到各学校师生

好评，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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