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编导、 大型演出、 节庆活动策划人、 文
化产业专家、 北京音协理事、 北京市残疾人基金
会理事， 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文化产业授
课专家， 国家及北京市多项演艺文化品牌策划编
导。 从业20多年来创意、 策划、 投资、 制作近千
场大型商业演出和节庆、 公益活动。 近十几年来，
则专志于民族音乐在艺术舞台上的呈现， 有志于
原创舞台剧目的创作和艺术舞台的品牌创作： 如
“中华情”、 “北京合唱节”、 “北京新春音乐会”
（已连续举办14届 ）、 “北京 798创意文化节 ” 、
“北京森林音乐节” 等； 发起、 策划、 编导的公益
慈善活动： 如全世界第一场纪念帕瓦罗蒂逝世音
乐会， 为南方特大冰灾举办的 《爱心融化冰雪》
首都大型赈灾慈善义演， 为汶川地震举办 《万众
一心抗震救灾》 首都音乐家慈善义演等。

刘国超简介

不忍心看到千年民歌没有市场

在南二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 记者见到了著名
编导刘国超。 刚一见面， 他便掏出手机连上音响， 顿
时， 整个房间里都回荡起民歌的音乐， 在接下来的采
访中 ， 刘国超更是许多次 “一言不合就唱起了歌 ”，
从陕北民歌到印尼小调 ， 可谓是信手拈来 ， 张口即
唱。 但如果你要是问他是不是非常喜欢民歌， 他则立
刻板起脸， 摇起头。 一个连续执导了14年有 “民歌春
晚” 之称的北京新春音乐会的导演怎么会不喜欢民歌
呢？ 见记者一脸疑惑， 刘国超打开了话匣子。

千百年间， 在中国农村的广袤土地上， 民歌是当
之无愧的 “流行音乐”， 那时的老百姓很穷， 别说娱
乐， 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但人们的七情六欲依
旧在 ， 男人会爱女人 ， 姑娘会倾慕小伙子 ， 放到现
在， 彼此会互送礼物或请客吃饭， 可那时没有能力用
物质来表达心情， 于是想到了用歌声来表达， 这种表
达方式不仅迅速、 明确， 且情真意切。 也正因此， 在
中国传统民歌中， 有七成以上都是歌颂爱情的。

刘国超1957年出生， 待他懂事时， 恰逢那个特殊
的年代， 所以他首先接触的民歌带有很浓烈的时代特
色。 他说， 有一天在去上学的路上， 他听到大喇叭里
在播放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这
首歌， 当时，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首什么歌， 只记得自
己一下便被那个优美旋律吸引住了 ， 放学后他凭
着记忆， 给父亲哼起了这首歌， 父亲告诉他， 这是首
陕北民歌， 名字叫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这首歌
之前是不让唱的啊。” 父亲小声嘀咕了句， 不过马上

又笑着给他讲起了陕北民歌的典故， “我父亲唱歌特
别好听， 我做民歌有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国超
说道。

刘国超立志做民歌是在2003年， 之前， 他干了很
多年流行音乐， 曾策划、 投资、 制作、 销售近千场大
型演出活动， 蔡琴、 王力宏、 安在旭等明星在内地的
演 唱 会 都 由 他 操 刀 制 作 ， 事 业 上 可 谓 是 风 生 水
起 。 直到有一次， 他在和一位老朋友彻夜长谈后发
现， 我们国家浩瀚的民歌艺术正在没落， 年轻人只知
道听流行音乐， 这让他感到十分心寒， 这种寒心又激
起了他的使命感 ， “我要把中国的民歌做出品牌 。”
当时， 周围的人都以为这是他的一时冲动， 想不到，
在结束当年他自己负责的6场大型流行音乐演出活动
后， 刘国超真的开始探索民歌市场了， 并且一直坚持
到现在。

“当时的民歌市场就是没有市场。” 现在说起那
段时光， 刘国超仍带着一丝苦笑， 在这个行业里摸爬
滚打了这么多年 ， 他心里太清楚了 ， 做民歌充满风
险， 而且需要大量资本投入， 但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
吓退， “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的， 我愿意当那个 ‘点
灯人’。” 选好了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走了。

刘国超发现， 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那
些传统的过年习惯———穿新衣 、 吃饺子已不再新鲜
了， 但人们仍旧渴望过年， 渴望能够阖家团圆， 哪怕
只是吃一顿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大家都说年味儿淡
了， 新衣服想穿就能穿了， 饺子想吃就能吃了， 那么
过年还能干点儿啥呢？” 刘国超注意到， 有人会在春
节期间去听戏， 那么听民歌也一定会有听众的， 只不
过此事没有人做 ， 但是要做就要做成品牌 ， 才值得
做， 因为节日有需求， 观众一定也有需求。

刘国超反复琢磨做成品牌， 如何可坚持？ 一是中
国民歌资源丰富， 二是歌唱家有成千上万人， 三是每
年都过春节都可以唱， 紧接着刘国超又想， 要在哪里
干才好呢？ “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就是人民大会堂，
我希望人们能在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欣赏中国的
传统艺术， 感受民歌的无限魅力。” 机缘巧合， 当时
北京音协也在做类似事情， 找到刘国超， 他将自己的
想法和盘托出， 大家一拍即合， 同时得到了北京市文

联、 北京青年报社、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 2005年的小年夜， 首届 “北京新春音乐会”
登上了人民大会堂。

邀请最没有可能走进大会堂的人来听

老舍的 《茶馆》 里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爱大清
朝， 我怕他完了。” 对于自己一手创立的 “北京新春
音乐会” 品牌， 刘国超也是爱之深。 为了能让它一直
办下去， 刘国超从一开始就为它加入了公益的元素。
他关注了这个城市中最没有可能走进人民大会堂去听
音乐会的人 ， 包括春节不回家的大学生 、 残疾人朋
友、 特教学院的老师、 环卫工人、 邮递员、 保安员、
售货员 、 国旗班的战士 、 交通民警 、 退休的劳动模
范、 社区低收入家庭等等。 刘国超说， 每年北京新春
音乐会有一半的票都是用来做公益捐赠的， 不过另一
部分的票， 他却坚持走商业模式， 这样既有公益内容
又解决了演出成本。 “您花几百元买一张票， 不仅能
够观看一场高水准的演出， 同时还做了一份公益， 相
当于是您邀请他们观看了一场演出， 怎么说也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每年， 他都坚持为这些群体送
门票， “那些一线工人， 他们一整年都为别人忙碌，
节日期间也要工作， 我希望在年根儿底下， 他们能有
这样一个晚上， 走进人民大会堂， 好好欣赏一下， 借
此机会 ， 我也希望能让更多观众感受一下现场的魅
力， 这就好比话剧和电影的区别， 现场观看和通过荧
幕观看的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 再好的摄像镜头也比
不过人类的眼睛。” 刘国超颇有感触地说道。

刘国超说， 去年， 他和北京新春音乐会的主创人
员一起到位于通州北京副中心建筑工地上向外来务工
人员赠票 ， 并在工地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赠票仪
式， 那天的情景他至今难忘。

活动中 ， 歌手郝亮亮为农民工兄弟演唱了一首
《京城望月》， 歌词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爬上那个脚
手架， 攀上那个起吊塔， 中秋西北望一望呦， 月亮下
的老家。 娘做的月饼甜呀， 爹酿的老酒辣， 还有我的
那个山丹丹呦， 怀里头抱着个娃……当时马上就要到
小年了 ， 在外奔波了一年的人们哪个能不想家 ？ 所

以， 当郝亮亮唱起这首以外来务工人员思乡为主题的
歌曲时， 台下的许多工人们听的热泪盈眶， 就连见惯
了大阵势的歌手都深受触动 ， “郝亮亮下来后跟我
说， 刘导， 您知道吗， 看着他们那样， 我差点儿也跟
着哭出来。” 刘国超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是作为导演
的他马上跟郝亮亮说， 你绝对不能哭， 心里再难受你
都要憋着， 等下来以后找个没人的地方， 敞开哭去，
如果你在台上哭了， 那这歌儿就断了， 就是演出事故
了 。 工作中的刘国超就是这样的 ， 他是个重情义的
人 ， 但是在专业面前 ， 他能把感情和理智分得很清
楚。 这些年来， 北京新春音乐会的名号逐渐叫响， 并
且捧红了包括龚琳娜在内的一批歌手， 这背后， 主创
团队及各主办单位功不可没， 可是他却不愿意更多提
及自己， 他希望人们更多地记住 “北京新春音乐会”
这个品牌， 哪怕有一天他不再担任总导演了， 这个音
乐会也依旧能继续办下去。

为了采集民歌走遍了中国的乡野

表面看来， 刘国超操办的是一场音乐会， 其实在
这背后 ， 有着许许多多的支点 ， 需要花费大量的精
力。 执导北京新春音乐会这14年， 他每年都会深入全
国各地采风， 去听那些原生态的歌唱， 目的就是能让
音乐会有更加多姿多彩的现场。 “当我去过草原， 我
才真正明白， 蒙古族民歌为什么那么悠长， 因为如果
不那样唱， 对面的人根本听不到你在唱些什么。” 刘
国超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歌， 了解每一个民族的风
土人情， 他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他说， 民
歌都是源于老百姓的生活， 是他们在生活的基础上有
感而发的， 如果不了解哪个民族的习性， 就不能真正
了解民歌。 他坦言， 民歌本身给他带来的满足感是很
有限的， 他反而更享受探索民歌的过程， 如今， 走进
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 ， 他都不会有陌生感 ， 那片沙
漠、 那片湖泊、 那些山川， 甚至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习
性， 他都曾经在歌曲中了解过， 等走进实地， 只会有
一份亲切感。 出去采风的收获除了阅历和知识， 有时
还会有意外之喜。

有一年 ， 刘国超来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吕家河

村 ， 在这里他遇到了有 “歌布袋 ” 之称的村民姚启
华， 70多岁的姚启华是土生土长的吕家河村人， 四五
岁时， 他便跟着爷爷奶奶学唱民歌， 如今他会唱的民
歌近2000首， 被文化部授予汉族民歌传承人的称号。
聊天中， 姚老爷子哼唱起了一首曲子， 刘国超一听，
这旋律太熟悉了， 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 《好汉歌》 的
曲子 ， 不过姚老爷子唱的词却是杨家将的内容 ，
姚老爷子说， 这首歌是他几岁大的时候， 跟爷爷学来
的 ， 他记忆力好 ， 老人唱一遍 ， 他基本就能记下来
了。 刘国超觉得有意思， 当场便邀请姚老爷子上北京
新春音乐会， 到人民大会堂去演唱这首歌。 “老人听
说能去人民大会堂唱歌， 特别激动， 反复问我这是不
是真的。” 在2015年第十一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上， 姚启
华当着6000名观众演唱这首歌时， 熟悉的旋律引起了
观众的广泛共鸣， 原生态的嗓音博得了台下暴风雨般
的掌声。

盼望让民歌走出国门

除了每年到全国各地采风之外， 刘国超还有一个
习惯， 就是每天坚持听民歌， 从14年前立志做民歌到
现在， 没有一天间断过， 算下来， 经刘国超之耳听过
的民歌接近万首， 他自己能哼唱下来的也有上百首之
多， 而且覆盖面很广， 每个民族的歌曲他都能唱上几
句， 这一点， 甚至很多音乐学院的教授都自愧不如。
即便如此， 刘国超仍坚持说， 自己是 “不喜欢民族音
乐的”。

十几年前他曾经是一个职业且成功的演出商， 如
今 ， 他是一个策划人 、 编导 ， 更是一个 “社会活动
家”， 他的名片上各种协会、 基金会的理事， 大学的
授课专家、 客座教授的身份， 达八九个之多， 每年创
作、 推出不同的舞台原创作品， 奔波于各地政府和大
学讲课， 然而他心里最牵挂， 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把
中国民歌推入主流的视野， 把新春音乐会的品牌做大
做强， 让新春音乐会能够像法国的红磨坊、 美国的百
老汇一样， 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所到一处， 必是
一票难求。

“我知道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但是
我正在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这个差距逐渐缩小， 我希
望在五年之后， 到北京新春音乐会举办第20届的时候，
我们能够走出国门， 我觉得每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华
侨， 在异国他乡听到家乡的小曲时， 都会为之动容，
中国民歌的旋律， 早已深深印在每一个华人的心中，
这也是我相信新春音乐会一定能够走出国门， 叫好叫
座的理由之一。” 在这里， 刘国超还特别提到了 “叫
好” 的同时， 必须要 “叫座”， 要有观众自己掏腰包
买票来观看， 而不是靠赠票来支撑。

创新的京味更能赢得听众

他说， 一台音乐会想要持久的办下去， 离不开创
新， 再好看的节目， 老看也会觉得腻。 所以， 在新春
音乐会打响名号后的这几年， 刘国超坚持创新， 每年
都要在其中注入一些新鲜元素， 让观众们有常看常新

的感觉。
今年， 新春音乐会则推出了两首 “新·北京民歌”

———《京华春早》 和 《五彩风车》。 歌词中有许多描述
老北京生活的内容 ， 歌手在演唱时还特别加入了
“儿 ” 化音 ， 让这首歌更显得京味十足 。 一边说着 ，
刘国超一边用手机给记者播放起这首歌， 他自己也不
由自主地跟着旋律哼唱起来 ， 可见之前已听过许多
遍。 刘国超说， 筹备一场新春音乐会， 只用几个月的
时间， 但构思一场音乐会， 却要提前一年甚至更久，
“2019年， 我想在新春音乐会中加入乐器独奏的环节，
比如在章节转换时， 用一段乐器独奏来进行衔接。”

采访中 ， 刘国超几次提到 “一花引来百花香 ”，
经过十几年的打磨， 新春音乐会在国内已小有名气，
随之而来的效仿者层出不穷， “在我们之前没有人在
人民大会堂做民歌音乐会， 也很少有人在春节前搞大
型演出活动， 现在做这个的人多了， 我很高兴， 希望
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民族音乐 ， 来探索民族音乐的市
场。” 然而现实却让刘国超很失望， 效仿者多， 但却
鲜有人肯花心思创新， 结果就是新春音乐会 “一直被
模仿， 从未被超越”。

刘国超说， 这些年中他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 能
坚持下来， 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肩膀有多能扛， 而是他
善于创新， 以此来吸引人们关注， 让音乐会能够一年
接一年地办下来。 在此他也特别感谢十几年来给予新
春音乐会大力支持的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 团市委、 市文联、 市总工会、 市青联、 北
京音乐家协会等各主办单位； 还有历届新春音乐会的
艺术总监、 音乐总监， 以及每一位歌唱家和演员。 说
到这里 ， 刘国超很有感触 ， “这些歌唱家是真正
在用生命热爱着歌唱， 他们身上的那种对民歌艺术的
执著， 令我钦佩， 歌唱家和观众们的强烈需求， 以及
党和政府倡议， 让我更加坚定， 坚持把弘扬民歌这件
有意义的事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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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北北京京新新春春音音乐乐会会总总编编导导刘刘国国超超：：

弦弦歌歌承承风风雅雅 京京味味更更亲亲民民

中国的民歌有几千年
的传统， 《诗经》 就是中
国最早的民歌总集， 但作
为民歌大国的中国， 民歌
却门庭冷落， 是他精心策
划， 将民歌音乐会唱进了
人民大会堂； 每年的新春
音乐会， 他都要大量邀请
农民 工、 环卫工人、 保安
员、 交通警走进人民大会
堂， 享受民歌大餐； 为了
收集遗落在草野的民歌 ，
他走遍四方采风， 他的最
大愿望， 就是要让中国民
歌堂堂正正地唱出国门 ，
成为民族文化的品牌；
他就是著名艺术家、
北京新春音乐会总
编导刘国超———

很多年前， 一位年轻的皮鞋匠用自行车驮着儿子
去上幼儿园， 皮鞋匠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在一个又一
个清朗的早晨， 他总会一边骑车， 一边哼唱着歌曲：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年幼
的儿子还不太懂得歌词的含义， 但那宛转悠扬的曲调
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 很多年以后， 儿子长大
成人， 他以导演的身份让父亲， 以及千千万万中国人
曾哼唱过的歌曲响彻人民大会堂， 他就是北京新春音
乐会总编导刘国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