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会

今天，由教育部体卫艺司、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音乐

学院、陕西省委宣传部，延安市委、市政府共同联合主办的中央

音乐学院·延安“5·23”音乐节将在宝塔山下隆重开幕。这是

继中国第十一届艺术节之后，延安迎来的又一个重要的艺术盛

事。

——写在中央音乐学院·延安“5·23”音乐节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樊宝峰 谷嫦瑜 班姣 张春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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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延安“5·23”音乐节

● 2019年1月17日，陕北民间艺人孙占东在已故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的
巨幅照片背景前，表演陕北说书《思念韩起祥》。 本报记者 祁小军 摄● 2019年4月9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80

周年演唱会在黄河壶口瀑布举行。 通讯员 宋延峰 摄

● 2019年1月30日，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王二妮在安塞区《放歌
新时代》首届春节联欢晚会深情演唱，感恩延安人民。 通讯员 马志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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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家国，放歌
人民，奏时代强音》音
乐党课

主讲嘉宾：俞峰院
长

地点：延安干部学
院

时间：5月24日
10：30

上党课

“声乐艺术的秘诀”

主讲嘉宾：中央音
乐学院终身教授郭淑珍

地点：延安大剧院-
音乐厅

时间：5月24日
15：00

中央音乐学院声
乐大师班

歌剧：《松毛岭之恋》
演出单位：福建省歌

舞剧院
地点：延安大剧院-大

剧场
时间：5月24日19：30

看歌剧
听讲座

（本报记者 马政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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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28日，著名相声艺术表演艺术家姜昆、戴志诚在安塞区沿
河湾镇候沟门村为群众表演。 本报记者 祁小军 摄

● 2019年1月1日，卡塔尔爱乐乐团《一带一路新年音乐会》在我市新
区延安大剧院举行。 本报记者 祁小军 摄

● 2015年11月6日，由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白毛女》在我市举行首演。
本报记者 祁小军 摄

● 长辫子的女子秧歌队在延安市第三十届正月十五秧歌展演活动演出。
本报记者 祁小军 摄

追根溯源重回革命圣地，不忘初心再现鲁艺精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7周年和《黄河大合

唱》创作80周年。今天，由教育部体卫艺司、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音乐学院、陕西省委
宣传部，延安市委、市政府共同联合主办的中央音乐学院·延安“5·23”音乐节将在宝塔山下隆
重开幕。这是继中国第十一届艺术节之后，延安迎来的又一个重要的艺术盛事。

20多场不同类型和内容的音乐演出，囊括了歌剧、交响乐、民族室内乐、合唱、协奏曲等丰
富的音乐形式，曲目包括红色经典《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文化部重
点扶持的剧目歌剧《松毛岭之恋》，这是一场高规格的艺术盛宴、一场对话经典的盛会。

大师云集，明星闪耀。郭淑珍、田华、李双江、贠恩凤、瞿弦和等老一辈艺术家，将在现场讲述
黄河故事，《黄河大合唱》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后代，安波、马可、吕骥等老一辈著名音乐家后代将
回到鲁艺，畅谈“我们心中的鲁艺”。

延安，将再次汇聚世界的目光。

80年，经典永远在传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80年前的抗战烽火中，诗人光未然、作
曲家冼星海共同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歌声从延安窑洞迅即传遍全国，成为全民族夺取抗战
胜利的号角。

80年间，《黄河大合唱》所蕴含的“民族自强”的思想内涵，通过气势恢宏的合唱深入
人心，已成为民族精神的艺术象征，是凝聚全球华人民族自豪感的光辉标志。

80年后，《黄河大合唱》在黄河岸边、宝塔山下再次唱响，还是那样荡气回肠，还是
那样激情澎湃。

真的艺术，可以穿越时间，在舞台上永远传唱。不仅《黄河大合唱》，《白毛女》
《南泥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这些诞生在延安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经典，80年

来，无数次被搬上舞台，无数次让人备受鼓舞与震撼。
在此次音乐节，这些经典将再次致敬宝塔山，再次致敬鲁艺旧址，再次致

敬延安人民。
听说盛典在延安举行，著名诗人贺敬之欣然题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

手搂定宝塔山”。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深情地说道：“中央音乐学院是延安鲁艺重要的传承

单位，我们身上流淌着鲁艺的血液，也继承着鲁艺的文艺精神。能在延安再次唱响
红色旋律，是践行习总书记“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落地行动，也是传承和弘扬鲁艺文艺精神的重要体现。”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
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
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勉励与要求，既是对“5·23”讲话精神的传承，又是对新时期文艺创
作的期望。

艺术经典之所以永远被传唱，正是承载了时代内涵，表达了广大人民心中的强烈愿望。
陕北民歌与俄罗斯民歌和美国黑人民歌并称为“世界三大民歌”，历史悠久，经久不衰。

“抓一把黄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唱不完。”如今，《兰花花》《走西口》《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经
典信天游曲目仍被人们广泛传唱，陕北的蓝天、白云、羊羔羔、情哥哥随着歌声飘到全国各地。

“延安是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祥地，蕴藏着极其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宝藏。任何
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扎根于群众生活的土壤里，认真地继承和发扬革命文艺传统，坚持走民
族民间道路，才能真正找到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

如延安市舞蹈家协会主席陈永龙所说。几十年来，延安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努力践行“讲话”精神，先后创作了《绣金匾》《大生产》《兰花花》《信
天游》《山丹丹》等多部优秀音乐作品，用文艺作品发扬着延安精神，传承着鲁艺精神。

80年前，《黄河大合唱》是在中华民族最危亡时刻发出的怒吼，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斗
志。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说，在父亲看来，音乐就是投入到抗日战场的武器，音符就是射向
敌人的子弹。

80年后，我们又处在中美贸易战的洪流中，此时唱响的《黄河大合唱》，又一次凝聚
起国人的信念与力量，延安精神、鲁艺精神再一次迸发出时代的光彩。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穿
新衣。”脚下的黄土地依旧温热，发生在红色圣地的故事永远也唱不完。

越是乡土的，就越是世界的

陕北民歌、陕北道情、子长唢呐……这些带有黄土印
记的艺术形式，在黄土里生来，在黄土里长，展

示出延安文艺的独特魅力，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
2015年 12月 5日，王二妮《黄土地的诉说》演唱会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我爷爷的爷

爷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从来也没走出去过，他们天天唱着山歌，盼着好日子。他们说陕北
人唱歌唱的是苦难，一直唱到老天听到了，苦难也就到了头，好日子就会来了……”

伴随着一段旁白，动漫形象的二妮漫步在黄土高原上，窑洞、干燥的黄土梯田，面部沧桑
的陕北老农，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描绘了一个厚重久远的黄土高原的记忆。

随之，一首首《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女儿歌》等经典陕北民歌，以其委婉凄凉的曲调纠
缠着听者的内心，使人亢奋不已，使人难受流泪。

采访中，王二妮满怀深情地说：“我希望，在中国最神圣的地方，将我血液中流淌的文化
基因，将我最热爱的陕北民歌唱给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当全世界都在传唱陕北民歌的时
候，我就能自豪地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回望我热爱的陕北！热爱的祖国！”

无疑，王二妮做到了。她从延安走上了星光大道，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中，成了传唱陕
北民歌的领军人物。

在她之前，已故“民歌大王”贺玉堂和歌唱家、国家二级演员闫志才等闻名省内外，特别
是贺玉堂唱的《黄河船夫曲》不但为听众喜爱，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专家的称赞。

在她之后，一大批陕北民歌手进军央视。据了解，仅《星光大道》，安塞区就先后有 12名

歌手参加了竞赛，涌现出了王二妮、王建宁、贺东、刘军等众多优秀民歌手。
这些优秀民歌手，不但对信天游的传承作了大贡献，还在演出传唱中，将信天游植根于

全国各地人民的心中，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延安。
如今，《东方红》《绣金匾》《五哥放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走西口》《兰花花》《圪梁

梁》……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以其抑扬顿挫、激情豪迈的曲调，唱响了维也纳金色大厅，也
唱响了西方观众的内心。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已然成为一座艺术之城。
“白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咱们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

盅量米不嫌哥哥穷”……一句句信天游，把陕北人的辛酸、执着、火辣和痴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而这些歌曲，无论是作词还是谱曲，都源于那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劳动人民，源于他们朴
素的生活积累，这让那些大城市里来的艺术家们都惊叹不已！

还有那色彩艳丽、构图夸张的农民画，创作他们的农民们，并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却以
其极具生命张力的绘画风格被称为“东方毕加索”；

那生动拙朴、取材简陋的洛川麻绣和延川布堆画，更是变腐朽为神奇，用零碎的布头和
粗糙的麻袋片竟然可以绣制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那红彤彤的剪纸，把延安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憧憬都剪在纸上，贴在窗上，映在心里……
延安几乎就是一个天然的艺术容器，在这容器中，人们把一切生活的火花化为艺术格

调，也成就了延安这个城市独特的艺术气质。
越是乡土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惊奇地发现，陕北民歌正在以其高亢激情的风格深深

感染着各地民众，在全国卷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西北风”热潮。以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
川胸鼓、黄龙猎鼓、志丹扇鼓为代表的延安鼓舞艺术，已打遍中华大地，在多次大型文体活动
中屡获大奖。其中安塞腰鼓在亚运会开幕式上，香港、澳门回归、建国 60周年天安门广场庆
典等活动中激情奔放的表演，充分展示了黄土文化的博大恢宏，令举世震撼、万众欢腾；延安

剪纸、农民画、布堆画、糜粘画、毛麻绣等民间工艺绚丽多彩，以其独特的魅力获得了中
外艺术大师的高度评价，许多作品被法、美等国的艺术博物馆收藏，并在国内外

民间艺术评选中屡获大奖，安塞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
延安，这座古老的城，越来越散发着其与众不同的艺术魅
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走进新时代，奔跑吧延安

五月的延安，姹紫嫣红。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一场饕餮盛宴即将拉开大幕。
歌剧、交响乐、民族室内乐、合奏、协奏曲……23场精彩活动将陆续上演，音乐党课、大师课、

专题讲座、“高雅艺术进校园”“我们心中的鲁艺”座谈会等系列活动逐一推出——延安，这座陕
北高原的山城将再次被高端艺术点燃。

一个细节是，本届音乐会，92岁高龄的著名音乐家郭淑珍与李双江、瞿弦和等老一辈艺术家
以及王秀芬、廖昌永、陈曦等优秀中青年音乐家联袂献艺，并用不同的艺术语言表达心中那份永
远的鲁艺情，各方对音乐节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8年10月底，中央音乐学院以与延安大学鲁艺学院重拍歌剧《白毛
女》为契机，和延安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文化扶持战略合作协议》。

彼时，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就诚恳表示，作为国内高等音乐学府、国内艺术界翘
楚，延安非常希望能通过与中央音乐学院这样的高等院校合作，助延安老区人民以及地方艺
术事业建设一臂之力，同时也希望，未来延安市艺术文化教育发展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助力下
取得质的提升，给老区人民创造高层次的艺术人文环境，陶冶老区人民的精神情操，真正实
现延安“宜居宜游”的城市发展战略理想。

而对于老区这样迫切的文化需求，参加签约的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旻深情回应，“中
央音乐学院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始终不忘本来、不忘根源，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教育
学科优势，办学层次涵盖从小学到博士后流动站，是全国唯一一所入选‘211’艺术类大学，也
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应发挥好以上优势，大力支持延安音乐文化教育发展，携手打造
延安更美好的音乐文化底蕴，为丰富地方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提供坚实基础。”

不言而喻，此次音乐节的举办，正是双方深入合作的产物。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合作，原本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演出的高

雅艺术盛宴，延安老百姓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饮水思源就是坚定信念。“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

题。”77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
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闪耀着永恒的思
想光芒和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

党在延安创办了鲁艺，培养了一批红色的艺术家。延安文艺座谈会奠定了新
中国文艺创作的大方向：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俞峰看来，能在“5·
23”这样一个特殊、重要的节点回到延安，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饮水思
源、回馈延安的具体行动。

饮水思源就是不忘初心。时至今日，《黄河大合唱》能以这样气势磅礴的形式在它
的诞生地再次唱响，作为执棒者，俞峰深感荣幸，他表示：“没有黄河大合唱，我们难以想
象中华民族能有那样强大的凝聚力；没有延安中央管弦乐团，也就没有新中国交响乐的蓬
勃发展。我们身上流淌着鲁艺的血液，也继承着鲁艺的文艺精神。”俞峰希望，通过这样的
寻根溯源之旅，深化中央音乐学院和鲁艺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让青年一代铭记历史、不忘
初心，传承鲁艺精神，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为党和人民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饮水思源就是懂得感恩。音乐节期间，还将举办“延安大剧院”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中央
音乐学院延安考级点签约及挂牌仪式。中央音乐学院优质资源的引进将给延安的音乐人才提
供更为广阔的成长平台。

如今，在政府与高校的推动下，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和活动的实施，高雅艺术与延安独具特
色的黄土风情文化、红色文化联姻，延安与北京跨越山河的遥远距离不再那么遥远，高雅艺术也
正以一种更具亲和力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此次音乐节的主办方，中央音乐学院希望通过各方的积极努力，把这次音乐节办成延安
的一件文化盛事，为延安人民带去全新的音乐体验和感受，丰富延安市民文化生活。之后，他们
还将在音乐教育、音乐培训、音乐产业发展等方面多角度助力延安城市文化音乐发展，推动延安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于中央音乐学院而言，这是个激情澎湃的五月；于延安而言，这是个让人留恋的五月，更是
个值得凝望的“延安时间”。

这一月，延安喜事连连！5月7日，延安正式对外宣布，告别绝对贫困。5月15日，经过4
年打磨，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延安首映。今天，“5·23”音乐节又将在延安盛大开幕。

文艺繁荣、祖国昌盛！从北京到延安，从历史向未来，如今的延安，文化自信之路步履
铿锵，强健有力！这个牡丹花开香满城的五月天，延安人民盛情欢迎各位艺术家的到
来，延安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拥抱这场音乐盛会。

奔跑吧，延安！我们期待，这场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音乐盛会能为延安艺
术文化事业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坚信，有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以及一大批德艺双馨
的艺术家、教育家的关心支持，226万延安人民一定会在黄土高原上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艺术高峰，延安的文化艺术事业发
展一定会在新时代奏响更加和谐美妙的乐章！

致敬祖国暨《黄
河大合唱》创作 80
周年音乐会（开幕式
音乐会）

演出单位：中央音
乐学院交响乐团等

地点：延安宝塔山
时间：5月23日

19：30

“致敬延安”中
央音乐学院民族室
内乐团音乐会

演出单位：中央音
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

地点：延安大剧
院-音乐厅

时间：5月24日
19：30

天籁经典—纪念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60周年音乐会

演出单位：深圳交响
乐团

地点：延安大剧院-
大剧场

时间：5月25日
19：30

闭幕式音乐会

演出单位：宁波交响
乐团

地点：延安大剧院
时间：5月27日

19：30

“我们心中的鲁
艺”——延安鲁艺校
友座谈会

主讲嘉宾：傅庚辰、
马海莹等

地点：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桥儿沟旧址

时间：5月24日
15：00

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