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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天津音乐学
院承办的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高级研修
班，昨晚迎来汇报音乐会，以“领航”为主
题，参加研修班学习的优秀青年声乐演
员悉数登台，携手在天津音乐学院音乐
厅为师生们呈现了一场精彩演出。

此次研修班是文化和旅游部培养
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推动文艺队伍建
设和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时期实施
的重点人才培养计划之一。研修班学
员有的是从第十五届全国声乐展演层
层选拔出来的优秀演员，有的是近年来
在国内重大文艺演出活动中表现特别
突出的优秀演员，都已经在声乐领域崭
露头角。研修班结合学员们的艺术水
平，在两周的时间里，精心设置了政治
理论、民族文化、专业知识、艺术评论、
舞台实践五类课程，采取集中授课与跟
踪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大
家在高水平的声乐艺术训练环境中，深
刻体会新时代对声乐领军人才的多维
度要求，为培养声乐艺术人才开辟出高
规格的展示平台和发展途径。

汇报音乐会上，李扬、陈滢竹、王
泽南、王一凤、蒋宁等先后奉献了民族
歌剧《伤逝》《长征》《白毛女》《小二黑
结婚》及威尔第歌剧《茶花女》、普契尼
歌剧《艺术家的生涯》等中外经典歌剧
中的精彩唱段，艺术歌曲《敖包相会》
《呼唤》《海恋》《我们的新时代》等感染
人心，音乐会在全体演员共同演唱的
《领航》中圆满结束。

研修班学员、中国歌剧舞剧院歌
剧演员蒋宁曾参演天津音乐学院复排
的红色歌剧《同心结》，此次来到天津

音乐学院，她倍感亲切地说：“我和天
津音乐学院有很深的感情，演出《同心
结》期间和师生们同台合作了很多
场。这次作为研修班学员再次回到这
里，和老师与学员们在一起，学到了更
多知识。这次研修活动不仅有丰富的
课程，还有很多音乐、戏曲演出和观摩
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实践和
开阔眼界的机会，让我更加深入了解
到天津的特色文化。”

作为授课专家，著名歌唱家、声乐
教育家、悉尼歌剧院首席男高音丁毅
表示，当前中国声乐事业已经取得长
足进步，未来中国声乐人才的培养要
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国声乐事业
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声乐审美观念和

艺术价值观的推陈出新，应多鼓励个
性的表达和审美多元的融合，既要传
承发扬优良传统，也要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坚持传承和创新双轮驱动，在海
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过程
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对于研修班在津成功举办，天津
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表示：“作为高等
艺术院校，天津音乐学院承担着教育
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研修班的学
员是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高水平艺术人
才，为此，我们聘请了国内各领域具有
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专家组成教学团
队，通过多元的课程、专业的训练和丰
富的实践，引领学员为新时代歌唱，推
动文艺人才队伍建设。”

全国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奉上精彩演出

名家新秀齐聚 深情唱响“领航”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由河西区文化馆
举办的“数字电影进社区”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近日分别在天塔街环湖南里社区和桃
园街广顺园社区举行。志愿者们为居民播
放了电影《浴血无名·奔袭》《万里归途》，受
到居民们的欢迎。

作为河西区文化馆的一项品牌活动，
“数字电影进社区”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已经
推出多年。该馆的文化志愿者们深入街道
社区，把红色电影和革命英雄故事送到群
众家门口，通过观看影片引导广大居民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
怀。此次观看结束后，居民们纷纷表示要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并从电影中汲
取红色力量。

免费看电影
就在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由静海区文化馆
主办的“百姓大舞台 想唱您就来”文化惠民
演出活动，日前在该馆一楼小剧场举行。静
海区的文艺爱好者们带来精心编排的歌舞
节目，展示群众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

演出在舞蹈《中国美》中拉开序幕，歌
曲《欢聚一堂》《见到你们格外亲》《天边》
《共筑中国梦》《走进新时代》，小合唱《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我是一条小河》，歌伴舞
《天南地北唱中华》《好日子》等节目依次上
演，现场热闹非凡掌声不断。大家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们提供
了展示的舞台，同时也丰富了大家的业余
文化生活，为冬日增添了温暖和彩色。

居民走上舞台
演出精彩不断

本报讯（记者高丽）明晚，天津茱莉亚
学院将在学院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由天津
茱莉亚室内乐团呈现一台曲目风格多样的
现当代管乐作品音乐会，包括理查·施特劳
斯、奥斯卡·博梅、弗朗西斯·普朗克、阿隆·
科普兰、蒂莫西·希金斯等作曲家的曲目，
还将首演作曲家、天津茱莉亚学院院长徐
昌俊创作的2022版木管五重奏《三首民歌
叙事曲》。

由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圆号、巴松演
绎的木管五重奏《三首民歌叙事曲》，分别
采用三首安徽民歌为主题，作品写于2012
年，由于受当时演出条件的限制，采用了长
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和萨克斯管编
制。2022年10月作曲家推出新版本，采用
圆号替代了萨克斯管，作为新版本的首演，
为乐迷展现的是以中西结合及古今融汇的
方式，呈现出的一部具有东方风貌的室内
乐佳作。

另外，本场音乐会呈现的阿隆·科普
兰的《平凡人的号角》，是作曲家于1942
年创作的一首简短的铜管和打击乐曲，作
品以宽广的旋律，质朴简练的曲调描绘出
美洲大陆的辽阔。另外，弗朗西斯·普朗克
《六重奏——为钢琴与木管五重奏而作》、
奥斯卡·博梅《降e小调铜管六重奏》、理
查·施特劳斯《降E大调小夜曲——为十
三件管乐器而作》等乐曲也将同台演奏。
本场音乐会将通过天津茱莉亚学院官网
等进行直播。

首演作曲家徐昌俊新作

天津茱莉亚音乐会

明晚邀您来打卡

本报讯（记者高丽）刚刚随访华的
贝尔格莱德爱乐乐团呈现精彩演出的
天津青年单簧管演奏家沈恬逸，昨天在
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乐迷分享会，作为国
家大剧院推出的青年华人音乐家Debut
系列新专辑，《沈恬逸：金玉之音》首发。

单簧管作为一个单音乐器，其表
达方式更倾向并擅长于音色和线条。

沈恬逸最为看重音色的集中、干净、柔
和，以哨片和木质管体震动出富有立
体感和金属质感的音色，就是震动出
金属碰撞出来的“铜音儿”和玉石敲击
出来清脆的声音，一种“金玉之音”，新
专辑由此命名。沈恬逸希望通过这些
作品可以让听众更全面而清晰地去了
解单簧管的特点。

分享会引领大家一起走近沈恬
逸，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很多乐迷问，
如何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其实它是
一个非常宏大的、无止境的、永远要探
索的话题。我认为所有作曲家们的作
品是音乐历史中的珍贵遗产，是作曲
家们穷尽一生的探索。作为演奏者，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和表达杰出
作曲家的作品，让音乐跨越语言、文化
和国界，让更多的人在欣赏这些作品
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撞击与
情感的共鸣。”沈恬逸说。

乐迷分享会在京成功举办

走进沈恬逸的音乐之旅

从播放量破亿刷爆短

视频平台，到投资者纷纷

入场引发股价暴涨，微短

剧一夜之间爆火。但纵观

目前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其内容雷人、

剧情狗血，质量堪忧。

当下，在手机上随意打开一个短视

频平台，你都可能刷到微短剧，长则10

分钟，短到50秒，剧情不是穿越年代吊

打对手，就是屌丝赘婿逆袭，或是霸道

总裁追娇妻，内容上毫无营养可言。

据《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公

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10.12

亿的短视频用户中，有过半数在最近

半年内看过3分钟以内的微短剧。今

年以来，上线24小时用户充值破千万

的微短剧，数量越来越多。

目前国内全平台的付费短

剧每日充值消费已经在

6000万元左右。播出数字

连连攀升，拍摄场面更是火热。在横

店，微短剧的拍摄也非常热，一个月拍

四部，两三个团队同时开工，七八天就

能拍完上百集，已经见怪不怪。

微短剧为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网

民？一方面源于人们对碎片化、个性

化的娱乐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源

于微短剧从节奏上和内容上呈现的强

情节、快节奏、大反转，为工作、生活压

力大的人们提供解压的情绪价值。然

而，时下的微短剧作品虽不乏《逃出大

英博物馆》这样的高品质作品，却大都

存在剧情仓促、人物脸谱化、内容缺乏

营养的问题。在制作上，更是因为这

类爽文逆袭式的作品已经形成流水线

式拍摄，导致很多作品存在情节雷人、

内容低俗、场景道具穿帮、演员表演浮

夸等弊病。

微短剧虽然短，但也是一种文化

产品，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文化作品必

须承担起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

正能量的责任。粗制滥造、同质化严

重，必然会让人们感到审美疲劳，从而

流失观众。在当前的微短剧热潮下，

创作者更应该保持质量优先的冷静头

脑，深思慎行，因为只有精品化、创新

化和正能量，才是微短剧长久发展的

正确方式。

爆火的微短剧“上头”更要“上心”
刘桂芳

艺文谈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王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