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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和’乐器

赢未来——纪念《乐器》杂志

创刊 45 周年交流会议”在北

京竞园艺术中心举办。会议

邀请各界人士，本着“绘就音

乐梦想新蓝图，开启乐器事

业新时代”的主旨，深入探讨

乐器行业及音乐产业发展现

状，充分挖掘“乐器传媒”的

行业媒体品牌影响力，为促

进中国音乐文化产业提升建

言献策。

“国内生产钢琴经历了

从无到有，我看到工厂的师

傅刻苦钻研是多么不易，如今

中国生产的乐器登上国际舞

台，我们的声音在国外舞台也

是过关的，我作为钢琴教师也

很骄傲。”钢琴家、教育家周广

仁非常关心国内乐器工业尤

其是钢琴制造的发展和进步，

此次作为《乐器》杂志总顾问

接受聘书。《乐器》杂志主编、

国家轻工业乐器信息中心主

任张小川表示，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乐器》见证了我国

乐器工业从传统手工作坊发

展成为世界乐器大国，成为我

国乐器事业繁荣发展的文化

缩影。

《乐器》杂志自 1972 年创

刊，时至今日历时45载。作为

乐器行业惟一的国内外公开

发行刊物，《乐器》杂志与时俱

进，实现与中心所属新媒体平

台的跨界融合，致力打造“乐

器传媒”的传播品牌，以更专

业的办刊水准为中国乐器产

业提供更有效的信息服务。

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秘

书长郭永新宣布“国家轻工业

乐器信息中心新闻工作站”正

式发起成立，首批获准的10家

行业组织将在中国轻工业信

息中心指导下，通过期刊《乐

器》《中外乐器信息》、“国家乐

器信息中心”微信公众号、中

国乐器信息网形成日常联通

机制，完成行业新闻素材、调研

课题、产业热点的信息源发布

工作。 本报记者 卢旸 文/摄

12月22日，由西班牙马德

里大区政府、西班牙马德里大

区文化教育厅、西班牙智者阿

方索十世大学、西班牙智者阿

方索十世大学音乐学院、西班

牙阿维拉北利恩索艺术中心

联合主办，西班牙驻华大使馆

以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大

力支持的“发世界之声 铸民

族之魂 2018 中欧（西班牙）国

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李双江、栾峰、潘淑珍、

黑力等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

以及中国社会各界艺术家代

表、西班牙驻华大使馆领导等

一同出席发布会。

继 2017 中欧（意大利）国

际艺术节举办后，2018 中欧

（西班牙）国际艺术节再次连

接起中欧文化交流新的“生

命力”，成为了中欧双向沟通

互动的平台。本届活动将于

2018 年 7 月中旬在西班牙马

德里举办，此次活动也将作

为 2018 年中西建交 45 周年庆

祝活动之一，共同庆祝中西

友谊。

2018 中欧（西班牙）国际

艺术节以国际音乐大师班、中

欧国际声乐大赛、中欧国际钢

琴大赛、合唱大赛等专业比赛

为主，中欧艺术教育论坛及中

欧演出合作几大板块为辅，观

摩、探讨并学习欧洲艺术表演

教育先进成果及宝贵经验。

同时将举办中欧国际艺术节

交响合唱音乐会，将中国传统

的古典音乐与欧洲知名交响

乐团合作，中欧大型交响合唱

音乐会奏响欧洲，为中外优秀

艺术团体，提供其展示才艺、

取长补短、交流融合的机会，

将中国的民族音乐真正传递

到国际舞台。 乐天

为了弘扬积极的时代精

神，发挥以唱代教的积极作

用，从 11 月起，浙江音乐学院

声歌系开展了主旋律声乐作

品教学周、主旋律声乐作品教

学汇报暨第四届“声歌骄子”

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

从 11 月 20 日开始，声歌

系用两周时间，对主旋律声

乐教学曲目进行反复斟酌，

以确保教学质量，在全系形

成了良好的主旋律声乐作品

传唱与学习氛围。教师引导

学 生 集 中 对 一 批 如《故 乡》

《绣红旗》《平安中国》等主旋

律作品进行精唱和泛唱，让

学生感知主旋律作品内涵，

高歌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

让积极健康、促人奋发的作

品唱响声歌系，发挥主旋律

作品的教育审美教育。

12 月 4 日，声歌系推出了

“开放课堂”特期——“主旋律

声乐作品”公开教学，安排了

王维平、张蓉、解本康三位教

师主讲，他们选取讴歌中国共

产党光辉历程的主题曲目进

行深入探究，深挖作品立意、

创作背景、时代特征，详尽、细

致地完成教学的同时，也让来

访的声乐爱好者们能更好地

了解主旋律作品的动人之处，

深刻感悟作品其中所蕴含的

来自词曲作者对于新中国的

美好赞颂。“开放课堂”是声乐

歌 剧 系 的 重 要 品 牌 项 目 之

一，是该系主动转变声乐课

堂 传 统 的 封 闭 琴 房 教 学 模

式，对社会开放课堂，加强与

校外声乐爱好者的联系，为社

会上热爱声乐艺术的各界朋

友提供声乐教学观摩的机会，

以更好地服务社会，积极参与

地方文化建设。

12 月 8 日，声歌系在对主

旋律作品教学成果进行检验

的基础上，遴选出一批优秀的

学生组成“放歌新时代、弘扬

主旋律”——第四届声歌娇子

音乐会，分别在浙江音乐学院

标准音乐厅和台州市文化馆

进行了汇报巡演并通过网络

进行现场直播。演出内容分

为“峥嵘岁月”“美丽爱情”“美

丽中国”“家国情怀”“一心向

党”五个板块，涵盖《嘉陵江

上》《守边防》《我爱你中华》等

二十余首弘扬主旋律、赞美新

中国的经典歌曲。学生们在

专业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对于

这些主旋律作品的演绎体现

出了较高的水准，在对作品充

分理解的基础上，投入了自己

的真情实感，从内心深处去感

悟作品并很好地再现了作品，

两场演出现场观众达千余人，

仅台州市文化馆的演出在线

观看人数达到了4万余人。

12月8-10日，第十二届泉州国际南音

大会唱在誉称“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

召开，来自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海上丝路沿线国家

以及港澳台地区和泉州、厦门、漳州、三明

等地30多个社团的500多名南音弦友齐聚

泉州，共襄盛举。

为期三天的大会唱包含郎君祭仪

式、开幕式晚会、海内外南音社团交流会

唱、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九歌·意象》演

出、学者座谈以及管阁乐社拜馆等多项

活动。大会唱首日海内外弦友共奏弦

管、焚香祭拜的传统郎君祭仪式充分体

现了弦管文化的核心凝聚力之源，也揭

开了本次南音大会唱的序幕。当晚，在

泉州梨园古典剧院举行第十二届泉州国

际南音大会唱开幕式《悠悠海丝唱乡音》

演出，舞台上弦友们欢聚一堂，共同表演

了嗳仔指《一身爱到我君乡里》、合唱《趁

赏花灯》选段、南音表演唱《南音随想》、

琵琶弹唱《远望乡里》、诗乐和《刺桐箫

声》、薪火传承《春光明媚》、奚琴与古筝

《阳关三叠》、大合奏《梅花操》等精彩节

目，既展现南音传统艺术魅力，又反映了

当代南音发展的多元面相。

为期两天的海内外南音社团的精彩演

唱是本次活动重点。泉州市南音传承中

心、厦门市南乐团、菲律宾长和郎君社、

香港福建体育会南音社、香港晋江社团

总会南音社、澳门南音社、台湾台北市闽

南乐府管弦研究会、台南南声社、新加坡

传统南音社、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新加坡

城隍艺术学院、马来西亚瓜雪暨沙白福

建会馆南音社等三十多个海内外南音代

表团分别在泉州南音艺苑、府文庙李文

节祠、苏廷玉祠、鲤城区文化馆、文化宫、

肃清门广场等场馆依次演奏交流切磋。

各乐社严格按照先奏指套、再唱曲、后合

谱的传统演奏程序进行，演唱多以传统

曲牌为主，如厦门市南乐团演唱的七撩

曲《月照芙蓉》以及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演

唱的三撩曲《见水鸭》，传承延续了南音

的传统奏唱韵腔，获得弦友一致赞赏。

弦管齐奏，珠喉婉转，清雅古朴的弦管古

韵响彻泉郡，“千家罗绮管弦鸣”的市民

生活盛况依稀再现。

作为海外南音改革派代表，新加坡

湘灵音乐社在大会唱期间演出的《九

歌·意象》为观众呈现了海外首部以南

音为素材创作的音乐剧新作。该剧以

传统南音曲牌和梨园戏唱腔和传统科

步为基础，运用现代剧场观念，融合电

子音乐、舞蹈、多媒体视觉艺术等跨界

元素，试图以现代视野重新诠释屈原诗

歌《九 歌》所 蕴 含 的 中 国 古 典 美 学 观

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新颖的

艺术创作理念为南音创新提供了一种

新的路径探索。

活动举办期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社长郑国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崔

宪，副研究员陈燕婷、陈瑜，台北艺术大

学教授林珀姬，泉州厦门南音媒体以及

南音弦友举办了小型座谈会，对各自

研究心得以及南音发展现状进行讨论

交流。会上郑国权介绍了刚刚出版的

由其主编、泉州市文广新局与泉州地

方戏曲研究社合编的《听见南音历史

的声音》，其内收入从 110 年前至 60 多

年前的黑胶唱片中翻录的 140 首南音

作品以及泉州知名老艺人和中坚力量

演唱录制的共 500 首作品，并采用新科

技配制“智能曲谱”，通过手机微信便可

在手机上欣赏千年雅乐。该书作为泉州

南音记录工程为研究早期南音唱腔表演

提供了重要材料。

陈瑜

悠悠海丝唱乡音《乐器》45年见证从手工作坊
到乐器大国

2018中欧（西班牙）国际艺术节在京发布

浙音声歌系唱响时代赞歌

周广仁（左2）出席《乐器》45周年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