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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艺考生谷晓瑞：

生活再恶劣，
梦梦梦想想想也也也能能能开开开花花花

谷晓瑞今年28岁，黑龙江人。
9年前的她，和如今的奔波在潍坊街头的孩子们一样，准备在艺考

中找出一条未来的路。
如今，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谷晓瑞，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老师，帮更

年轻的孩子，或者重复或者扩展或者改写她曾经有过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蒙蒙

2005年艺考生刘新建：

付出了太多，
不能半途而废
本报记者 刘蒙蒙

“我希望把知识教给那一
群渴望知识，渴望上进的孩
子，让农村孩子也能体会到艺
术之美。”说这句话的是昌乐
县鄌郚镇中心小学一位音乐老
师，刘新建。

他曾两次参加艺考，最后
成功进入大学的门。如今艺考
的孩子们奔波过的轨迹，同样
是他曾走过的路。他知道其中
的不容易，所以更愿意帮后来
者实现梦想。

刘新建教孩子们弹吉他。

谷谷晓晓瑞瑞

那时全凭热爱

小时候起，谷晓瑞就对播音和主持情有独钟了。看
着荧幕上的人神采飞扬，她羡慕极了。高中时，其他同
学选择音乐美术，她则选了播音主持。2004年，谷晓瑞
以全省播音主持专业艺术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理
工大学。

“那时大家参加艺术考试全凭热爱。”谷晓瑞说，
那时候学校招录艺术生人数少，参加艺考的人也少，艺
考的文化课成绩并不亚于现在二本院校的本科线。

回想9年以来艺考的变化，参加过艺考又从事艺考
培训的谷晓瑞很有发言权。2004年考试时，每人只能在
省内和省外分别报一所学校，现在对报考学校已经放开
限制。谷晓瑞的一个学生曾经一年考了20个学校，拿到
了16个合格证。以前艺术类院校每年招二三十个人，现
在则招二三百人了。

转行的多于留下来的

每个人的梦想都曾经又远又长，但是当梦想遇到
现实，有人欢喜有人忧。在谷晓瑞看来，艺术之路难
走。相比于其他行业，艺术行业中的不变法则就是优
胜劣汰，很多人面对选择性太少的尴尬局面，不得不

选择转行。
谷晓瑞大学时班级里面有35位同学，毕业之后从事

与播音主持本专业相关的不多于10人，其他大多数人转
行。2006年，谷晓瑞手把手教出来的20个学生，有12个
从事相关专业，8个改行。2007年，20人中仅有四五个
没有改行。

对于谷晓瑞来说，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梦想在最恶劣的生活面前依然可以开出花来。用谷晓瑞
自己的话来说，艺术给她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审美层
次、思维层次、与人交际、心态上都受到美的熏陶。

“艺术最怕的就是保守，停滞不前。”谷晓瑞时刻
提醒自己，不断学习充电，在学校里上老教授的公开
课，去专门的学校接受培训，防止自己在学生面前掉
队，落后。谷晓瑞希望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帮助更
多的人实现梦想。

真想重新再考一次

谷晓瑞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经常利用课
外时间对初中、高中生进行专业课培训。现
在，除了在大学里任课，她每年会利
用寒暑假时间组个小班招收一些
感兴趣的学生。六年的时
间，在谷晓瑞的指导
下，有很多学生走

上了艺考之路，考入大学，也有的已经毕业成为电视
台、电台的主持人。

“我想再重新考一次。”谷晓瑞说她在教课的过程
中，时常有这种冲动，原因并不在于她对现状的不满，
而是现在艺考所体现出来的优势。虽然现在每年参加艺
考的人有千军万马，压力大于从前，可谷晓瑞认为现在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主观性也比以前强。

“那时我们都不懂穿衣打扮，专业课也是自己琢
磨。”谷晓瑞说，相比于从前，现在条件好了，信息源
丰富，学生们接受到的训练也非常专业。甚至因为艺
考，催生出很多行业，艺考培训、艺考服装和化妆，一
条龙服务让谷晓瑞非常羡慕。

父母的支持，让我坚持下来

刘新建是昌乐县鄌郚镇人，少年时代的他在昌乐一
中度过了高中生活。那时的刘新建对大学格外向往，他也
清楚，仅凭文化课成绩，自己很难考上大学。好在刘新建
有一技之长，他爱音乐，所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艺考这条
路。

农村出来的刘新建早年并没有条件接受过专业训
练，属于“半路出家”，一切都是从头学起，但他准备得格
外用心。可是，2004年参加艺术考试，他仍以一分之差与
大学失之交臂。

复读一年，再考一次。“付出了太多，不能半途而废。”
刘新建说这是一条“不归路”，底子薄，每个人都要外出到
高校拜师学艺，而拜师需要高额的学费，刘新建考虑到家
庭的实际情况，选择了潍坊本地的一所高校。

“一节课四十分钟，学费一百元，这已经是最便宜的
了。”刘新建的家庭并不富裕，这些钱在他的眼里无疑是
一项巨大支出。“多亏了有父母的支持，让我坚持下来。”

2005年，刘新建再次参加艺考，终于如愿以偿，超线60

分，考上了潍坊本地一所大学。“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
为之前的坚持和努力丰富了我的阅历，在我人生最重要
的时刻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了坚持。”

不能让他们失去学习机会

大学毕业以后，刘新建并
没有走上从艺的道路，而是参

加“三支一扶”大学生招录考试，分配到昌乐县鄌郚镇中
心小学支教。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专业，刘新建是小学一、
三、五年级总共9个班级的音乐老师，教学生歌唱、吉他、
电子琴和竖笛。

课余时间，刘新建会去音乐教室弹钢琴，练声乐，“看
着你头上的汗，看着你干裂的嘴，就知道你吃得苦，受的
累，看着你疲惫的身躯，看着你眼神的憔悴，可你用行动
告诉爹娘和祖国，再苦再累你依然无怨无悔……”，这是
刘新建在工作之余经常唱给自己的一首歌。

“上课期间发现了有很多好苗子，农村落后点，家长
们也不重视。当时我们上学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条
件好了，更不能让他们失去学习成长的机会，艺术修养面
前人人平等。”刘新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农村孩子
也能平等接受艺术陶冶。

艺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一年一度的艺考还在进行，每年有无数像刘新建一
样为了大学梦走在艺考路上的人。虽然奔波的时光早已
过去，但是刘新建知道这其中的不容易。他连续三次作为
艺考志愿者，帮助那些参加考试的师弟师妹。

在他的眼里，艺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小小年
纪，各地拜师，考试之前还需要独立解决住宿、吃饭等问
题。刘新建总会在那些四处奔波的学生身上找到自己当
年的影子，艺考之前从没有出过远门，家庭条件好的学生
会有父母开车陪伴，而像他们只能靠自己。

“那段日子其实挺苦的，这么冷的天东奔西走，吃不
好，睡不好。”他希望自己的一点付出能帮助参加艺考的
孩子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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