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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工作室入驻台湖演艺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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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 《黄河大合唱》 是十几岁在西安音乐学院
附中上学的时候，学校开了音乐欣赏课，播放的是中央
乐团 （今中国交响乐团） 的演出录像。虽然那时候我年
龄还小，但已经能感受到音乐中的那种力量，觉得很好
听，旋律很熟悉，因为里面有不少是我们从小唱的歌，
但没想到它们会以那样的音乐形式呈现出来。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交响合唱作品，类似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曲》。它诞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危急关
头，以黄河为背景，表现了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的
苦难与顽强斗争，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
胜的力量，塑造了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作品包
括序曲和八个乐章，由配乐诗朗诵和乐队演奏将各乐章
连成一个整体，借鉴了西方康塔塔的体裁，又具有鲜明
的民族风格。

虽然创作于上世纪 30 年代，但无论从写法、技法、
配器等方面看，《黄河大合唱》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
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和当之无愧的典范之作。就交响乐部
分来说，《黄河大合唱》的写法用的是最大的编制，它分
了14个大声部，弦乐的5种提琴以及管乐的4种木管、3
种铜管等全部都有，写法丰富，情感充沛，有相当完整
的音乐性；配器上，《黄河大合唱》也很成熟，织体 （音
乐的结构形式之一） 表达非常科学合理，对后来的大合
唱及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6年前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了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乐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迎来了
第一次演出 《黄河大合唱》 的机会。由于这部作品编制
庞大，参与的演出人员既有乐队也有合唱团，达 200 多
人，所以单排练我们就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也是我第一
次真正深入到这部作品的内部。比起小时候模糊的认
知，这时的我更能读懂旋律中蕴含的属于中国人的民族
记忆与深刻情感，每次排练心情都非常激动。

1998年，我进入中国交响乐团，至今大概演过几十
场《黄河大合唱》。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幸和严良堃老师
共同演出过三四次《黄河大合唱》，其中一次是2005年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卢
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露天演出。那时
严良堃老师已是82岁高龄，他一辈子指挥了上千场 《黄
河大合唱》，每一次都是那么激情澎湃，充满力量，令人
敬仰和感佩。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演出是在兰州。
2018年，中国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兰州交
响乐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联袂演出《黄河大合唱》。兰
州音乐厅位于黄河之滨，当演出进行到最振奋人心的时
段时，以黄河为背景的舞台徐徐拉开，巨轮黄河水车、
浩浩荡荡的黄河水直接映入观众眼帘，“黄河”与“大合
唱”融合于一体，交相辉映，气势磅礴，令全场震撼。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黄河大合唱》一直是
乐团的保留曲目，每年都要演出这部作品。严良堃、李
德伦、陈佐湟、汤沐海、邵恩、谭利华、李心草等知名
指挥家都对其有过精彩演绎。乐团的老前辈也把这部作
品需要怎样的音色教给一代代新成员，以保证乐团的表
演模式、风格得到传承。

国内许多乐团都在演出《黄河大合唱》，中国交响乐
团有自己的理解和再创作的方式。这么多年来，我们在
保持它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在一些细节上做出适当的改
变。比如 《保卫黄河》 第二段前唱完卡农，是用小军鼓
把气氛打开，我们经过改良，在这一段加成两个小军
鼓，迅速点燃气势，让情绪充满整个音乐厅；我们还在
作品里加入了一些氛围感，有些时候会要求某一个字不
要去唱，而是喊出来，以达到更加贴近真实情感的效
果等。中国交响乐团演出的音质相对比较暖，而 《黄河
大合唱》 的演奏需要有“燃炸”的体现，我们通过继承
与创新，尽量让作品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充分。

从 2019年开始，中国交响乐团将每年音乐季的开幕
式音乐会固定为《黄河大合唱》，改变了以往演奏贝多芬
或者马勒等西方古典作曲家作品作为开幕的惯例。2020
年9月2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团以《黄河大
合唱》 开启新一年新乐季，同时也拉开了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舞台艺术优秀
剧目展演展播的序幕。数据显示，当天演出的网上直播
观看人次达上千万，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精神赞歌，在
民族危亡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80多年来，它的旋律始
终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回荡。无论从音乐成就还是提振
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来说，它都是不朽的、
传世的。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国交响乐团有强烈的使
命担当去传承它的艺术底蕴，让它的精神滋养和鼓舞一
代代中华儿女。

（作者为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郑娜、张羽珺采访整理）

本报电（记者郑娜） 8 月 20 日，郎朗工作室入驻
北京台湖演艺小镇，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正
式成立。未来，钢琴演奏家郎朗将以工作室为依托，在
此举办大师课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性艺术普及活动。

台湖演艺小镇以创意创作、展演交流为核心功
能，以艺术推广、文化旅游为衍生功能，正全力打造
成为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魅力的新名片。作为世
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际舞美制作交流平台之
一，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不仅
承担舞美设计制作、布景服装道具仓储、剧目排练合
成等重要职能，同时还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打造更具
影响力的综合性演艺平台，在台湖演艺小镇建设中发
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将高雅艺术送到工作和居住在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百姓身边。

作为首位入驻台湖演艺小镇的国际钢琴演奏家，
郎朗对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水准表达了
由衷的赞叹。他表示，希望借助工作室让城市副中
心的观众感受到古典乐的魅力，也期待以后有机会
邀请更多国际音乐大师来这里开展工作和文化交流，
以台湖演艺小镇为桥梁，打造海内外音乐艺术交流的
平台。

“郎朗工作室落户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入驻台湖演艺小镇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国
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说。他期待工作室能成为郎朗的艺
术基地和中外艺术的交流基地，也期待更多优秀艺术
家来到台湖演艺小镇，将这里打造成富有魅力的文化
艺术博物馆，向所有北京市民开放，让更多人热爱文
化、了解文化、融入文化。

北京市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一原表示，
台湖的定位是演艺主题和创意文化集聚发展，传统文
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和生态环境相得益
彰。音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郎朗这样的国
际艺术家入驻，将会给城市副中心普及音乐和高雅艺
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小镇的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
国强。文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传承中华文化
的重要载体。文字，小则体现
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大则关乎
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甚至关
乎国家文化战略安全。

自文字使用以来，错别字
现 象 一 直 存 在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我们总能在报纸、杂志、
图书、视频字幕等载体上看到
错别字，即使在书法作品中，
错别字也屡见不鲜。

笔者认为，错误使用文字
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常识性错字。常识性
错别字大多出现在各种商业牌
匾 、 题 字 中 ， 甚 至 出 现 在 作
家、学者、书法家群体。例如
有人题匾“聖人鄰裏”，“裏”
应写为“里”。“裏”为形声
字，从衣里声。《说文解字》
记：“裏，衣内也。”“里，人居
住的地方。”有人却把历史人物故里写成了“将军故
裏”“書聖故裏”，令人唏嘘。

二是繁简字不分。繁简混用在日常生活以及当代
书法创作中较为常见。随着字的演变，字形字义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新的变化。很多人认为，20世纪
50年代文字改革以前的字是繁体，改革后的字就是简
体。事实上，繁简字在历史上一直是并存的。简化字
将一些俗字异体定为正体，又有一些笔画过多的文
字，通过减省偏旁、简换偏旁、草书楷化、同音替
代、改换字例、简存轮廓等进一步简化。如果分不清
哪些字是繁体简化后的，哪些看似是简化字实际是繁
体字的，就难免会繁简混用。

三是使用淘汰字。刻意避开常用字，使用一些生
僻字、民间流行或废弃的俗字、讹字和 1986年已被国
务院废除的二简字等，一度成为一些人猎奇的“创
作”手法，具体体现在牌匾、广告以及艺术创作中。

错别字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文字作为载体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
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早在 2000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就规定“国家推广普通
话，推行规范汉字”，并明确在政府机关、学校教育、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用字。法
律规定“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
字”可使用繁体字，但不代表可以随意造字和使用淘
汰字。

出现错别字的原因不胜枚举，历史上文字字形的
演变、文字改革、各时期官方用字标准的不同、文字
的孳乳衍生、后起字的兴盛、古今字的变化、同音字
替代、文字简化等各种现象并存。笔者认为，文字学
的缺失，是造成当下文字使用混乱的主要原因。目
前，中小学教育虽然包括识、读、写汉字，但大部分
学生也只停留在记住读音和字形的阶段；从高等教育
层面来讲，文字学也尚未达到通识课程的普及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阶段进
行不同程度的文字学教育。针对中小学生制定通俗易
懂的教材，开设文字课；针对高等院校开设文字学
通识课程，并纳入学校必修科目，以期达到使用简
体字、认识繁体字，不因文字简化而不能读古书，
不因文字简化而不识古文，不因不懂而任意使用文字
的目的。

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文字学基础教育，
正确对待文字使用，固其根本，浚其泉源，才能更好
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研究员）

“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
杏。”视频中，一位女子身着汉服“还原”曹雪芹笔下
的薛宝钗，一颦一笑，让人梦回红楼。

这位被很多网友称为“宝钗姐姐”的女子名叫吴
晨。2018 年 4 月，她因一段地铁视频走红网络，随后
把网名改为“四月”，并开始汉服拍摄，以汉服演绎古
典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受到观众喜爱。如今，她在抖
音上已拥有 230 多万粉丝。“用网络平台传播汉服文
化，向年轻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坚持的动力。”

吴晨说。
“小姑娘很有灵气”“气质很有古典韵味”……很多

人在看过吴晨的汉服造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叹。
开始汉服拍摄后，吴晨常常会接到一些汉服商拍和

走秀活动。在一次汉服走秀的后台，吴晨听到有人说自
己和 87 版 《红楼梦》 里扮演薛宝钗的演员长得很像。
吴晨便试着模仿 87 版 《红楼梦》 中薛宝钗的扮相，没
想到照片发布出来后，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和喜爱。吴
晨由此萌生了“还原四大名著经典美女造型”的想法。
她开始尝试其他人物造型，用汉服混搭出相似风格的服
饰，模仿 86 版 《西游记》 中的女儿国国王和玉兔精。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鬟堆金凤丝”的
女儿国国王，美艳动人的玉兔精，惟妙惟肖，令网友直
呼“惊艳”。

作为一名“00后”，吴晨从小就喜欢阅读中国古典
文学四大名著，最喜欢的是 《西游记》 和 《红楼梦》。

“我特别喜欢孙悟空，觉得他神通广大。可惜我是个女
孩儿，否则我也挺想尝试演绎他的。”吴晨说。

逼真的演绎，一方面来自妆容和服饰的加持，另一
方面，也与吴晨自身的学戏经历不无关系。

吴晨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2016年，江苏常州锡剧
团在全国选拔第七代传人。16岁的吴晨在音乐老师的推

荐下，从 2000 多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从此开始
了自己的艺术生生活。

学戏讲究根骨和天分。唱念做打，吴晨样样都要学
和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学习过程中，我
切身感受到了戏剧演员的辛苦。老一辈戏剧演员能有现
在的成就，其背后的付出不可想象。”正是学习锡剧的
经历，让吴晨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古典气质。她把在锡剧
中学到的基本功和身段带入汉服演绎，让观众更好地感
受汉服文化的传统之美。

“汉服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身边的朋友、家人也
慢慢地跟着我一起了解汉服，爱上汉服。”吴晨说，从
接触汉服到现在，已经有3年时间，如今汉服已经成为
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服是一个媒介，其内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吴晨认为，借助汉服演绎古典名著中的人物，运用短视
频平台新兴传播方式，不仅可以直观地向大众展示中国
传统服饰的外在美，还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进而让他
们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

汉服也好，锡剧也好，在吴晨看来，都是值得被传
承的传统文化。今年 6 月，吴晨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
业，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她说，传承需要时间，也需要
更多人加入，“中华传统之美，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以汉服演绎古典名著人物
李欣桐

以汉服演绎古典名著人物
李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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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掀起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热潮。在这一背景下，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大型合唱声乐套曲
《黄河大合唱》 于1939年初在延安诞生。全曲由 《序曲》 及 《黄河船夫
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
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八个乐章组成，激励着亿万英雄儿女挺身而出保
家卫国。1939年 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
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唱响全国，唱出海外，成为抗日歌曲的“主
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自创
作问世至今，《黄河大合唱》经过无数次的演奏、衍生、改编，仍旧经久不
衰，其磅礴雄伟、深邃壮阔的情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黄河大合
唱》有多个版本，1975年由严良堃等人根据冼星海的延安版重新配器而成
的“中央乐团版”，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经典回放▶▶▶

▲ 1939年，冼星海 （前） 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资料图片

▲ 2020年 9月 2日，中国交响乐团演出 《黄河大合
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
周年。 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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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延安手稿中《保
卫黄河》乐章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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