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级歌剧送到居民家门口
第四届中国歌剧节将持续到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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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并不遥远
惠民是办会宗旨

歌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
意大利佛罗伦萨，以其动人的音
乐、歌声及戏剧表现风靡全世界。
歌剧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
珠”，是衡量一个国家舞台艺术创
作和表演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歌剧，观众是
要穿正装的。然而，歌剧离人们的
生活并不遥远，它的旋律经常萦
绕在大家的耳边。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
唱，唱一呀唱……”脍炙人口的

《南泥湾》，是新编秧歌剧《挑花
篮》的插曲；“小兔子乖乖，把门儿
开开，快点儿开开……”这首家喻
户晓的童谣，是中国歌剧先驱黎
锦晖作品《老虎叫门》里的曲目；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
树冬夏常青……”这首《革命人永
远是年轻》，是歌剧《星星之火》中
的唱段。

中国民族歌剧诞生于20世纪
初，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
特鲜明的艺术特点。它的题材多
取材于兼具民族特色和中国气韵
的本土故事，音乐大量采用我国

民间曲调和传统音乐进行创作，
以独特的方式将民族文化特色展
示出来。

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强调文化
自信和人民情感，呈现出焕然一
新面貌，产生了《白毛女》《小二黑
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
女儿》等一批经典作品。新时代对
歌剧艺术发出新召唤。今天，音乐
在发展，审美在变化，手段在丰
富，民族歌剧创作也进入了崭新
的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亮相第
四届中国歌剧节开幕演出的民族
歌剧《沂蒙山》，是当代山东原创
歌剧的扛鼎之作。《沂蒙山》根据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
发展壮大的真实历史创作而成，
塑造了沂蒙英雄群像，讴歌了“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该剧自首演至今已演出170
余场，线上线下观众超过5000万
人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本届中国歌剧节期间，该剧在济
南省会大剧院连演三天，收获了
无数的掌声和泪水，其中也包括
广大青年观众。“讲好中国故事，
使之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将美术、
文学等融入歌剧，让歌剧通俗易
懂，是当代歌剧创作的重要课
题。”民族歌剧《沂蒙山》导演黄定
山说。

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磊介绍，本届歌剧节突出人民
群众共享艺术发展成果的理念，
彰显“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
的节日”办节宗旨，坚持低票价原
则，平均票价不超过100元，其中
60元以下低价票不低于40%，以

吸引更多的群众走进剧场观看演
出，同时推出包括下基层演出、艺
术讲座等在内的形式多样的惠民
活动。“云剧场”、全景直播等将把
歌剧节的演出扩展到剧场之外，
让线上和线下的观众都能共享歌
剧艺术盛宴。

承办顶级艺术盛会
山东有底气和实力

中国歌剧节是我国歌剧领域
的国家级艺术盛会，每三年一届，
自2011年起，先后在福建、湖北、
江苏举办了三届。能够承办这样
一场高水平、高规格、全国性的歌
剧节，山东有着明显的优势。

山东承办全国性大型活动的
经验十分丰富。近年来，山东先后
承办过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第十
一届全国运动会、青岛上合峰会
等全国性的重要活动，锤炼出了
一流的组织协调能力，严谨细致
的工作作风。尤其是在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承办过程中，山东积累
了丰富经验，形成一套较为成熟
的组织策划实施方案，这为第四
届中国歌剧节承办打下坚实基
础。

山东剧场设施完善，软硬件
条件较好。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大
资金投入，提升剧场硬件配置和
服务效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在
充分考虑演出效果、容纳能力、服
务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基础上，最
终确定了9个剧场。山东组织专人
对演出场馆开展定点督导，对剧
院演出设施、服务能力、人员培
训、场馆安全等进行了逐项指导

和验收。
山东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交

通便利。山东是经济大省、人口大
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的
发源地，沂蒙精神的诞生地。山东
地处我国东部南北交通要道，本
届歌剧节7个承办市经济发达、交
通便利、文化和旅游产业活跃，集
中展示了山东近年来经济建设、
文化发展的新成果、新风貌，也将
为本届歌剧节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保障。

山东群众基础好，办节氛围
浓厚。山东被誉为孔孟之乡、礼仪
之邦，山东人民朴实淳厚、热情好
客。群众热爱文艺、关注文艺，参与
文艺活动热情高涨，第四届中国歌
剧节在山东举办，把顶级的歌剧演
艺资源送到了山东群众家门口，备
受歌剧艺术爱好者的期待。

近日，齐鲁大地成为歌
剧艺术名家名作的汇聚之
地。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
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
游部艺术司、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济南、青岛、淄博、
烟台、潍坊、临沂、德州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中国
歌剧节，自10月13日晚在济
南市开幕，将持续至11月7
日。中国歌剧节期间，来自
全国各地的24部优秀歌剧
作品，将在山东7个城市演
出48场。这场歌剧艺术的盛
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将为

“文化山东”建设作出重要
贡献，给山东民众带来全新
的艺术体验。

济南市财政筹集资金
全力支持歌剧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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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作为第四届中国歌
剧节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将演
出歌剧《沂蒙山》《半条红军被》

《张富清》《银杏树下》，以及歌
剧艺术走基层等惠民演出活
动。为了让泉城市民近距离感
受歌剧魅力，济南市财政筹集
资金130万元，积极支持第四届
中国歌剧节的顺利举办。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广
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进行文艺创造，同时，从编
导、音乐、舞美等各方面，为演
职人员充分施展艺术才华创造
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济南出
台实施了《济南市艺术创作生
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2014年以来累计投入艺术
创作经费达3600余万元，争取
国家艺术基金及省级资金扶持
2600多万元，为推动全市文化
艺术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济南相继承办了第四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首届优秀中国民族乐团
展演、2019全国非遗曲艺周等
全国性艺术展演及比赛。这些
系列艺术活动的举办，让泉城
市民尽享文化艺术盛宴，也进
一步推动了济南的艺术生产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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