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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接 地 气 近 民 情
张 爽

W 文化漫笔

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将迎来5周岁生日。5
年来，国家大剧院秉承“人民性”理念，始终坚持和
守望着一条让世人称道的公益惠民之路，通过一
系列的亲民、惠民举措，通过各种艺术普及、艺术
教育方式，让高雅艺术在普通百姓中变得不再遥
不可及。

“滴灌工程”润物无声

9月 23日上午，18岁的程稼萱第一次来到国
家大剧院观赏“浪漫与英雄——贝多芬交响作品
鉴赏”音乐会。音乐会由著名指挥胡咏言执棒、讲
解，中央音乐学院乐队演奏。与程稼萱同被邀请的
共有 500 人，他们都是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大一新生。因为适逢大剧院“秋季艺术
行”主题活动举行，同学们除了聆听音乐会，还欣
赏了“国家大剧院原创与制作剧目展”、“艺慧文新
——张文新绘画艺术”等展览，观看了二楼公共空
间的室内乐演出。程稼萱兴奋地说：“这样的活动
太棒了，既能欣赏音乐，又能学到知识，我希望以
后还能来！”

其实，这只是国家大剧院诸多公益活动中的
一束小小浪花。5年来，大剧院陆续推出了“周末音
乐会”、“经典艺术讲堂”、“走进唱片里的世界”、

“大师面对面”、“青少年艺术周”、“春华秋实——
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等一大批公益品
牌栏目。其中，仅针对特殊学生群体，大剧院就开
展了如百位聋人大学生观摩并双语讲解“梦幻之
美古典芭蕾讲演会”、在京打工子弟学生免费观看

“百年爱心合唱音乐会”等活动。
5 年的时间里，大剧院共举办公益性演出

2739场，开展艺术普及教育活动 2463场，接受艺
术普及教育观众达241.6万人次。

“立院之初，我们就有一个响亮口号，那就是
让更多的人走进大剧院、了解大剧院、享用大剧

院。”在大剧院院长陈平看来，高品质的活动和演
出如果不能为公众享用，“人民性”就是一纸空谈。
开幕运营 5 年来，国家大剧院不仅坚持走贴近公
益、惠及民众路线，更成立了专门的艺术教育部
门，致力于推广公益普及活动、培养普通观众，在
剧院里积极开办门类繁多的公益教育系列品牌活
动，邀请一线演员、文化名人等专业人士为普通观
众举办讲座，并常年于大剧院公共空间举办公益
性的小型音乐讲座及乐队演出。不仅仅囿于剧院
内，大剧院的公益演出及教育活动还经常迈开步
伐走出去。至今，100多个北京居民社区及企事业
单位都曾留下了大剧院的公益足迹。

文化惠民深入人心

11 月 11 日 10 时 30 分，国家大剧院的“周末
音乐会”第 225 次奏响了。台上，国家大剧院音乐
厅管弦乐团全神贯注地演奏，台下，坐得满满当当
的近 2000 名观众鸦雀无声地静静聆听。他们当
中不乏“周末音乐会”的铁杆儿观众，一场不落的
也大有人在。

作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品牌项目，“周末音乐
会”自 2008 年 1 月 13 日正式启动以来，每周日上
午 10时 30分，2000多名观众都会在大剧院音乐
厅与音乐相约。“周末音乐会”票价 40 元，会员价
只有10元。截至目前，“周末音乐会”共演出了220
多场，每场上座率基本都保持在90%以上，共吸引
了近 45 万人次的观众。此外，大剧院还定期组织
音乐教师、大学生、京郊山区学生、农民工子弟、残
障儿童等特定人群免费观演，至今也已经超过了
2万人次。

75 岁的何大中老人是大剧院蓬勃发展的会
员队伍中的一员。5年来，他在大剧院看过的演出
不下百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各种艺术讲座
和普及音乐会他也都会参加。“如果不来大剧院，

我的生活就好像少了些什么。大剧院为我带来很
多乐趣和艺术享受。”何大中细心收藏保留着大
剧院的各类节目单、戏票和演出资料，至今已有
四五百张。

像何大中这样以大剧院为“家”的市民还有很
多很多。如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的设计师
赵亮，这几年已听了不下500场讲座，他说，“大剧
院已经是我离不开的精神家园。”

艺术普及精益求精

“普及并非凑合，普及也要确保高品位。”陈
平表示，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
以高品质的普及演出活动回馈公众，是确保“人
民性”宗旨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据了解，大剧院
每年投入在艺术普及教育和传播方面的专项费
用高达 5000 万元。他们还在歌剧节、舞蹈节等大
剧院知名品牌活动中设立公益环节，希薇·纪莲、
林怀民、郎朗、陈萨等近百位著名艺术家通过大
剧院平台与国内普通艺术爱好者近距离接触，以
大师课、表演工作坊等各种形式分享自己的艺术
实践与创作感受。

如今，越来越多国际国内一流院团也开始参
与“周末音乐会”，罗马交响乐团、洛杉矶四重奏、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等都曾
登上过这个舞台。与此同时，“周末音乐会”的内容
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的交响乐发展到民乐、歌
剧、芭蕾舞音乐、管乐、合唱、室内乐，以及打击乐、
影视音乐等等。

12月9日，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周末音乐会”5
周年庆典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张艺携国家芭蕾舞
团交响乐团演奏5年来在“周末音乐会”上演奏过
的精选曲目，以此庆祝 5 周岁生日。据悉，为进一
步增进观众与大剧院、音乐家及与音乐艺术的感
情，这场音乐会的全部曲目都是通过观众投票的
形式产生的。

陈平感慨地说，“今天大剧院着力艺术普及与
观众培养的‘滴灌工程’已显成效。实践证明，有观
众、有市场，艺术才有发展、有未来”。

五年的守望 五年的坚持
——国家大剧院的公益惠民之路

韩艳军

《 相 信 》唱 响 通 惠 河 畔
刘壮飞

11 月 28 日上午，尽管京城通惠河畔北风呼
啸，但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村的漕运文化广场仍
是热闹非凡。歌曲《相信》主创团队的作曲家印
青、词作家王晓岭、歌唱家谭晶等一起来到广场，
在高碑店村退休老人民乐团的伴奏下，和高碑店
村百人合唱团同声合唱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而创作的歌曲《相信》：“一个真切的承诺跟着你
一路走来，经历多少次坎坷你的心从未改变，一个
美丽的家园我和你一样热爱，看到满天的彩霞才
知道生命同在⋯⋯”

悦耳的歌声、优美的旋律，让高碑店的村民们
如痴如醉。一时间，广场变成了村民们展示“好日
子”的“喜乐汇”：年轻人讲述着奋发励志的故事，
老党员畅谈着高碑店村 10 年来的发展和变迁。
党的十八大代表、村党总支书记支芬激动地说，

“《相信》这首歌太棒了！她唱出了咱老百姓的心
声。今天，能在家门口和这些大艺术家们同声歌
唱，真是我们高碑店村民的福气！”

据介绍，在歌曲《相信》传播之初，主创团队

就一直坚持走基层亲民路线，从中国人民大学
的新歌发布掀起的校园传唱风，逐步扩展到更
广阔的农村、企业和社区。《相信》主创团队注意
到，在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支芬在北京团的精
彩发言，成为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的“亮点”。
于是，一个引领高碑店村民致富奔小康、深受村
民爱戴的当家人的形象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大
家当即决定，将十八大献礼歌曲《相信》唱进高
碑店村，与村民们共同传播“相信自己，相信未
来”的理念。

谭晶是歌曲《相信》的主唱，也是村民们最喜
爱的青年歌唱家。近年来，谭晶在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上演唱《天空》，在上海世博会演唱公益歌曲

《世界》，在多哈亚运会上唱出《中国之约》⋯⋯都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在北风劲吹的
通惠河畔，在农村露天广场的大舞台上，与谭晶
同声歌唱的一位大妈禁不住开玩笑地对她说：“姑
娘，咱农村的这个土台子，真是委屈了你这位歌唱
家啦！”谭晶一把抓住大妈的手说：“我是一名军队

的歌手，每年参加上百场下基层的演出，高原、海
岛、边防哨所，条件比这更艰苦。今天到村庄舞台
和这么多父老乡亲一起唱歌，还真是头一回，我觉
得很幸福！”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迅速到各单位传达十八
大精神的支芬书记也走上台来，真诚地向各位艺
术家表示致敬。谭晶笑呵呵地对她说：“看到高碑
店村一座座灰砖、翘檐的‘中式别墅’，看到通惠河
畔亭台楼榭、垂柳摇曳的新农村景观，我也想成为
高碑店人！”支芬笑了：“你说出了一句很多来访者
都想说的心里话！”支芬说，“今天我向村民们宣讲
十八大精神，解释‘建设小康社会’与‘建成小康社
会’的一字之差时，也要结合我们高碑店村近 10
年发展的实际，并且将其量化。我说，我们 10 来
的努力和发展，很有成效，离建成“小康高碑店”目
标，已经干了三成，还有七成任务需要我们继续努
力去完成”。

她说，《相信》这首歌唱得特别好，“相信才能
自信，相信才能坚信”！

W 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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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

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品拍卖会举行

文 化 速 递

权威部门
的监测数据显
示，党的十八大
期间央视晚间
黄金时段播出
的电视剧《温州

一家人》，平均收视率达到2.25，平均
份额达到6.37，最高单集收视率超过
了3，在同期播出的电视剧中独占鳌
头。该剧在网上的表现也颇为不俗，
开播一个月来，不仅高居各大视频网
站日播剧的前两位，并且成为线上线
下一个热点话题。据浙江温州市委宣
传部的同志介绍，温州当地甚至出现
了万人空巷看“一家人”的盛况！应该
说，这种全城百姓收看同一部剧的现
象近年已经很少见了。

观众为什么爱看《温州一家人》，
一句话：因为它接地气、贴民心、近民
情，讲述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执著与艰辛，表现
的是老百姓的心态与人情。它在讲述
故事中去寻找和把握普通百姓在历
史发展进程中真实的思想和情感，不
仅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其实，不仅仅是《温州一家人》，
近年来不少反映百姓现实生活题材
的电视剧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这
就是处处都有柴米油盐的味道，时时
都展示出与现实千丝万缕的联系。因
此，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
的影子。许多观众甚至觉得不仅是在
看一个故事，不仅是在看别人，同时
也是用另一种视角和方式在看自己。
这种镜子一样的观看效果，让人在感
受到人物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也能
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
出口。惟其如此，才显得真实，才显得
亲切，由此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

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此外，百姓题材电视剧受欢迎的

原因，还在于它百姓化的文化立场。
它的姿态是百姓化的，感情也是百姓
化的。这种文化立场在作品中表现为
高度关注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
状态，高度关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经
验，用平视的眼光去注视普通百姓，
表达他们的愿望。

百姓题材作品受欢迎，还在于它
真诚地呼唤人间真情，倡导一种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坦然面对生活
中的磨难，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
宽容。像《温州一家人》、《媳妇的美好
时代》、《家常菜》等等，几乎都具备这
一特点。

遗憾的是，尽管我国电视剧的年
产量如今有万集之多，但相比较而
言，反映当代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却
实在太少。每天打开电视机，荧屏上
多是一些帝王将相、富商巨贾和神仙
佳人。诚然，言情、武侠等剧种的确也
能带给观众一种放松和愉悦，但它们
终究离现实太远，离普通百姓的生活
太远。究其原因似乎很多，但有一点
却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反映普通百
姓生活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作品
难拍，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
资高、周期长、见效慢。它不仅要求编
剧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导演、演员
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总之，它
是在大宾馆里“侃”不出来的，也是在
摄影棚里“编”不出来的。以《温州一
家人》为例，该剧编、导、演在生活体
验上下的功夫就不去说了，仅在主场
景的拍摄上花费的精力、体力和财
力，就要远远高出一般剧目的几倍甚
至十几倍！如此的付出，不仅要求编
导具备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
更要有一种敢于担当的勇气。

本报讯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中国奥林匹
克博物馆和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2 首届中国体
育集邮与收藏品展示拍卖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共有 200余件包括奥运会、
亚运会、世界杯纪念品在内的体育(奥运)珍藏品参加了拍卖。拍卖会受到
国际奥林匹克收藏家和国内收藏家的高度关注，最终以近 130 万元人民币
的成绩落幕。其中，一套国际足联历届举办国捧杯国官方纪念邮票，以 50
万元拍出，创造了同类体育藏品的历史最高价；1976 年蒙特利尔夏季奥运
会纪念宝剑，以 12.5万元的价格成交。 （任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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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芬芳回报沃土，盛世风华同展辉煌。12 月 4 日晚，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各个艺术门类的金奖作品和优秀成果，由中国文联主办、

中国舞协承办的“百花芬芳 盛世风华”表演艺术精品展演晚会在北京隆重上演。

诗朗诵《艺术家的歌唱》、歌曲《永远跟你走》、京剧清唱《我是中国人》等，深情展示了

全国文艺工作者们对党和国家的赤诚之心。图为晚会压轴节目歌舞集锦《爱我中

华》。 严大卫摄影报道

本报讯 继今年的一系列专题画展之后，北京惠尔再旦画院美术馆将
于 12月 15日至 29日再度推出全球华人名家绘画作品展。该展览将展出包
括郭亮、徐跃进、张立旗、张鹏、游江滨、王亮、关宏臣等来自世界各地的 11
位华人艺术家近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们怀着对艺
术的梦想,奔赴世界各地访学求艺,站在当代艺术的前沿进行各自独特的视
觉创造。他们的共同点都是“50 后”、“60 后”，求学和谋生的磨练丰富了他
们的艺术视觉创造，有的已是蜚声国际的著名画家，有的作品曾入展卢浮宫
或荣获国际大奖。如今，怀着对祖国的眷恋，他们齐聚京城，向祖国和人民
作一展示和汇报。 （杨 一）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
国家画院等联合主办的“雪海流香——赵梅生画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隆
重开展。画展展出了赵梅生不同时期创作的 100 余幅作品，展期还将举办
赵梅生国画研讨会等活动。赵梅生是我国著名国画大师，从艺 70 年来，他
把西方绘画技法融会到中国国画当中，创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赵梅生艺
术创作题材范围广，包括花鸟系列、欧洲采风系列、晋商宅院系列等等，尤其
是他精心创作的梅花图，既有独特的构图，又有深刻的内涵。

北京惠尔再旦画院再推华人名家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