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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讲述航空报国故事

70 多年来，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航空装备实现了从三代到
四代、从有人到无人、从中小型到大型、从陆
基到海基、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
为人民军队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持
续、有力的装备与科技支撑。从望尘莫及、望
其项背到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一代代航空人
赓续着“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
神，铸就了为国为民、砥砺奋进、追求卓越的
不朽丰碑，留下了无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的感人事迹。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蓝天礼赞》 以一代
代航空人大力弘扬航空报国精神为核心主题，
分为 《序章·蓝天畅想》《航空报国·志》《航空
报国·行》《航空报国·情》《航空报国·魂》 和

《尾声·时代翱翔》 若干篇章。15 首原创歌曲和
诗朗诵涵盖独唱、合唱、情景表演唱、经典讲
述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新中国航空事业 70
多年历史跨越的恢弘画卷徐徐展开。

音乐会以一曲混声合唱 《蓝天畅想》 拉开
帷幕，雄壮激昂的气势与磅礴盛大的气象，奠
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男女声二重唱 《他乡故
乡》 以真挚细腻的诉说，讲述了几代航空人四
海为家、视他乡为故乡、矢志不渝坚持航空报
国的感人故事；男声合唱 《大国工匠》 将航空
工业生产一线的工人描摹得活灵活现；女声独
唱 《高原高，蓝天蓝》 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演
绎，再现三线建设时期航空人与当地群众共建
共享、情深谊长的历史场景……最后，在铿锵
有力的 《为了和平天下》 歌声中，音乐会走向
高潮。

“就歌曲创作而言，我们主要考虑在兼顾思
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同时，如何能让从事航
空事业的广大职工、科技工作者和普通观众喜
欢，如何能把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落到实
处，落到每一段感人的旋律之上。”中国歌剧舞
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风说。为了创作出精
品，中国歌剧舞剧院组织艺术家多次深入学习航
空工业的历史沿革、发展成就，了解一线员工的
精神风貌，通过调研、查阅资料、观看视频、座
谈交流等方式进行创作准备，用心用情用力，生
动描绘航空人的报国情怀。

词作家乔方反复阅读资料，揣摩人物，最后
写下了以歼10战斗机总设计师宋文骢为原型的歌
曲《一生一梦》。他说：“宋文骢的资料内容并不
多，但我看了好多遍，体会他为什么这一辈子只
做这一件事，而且把自己的生日改在首飞那一
天。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看到了一
种不灭的信仰。”

词作家易茗此次执笔创作了《高原高，蓝天
蓝》《送你远航》两首歌词。“风里雨里啊寒潮热

浪，你的腾飞到如今不可阻挡”，歌词将航空人
盼战鹰出征、盼战鹰形成战斗力的迫切心愿写进
了旋律之中。在易茗看来，这次创作激发了自己
那颗仍然炙热滚烫的少年心：“我一直都很关注
歼 10、歼 15、歼 20、运 20，经常搜索这方面的
消息。在写词时，我始终怀揣感恩之心，想向新
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者、建设者还有无数的英雄
献上敬意。”

两支“国家队”创造性的尝试

“《蓝天礼赞》是国家艺术院团优秀艺术家
携手科研生产一线航空人，创造性地讲好中国航
空故事，致敬航空精神、讴歌航空事业、礼赞航
空英雄的成功尝试。”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田
彦表示。

创造性之一在于拓展了航空题材艺术创作的
空间。

“近几年，主旋律题材的艺术创作呈现井喷
态势，以真人真事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现实
主义题材在各门类艺术创作中占有绝对比重，但
以航空事业为主题的创作相对而言较为少见。”

《艺术评论》编辑部编辑孙茂利说。
他认为，航空战线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

事迹，有很大的艺术创作空间，《蓝天礼赞》采
用交响合唱音乐会的形式来讴歌航空人群体，拓
展了航空题材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和空间，显示
出主创团队独到的眼光、锐意创新的意识。

创造性之二在于实现了跨界的集体创作。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十四五”

艺术创作规划》，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规
划和资源统筹，不断提高文艺创作组织化程度，
发挥制度优势，形成集体创作、合力攻关的良好
氛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项筱刚认为，《蓝天
礼赞》从词曲创作到演唱，实现了跨地域、跨院
团、跨专业的集体创作，解决了创作周期问题，
形成了创作合力，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是一次很好的示范。

《蓝天礼赞》 汇集了国内一流的创作团队，
包括刘麟、易茗、任卫新、乔方、梁芒、杨硕等
十余位词作家，雷蕾、姚峰、方石、禹永一、王
备、杨一博等十余位作曲家。整场音乐会有近
200名演职人员，除了众多优秀艺术家外，来自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研生产一线的员工也参与了
创作和演出。

音乐会中，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几位
讲述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是 《蓝天礼赞》
的一个特殊设计，在每一个篇章中间，都有来
自一线的航空人以讲述或诗朗诵的形式，带领
观众走进航空英雄的报国故事。他们满怀深情
的讲述为各个篇章的感情基调做了很好的铺
垫，让观众更容易进入歌曲的情境之中，产生
共鸣。

在《航空报国·情》篇章的讲述中，来自航

空工业西飞的刚占宇扮演了一名试飞员。通过演
出，身为“航三代”的他对试飞员有了新的认
识：“我从小就深知试飞员的危险性。自己成为
一名航空人后，更觉得这个职业的神圣，它需要
冒着生命危险去验证未定型的飞机，从未知里探
索答案来捍卫祖国的蓝天。如今我深知更应该做
好自己日常的工作，来保障日常的生产安全，为
试飞员护航。”

继续挖掘航空工业的文化富矿

从歼10战斗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歼15舰载
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到许多默默无名的试飞
英雄，一代代航空人的航空报国精神化作激情
澎湃的诗句与音符，在每一位观演者的心中沸
腾、燃烧。

2021 年 4 月 22日，《蓝天礼赞》在北京世纪
剧院首演后的第五天，便奔赴航空工业沈飞演
出。音乐会举办当天，恰逢2021年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重点高校博士生“双选会”在沈飞举行，吸
引了近200名博士生参加。当晚，众多博士生观
看了演出，他们受到一代代航空人航空报国初
心、航空强国使命的感召，坚定了投身航空事业
的决心，明确了签约意向。因为这台音乐会，集
团博士生签约创下新高。

“文艺作品的力量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也超
乎艺术家们的想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
言人、党建文宣部部长周国强说。在他看来，

《蓝天礼赞》 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长，
但却在观演者心中播下航空的种子，点燃了广大
民众关心中国航空事业、热爱中国航空事业，进
而投身中国航空事业的热情。

除在国内引发热烈反响，2021 年 9 月底，
在广东珠海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上，《蓝天礼赞》也引起轰动，成为一张
向世界讲好航空报国、兴装强军、航空强国故
事的闪亮名片。“这么高水准的音乐会参加航展
的演出，国际上是没有过的，书写了国际航展
的新篇章。音乐会在展示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多年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向世界各国展现了
中国在艰苦奋斗中不断累积起来的航空文化自
信。”周国强说。

据了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今年将再度携手
中国歌剧舞剧院，共同创作演出现代音乐剧《罗
阳》，以罗阳为原型，通过声情并茂、情景交融
的表现形式，生动再现罗阳同志的感人事迹，艺
术刻画以他为代表的航空英模群像。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的多领域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更好地挖掘
航空工业这座文化富矿，将更多富有精神能量、
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奉献给广大
民众。”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魏银久表示。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其余均由中国歌剧舞
剧院提供）

“这首曲子以白居易诗歌《长
恨歌》 为素材创作，发挥了古筝
的按滑音和颤音等技法，带有浓
郁的陕西筝曲韵味……”4 月 27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的“传统民族器乐经典作品
研究”课上，古筝表演专业硕士
生导师、青年古筝演奏家冯晓婧
正给学生详细解析经典曲目 《云
裳诉》。

冯晓婧出生于山东枣庄的一
个教师世家，是鲁筝名家韩庭贵
的关门弟子，先后受到筝界泰斗
曹正、邱大成的点拨传授。鲁筝
是“北派古筝”的重要代表流
派，有“大指小关节托劈”等独
特的演奏技法。在文化底蕴深厚
的山东，冯晓婧不断汲取艺术养
分，勤学苦练，最终考入中国音
乐学院附中，一直读到博士，师
承王中山、邱霁等名家。20 余年
的古筝研习，让她对古筝艺术有
了深刻理解，而尊师重教的家庭
熏陶又促使她走上了民族音乐的
教学岗位。

古筝是中国独特而重要的民
族乐器，也是学习人数最多的民
族乐器。“与弦乐相比，古筝入门
比较容易，所以学的人特别多，
但若要深入学习，掌握其相应的
弹奏技巧就没那么简单了。”冯晓
婧说。

与专业音乐院校不同，北京
师范大学古筝表演专业更加注重
古筝表演与师资培养的结合。如
何让“学术”与“艺术”对话，
创新传统古筝教育，是冯晓婧一
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她秉持严谨
的学术态度，在外语、论文等方
面严格要求学生，让他们意识到
即使是艺术生也不能放松学术追
求，要能熟练阅读中英文文献，
不断拓宽艺术视野；对待艺术开
放包容，鼓励学生发挥天马行空
的想象，将传统民族音乐与现代
音乐相结合。

“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很多走
上了中小学教学岗位，承担着下
一代民族音乐教育的责任。他们
的能力和视野直接影响着民族音
乐的普及与传承。”冯晓婧说。对
于古筝的教育教学来说，表演很
重要。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舞

台，她带着学生组建过多个乐
团，如北师大筝乐团、和雅乐
坊、BNU室内乐组合等，这些乐
团的成员大多具备双学历、跨学
科的素养。在她的带领下，学生
们参加国内外各种比赛和演出，
荣获许多重要奖项。

2018 年，受美国普林斯顿国
际中国音乐节邀请，冯晓婧带着
10 多名学生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及
纽约卡内基音乐大厅比赛和演
出，并参与讲座和文化交流活
动。2020 年，她与哈佛大学中国
艺术实验室汪悦进教授团队合
作，共同研究如何借助民族音
乐、古典建筑等学科，对实验性
项目 《洛阳·幻城》《中国音画》

《牡丹亭》 进行中国精神的提炼，
并对之进行三维数字化重构，以
不一样的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所
蕴含的美展现给世界。

“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的母
语，也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与世界交流的重要平
台。”冯晓婧说。在今后的教学
中，她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兼具学
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传统文化情
怀与国际视野的学生，为民族音
乐教育浇灌更多花朵。

作为世界第一杂技大国，中国
有两千多年的杂技文化历史，杂技
类节目也成为大型文艺晚会的“座
上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这句耳熟能详的赞叹诉说着
杂技表演的惊艳震撼和杂技演员的
汗水心血。然而，一直以来，挑战
极致艺术、定义无限可能的杂技缺
少绽放光彩的较好平台。近日，广
东卫视推出的中国首档大型杂技文
化节目《技惊四座》播出第二季，
节目集结了蹦床、空竹、绸吊、顶
椅等多门类的 30 支优秀杂技团
队，将聚光灯给予杂技人，照亮传
统文化背后的传承道路，让杂技以
崭新姿态回归观众视野。

“新”是《技惊四座》的关键
词眼，也是杂技传承的未来方向。
今天的杂技表演已经不是杂耍、竞
技的单一表演模式，也不是技巧和
力量的平衡博弈，而是以杂技为核
心，集多种艺术表达为一体的新型
综合艺术模式，它能配合歌曲、声
乐、光影等元素，用杂技技巧和艺
术表演完整地叙述一个故事。作为
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1 年

“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的
重点项目，《技惊四座》致力于展
现“杂技+”的艺术创新。在技艺
初舞台环节，“向上少年”的《少
年行》将蹬人与绳技相结合，陈桃
的 《酒中侠》 将滚环与武术相结
合，崔焱的《归途》将自行车上倒
立与父寻子情景剧相结合，曹凯的

《激·踢》将球技与踢踏舞相结合，
实现了杂技技巧性、思想性、故事
性、艺术性的多元融合。从行业内
部技巧的相互交融，到交叉艺术门

类的文化融合，再到国内外新潮元
素的兼容并蓄，他们敢破敢立，借
鉴吸纳多元艺术的形式特点为杂技
所用，让观众看到了中国杂技的诸
多可能性和超强生命力。

为了更好地展现新时代中国杂
技的青春风采，《技惊四座》在拍
摄制作上引入高科技，赋予杂技艺
术年轻化、流行化的创新表达。节
目首次使用高速穿越机，实现空中
环形360度无死角动态拍摄。在先
进技术的加持下，观众得以沉浸式
穿梭在杂技表演中，收获身临其境
的审美享受；中国杂技的“高、难、
新、奇、美”被呈现得全面且生动，
既有广度，更有细节。节目播出以
来，“内蒙古姑娘高车踢碗接力太
惊艳了”“贵州小伙跳板蹬人解锁
跷跷板新玩法”等话题词条登上微
博热搜，点赞、评论不断刷屏，真
正实现了跨界出圈，让更多年轻人
看见杂技、爱上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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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中国杂技青春风采
齐 越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一个故事，热泪两行/蓝天知

道我们的向往/战鹰轰鸣青春

的交响……”2021年，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和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

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与中

国歌剧舞剧院联合策划创作

了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蓝

天礼赞》，并于当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世纪剧院成功首演。

一年来，《蓝天礼赞》走

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重点高

校博士生“双选会”，前往珠

海“参展”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登上国

家大剧院的舞台……通过讲

述70年来一代代航空人忠诚

奉献、逐梦蓝天的报国故

事，带领人们去感受一项伟

大的事业，感悟一种不凡的

精神，感知一个伟大的时代。

2021年，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公众开
放日期间，观众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展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2021年，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公众开
放日期间，观众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展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2022年4月18日，《蓝天礼赞》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员工在《蓝天礼赞》上动情讲述。

◎人物

《技惊四座》第二季舞台照。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