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廖昌永，出生于四川
成都，著名男中音歌唱
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曾主演《塞维利亚理发师》
《玛丽诺·法利埃诺》《弄
臣》《唐·卡洛》《卡门》《浮
士德》《茶花女》《游吟诗
人》《阿提拉》《海盗》《假面
舞会》《茶》等几十部歌剧、
数百场音乐会。目前，由
其任总导演的歌剧《康定
情歌》正在全国巡演。

对话

记者：创作《康定情歌》
之初，您是怎样考量的？

廖昌永：艺术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在采风的时候，

我们会与剧作家、作曲家、剧

组共同商量，虽然剧情是

“无中生有”的，但我们还是

希望它是有一定历史依据

的。所以我们以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十八军脱下军装换上

工装、放下武器拿起铁锹，逢

山开道、遇水架桥奋战四年

零九个月，建成了总长4000

多公里的川藏、青藏公路的

真实事件为背景，在采风过

程中深入当地生活，邀请当

地百姓讲述当时修路的故

事，实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

情、民间音乐等，将感受到的

点滴融入创作当中，借用这

部歌剧，来弘扬“两路精神”。

记者：从歌剧演员到歌
剧导演，这种身份转变的原
因是什么呢？

廖昌永：其实世界上有

很多的导演，都是从歌剧演

员转变成为歌剧导演的。我

自己演过30多部歌剧，也有

过无数场歌曲表演，所以对

音乐、对演员表演的把握，都

是有实操性的。我也希望把

我以前在歌剧舞台上演出的

一些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

们。再加上整部剧的策划，

从创意到创作，我全程都是

从头开始跟进的，对这部戏

的人物关系、剧情发展等都

非常了解，所以就跟编剧李

亭和学校很优秀的老师们一

起共同来完成了这次创作。

记者：听说为了让高雅
艺术走向群众，上海音乐学
院专门把学校的围墙拆了？

廖昌永：是的，就像我们

说要打破师门、走出校门、跨

出国门、敞开心门，我们不仅

要做好系部之间的联动，更

要让所有学生在台上形成一

个整体。创作不仅是为实

践、研究服务，也是用来检验

我们的教学成果的，我们希

望我们教授的学生是全能型

的人才。

记者：您在艺术创作中
也追求多元发展，比如将书
法、绘画等元素融进音乐创
作中。

廖昌永：古时候我们讲

文人六艺，不只是专攻一

门。就好比你想成为一名钢

琴家，你不能只精通琴键，跟

音乐相关的文学、戏剧、舞

蹈、美术、书法等你都要有所

了解，你的外延越丰富，你的

内核就越扎实。

记者：您希望观众从歌剧
《康定情歌》中获得些什么？

廖昌永：如果大家只是

单纯地通过《康定情歌》看到

这样一个剧情或者故事的

话，那看得就太小了。我们

希望大家通过这部剧来了

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和平的向往。只有相

互尊重，共同促进，才能共同

提高。

记者：接下来对这部剧
还有怎样的期望？

廖昌永：期待这部剧能

越演越好，希望我们的中国

歌剧能够真正地迈向世界歌

剧舞台，同时每场演出都会

尽我们最大努力，做到相对

完美的程度。也希望通过这

部剧，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

业演员，不但能走上我们的

歌剧舞台，还能走向世界歌

剧舞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荀超

（黄铄然对此文亦有贡献）
图据上海音乐学院

呕心创作
弘扬“两路”精神

歌剧《康定情歌》由上海音乐学院和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出品，上海音乐

学院院长廖昌永担任艺术总监、总导演，上海音

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主任周湘林教授、上海音乐

学院附中校长丁缨教授作曲，国家一级编剧李

亭编剧，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张国勇教授

担任指挥，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北京舞蹈学院舞

蹈团副团长、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高研院高级

研究员任冬生担任舞美、灯光设计，上海音乐学

院数媒学院院长尤继一担任制作人，上海音乐

学院数媒学院副院长程瑜怀副教授担任多媒体

总设计，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原总编辑、上海音乐

学院贺绿汀高研院高级研究员潘健华教授担任

服装设计，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师曹晓

雯担任执行导演。

这部歌剧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川藏、青

藏公路修建中的感人故事。剧中，大学毕业生

“尚镛”怀揣少年时的理想，邂逅一段爱情后来

到雪域高原，在高山哨卡与老人次旺、姑娘嘎

玛、道班班长洪忠义之间发生震撼人心的故事，

用“两路”精神来解答青年在新时代的新课题。

谈及创作初衷，廖昌永告诉记者：“早在20

多年前，我就萌生出将《康定情歌》这个IP变成

歌剧的想法，但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

式。直到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我又想到了《康定情歌》。因为这首歌本就

展现了各族儿女为祖国建设凝心聚力、团结奋

斗的精神，可以很好地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为了让这部歌剧的精神内核更为强大，主

创团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

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多

次深入甘孜等地采风调研、创作，包括剧本的打

磨、音乐结构的安排、服装舞美的设计、演员的排

练等，历时三年才有了歌剧《康定情歌》的成功。

截至目前，该剧已经在全国公演16场，并入选国

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

目、文旅部2022-2023年度“中国民族歌剧传承

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上海市“建党百年”“全

面小康”主题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并获得文

旅部颁发的第五届中国歌剧节优秀剧目。

中西融合
讲述四川故事

中国民歌地方风味浓郁、处理细腻精致，而

歌剧作为舶来品，更看重歌唱和歌手的声乐技

巧等。谈及如何用世界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

事，让民歌与歌剧巧妙融合，廖昌永直言：“音乐

文化本身就是世界共有的财富，我们一方面输

入世界音乐，一方面整理融合国乐，民族歌剧的

创作需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但要让我们的民

族之花生长在我们的文化土壤里面。”

《康定情歌》全剧以民族音乐贯穿始终，并

加入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民族乐器，同时将包括

《康定情歌》在内的民族歌曲拆分成序曲、间奏

曲、尾声等，用世界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

“剧中一些剧情的动机设计，也都融入了剧作家、

作曲家在采风过程中对民间艺人、对非遗传承人

的生活点滴的了解。相信大家能从剧中看得到、

听得出我们对音乐创作的用心。”廖昌永说。

除了总导演身份，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的廖昌永，还非常重视对年轻演员的培养。此

次歌剧《康定情歌》的演员团队成员，大都是上

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以‘教创演研一

体化’模式开展教学，学校创作、艺术实践、艺术

研究都是为教学服务的。这样的教学模式将演

奏理论与演出实践相结合，以实践能力为核心，

旨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廖昌永表示，学校始终坚持“重视基础、严格

教学、精于实践、善于总结”的优良传统，其中“实

践课程”便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截至目前，

我们其实已经排了包括《康定情歌》《茶花女》《霓

虹灯下的哨兵》等在内的众多歌剧、音乐剧，其中

不乏原创作品。希望这些年轻演员，不但能走上

学校的歌剧舞台，还能走向世界的歌剧舞台。”

如今，带着学校师生共创的《康定情歌》回

家乡成都演出，廖昌永笑言：“我们应该算是载誉

归来，希望与家乡人民共享这份荣誉，也希望今后

能通过这部歌剧，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观

众，分享中国的音乐之美、山川之美、文化之美。”

中国歌剧需走出校门跨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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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歌剧《康定情歌》回家乡演出
廖昌永：与世界分享中国文化之美

说到《康定情歌》，相信很多人脑海里会回旋起耳熟能详的“溜溜调”。这首歌于1947年首次演唱，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十首民歌之一。如今，这首传唱76年的四川民歌，被打造成一部具有甘孜文化特色的原创剧目——歌

剧《康定情歌》，并亮相成都城市音乐厅。
截至目前，歌剧《康定情歌》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巡演。日前，该剧总导演、艺术总监、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大家了解中国人民对和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和
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也想借此剧表达‘只有相互尊重、共同促进，才能共同提高’的理念。”

《康定情歌》演出照。

廖昌永携剧组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