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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歌剧之都
构筑高端艺术“集散地”

钱程说，面对近年国内 10亿元以上投资规模的
200座豪华剧院年演出达到 50场的仅占 33%，哈尔
滨高端艺术市场还不够成熟、消费能力不足的现实
情况，哈尔滨大剧院若想持续良性发展，单单依靠
引进国内外顶级演出是远远不够的，打造生产型的
剧院“用世界语汇讲述中国故事”才是未来的方
向。目前，我们正在与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哈尔
滨演艺集团商讨联合组建生产型剧院的合作意向。

为何要打造“歌剧之都”？钱程强调说，作为
“综合艺术体”的歌剧，可以融合音乐、美学、建筑、
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于一体，这样的“团体赛”，也
会让年轻的哈尔滨大剧院很快在全国独树一帜。
在他看来，世界上不成功的剧院有千万种，而成功
的剧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有常规生产能力的剧
院。国家大剧院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哈尔滨

因为音乐底蕴深厚、基础好，是非常适合生产原创
剧目的。

目前，《嗜酒者A(关于一部以电影为舞台背景
的戏剧之构想)》和《铸剑》两部原创剧目将亮相本
届“哈尔滨之春国际戏剧节”，同时也将奠定哈尔滨
大剧院作为生产剧院的基础。钱程说，我们要通过
高端演出和原创产品，把哈尔滨打造成一个外向型
能够输出文化的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艺
术之都和东方歌剧之都。

在钱程看来，一座城市对文化的运营，绝不是
搞几场演出、卖几张票这么简单，成功的文化投资
不亚于政府去“修桥铺路”，它同样会为一座城市带
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他举
例说，波兰的城市格但斯克和克拉科夫，同样是面
临转型的老牌工业城市，然而，以莎剧、爵士和管风
琴为主题的国际艺术节，使它们成为世界目光的焦
点；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平时 7万多人口，可是在
阿维尼翁国际戏剧节举办期间，这里上演的几千场
精彩演出，会吸引 30万至 50万人到来。这些直接
用艺术推动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告诉
我们，打造东方音乐之都，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但
是依然需要我们举全省之力，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脚踏实地的把事情做好！

剧院：从引进迈向生产
培育自己的剧团和名角

省音协副主席、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学清
说，国际著名的大剧院，几乎都有自己的合唱团、交
响乐团和芭蕾舞剧团等，打造自己的王牌剧目，成
为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哈尔滨大剧院建筑
特色鲜明，具备国际一流水准，可以说，它的“固化
符号”有了，接下来就要打造“流动符号”。不仅引
进世界级高端演出，还要打造自己的乐团和品牌剧
目，培养自己的名角和指挥，进行驻场演出和世界
巡演，让音乐流动起来，形成良性循环。

黑龙江音乐博物馆馆长、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苗笛说，三百多年来，歌剧作为世界主流艺术表演
形式深得各国观众的喜爱，经典的歌剧作品往往成
为一个国家艺术水准的时代标志。哈尔滨是西方
歌剧传入中国的发源地。早在 1906 年，俄罗斯的
古典戏剧即在哈尔滨登台表演。随后侨居在哈尔
滨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组建了歌剧团和轻歌剧团，
将风靡欧洲的传统经典歌剧剧目以及俄罗斯民族

歌剧经典作品在哈尔滨先后上演。这对哈尔滨多
元文化的形成以及民族歌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
可或缺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于
1950年在哈尔滨公演。1959年哈尔滨成立了歌舞
剧院，1961年更名为哈尔滨歌剧院，并先后创作了
《兴安岭战歌》《带枪的新娘》《映山红》《矿山烽火》
《红嫂》《海岛女民兵》《赫哲人的婚礼》《仰天长啸》
《安重根》以及音乐剧《山野里的游戏》等数十部作
品。同时排演的歌剧剧目有《洪湖赤卫队》《白毛
女》《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江姐》《茶花女》《货
郎与小姐》《小二黑结婚》《兰花花》等百余部。一个
多世纪以来，西方的歌剧艺术和中国的民族歌剧艺
术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交相辉映，为这座城市艺术
审美品味的确立和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剧目：经典与原创并重
开启国际化运营模式

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陶亚兵说，1959年哈尔滨
歌剧院重新组建时，中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歌
剧院。当时哈尔滨歌剧院的创作和演出是很有规
模的，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如今，哈尔滨交响乐
团从哈尔滨歌剧院分离出来，让歌剧院的演出受到
了阻碍，因为歌剧是一定要有交响乐团伴奏的。而
哈尔滨大剧院的主要功能应以演出“戏剧”为主，歌
剧更应该作为其常演内容。因此，政府有必要整合
资源，将哈尔滨歌剧院与哈尔滨大剧院有效结合起
来，重新配备交响乐团，恢复其原有的水准和演出
规模。

陶亚兵建议说，目前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国际
化办团”，采用人才灵活聘任机制。比如大剧院都
有自己固定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和芭蕾舞团，但是
人才是流动的。剧院会根据不同的演出季和剧目，
聘请世界级的创作队伍，包括著名作曲家、指挥家
和名演员，用聘任制的形式进行国际化运营，整合
国际最优质的创作和演出资源。目前，国家大剧院
的创作模式是排演传统剧目与创作原创剧目并
重。他们的歌剧中心既创作了《运河谣》《这里的黎
明静悄悄》等十几部原创歌剧，同时也在排演世界
经典传统歌剧。这也是哈尔滨大剧院的发展方向。

陶亚兵说，哈尔滨音乐学院作为我省培养音乐
人才的主要阵地，目前与哈尔滨大剧院开展了积极
合作，学生们前段时间参演了史诗歌剧《战争与和

平》。我们要想打造歌剧之都，在引进国际先进的
创作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要把本土的音乐资
源利用好。

人才：夯实歌剧之都基础
建立多元演出平台

省歌舞剧院男高音歌唱家王文介绍说，省歌舞
剧院歌剧团与王文工作室合作排演的世界经典歌
剧《茶花女》，于 2016年 7月在哈尔滨首演之后，受
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又陆续上演了 7场，观众
上座率都非常高。王文说，排演这部歌剧时，因为
歌剧团演员严重不足，所以我们挑选和培训了“票
友”来参加演出，想不到反响非常热烈，演出效果很
好。这种做法弥补了人才的不足，也让高高在上的
歌剧走下“神坛”，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参与进来。

王文建议，哈尔滨音乐氛围浓厚，人才济济，为
全国输送了许多歌唱家和作曲家。我们应该组织
建设多支专业、非专业的音乐队伍，将专业和业余
相结合，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让老百姓有接触高
雅艺术的条件，高品位的艺术才能长期潜移默化地
影响市民的音乐修养。与此同时，要想打造歌剧之
都，只有一个像哈尔滨大剧院那样的高端演出平
台，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建设更多的小型剧场
和中型剧场，为不同规模、不同层面的演出提供展
示的平台。这些场所还可以定期开办音乐讲座和
沙龙活动，培养合格观众。

严肃音乐的欣赏不比流行音乐，需要音乐家一
边讲解一边演奏，才能让听众从理解到热爱，这需
要一个过程。而世界各地艺术活动和演出的蓬勃
发展，都离不开当地浓郁的艺术氛围。剧院是公共
文化设施，除了引进国内外高端演出，也应积极联
合本地的音乐团体和艺术院校，作为新剧目发布平
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对于音乐爱好者自己组建的
演出团体，只要达到一定的演出水准，也应开绿灯，
起到活跃市民文化生活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由哈尔滨大剧院教育中心举办
的木兰童声合唱团与木兰童声舞蹈团，已开始面向
社会招生，来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
丹钦科音乐剧院、克里姆林宫芭蕾舞剧院等世界顶
级剧院的艺术家加盟担任外教。哈尔滨的孩子们
在这里不但可以受到专业音乐教育，还有机会与大
师同台，开阔国际视野。同时也为哈尔滨大剧院的
剧目生产及人才培养做好储备。

□《黑龙江晨报》记者 梁庚

那个夏天，阳光明媚，王丕和其他爱好画画的
小伙伴一起去电车街 12号学画。那个年代，画画
时没有咖啡香，就连画册也要大家轮流看，谁拿来
一本画册，那是相当有面子的事，绝对值得骄傲。
王丕说，在电车街 12 号画画的那段时光，让他尤
为难忘。

电车街12号是当时学画画主要地点

回首当年，王丕还是个有着梦想与追求的年
轻人。从 16岁时开始画画，当时没有受到正规的
指导，只是凭借自身的喜爱和理解去画。平时画
画黑板报、临摹小人书，还有小时候经常玩的

“啪叽”，也经常由他自己画。
1978年，王丕已是哈市地段小学的一名美术

老师。他要参加高考，很想找个画画氛围好的地
方。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画室，也没有那么多美
术老师指导，多数都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去几个固
定的地方一起画画。

电车街 12 号是当时规模比较大的画画地
方。当时，哪个人画了比较好的画，大家都会互相
传看。他当时知道那里有纪连路及一批喜欢画画
并画的比较好的同道，他也想去电车街 12 号画。
于是，王丕就来到了电车街 12 号，等纪连路。“我
当时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了大约 2个小时。”他说，

等到纪连路后，他俩也没有一点拘泥，他直接说了
想一起画画，然后顺利加入。

从此，电车街 12号成为王丕和其他小伙伴画
画的主要地点之一。

也许对美术的坚持 那时已刻下烙印

午后，阳光，耳边只剩下笔在画纸上沙沙的声
响。画画虽然苦，但苦中有乐。

“那里氛围很好，一起画画的家长有的就是在
报社或美术馆工作，偶尔还对我们进行指导。”王
丕仍记得，五六个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坐在小板
凳上，拿着画板对着中间的模特作画，每个人都那
么认真。画完后，几个人互相点评，几个学画的小
伙伴说的也是头头是道，认真而负责。有时，家长
们回来也会对他们的画热心指导。王丕说，这种
讲解都是义务的，不收任何费用，完全是出于培养
人才的角度出发。

那时，王丕每次经过美术馆，看到里面的工作
人员他都会心生羡慕，不自觉地想离这里再近一
点，再近一点。也许对美术的坚持，从那时已刻下
烙印。

一本画册大家轮流看 学画苦并快乐着

那时候，他往往和几个小伙伴们对着模特，埋
头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而这名模特则是小伙伴们轮
换着当。谁拿了一本新画册，谁弄来了石膏像，这些
都是让人称赞的事情，一天的心情都会因此变美丽。

王丕记得，一次他借来了一个石膏像，其他小
伙伴看到后一直称赞他，让他感觉非常高兴，“那种
高兴很满足，就像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
于现在学画的孩子来说，一个石膏像、一本画册是很
平常的一件事，但在那时却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对电车街 12号记忆最深的就是那里的氛围，
因为那里的很多住户都在黑龙江日报社工作，文化
气息浓，很多人对美术都有了解。对他们当时那些
求知识似渴的年轻人来说，有一种吸引力，“不去总

感觉缺点什么”。
1980年，王丕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学习 4年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距离电车街 12号大院一道之
隔的生活报做美术编辑，一直工作到 1997年，后被
调到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黑龙江省美术馆从事专
业美术创作工作。说起这段经历，他一直说，和报
社的渊源太深了，学习在这儿附近，工作也曾经在
这里。

“开拓眼界，学会在群体中交流，是一段经历，
一种财富。”王丕对那段时光，仍很珍惜，并充满感
谢。一起学画的人是一个小群体，大家都是为了一
个目的而来，互相交流，彼此促进，真正学到了东
西，而不是荒废人生。

今年想创作一幅大尺寸的历史画

艺术作品之伟大，在于它客观地记录伟大的时
代风貌，给人心灵震撼、奋发向上的力量。王丕的
创作选题紧紧围绕大工业、石油人展开，在一幅幅
厚重而悲壮的画面中，展示一种刚毅、强悍的力量
美，雄浑凝重，气度恢弘。

《老歌——我为祖国献石油》，画面以钢筋水泥
般的造型力度，塑造了一组群雕式的人物形象。面
对这“迎朝阳、送晚霞”、历尽岁月沧桑奔波于天涯
海角的生动画面，人们的耳畔不由得想起“锦绣河
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
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发自石油人心底的

“老歌”的旋律。地平线上，采油工人在井架旁辛勤
劳作，他们满带泥水、汗水、油渍的身躯被太阳的光
辉涂染着，奏响了一曲油田建设者的生命礼赞。

《平台》，描绘的是石油钻井开钻前工人们奋力
将游车大钩挂于泥浆泵上的劳动情景。作品依然
是一件以钻井平台为碑座、以石油工人和钻井工具
为碑身的纪念碑式的油画力作。画面构图稳定，人
物与道具合为一体，整体形象集中、突出、典型、生
动，尤其作者利用背景的虚淡，进一步凸显了石油
工人主体形象的高大。石油工人的劳动是年复一
年重复性的劳动，正是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劳动，
才孕育出了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和精神。

王丕创作描绘大工业、石油人的油画作品，有
力地展示了个人的艺术特色，把大工业、石油人的
整体形象，用雕塑手法大刀阔斧式地概括出来，哪
怕是溅在身上的一个小泥点、一个小油点，也都让
他们充满人情味。让人在钢铁中穿行，把人与钢铁
连在一起，使石油工人与现代大工业形成必然关
联，表现出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品格。通过直线穿
插，产生构图动静变化，获得一种刚毅的美、力量的
美的同时，也体现出画家一种当代意识下的审美喻
意与人文情怀。

退休后，王丕想以当年大庆石油开发创业为
主题，再创作一幅大尺寸的画作。他谦虚地说：

“但由于水平低怕画坏了这样的题材，一直没有动
手。”王丕坚定地做严肃艺术的守望者，自甘寂寞，
恬淡从容。

歌剧《乡村骑士》。

歌剧 擦亮音乐城王冠上的明珠
□本报记者 杨宁舒

近日，由省政府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哈尔滨大剧
院院长钱程提出打造“东方歌剧之都”的设想，受到了与会人士的肯定。

钱程说，放眼2017年，哈尔滨大剧院的演出矩阵已蓄势待发——
既有横向的三大艺术节，包括首届“哈尔滨之春国际戏剧节暨第七届林
兆华戏剧邀请展”、首届“哈尔滨青年古典音乐节”、第二届“哈尔滨大剧
院艺术节”；又有纵向八个系列的经典演出，包括世界桂冠剧院现场系
列、钢琴总动员系列、室内乐ABC系列、蓝色爵士系列、金色留声机系
列、21人(人文)论坛系列、双周舞蹈剧场系列、小剧场戏剧展系列等，全
年演出总量将达到300场，这种演出的排列结构，在世界各国剧院中是
独一无二的。

值得一提的是，哈尔滨大剧院今年将成为生产型剧院，由驱动传媒
出品、欧洲剧场巨人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的史铁生作品《酗酒者A(关
于一部以电影为舞台背景的戏剧之构想)》，和由波兰导演格热戈日·亚
日那执导的鲁迅作品《铸剑》，将作为原创首演剧目，亮相本届“哈尔滨
之春国际戏剧节”。

如果一年前，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人们恐怕还会质疑打造“东方
歌剧之都”为一句空谈！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众多世界级高端演出在哈
尔滨大剧院的舞台上绽放，吸引全国各地的观众慕名而来，让哈尔滨在
短时间内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城市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加之哈
尔滨这座音乐之城本身具有的百年音乐历史底蕴，人们有理由期待，不
久的将来，“东方歌剧之都”的理念首先在哈尔滨得以实现。

歌剧《图兰朵》。

歌剧《伊戈尔王》。

王丕作品《老歌——我为祖国献石油》油画

那个年代的学画青年
王丕回忆电车街12号一起学画的日子

王丕采风写生照片。

王丕作品《今天》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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