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命运抗争
而立之年“苦”圆学音乐之梦

在音乐道路上追在音乐道路上追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
——记海南男高音歌唱家李庆文

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后，面对比

自己年纪小很多的同学，李庆文内

心深处十分自卑。在看到同学们自

信地坐在琴房弹出悦耳的琴音后，

他内心深处更是生出了无限渴望。

作为一名没有接受过长期系统

训练的学生，为了尽快赶上同学的

步伐，他坚持每天去琴房练习钢琴，

在琴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为什么

每天要去琴房，因为那里有我的梦

想。”他将这句话写进了日记。

上学期间，李庆文不止要面对

没有钢琴弹奏基础的困难，还有诸

多专业课方面的问题。唱不好、唱

不对……在一次次挫折中，他坚持

着。唱不好、唱不对，他就去找老师

求教，不断去听不同的音乐会，去跟

师哥师姐沟通专业问题，慢慢地，他

开始登台，从过去的听众，变成舞台

上的一名歌唱者。

在音乐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李庆

文，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他

在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考上了本校

硕士研究生，他希望能够通过系统

学习，为自己的音乐梦想丰满羽翼。

2015年，在北京苦学 8年的李

庆文，迎来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彼

时的他，不仅完成了学习音乐的梦

想，还在学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

是这时的他，却萌生出离开的念头。

随着时间推移，“离开北京”这

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李庆文的“选

择”跟家人再次冲突，这一次，他再

次听从了内心的选择。

“人生是场没有预谋的旅行。”

就在他选择离开北京时，海南的一

所高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到了海南的高校之后，李庆文

走上了行政岗位。2019年 6月，他

辞掉了学校的行政职务，希望“找回

自我”。他想为民族声乐“发声”，弘

扬和传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

“我当时在想，学民族声乐那么

多年，除了带学生，还有没有更好的

平台去推广民族声乐？”李庆文说，

有一位朋友向他建议，可以去跟省

图书馆联系，看看是否能够依托其

公益平台去开展民族声乐相关活

动。他思索再三，走进了省图书馆，

令他欣喜的是，他的想法得到了省

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2019年 6月 29日，由李庆文策

划主持的中国民族声乐系列公益讲

座活动正式启动。

9 月 29 日晚，中国民族声乐系列讲座 100 期专场音乐会暨“璀璨星

光”——2023中秋·海南青年艺术家音乐会在海南微城剧场开唱。

这场音乐会，不只是海南青年艺术家的一场音乐盛会，还是海南男高音歌唱

家李庆文对他策划主持的100期中国民族声乐系列讲座的一次总结与“告别”，是

他探索全新形式的民族声乐讲座的一场启动仪式。

“民族声乐是中国的艺术瑰宝。作为一名民族声乐歌唱者，我有义务去弘扬和传

承它。接下来，我将探索文学作品与音乐相融合，开展全新形式的民族声乐讲座。”谈及中

国民族声乐，李庆文如是说。 □本报记者 赵汶/文 石中华/图

“人的一生，最难得的是做你

喜欢做的事。”这是 9月 29日晚，在

音乐会结束时，李庆文站在舞台上

对观众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的内心

独白。这句话，多年来始终激励着

他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奔跑。

1996 年，怀揣音乐梦想的李

庆文高中毕业，报考了中国音乐

学院，结果未能如愿。原本希冀

成为一名歌唱家的他，成了一名

金矿工人。

“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难道

就这样认命了，放弃音乐梦想吗？”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着矿底

的黑暗，他不断地问自己，而他的

内心告诉他，绝不。于是，2006年，

30岁的李庆文在经过反复思考后，

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辞职，

再去报考中国音乐学院。

“你疯了吗？放着稳定的工作

不好好干，非要去做一件看不到结

局的事？”听到儿子要辞职，李庆文

的父母不理解，在劝解不成后，李

父冲儿子挥出了巴掌，李母甚至提

出“敢辞职就断绝母子关系”。他

的这一想法，也遭到了当时单位和

同事的劝阻。

重重压力袭来，李庆文把自己

关在屋里一周，他把自己现在做的

事和将来想要做的事都写在一张

纸上，用排除法一项项排除，最终

纸上就剩下了两个字“唱歌”。于

是，他不顾身边所有人的阻拦，毅

然决定辞职，去北京考学。

“2006年10月13日，我永远忘

不了这一天。”李庆文感慨，那一

天，他背着一个背包，揣着不到1万
块钱的存款奔向北京，奔向了自己

的梦想。

然而到了北京，李庆文的满腔

热情被现实一次次浇灭：因为手头

有限，他只能租住在北京东五环的

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

找了很多老师，却无一例外地遭到

了拒绝，只因他已经 30岁了，而这

个年纪是很多音乐人已经出名的

年纪。面对残酷的现实，李庆文迷

茫了。他躲在地下室里，用被子蒙

住头失声痛哭，也开始质疑自己当

初的决定。可是哭累后，他擦擦眼

泪，再次告诉自己“绝不放弃”。

一节音乐专业课需要 800元，

一共要上20多节专业课，这对于李

庆文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专

业课老师在了解他的实际情况后

主动免去了他的学费。可即便这

样，他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这

时，他的父辈朋友，诗人、作家冯明

善向他提供了资金等多方面帮助。

2007年 9月，李庆文终于如愿

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中国民

族声乐。

“选择很重要。一个人做自己

真正喜欢的事，还能养活自己，我

很庆幸，这些我都做到了。”李庆

文说。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在确定要举办中国民族声乐系

列公益讲座后，李庆文把自己的全

部身心投入其中。他希望通过专业

讲座，让更多群众了解什么是民族

声乐，也希望依托一次次讲座，弘扬

和传承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提

升群众音乐审美水平和能力。

从举办第一期公益讲座起，为

了让观众听到最适合的民族声乐作

品，李庆文每次都会去研究不同的

版本，再从其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一

个版本将它“搬”上讲座；为了让听

众有所收获，他在讲座中穿插演唱

互动环节；为了让讲座内容更加丰

富，他将声乐专家的著作全读了一

遍，并从网络收集了很多资料。此

外，他还举办了多场音乐会，邀请青

年艺术家共同演唱民族音乐作品，

让观众从中感悟民族音乐的魅力。

“公益讲座举办到第 60期时，

有观众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在第80
期的时候，有观众跟我说，如果不持

续举办讲座，周末不知道做点什

么。”观众的话，在李庆文的内心掀

起巨大波澜，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

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从2019年6月29日到2023年9
月 16日，中国民族声乐系列公益讲

座办到了第 100期，李庆文在激动

的同时，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

算是能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9月 29日晚，李庆文携手海南

多名青年艺术家，用民族声乐作品，

为观众送上祝福，也为自己的 100
期公益讲座画上了一个句号。对于

他来说，这场音乐会，是与过去 100
期公益讲座做的一次艺术形式的

“告别”，也是他开启全新公益讲座

的新起点。

“我学习音乐时已经 30岁，跟

很多学习音乐的人相比，至少晚了

10年光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

这十年光阴追回来。”李庆文说，公

益讲座让他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

作为一名音乐人的使命和担当。

李庆文称，接下来他将于每个

月的第三周周六下午，继续举办民

族声乐系列公益讲座。这一次，他

将创新形式，将具体的文学作品与

音乐作品相融合，通过讲课、朗诵、

唱歌等多种方式，赋予音乐以文学

寓意。“让传统民族音乐之声传遍天

下。”他说。

抉择决定人生 八年求索为音乐梦想插上翅膀

踏梦勇毅前行 努力追赶缺失的十年音乐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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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化周
奉上120余场演出
本报讯 4日，随着“国风超有戏”国风戏曲音

乐会的结束，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为期七天的

主场活动落幕。

本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于9月28日至10月4日
期间，由 20个省区市近 50个优秀院团院校，围绕

梨园精品、梨园荟萃、梨园嘉年华三大板块，联袂

奉上 120余场演出、百余场次讲座导赏对谈、近

200场次互动活动。

本届戏曲文化周演出的剧目风格多样，尤其

是一些地方院团结合地方文化，演出了很多充满

地域传统文化特色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剧目，令

观众大呼过瘾。除此之外，本届戏曲周还组织了

学术活动，包括以“传承戏曲文化加强创新转化”

“戏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中国戏曲中的美学

追求”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及青年论文征集活动，搭

建戏曲行业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动戏曲艺术鉴赏

交流、传承发展。

本届戏曲文化周戏曲票友大赛，首次实现“零

门槛”开放，参赛选手不限地区、不限国籍、不限剧

种、不限行当，均可报名，受到了广大票友尤其是

青少年票友的热烈欢迎。据统计，本次活动中，少

儿选手占选手总数的 46%，涉及 20个剧种，显示

戏曲艺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青少年群体的喜爱。

为了将优秀传统戏曲送到更多地方，本届戏

曲文化周联动山东郯城、福建厦门等戏曲资源丰

富的城市设置分会场，多点联动。同时，发挥线上

演播的优势，在“戏曲中国”等平台对16场精彩的

线下演出进行网络直播，还展播了豫剧《苏武牧

羊》、越剧《红楼梦》等14台优秀剧目。（田婉婷）

中法时装周演绎
文化交流新表达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毓珊）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首届“中法时装周”9月 27日开幕以来，中法设计

师 10月 2日至 4日连续三天在塞纳河畔开辟秀

场，演绎两国文化交流的全新表达。

当音乐响起，中法模特款款而出，不少设计师

或采用来自中国的天然材质面料，或结合中国传

统手工艺、设计与剪裁，或将传统理念、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时尚设计相结合，在服饰中阐述文化传

承，吸引了众多中外时尚界人士及公众前来“打

卡”。在观看秀场后，法国国际艺术沙龙展执行董

事伊莎贝尔·劳森表示，“非常喜欢这场秀”，尤其

是设计的剪裁和面料，还有设计元素，例如鸟与

山，“很有中国意境”。

法国国民议会前议员陈文雄表示，这是他第

一次观看中国时装秀，“大为震撼”，很高兴看到带

有深刻中式风格的刺绣工艺在巴黎秀场大放异彩。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红革表示，以创意

开启时尚对话，本次活动让法国观众欣赏到中国

传统文化与时尚精神有机融合的艺术佳作，也为

两国文化和创意产业开辟新的空间。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表示，科技

创新与设计创新聚合、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竞秀，

制造升级与服务升级叠加，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

交融，时尚产业正与时代同频进入新发展时期。

《幸福草》讲述林占熺
团队“菌草援外”故事

本报讯 小小幸福草，铺就幸福路。近日，由

郭涛、啜妮、张超、韩栋、郑合惠子、孟阿赛、梁爱

琪、刘亭作等演员主演的当代跨国情感励志剧《幸

福草》在福州正式杀青。

《幸福草》是一部以菌草技术发明人、福建农

林大学研究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

科学家林占熺带领的团队为原型，在国家大力实

施对外援助背景下，以“菌草援外”为主题的电视

剧。该剧将讲述福建农林大学菌草技术团队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卢旺达等国的菌草种植、产

业培育、技术推广、减贫开发历程。

2021年，电视剧《山海情》让人们认识了一位

“比农民还能吃苦”的菌草专家“凌教授”，他的原

型便是林占熺。《幸福草》是继《山海情》之后，林占

熺团队的事迹第二次出现在电视剧中。

“与《山海情》不同，《幸福草》将全部围绕林占

熺团队事迹展开。”福建农林大学菌草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菌草援外“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已

经传播到世界106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林占熺

的带领下，菌草的应用领域已远超栽培食药用菌的

最初定义，菌草产业已成为保护生态、带动增收和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宗肯）

市家和文化研究会换届
肖冰连任会长

本报10月7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海口市

家和文化研究会召开换届大会暨第二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理事会成

员。依据《章程》，研究会在主管单位海口市文联指

导下完成了换届工作，肖冰连任会长，杨国春当选

理事长，彭小云当选监事长，孙泷泽当选秘书长。

过去 3年，海口市家和文化研究会开展了诸

如“我爱我家全国有奖征文大赛”“浔·年味摄影大

赛”“海南自由贸易港手绘大赛”“迎中秋·庆国庆

诗歌朗诵音乐会”等文化活动，更是持续举办 28
期琼州文化大讲堂公益分享课活动，为丰富市民

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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