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黑土文化风采 为经贸擂鼓助威
——迎哈洽“九加红”第四届沿江消夏晚会综述

布典

当礼炮掀开第十一届哈洽会的大幕之时，九加

红第四届沿江消夏晚会也在迷人的松花江畔闪亮登

场。6天来，我省7个优秀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千余

名演职人员以饱满的热情，精彩的技艺向广大市民

奉献了36台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观众

达20万人次。松花江畔，十里长堤，每晚5时30分，

6台大戏准时在沿江一线的6个舞台同时唱响，歌

舞、曲艺、杂技、龙江剧、京剧、评剧、地方戏、小品等

众多艺术品种在此争奇斗艳，各领风骚。笑声、掌声、

喝彩声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一时间，将松花江畔变成

了一个艺术大舞台，让人们领略了黑土地上的古老

文化和现代神韵，展示出黑龙江浓厚的文化底蕴与

龙江人卓越的艺术才华。

一、沿江消夏晚会仍是重头戏

与以往不同的是，为宣传龙江建设成果，繁荣黑

土文化艺术，创造开放文明环境，这届哈洽会期间，

文化各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参加沿江消

夏文艺晚会的省直6个院团，同时承担了诸如哈洽

会中心剧场的演出、养路工人节演出月开幕式专场

演出、金源文化节明星演唱会以及各种艺术形式的

专场晚会，各院团每天至少有二三场演出。在演出任

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省文化厅领导及各参演单位

的院团长对本届消夏晚会仍然给予了高度重视，把

这次活动视为政治任务来认真执行。

为认真贯彻省委书记徐有芳的有关“唱好两台

大戏”的指示精神，厅领导召开动员大会，精心部

署。承办本届活动的黑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更

是认真组织协调，全面调度。各参演单位接到任务

后，一把手亲自挂帅，积极组织落实各项工作，明确

指导思想，在演出中，各领导班子成员亲临演出现场

指挥作战，演职人员听从指挥，团结协作，尽职尽责，

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投入排练和演出，体现出可贵的

敬业精神。

正是由于在这样一个更高的要求，更新的起点

上，本届消夏晚会浓墨重彩，纵情挥洒，大获全胜。

二、搭大台唱大戏比大武

这一具有跨世纪意义的文化创举——沿江消夏

晚会，自1996年创办至今，历经四届，它总是以其规

模之大、群众参与面之广、观众人数之多、新闻宣传

力度之强、企业参与热情之高，而成为哈尔滨独具特

色的文化盛会。在露天舞台，采取与群众面对面的演

出方式，各参演剧院集中全院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演

员，登台献艺；各剧种拿出最具代表性的节目和绝

活，尽显风流。这种具有比武打擂性质的演出，既提

高了节目质量，又强化了广大演职人员的使命感、荣

誉感。本届文艺消夏晚会在具备上述特点的同时，又

在艺术形式出新、节目编排合理、风格特点突出等方

面有新的创意和追求。

享有盛誉的省歌舞剧院在本届活动中，充分显

示出雄厚的实力和剧种优势，在节目编排上，主要以

专题演出为主，兼顾综艺演出。有民乐的《百花争

艳》、青年独奏音乐会、精美高雅的《中外名曲音乐

会》，还有以舞蹈为主的《歌舞晚会》，更有各种艺术

形式杂陈的《综合文艺晚会》。艺术贵在创新，这在

《中外名曲音乐会》演出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最新

组合长号五重奏，在全国来说都是罕见的具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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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演奏形式；青年演员徐丹的小提琴曲《丰收

曲》、冯涛的小提琴曲《金色的炉台》等是很久未在舞

台上演出的曲目，被重新演绎，从而焕发出新的艺术

活力。

作为省重点院团之一的省龙江剧院的演出，更

是别具特色，大放异彩。为了展示和充分发挥他们的

综合实力，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他们6场演出

都是综艺类节目。但是在节目编排上他们仍立足本

土，突出黑龙江地方特色，正确的定位使龙江剧院的

演出匠心独具。龙江剧小品《酒胆》、《没事找事》，二

人戏《三串门》、《傻柱子相亲》，恢宏大气的龙江剧

《梁洪玉》片断等，叫人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此

形成对比的是具有现代节奏感的摇滚乐、现代舞，亦

是占尽风头。特别是李云祥的摇滚歌曲《每一天》，青

春美少女组合(Happy Baby)，大受青年人喜爱。李云

祥的肩旋绝活，每每赢得满堂彩，多种艺术形式的节

目，适应了不同层次的观众口味，也使人看到龙江剧

院的实力和前景。

省杂技团的演出现场，每晚都是一个最热闹的

舞台之一。充满青春活力的小演员们在简陋的舞台

(地上铺一地毯)上翻滚跳跃，一丝不苟地表演着《狮

子舞》、《钻圈》、《蹬人》、《魔术》、《大比武》等常演常

新的传统节目，这些都是精心选择的适合露天地面

演出的节目。尽管江边风大，日光刺眼，但是为了确

保节目质量，他们不降低技巧难度，从服装、化妆、道

具等方面全部按正规舞台演出来进行，现场观众对

他们高超的技巧和艺风艺德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曲艺是广大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精

彩的表演总是能将四面八方的游人吸引过来。曲艺

团演出的节目大多是群众熟悉和喜爱的相声、快板、

歌曲等。马伟国、刘长影的对口快板《壮丽中华》百听

不厌；宗成滨、刘彤、刘殿云等表演的相声《夸丈夫》、

《语言趣谈》、《趣谈龙江人》、《千方百计》等，虽然都

是百姓耳熟能详的段子，但包袱依然抖得响、甩得

脆；刘殿滨、刘冰歌演唱的歌曲《万水千山走中华》、

《青藏高原》令人回肠荡气。

在省京剧院的舞台周围，每天晚上总是有一些

上了年纪的老戏迷早早地拿着板凳和扇子围坐在舞

台四周，一边品评着他们所熟悉的节目和演员，一边

等候节目的开始。这里既能看到传统剧目《断桥》、

《挡马》、《借扇》等唱念做打的精彩表演，也能欣赏到

《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脍炙人口的唱段。为了适

合广场艺术的特点，他们还组织演出了包括现代舞、

器乐曲、歌舞等不同形式的综艺晚会，具有京味特色

的演出，别具一番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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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评剧院集中了所有知名演员参加演出，他们

向广大观众奉献出5台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综合

节目，特别针对道外观众偏爱戏曲的特点，确立了集

京、评、歌、舞、器乐演奏等为一体的编排方式，以满

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土腔俗调的二人转，如今也在省城登上了大雅

之堂。由省艺术研究所、地方戏协会精心策划、组织

的地方戏专场，在本届沿江消夏晚会上异常活跃。承

担演出的海伦人民艺术剧院，是演出单位中惟一的

地方剧团。这在组织协调、节目安排、联络演出等方

面加大了工作难度，但演出水准并未因此而降低。他

们编排了25个节目，在沿江舞台流动演出，场场不

重样，赵小波、李广文、单桂清等地方戏名家用各自

的绝活：韵味十足的唱腔、幽默风趣的说口、令人叫

绝的手绢、扇子功等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声。一人多

角、化入化出的精彩表演将二人转特有的火爆风趣，

原汁原味地献给观众。随着演出的推进，观众越来越

多，特别是道外那场演出，观众达15000人，盛况空

前。一位观众兴奋地说：“没想到在城市里也能看到纯

正的二人转，如果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演出就好了。”

三、企业加盟，同唱一首歌

本届消夏晚会与第十一届哈洽同步举行，既通

过文艺演出宣传黑龙江，塑造我省名牌企业，又丰富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省文化厅厅长贾宏图

称赞由三九龙滨集团独家赞助的九加红第四届沿江

消夏晚会，是一项创造性的举措，是人民与艺术交

融，企业与文化交流的最佳体现。

文化活动怎样在经济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企业又如何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三九龙滨集团的行

动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热爱家乡，创造地方名牌，为家乡繁荣昌盛做

贡献”，这是三九龙滨集团赞助本届消夏晚会的初

衷。九加红是三九龙滨集团的名牌产品，作为我省同

行业中的支柱产业，多年来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

突出贡献。这次加盟文化，既为黑龙江文化发展的链

条扣紧了重要的一环，也使得地方知名企业、名牌产

品通过文化活动深入人心。相信，当它为文化支撑起

大台之后，必将为文化铸造的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和

美好前景。

四、新闻媒介推波助澜

本届消夏晚会之所以能成为人人向往的文化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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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着力宣传功不可没，特别

是《生活报》、《文化导报》直接参与协办，本身就证明

了新闻界对本届活动的极大重视。在本届晚会唱响

之前，《黑龙江日报》、《生活报》、《新都市报》、《文化

导报》、《新晚报》、《晨报》、省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

位，对晚会的筹备进展、演出安排等作了提前报道，

演出期间更是大版面、多篇幅地给予多层次多角度

的宣传，从而造成浓厚的文化氛围，使省城观众对此

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时间，大家兴致勃勃、呼朋唤友、

携妻带子，共赴江边休闲好去处——沿江消夏晚

会。

五、启示与思考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宏大的社会活动，

沿江消夏晚会已经超出了“晚会”的自身内涵，她

给予人们的思考是深刻的、多向的，深刻认识广场

艺术的独特优势，对今后舞台艺术如何发展、如何

走出低谷、重新获得观众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省文化厅厅长贾宏图曾指出： “沿江消夏晚会

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

主义文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坚持

双百方针。文化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群众服务，

为经济建设服务，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生存

点，发展点。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使我们的艺术回到

人民中间，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要利用市场经

济条件，运用新的机制，启动和发展文化市场。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艺术工作者的新形象，这条

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就企业而言，用文化打造名牌、铸造企业精

神、树立企业形象，其实早已被聪明的企业发挥得

淋漓尽致，令人欣慰的是，本届哈洽会已经开始注

重用文化的触角开掘经贸的矿藏，继而留住商者的

脚步，发展商机。三九龙滨集团正是本着这个出发

点，通过与文化交融，扩大影响、提升品位、积攒

后劲，从而为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带来美好和富

足。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搭一个文艺

大台，搭一个精神风貌大台，使之成为推进经济文化

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舞台。这个舞台，代

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亦将是今后消夏晚会的

立足点和着眼点。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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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应该及时进行研讨，这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作为群体创作、群体表演、群体欣赏的各类大型文艺

晚会，构成了一道流动、亮丽的人文风景线，形成了一种典

型的时代文化现象。

在世纪之交，黑龙江省文化厅举行关于大型文艺晚会

学术研讨活动，集中了历届大型晚会的策划、总监、统筹、

导演、撰稿、主创人员和实施的各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和

艺术家们，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总

结、分析、归纳，文化厅副厅长刘邦厚作了科学性的总结，

文化厅厅长贾宏图作了指导性的讲话。这次研讨会，既是

对我省以《世纪春潮》为代表的大型文艺晚会的理论性总

结，也是对未来各类各级大型文艺晚会的经验性指导。

1．一项政治任务。一项艺术工程
各种大型文艺晚会，都是从时事政治出发，为时事政

治服务的，可谓时政艺术。

这种大型综合文艺晚会，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方方面

面的努力，缺一不可。

筹备晚会的共同点是：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大。

诸种晚会，有的是周期性固定时间的，如节假日，纪念

日等等；有的是有可预见性的，如港澳回归等等；有的是突

发性的，如赈灾义演、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

南联盟大使馆的演出等等。

作为政治任务的大型文艺晚会，对于宣传、文化、艺术

部门来说，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而且只许成

太型囊荟晚会徽论II黑龙江省大型文艺晚会学术研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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