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周刊：2021 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中国歌剧诞
生 100 年 。 在 一 堂 《中 国 歌 剧 与

“四史”学习》 的讲座中，您说中国
歌剧的发展流淌着红色基因。结合
中国歌剧的经典作品，可否简单介
绍一下？

金曼：中国歌剧与中国共产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一路同行。它记录着中华民
族在党的领导下致力民族复兴的每一
段光辉历程，铭刻着在这一光辉历程
中前赴后继的英雄的名字和精神。回
望百年来这气韵万千的各类作品，中
国歌剧艺术像一幅幅浩瀚壮阔的历史
画卷，将时代风云变幻下中国发展历
程中无数个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瞬
间，通过熠熠生辉的音乐形象艺术地
展现于舞台。

19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
对中国的侵略，西方文化艺术也开启
了东渐之旅。欧洲歌剧艺术开始在我
国的香港、澳门、上海和哈尔滨等口
岸城市出现，并进行了早期传播，中
国戏剧舞台上因此逐渐形成了传统戏
曲与西洋歌剧、话剧杂处共存的文化
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从战
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中国歌
剧创作进入一个新时代。歌剧的主要
阵地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新中国沸
腾的建设生活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们
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所有一切都为中
国歌剧史上第二次创作演出高潮的到
来做了充分的铺垫。中国歌剧的创作

乘时乘势，勃兴旺盛，呈现出空前繁
荣的局面。各种体裁、式样的优秀歌
剧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
现出来。《小二黑结婚》《江姐》《刘
胡兰》《原野》《伤逝》等都是这个时
代的经典。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 21世纪，
中国歌剧艺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焕发出巨大生命力和创造的激情。初
步构建了一个多元多样的歌剧艺术生
态，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彰显
了建设文化强国的远大目标和有底气
的文化自信。新时代的中国歌剧舞
台，正在以井喷般的创演态势，呈现
出一派群芳争艳、美不胜收的胜景，
书写着中国文化史册的崭新篇章。
2010年 1月正式成立的北京大学歌
剧研究院传承中国歌剧的红色基因，
创作了《青春之歌》《钱学森》《宋庆
龄》《为你而来——王选之歌》《北大
1918》 等一系列讴歌党、讴歌时代
楷模的歌剧作品。

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发展
阶段，中国歌剧必将是中华民族这一
伟大壮举的见证者、记录者、讴歌
者，同时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事业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

教育周刊：作为舞台上“江姐”
的扮演者，您是如何与“江姐”结缘
的，这个光辉的人物形象对您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

金曼：50年前，来自西方的歌
剧与中国土地上的红色故事结缘，催

生了中国歌剧的经典之作 《江姐》。
此后50年，无论在歌剧艺术还是在
思想内涵上，歌剧《江姐》的影响力
无与伦比。

我是从小唱着红色旋律长大的。
我小时候听广播，受到《洪湖水浪打
浪》《绣红旗》《红梅赞》《刘胡兰》
等红色艺术作品的影响深刻。这些当
时所谓的“流行歌曲”，其实都是歌
剧作品。

我演江姐快40年了，“江姐”这
个人物，在我的艺术和人生之路上起
着关键影响和提升作用。2000年，
我策划出品和主演的交响清唱剧《江
姐》走上舞台，至今演出百余场，让
《红梅赞》在全国唱响。我的中国歌
剧梦萌发于《江姐》，2010年北京大
学歌剧研究院应需而生。

近40年来，江姐的精神从未走
远，一直在我心灵深处。在生命中的
不同阶段，这些最具高贵人格的伟大
灵魂“住在我心里”，我常与之精神
对 话 。 所 以 ， 在 舞 台 上 ， 我 是

“她”，而非“小我”。这个体验的过
程，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我身上所
有的能量，来自和这些伟大人物的

“精神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
不觉被滋养。

教育周刊：原创歌剧 《青春之
歌》是您带领北大歌剧研究院所推出
的力作。请您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创
作背景及产生的教育价值。

金曼：2009年，是庆祝新中国
成立 6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90周

年，当时我着手筹备成立北京大学歌
剧研究院，我们计划推出一部中国原
创歌剧。那时，我也正在寻找和发现

“中国歌剧本来的样子”，对我心目中
“中国歌剧的气质”进行最初的描
画。我们梳理出 30 多个人物和故
事，而将 《青春之歌》 作为发轫之
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青春之
歌》与北京大学紧密相关。它讲述的
是抗战前夕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各大
高校大学生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发起抗
日爱国运动的故事。可以说《青春之
歌》蕴含的精神和五四精神、北大精
神一脉相承。由北京大学创作这样一
部歌剧作品，再现那个时代“红楼”
故事和学子风貌，本身就具有非凡的
意义。二是成立歌剧研究院，我把培
育全面发展的中国歌剧人作为初心和
使命。这部作品也充分彰显出育人价
值。每个大学生都是正青春的年纪，
都在面临自己的青春选择，而《青春
之歌》的主题可以概括为“青春”和

“选择”这两个关键词。它反映的是
青年选择将自己的命运同民族危亡和
国家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主
题。我们通过歌剧艺术表现了这个选
择过程，强化了这一时代主题，实现
了春风化雨、入耳入心的目的。目
前，《青春之歌》被教育部思政司列
入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计划，已经
在全国18个省市演出，收到很好的
社会效果。

教育周刊：2018 年 12 月 12 日，
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时，您领衔

北大歌剧研究院推出的歌剧 《北大
1918》引发社会关注。这部作品又产生
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力与育人效果？

金曼：《北大1918》是我在学习北
大校史时萌生出灵感而创作的。这部作
品将当代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
志趣、情感、追求等现实问题，与百年
前北大师生们的奋斗求索历程进行呼
应。从历史中寻找今天关于青春理想
的答案，让青年人找到人生榜样，让
学者、师者找到行为示范，让北大思
想、北大精神在新时代得到好的传扬
——这是我们创排这部剧的初衷和美
好愿望。我希望它成为所有北大新生
的入学教育课。每一名北大学子应时
刻铭记，让生命更高远，和祖国的发
展紧紧地贴在一起。将自己的理想和
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让生命
绽放光彩。

前不久，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了
“百年回望——中国歌剧的红色基因”
校园思政展。展览选取《白毛女》《洪
湖赤卫队》等中国经典歌剧和《青春之
歌》《北大 1918》 等北京大学原创歌
剧，全景式展现中国歌剧与“四史”一
路同行的发展印记。我们希望在社会上
树立“歌剧+美育+思政”的理念，并
将展演活动不断推向全国大中小学和贫
困山区，让红色精神生根开花，实现立
德树人、美育化人的行动目标。下一
步，我们将推动《青春之歌》《为你而
来——王选之歌》《北大1918》以及新
创作的歌剧作品，以不同形式走向社
会、走进校园，把我们的“中国歌剧
梦”更好地融入“中国梦”，尽情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教育周刊：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
者，您的教育梦想是什么？

金曼：我能成为今天的我，离不开
党的光辉照耀。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
歌剧走向世界。这是我正在做、一直在
做，未来也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事业。

中国歌剧需要立足本土，向中国戏
曲、中国民间音乐虚心学习，从而形成
中国歌剧的本土化特色。需要鼓励不同
艺术风格的歌剧出现和涌现，鼓励不同
歌剧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存在。近些年，
我一直在积极倡导“中国美声”的概
念，在演唱和教学中也始终在探索、创
建“中国美声”学派。我认为中国美
声，是美声唱法与中国汉语言完美结
合，演绎中国的声乐作品，体现中国民
族音乐灵魂和韵味的歌唱方法。中国美
声可以驾驭各种各样的作品，从歌剧、
民歌、流行歌，用美声的方式可以将作
品表现得更加高大上，从而发扬中国作
品，展现中国美声的独特魅力。中国美
声将加快中国歌剧走向世界，走向新高
峰的步伐。

让中国歌剧的红色能量走进校园走向社会
——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代“江姐”扮演者、北大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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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扩大军事课优质教育资源和教学改
革成果向中西部省份、国防教育示
范学校与特色学校辐射，进一步提
高军事课教学质量，教育部组织军
事课骨干教师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和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特色学校开
展巡回授课。此次巡回授课任务主
要由中央财经大学、合肥工业大
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国防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通信
士官学校、陆军边海防学院、海军
指挥学院等军地高校承担，抽调军
事课骨干教师组成专业教学团队，
将红色基因融入军事课教学。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军事
课骨干教师巡回授课自 2020 年 12
月启动，重点赴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20个省 （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授课，着
重将“四史”学习教育融入国防教
育中，引导青年学生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发扬光荣传统，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据悉，本次军事课骨干教师巡
回授课紧扣教育部和中央军委国防
动员部联合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
军事课教学大纲》 和 《高中阶段学
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在《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中国
国防、国家安全、军事思想、现代
战争、信息化装备等教学内容和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
纲》 人民军队、现代国防、军兵种
知识等教学内容中融入“四史”教
育，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提
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李元豪）

教育部边疆巡回授课：

将“四史”学习教育

融入国防教育中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
妇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共同印发 《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大
力推动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对四类案件必须进行家庭教
育情况评估。

意见要求，各地要结合案件办
理和地区实际，认真做好涉案未成
年人、失管未成年人和预防性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对四类涉未成年人
案件必须进行家庭教育情况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对未成年人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见，
必要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具
体情形包括：一是未成年人因犯罪
情节轻微被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
定，或者被检察机关依法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的；二是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或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不予刑事处罚的；三是遭受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侵害的；四是其他应
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情形。

意见强调，对办案中发现未成
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监护
教育不当或失管失教问题，尚未导
致未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受侵害后
果的，应当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
导和帮助。特别是对于有特殊需求
的家庭，如离异和重组家庭、父母
长期分离家庭、收养家庭、农村留
守未成年人家庭、强制戒毒人员家
庭、服刑人员家庭、残疾人家庭、
曾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家
庭等，更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帮
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主动提出指导需求的，应予支持。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发地区，城市
流动人口集中、城乡结合部、农村
留守儿童集中等重点地区要结合办
案广泛开展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

意见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培养未成年人法律
素养、帮助强化监护意识、引导改
变不当教育方式、指导重塑良好家
庭关系等方面。

（焦思雨）

最高检等三部门发文

推动涉案未成年人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当歌剧与红色故事相结合，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歌剧走过
的100年。经过对歌剧发展历史的系
统梳理，我们兴奋地发现，中国歌剧
的发展一直与‘新四史’一路同行
……”

前不久，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礼堂，一堂以“四史”学习教育为主
打的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分享活动——

“中国歌剧与‘四史’学习”正在进
行中。这次党史学习教育主讲嘉宾的
身份有点“不一般”——伴随着幻灯
片的徐徐播放，第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三代“江姐”的扮演者、北京
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激情地讲述
着中国歌剧的历史脉络，分享着她与

“江姐”的精神情缘，以及她所带领
的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在传承发扬中
国歌剧文化中的温暖故事；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沧桑岁月，通过金曼和学生们现
场演绎的歌剧，在舞台上艺术地展现
出来。

“中国歌剧，见证了党的初心使
命，并随着党的前进发展而发展成
长。”金曼说，中国歌剧有着天然的
红色基因，经典作品见证着时代的磅
礴。结合中国歌剧的百年历史，金曼

对中国歌剧的代表作品、历史背景做
了梳理，并讲述了《青春之歌》《钱
学森》《宋庆龄》《为你而来——王选
之歌》《北大1918》等经典作品所展
现的时代精神。

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都与时代不
可分割，记录时代风云的作品总会扣
人心弦。“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
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
……”表演环节，随着舞台上师生演
绎的清唱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片段
的响起，现场观众们的思绪也被带到
了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感受到小芹勇
敢追求爱情的新青年形象。

随后，师生们带来的 《江姐》
《宋庆龄》《青春之歌》等红色歌剧中
的经典片段的现场演绎，加上主讲嘉
宾金曼那带着时代脉搏的温情解读，
令现场观众沉浸在旋律背后那磅礴万
千的历史中。

“相对无言难开口，各有话儿在
心头……一定要为江姐分担悲与愁，
万不能给战友增添苦和忧……”当这
段师生表演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的
情绪也跟着伤悲起来。《相对无言难
开口》是歌剧《江姐》中双枪老太婆
和江姐对唱的片段。通过歌剧的形
式，将二人体谅对方的感受而强颜欢
笑、把悲痛藏在心头的情感演绎得淋

漓尽致。台下，不少观众悄悄抹去
眼泪。

“是什么把我的心撕裂……”这
是歌剧《宋庆龄》中的一段咏叹调，
讲述了宋庆龄和至亲姐妹分别前的心
路历程，展现了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
在政治立场和姐妹亲情之间作出的艰
难抉择以及抉择背后的心路历程。

“啊，青春中国如喷薄日出”“我们
相信伟大的信仰，让我们幸福永生”，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卢嘉川分别的
场景，在金曼老师的演绎下，将“青
春、爱国与选择”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
致。当今青年要将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
发展结合起来，这是《青春之歌》给观
众带来的启迪。金曼老师动情的表演，
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有人说歌剧难懂，其实歌剧很
好懂。它只不过用歌唱的形式来讲时
代动人的故事。”在金曼看来，歌剧
是对青年人进行美育和思政教育的良
好载体。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在金
曼老师的推动下，北大清华联合演出
了交响清唱剧《江姐》。金曼颇欣慰
地说，“这个剧的排练过程，也是对
学生们‘精神洗礼’的过程。很多学
生都是‘95后’‘96后’，让这些年
轻人演绎和他们跨越近百年的历史人
物，本身有一定距离。但是在排练过

程中，学生们带着内心的情感一步步
地靠近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很多人的
精神受到洗礼。”排练过程中好多学
生激动地对金曼说：“老师，这旋律
太好听、太感人了。”甚至有学生眼
里含着热泪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
党。“教育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些
实践让金曼深刻地意识到，青年人完
全可以在经典作品中陶冶情操、传承

艺术、弘扬精神。
讲述、表演、互动，在3个小时的

分享过程中，举座安静，现场所有人都
沉浸在这场规模虽小但却融入红色血脉
的中国歌剧艺术盛宴中。“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分享活动结束，现场所有人随
金曼老师起立，动情地唱出这首熟悉
的歌。

听！这堂唱出来的“美育思政课”
——北大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谈中国歌剧与“四史”学习

本报记者 张惠娟

5 月 31 日，由第三代
“江姐”扮演者、北大歌剧
研究院院长金曼主持的北大
歌剧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举办
了“百年回望——中国歌
剧的红色基因”校园思政
展。展览选取 《白毛女》
《洪湖赤卫队》等中国经典
歌剧和《青春之歌》《北大
1918》等北京大学原创歌
剧，全景式展现中国歌剧与

“四史”一路同行的发展印
记。金曼希望在社会上树立

“歌剧+美育+思政”的理
念，并将展演活动不断推向
全国大中小 学 和 贫 困 山
区 ， 让 红 色精神生根开
花，实现立德树人、美育化
人的行动目标——

在在《《中国歌剧与中国歌剧与““四史四史””学习学习》》讲座现场讲座现场，，由金曼师生演绎的由金曼师生演绎的《《小二黑小二黑
结婚结婚》》片段片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惠娟张惠娟 摄摄

5 月 29 日 ，
由金曼和戴玉强
领衔出演，老中
青少幼五代北大
人在百周年纪念
讲堂携手为北大
师生献上交响清
唱 剧 《江 姐》。
此演出为北京大
学“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红色歌剧
与高校思政美育
展演”主题系列
之一，以传承的
力量和信仰的追
求共同缅怀革命
先烈、追忆红色
征程、颂扬伟大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