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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春：

用用执执着着和和热热爱爱坚坚守守艺艺术术人人生生

爱唱爱跳的她从小就是“小明
星”，没有专业老师，没有科班教育，
她就跟着录音机学，高中时才真正
开始“艺术生”生涯，每周奔波在路
上，因为心底那份热爱，她也丝毫不
觉辛苦。

多年的付出和积累为她赢得了
多项荣誉和大奖，可她却不想躺在

“功劳簿”上，她能架得住繁华舞台
的历练，也能经得起田间地头的考
验，每一次演出，她都是认真的。

她是山东歌舞剧院青年歌唱
家——— 李迎春，她用执着和热爱坚
守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高倩倩

华丽的服装道具、靓丽的
舞台灯光、台下如潮水般的掌
声，这无疑是每一位演员渴望
的肯定，可李迎春也在水泥地
上、太阳底下的多次慰问演出
中体会到了个人价值。每年的
文化下乡活动，李迎春都会认
真准备，养老院里、田间地头
都曾留下她唱歌的身影。

“一般去农村都是选择

冬天和夏天的农闲时节，要
么冻透要么晒透，都是考验，
却也能真实感受到百姓的淳
朴。”李迎春说，记得有一年
夏天到农村演出，演员们在
台上大汗淋漓，台下的观众
看得不忍，便主动举着太阳
伞帮演员遮阳，“虽然是个小
小的举动，却是发自内心的
感动。”李迎春说。

今日山航

田田间间地地头头也也有有
她她的的美美妙妙歌歌声声

S07

从小爱唱爱跳

是个“小明星”

盛夏的午后，空气中聚集着
夏日的热量，刚刚结束彩排的李
迎春远远走来，脸上的笑容传递
着青春洋溢的色彩，回忆起自己
的艺术生涯，她笑着说“这是一
件神奇的事情。”

李迎春的老家在山东省德
州市，小时候就爱唱爱跳的她一
直是学校里的“小明星”。没有老
师教，她就跟着家里的老式收音
机自学，“记忆最深的是，小学的
一次文艺表演中，我和另外一名
女同学合唱了《天仙配》，我当时
唱的是男声。”李迎春调侃说：“当
时纯属自学成才。”

李迎春的初中时代，正是
“四大天王”流行的年代，她四
处搜罗各种磁带，跟着录音机
又唱又跳，在一次文艺汇演前，
她还找了几个同学伴舞，自己
编舞、排练，在演出中备受瞩
目，想不引起注意都难。当时学
校只要有文艺汇演等活动，老
师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可让
李迎春苦恼的是自己的文化课
成绩却不像文艺表演一样拔尖，
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

1994年的中考，德州一所高
中第一次尝试艺术生加分招考，
李迎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去
考试，等她到考场的时候，一天
的考试即将结束，招考老师听
她唱了一首歌后，便告诉她“回
家等消息吧”，李迎春并未将此
放在心上，一心想着“上高中是
没戏了，能上一所职业高中就
很好了。”

中考成绩放榜的那一天，
她陪同学去学校看榜，却意外
在榜单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和
准考证号，不敢相信的她仔细
核对了好几遍才给父亲打电话
说了这一消息。“我爸也不是很
相信，骑着自行车从单位赶到
学校又确认了一遍，这才知道，
是真考上了。”李迎春的高中生
活就这样开始了。

艺术求学路

坎坷又充实

虽然是因艺术特长被招录，
可当时学校并没有设置专业课
程，李迎春还是和普通的高中生
一起上课、学习。直到高一那年

的暑假，济南几所艺术高校的
声乐老师组织了一个培训班，
得知消息的李迎春报名参加
了，从此算是正式开启了自己
的“科班学习”。

“那时我们每天都早起喊山
开嗓子，然后学习乐理、视唱、练
耳等音乐基础课，那也是‘艺术
生’的真正开始。”李迎春说，因为
内心喜欢音乐和唱歌，当时的她
都是主动练琴、练声，丝毫不觉
得枯燥，也正是在那时结交了山
东艺术学院音乐系演唱专业的
闫惠芳老师。

经过一个暑假的专业训练，
李迎春的天赋和潜力被老师看
在眼里，觉得要“好好培养”，李
迎春也开启了每周末往返德州
和济南的艺术求学路。因为当
时交通不是很便利，每周日早
晨四五点钟，李迎春便和爸爸
起床赶火车，经过四五个小时
的火车颠簸，她要在9点前准时
到达老师家准备上课，一天的
声乐、钢琴课后，她要再乘坐火
车赶回学校上晚自习，如此一
坚持便是三年。“可能是因为太
喜欢了，也不觉得辛苦，反倒觉
得那都是应该做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的
高考季，李迎春以第一名的优异
成绩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
演唱专业，师从闫惠芳教授，在
闫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专业技能
和艺术修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时娱乐活动有限，生活轨迹
就是宿舍、琴房、食堂三点一
线，天天泡琴房。”

大学期间，李迎春觉得自
己好像遇到了瓶颈，一直找不
到突破口。大三那年，父母在一
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全国推
新人大赛”的报名参赛信息，便
给李迎春报了名，李迎春不负众
望，获得了“全国十佳称号”，也
通过比赛认识了更多老师，“不
同的老师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点评和分析，也让我更全面地
了解了自己。”

上海专业进修

技能更上一层楼

大学的时光好像总是过得
匆忙，眨眼就到了毕业季，到底
该何去何从成了李迎春每日纠
结的问题，虽然当时也有很多工
作邀约，但她总觉得“自己还没
学明白呢，怎么工作啊？”

最终，在老师的建议下，她
在200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周小
燕歌剧中心，师从周小燕先生及
宋波教授，系统学习声乐技巧、
歌剧语言及歌剧表演，并参加过
两届上海国际歌剧大师班，在上
海歌剧院排演了歌剧《爱的甘
醇》，受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琼·
道纳门、丹尼斯·马塞、约翰·伍兹
曼等多名专家的指导与好评。

李迎春说，那时她接触了更
多国内的优秀前辈，也进行了更
系统的学习，并彻底爱上了歌
剧，就在她满怀期待地想在歌剧
的世界继续畅游时，父母的一通
电话让她回到了现实。普通工薪
家庭已经无力负担她在上海的
学习费用，父母建议她先工作，
边工作边学习。虽然很不情愿，
但李迎春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
心，当时山东歌舞剧院正在招
人，她便从上海坐火车回来参加
考试。最终，她以精湛的专业技
能征服了考官被录取，自此开始
了在山东歌舞剧院的艺术人生。

刚进入歌舞剧院的李迎春
便和交响乐团合作，习惯了跟伴
奏唱歌的她在和交响乐团的合
作中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磨合，
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李迎春得到
了更好的锻炼。

“以前跟着伴奏带唱歌，伴
奏的节奏是固定的，需要人去配
合伴奏，和交响乐团合作，是交
响乐团配合歌者，也对我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必须对作品有更全
面更深入的理解，才能更好地配
合和引导。”李迎春说，她先后和
交响乐团、民族交响乐团和歌舞
团合作，最忙的时候，她需要在
三个团之间来回跑，赶上排练集
中，她就在各个排练室“赶场子”，
即便如此繁忙，每次演出她都会
拿出最好的状态。

实践练就真金

多次荣获大奖

全身心的热爱和投入也让
李迎春赢得了可喜的成绩。2009
年，第40届意大利贝利尼国际声
乐比赛上，她获得第三名的好成
绩，是我省歌手在国际声乐大赛
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之一。此前，
她从国内200多名歌手中脱颖而
出，获得了宝贵的参赛名额，飞
往意大利参加复赛时，因为时差
等原因，李迎春一直未休息好，
嗓子出现不适，吸气时开始干

咳，可她也克服困难尽力唱好，
凭借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一
路“杀”到决赛，最终取得了第三
名的好成绩。“那届比赛由7位国
际声乐名家组成的评委会打分
极为苛刻，参赛人数较多，水平
较高，也让我看到了和第一名的
差距。”李迎春说。

省第五届齐鲁风情青年歌
手大赛获一等奖、省第十届青年
歌手大奖赛荣获三等奖、省支援
四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泰山文
艺奖……各种奖项接踵而来，可
这些在李迎春看来都是满满的
回忆和过去。

在保持对舞台的热爱和绝
对负责之外，李迎春在工作中不
忘努力学习，在2012年获得了硕
士学位。这样始终保持昂扬斗志
的她，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

顺。2011年和2014年，她在原创歌
剧《赵氏孤儿》中饰演女主角庄
姬公主、2016年在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中
饰演孔妻……李迎春还曾多次
举办个人演唱会，也在多部大戏
中饰演主角，她说自己喜欢这样
的探索和挑战，也喜欢挑战原
唱作品。“通过自己的人生阅
历，对台词、剧本有更深入的理
解，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表达方
式，去更好地呈现和诠释。”李
迎春说，生活中的她可能是大
大咧咧的，可对待专业，她总是

“很较真很要强”。
艺术追求永无止境，李迎

春说自己很幸运，专业和工作
能完美地融合，而她也会尝试
更多挑战，在艺术道路上一直
探索到底。

葛相关链接

歌舞演出 歌剧《赵氏孤儿》庄姬公主剧照

2008年，山东省赴北川灾区慰问演出。

歌剧《孔子》孔妻剧照


	E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