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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歌剧 《党的女儿》《映山红》《白毛女》《运河谣》《边城》《木兰》，

歌曲 《芦花》《人世间》《领航中国》 ……著名歌唱家雷佳用歌声向世人

讲述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 创办 40 周年。

2019 年，雷佳因歌剧 《白毛女》 中“喜儿”一角，获得第 29 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作为当今颇具影响力的音乐表演领军人物，近日记者专访了雷

佳，请她讲述如何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记者手记

文化强国文化强国
系列访谈系列访谈

是艺术传承，更是精神传承

“待来日花开满神州，莫忘喊醒我，九天之
上，笑看这万里春色满家园。”12月 12日晚，

“梅绽新时代——庆祝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40周年戏剧晚会”在中
央歌剧院上演。这里星光璀璨，“梅”香四溢，汇
聚了不同剧种、不同戏剧门类的几十位艺术家，
他们同台献艺，唱响中国戏剧梅花奖40年的传
承与坚守。雷佳，就是其中一位，她当晚表演的
节目正是歌剧《党的女儿》选段《万里春色满家
园》。

“这是《党的女儿》尾声部分，长达8分多钟
的咏叹调，讲述的是田玉梅即使身在刑场，但内
心依然充满着对光明的憧憬。”谈起《党的女
儿》，哪怕演出过几十场，雷佳仍难掩激动的心
情，“每次排演，我都会被田玉梅所感动，特别是
这段在杜鹃坡唱起‘笑看这万里春色满家园’
时，她的坚定、她的大义凛然、她的视死如归，都
深深震撼着我，也让我在演唱时更有力量。”

歌剧《党的女儿》是1991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原总政治部歌剧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周年所创排，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经典
歌剧之一。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国家大剧院复排《党的女儿》，雷佳饰演共
产党员田玉梅。

“田玉梅在剧中可以说是历经了‘九死一
生’。先是在刑场上与孩子‘永别’，又在老支书
的掩护下幸免于难，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继续投
身革命，却又遭遇了同志的背叛和组织误解。即
便如此，她依然以身冒险，坚定革命信念，高擎
理想之炬，最终带着孩子从容赴死。这一系列关
键事件，构成了田玉梅丰满的人物形象。她泼
辣、刚毅、果敢，面对孩子，她温情又严厉；面对
姐妹，她坚定守护，以智慧劝诫；面对叛徒，她坚
决与之斗争；面对敌人，她宁死不屈。她就是这
样一个普通又伟大的基层党员。”谈起田玉梅，
雷佳有说不完的话，“田玉梅对党和人民的深
情，在人生道路上坚定执着、不畏艰难的精神也
不断激励着我。”

田玉梅身上折射出来的精神之光，雷佳通
过演绎也传递给了观众。

今年“七一”之际，《党的儿女》第四轮最后
一场演出，国家大剧院歌剧厅从池座到三层
1500个座位都坐满了人，现场还有些是临时加
的座，更有部分观众是“二刷”“三刷”，甚至还有
些观众专门从外地赶来观看。这一幕，让雷佳记
忆犹新。那一晚，她彻夜难眠。

“中国的歌剧怎样才能真正走进当代观众
的心里？《党的女儿》给了我们答案。”雷佳说，演
出过程中，特别是在“党小组成立了”“天边有颗
闪亮的星”以及各大经典唱段之后，无论台词还
是唱段，每个戏眼，观众都给予了热烈掌声，“可
见观众是真的看进去了。”雷佳十分感动，她认
为，作为演员，能在同一时空以自己的艺术表现
与观众达到高度的精神共鸣，让整个剧场同频
共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30 多年前创作这部歌剧的前辈艺术家
们，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符，每一处手眼身法，
每一声沉吟润腔，都那么精准考究，无不体现了
他们真挚的情感和卓越的才华，让我们后来人有
好戏可唱、有榜样可学，让观众有好剧可看。”雷佳
感叹，“作为新时代的歌剧演员，我们要秉持守正
创新的原则，深刻把握优秀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
和精神内涵，守住前辈艺术家在作品创作、角色
塑造当中的执着探索和艺术追求，在艺术传承的
同时更加注重精神传承、文化传承。”

不忘初心 为人民创作

守正创新，是雷佳在歌剧创作中一直坚守
的原则和态度；精神传承，是雷佳每部作品中所

传递出来的温暖力量。
2015年，原文化部为纪念民族歌剧《白毛

女》首演70周年组织复排工作，并拍摄3D舞台
艺术片《白毛女》。雷佳参与其中，饰演“喜儿”一
角。“那时正值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文艺工作提
出了一系列富有战略性、根本性的重要论述，这
些内容都深深激励着我，也成为我舞台创作的
行动指南。”雷佳说。

“珠玉在前，复排的压力可想而知。”雷佳坦
言，《白毛女》讲述的是80年前的故事，就时代
背景和人生经历而言，自己都与喜儿有着天然
的隔膜。

“如何让今天的观众感受到《白毛女》仍是
一部感人的歌剧经典，这是我需要做的。”雷佳
表示，就作品本身来说，《白毛女》区别于同时代
的很多革命题材作品，它不仅通过深刻的笔触
描写了处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农民的血泪生
活，还充分展现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保留的

“白毛仙姑”这一民间传说，更是使剧情跌宕起
伏。主人公喜儿的命运也伴随情节发展产生了
几次重要的形象变化，形成了极大的戏剧张力，
这对演员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为了将人物塑造得更加真实可信，雷佳和
剧组 30多位主创人员决定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他们首先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感受当年
前辈艺术家们创作的历史环境，追寻和学习他
们的创作理念、创作方法。“2015年正月十五前
后，剧组一行又一同前往‘白毛女’故事的原型
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冶乡河坊村采
风。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
劳动。”雷佳说，歌剧第一幕描写的是飘雪的大
年夜，喜儿端着王大婶给的玉茭子面回家捏饼
子，盼爹回来过年。身为南方人的雷佳，小时候
家里不常做面食，对吃饺子也没有特别的感情。
为演好这段无实物表演，采风时她多次向乡亲

们请教烧柴、和面、贴饼子、包饺子……“虽然现
在的生活条件已与80年前大不相同，但是依旧
可以通过最真实的体验和年长的村民口中回
述，去还原农家少女喜儿的生活环境。”那次采
风，拉近了雷佳与喜儿的距离，老乡们的朴实真
诚也给雷佳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2015年版《白毛女》复排历经两年，其中反
复打磨，只为呈现一部既尊重原作又立足现实
的感人作品。令雷佳无比振奋的是，当年在延安
首演后，现场的一位老红军热泪盈眶地说：“是！
还是那个‘喜儿’！”这句话，让她铭记至今。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每创作一部
作品，雷佳都要深入研究资料，立足传统，深入
生活。最近两年，雷佳在舞台上不断奉上不同类
型的歌剧新作。刚刚结束演出的歌剧《映山红》
好评不断，雷佳饰演的冬子妈，虽然仅有一日党
龄，但展现出的保护游击队和团结群众、发动群
众方面的能力智慧令人印象深刻。歌剧《边城》，
是雷佳的文学梦向歌剧梦的转化。她演绎下的
翠翠不仅有少女的天真与懵懂，也有湘女的“霸
蛮”与重情，令人过目不忘。提到这些新作品的
时候雷佳说，“《边城》和《映山红》是从家喻户晓
的文学作品和经典电影改编而来。如何用歌剧
讲好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故事，唯有不忘历史、
不忘传统、扎根乡土、深入人民。在守正的同时，
从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富有人情味的土地当
中，才能直接汲取到创新的源泉。”

为声乐艺术的未来贡献力量

多年来，雷佳不仅深耕于民族歌剧的舞台
创作，还致力于民族民间音乐的采风、挖掘整理
工作，并对其进行改编和艺术化舞台呈现，用崭
新的方式将民歌传递到中国大地，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雷佳说，这是一个神圣的职
责和使命。正是基于这份使命感，她凝聚起一群

志同道合的音乐人，从歌曲改编、编曲到演出形
式反反复复实验、否定、再实验。经过几年的努
力，摸索出一条古今对接、中西融合的创作道
路。

“我们以‘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民族民间
歌曲音乐会的形式，集结起以‘80后’为主力的
作曲家团队，重新编配来自11个省份及地区、
6个民族的15首歌曲”，雷佳解释，“不仅有湖南
花鼓丝弦小调、江浙吴语小调、蒙古族科尔沁短
调，也有藏语迪庆民歌、陕北民歌、山西民歌，还
有闽南方言的童谣、多声部的侗族大歌等。我们
要将民族民间音乐这朵充满泥土芬芳的鲜花，
捧到不同年龄段观众的面前，让不同地域的观
众在乡音之中感受以民歌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蓬勃的生命力和艺术创新的活力。”

不止如此，雷佳还积极培养后继专业人才。
自2019-2022年连续四年，她作为艺术总监及
授课专家，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发起组
织了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国声乐人才培养计划”
大型公益活动。

谈起这方面的实践，雷佳说：“针对声乐艺
术教学的特殊规律，我希望能在实践育人体系
的建设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针对声乐艺术
拔尖人才的多元化培养与基层人才的普及化培
训相结合的声乐艺术教培模式，进行一些教学
实践和理论建设。”

为此，这项人才培养计划每年从全国遴选
40名青年声乐人才，通过举办大师公开课、一
对一专业课，组织中国声乐高峰论坛、美育论
坛，举办全国声乐邀请赛、全国声乐展演，组织
声乐轻骑兵下基层公益服务、赴边远地区支教
等活动，全方位、多层次进行人才培养和输出。

让雷佳感到欣慰的是，“4年来，此项活动
赴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公益演出10余场，每年
暑假还赴边远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支教，都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雷佳表示，一方面以
公益活动的形式展开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以下
基层公益服务与赴边远地区支教的形式，增强
青年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忘初心，用
歌声唱响人间温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

用歌声唱响人间温暖
——访著名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雷佳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在歌剧舞台上，她是一代才女林
徽因，是敢爱敢恨的水红莲、忠孝仁
义的花木兰、山水养成的翠翠，也是
不向命运低头的白毛女，亦是普通而又
伟大的共产党员田玉梅，还是仅有一
日党龄却始终坚守理想与信仰的冬子
妈。雷佳说，“对中华民族优秀女性的
每一次演绎、诠释，都是一次精神洗
礼、思想升华。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爱国
情怀、坚毅品质和勤劳担当的精神气
质，是中华儿女共同追求的理想品格。”

“中华广阔的沃土有优秀的民族文
化，有人民群众最动人的故事，还有
游于万物的人生智慧。民族音乐只有
扎根民族民间文化，与时俱进，体现
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才能永葆生机
活力。”雷佳曾去过很多偏远地区采集
少数民族音乐，也向非遗传承人学唱
原汁原味的民歌。当得到丰厚的民族
民间音乐的滋养后，忍不住就想把这
些“好东西”传递出来。于是，她不
断探索将这些音乐瑰宝赋予时代气
息，以贴近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让普
通大众接受并爱上民族民间音乐，让
民族民间音乐源远流长。

雷佳不仅自己采集、转化，还希
望她的学生也如此。她说，“将个人的
音乐触角深深地扎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广阔浩瀚的大地里，在传统文化的沃土
当中寻找不同的主题，才能为观众呈现
丰厚的内容和多样的艺术色彩。”

扎根于中华沃土
本报记者 郭海瑾

雷佳演唱歌剧雷佳演唱歌剧《《党的女儿党的女儿》》选段选段

▲歌剧《白毛女》宣传海报 ▲歌剧《映山红》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