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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9汇文 体

    “开天辟地主题影展”，昨天在上海兰馨悦立方影城

启幕，作为“步入辉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影
展”的首个影展，将在 9天里集中展映《毛泽东与齐白

石》《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在上海 1924》《邓小平
1928》《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陈毅市长》等六部电影，聚

焦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展现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时挺身而

出，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时艰苦创业，在改革发展经历风
雨时勇毅担当，党的领导是人民最重要的保障、最可靠

的依托。“开天辟地影展”开幕影片选择了《毛泽东与齐
白石》，折射出策展团队的特殊思考———用艺术性和新

鲜感吸引更多观众参与其中。
《毛泽东与齐白石》以独特角度再现了 1950年前后

毛泽东与艺术大师齐白石老人之间惺惺相惜、富有浪漫
色彩的交往。导演史凤和昨天也来到了现场，他清楚记

得，2013年 1月他接到了《毛泽东与齐白石》的剧本，看
完只觉得难：“毛泽东和齐白石一生中就见过一次面，吃

了一次饭，前后不过两小时，要搬上大银幕很难。”和编
剧商量后，史凤和找到一条突破思路———拍摄两人如何

“神交”。影片里，毛泽东儒雅的文人气质和政治领袖风
度以及齐白石的艺术家气质都跃然于银幕上。在毛泽东

和齐白石吃饭的重要场景中，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特意
夹了一块红烧肉

给齐白石，关心

“老人家牙口”。
影片结尾对两人

几乎同一个时期
遭遇的丧子之痛

也作了重点渲
染，展现他们身

上人性的一面。

“关于毛泽
东的影片很多，

但他和齐白石交往的角度非常独特，观众看得比较

少，而且影片较新，也是数字拷贝。”上海大学上海
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介绍，此次影展策展包括若干

选择标准，尤其讲究艺术性、可行性和独创性。《毛
泽东与齐白石》表现了领袖人物与艺术家交往的一

个断面，也让我们看出党的百年历史能够如此辉煌
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在于实事求是，也在于解放

思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汲取文化艺术的

营养和力量。
“通常，影展的策划，只有一个主题，而且比较

小众。这一次我们试图既呈现社会性又凸显艺术

性，吸引更多大众参与进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主办方希望影

展能够进一步辐射上海各区影院，并向长三角、全
国辐射。除邀请演员、导演、影评人等和观众对话交

流外，还计划每月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相关海报、

摄影展等。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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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走出来
刘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国际声乐

比赛中为新中国获得第一个声乐大奖

时，已经 30岁了。那是 1981年，新中国
成立后首次以国家名义派人参加国际声

乐比赛。刘捷凭借出色表现获得三等奖。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当

时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系统学习声

乐不过两三年时间。能够获得评委的垂
青，很重要的是他唱歌特别“动情”。

“我成长的年代，并没有太多
机会学专业，最早完全是凭着一

腔对唱歌的热爱。”刘捷可以说是
一位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歌唱

家，他的歌唱天赋被发现也极其
偶然。“老三届”的他，当年“上山

下乡”到辽宁盘锦，劳动很辛苦，
爱唱歌的刘捷每天会用歌唱来缓

解身体的疲惫，而听着他的歌声，

同伴们也更有干劲。有一年，盘锦
发大水，站在堤坝上奋战了三天

两夜的刘捷，在大家都快累趴的
时候又唱起了鼓舞人心的歌曲，

没想到这一嗓子被前来视察的

“有心人”听到了。过后没几个月，
一纸调令把刘捷调去了文工队。

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人建
议刘捷去考专业院校，懵懵懂懂

的他没有任何准备就“闯滩上
海”。当日抵达报名，到学校交了

介绍信，才发现已经没有凭证住

旅馆了。在外滩“流浪”了一夜的

他清晨六点就赶到上音等“放
榜”。因前一日他是最后一个赶到

考场的学生，有参加考评的老师
认出了他，跟他说：“回去吧，我记

得你，你没戏！”

执着的刘捷被这句“没戏”整蒙了，“是哪里
没发挥好？怎么就没戏了呢？”他辗转找到当时
上音党支部书记王品素的办公室，要求再给他

一次机会。或许是感受到了刘捷对歌唱的热爱，

也或许是看到了他潜在的天赋，王品素让他第二
天再来，说要让专业老师再听听。最终他以一首

《牧马之歌》打动了评委，而直到他入学分了班，
才知道当日评委中就有当时的系主任周小燕。

为求真经曾西行
刘捷曾在美国留学、生活十多年，师从世界

艺术歌曲大师、法国男中音热拉尔·苏宰依，大都
会歌剧院艺术指导琼·道尔曼。说起当初毅然“西

去”，刘捷说并非为了赶“出国潮”，而是带着“求

取真经”的初心。“现在我们习惯用的‘美声唱法’

一词其实并不准确，那其实是欧洲传统唱法，英
国、德国、法国对于这种歌唱方法都有贡献，不能

简单概括为‘美声唱法’。”坚持出国的刘捷说，他
最终的目标是要带着所学、所掌握的声乐技能回

到祖国，分享给更多和曾经的他一样热爱唱歌、
却不懂科学方法的人。

2002年，刘捷回到故乡沈阳，携手沈阳音乐
学院联合办学，希望将自己归纳总结的声乐发声

方法进行普及推广。这个学校一办就是 15年，就

连与他现在的太太———次女高音歌唱家李丛慧，
也是因歌唱结缘，“我和丛慧相遇的时候，她已经

40岁了，她唱次女高音，但当时嗓子不得力，这
明显就是没有用对发声方法，后来我就教她，调

整她歌唱的方式、用气的位置。如今，她也依然在
台上唱。”

推广科学的声乐发声方法，延长爱乐者的

歌唱生命，是刘捷如今在努力的事。在他看来，
嗓音条件虽然有天赋影响，但用对了发声方法

可以“挖掘”更多的歌唱家。“我回国后看到很多
同龄歌唱家，早早地都退出了舞台，觉得十分可

惜。要知道在欧洲、在美国，很多歌唱家八九十
岁还在台上纵情歌唱。”问刘捷，要如何才能保

护嗓子唱到老？他直言：“嗓子不需要特别保护，
你要练的是你的气，用气发声就是对嗓子最好

的保护。”
如今，刘捷每天要练习呼吸四五个小时，练

得后背硬硬的，而且始终坚持“无麦唱”，因而昨

晚的音乐会也是一场难得的“无麦”音乐会：“要
把自己想象成一架钢琴，琴板硬硬才有共鸣，软

塌塌的怎么将声音传递出去？用麦，就丢失了声
乐的意义，浪费了你的身体———这一天然的共鸣

器。气足自然声响，何必用麦？”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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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刘捷教你
“如何歌唱到老”

他是周小燕面试后“钦点”的学生，是上音声乐系 1978 届本科
生；他是第一位为新中国夺得国际声乐大奖的歌唱家，也是央视第一
届青歌赛第一名获得者；他已年近古稀却依然活跃在歌唱的舞台上，
并将自己总结归纳的声乐发声法写成一本《声乐之我见》分享给无数
想要“歌唱到老”的人。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刘捷。昨晚，刘捷从艺
50周年纪念音乐会在城市剧院举行。

文体人物

■ 歌唱家刘捷和李丛慧在演唱《樱桃二重唱》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