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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弦歌不绝。”新中国成立后，我市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有的成为国内知名艺术
家，甚至名扬海外。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市的文
艺工作者是这样记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直以来，辽源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出辽源
的，在各自领域均是骨干力量，成了辽源人的骄傲。而生活在辽源的，则在辽源市文联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参与辽源的文化
建设，为家乡打造了一张又一张文化名片。

品辽源文化 读辽源名家（一）

——记辽源音乐名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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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峰，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音乐表
演专业，中国群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
协会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吉林
省声乐家协会理事、辽源市音乐家协会主
席，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库专
家、吉林省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
库专家、吉林省艺德标兵、辽源市首批青
少年艺术教育专家。

群众文化生活不仅承载着城市的精
神和文化高度，而且对每一个辽源人来说
更代表着一种生活质量。杨春峰担任市
群众艺术馆馆长10年来，注重发挥文化育
人功能和作用，为不断丰富城市精神的时
代内涵，积极探索新时期群众文化工作经
验有效方式。一是大力开展全民艺术普
及，深入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部
队、农村文化大院，开展免费艺术培训活
动，培养群众艺术兴趣爱好，极大地提升
了百姓的艺术素质。二是积极搭建各种
演出和书画展览等文化活动平台，占领文
化阵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歌颂党和祖国、歌颂新时代、歌
颂人民美好幸福生活，丰富我市广大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
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辽
源百姓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家园。

“百花齐放满园春，文化硕果满枝
头。”十年来，参加文化部主办的“永远的
辉煌”——第十五届中国老年合唱节、全
国群众舞蹈展演，组织参加吉林省“长白
之声”合唱节、老年艺术风采大赛、群众文

艺“金星奖”展演、百姓健康舞大赛、老年
好声音评选、市民文化节、农民文化节、诗
文朗诵大赛、老年文艺展演、群众文艺精
品展演、百姓春晚、舞蹈展演、电视舞蹈大
赛等近二百次省、国家级群众文化活动，
荣获优秀组织奖、金奖、银奖各种奖项共
计近千个。

潜心声乐辅导，艺术成果显著。在全
省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中，教学成果突
出，连续十余次荣获声乐“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在吉林省第十四届至第二十三届
艺术系列大赛中，辅导参赛学生一百多
人，荣获演唱一等奖。在 2015年“第八届
中国优秀特长生才艺展示活动”中，辅导
的学生荣获小学B组声乐一等奖。

多年来，我市群众文化建设一直秉持
“最好的文化属于人民”工作宗旨，以价值
引领和普惠送达的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
待。辽源市群众春节文艺联欢会、新年音
乐会、庆“六一”少儿文艺演出、东辽河文
化艺术节开幕式、文化部品牌项目“百姓
大舞台”、农民文艺展演、八一部队笔会、
广场舞展演、大秧歌健身舞比赛、声乐大
赛、器乐大赛、广场歌曲大家唱等各种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层出不穷，群众艺
术馆还开展了声乐、器乐、舞蹈、书法、美
术、戏曲、曲艺、语言八大类共计40多个艺
术项目免费艺术培训近四百期，培训近 2
万余人、20万人次，使市民在文化上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倍增，构成了辽源缤纷四季
的群众文化艺术新生态。

张爱群，1949年 3月出生于吉林省辽
源市，作曲家、指挥家、中国音协会员、吉
林省音乐家协会原理事、市音协原主席。
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1970年在辽源市
京剧团管弦乐队任长笛、竹笛演奏员。后
师从于吉林艺术学院尚德义教授学习作
曲。1975年起任指挥、作曲。1986年起任
辽源市文化局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市文
联党组书记、主席等职。

著有《辽河之源》等管弦乐曲 2部、歌
曲 700余首、戏曲音乐 20余部、歌舞剧音
乐 1部，编配多种乐曲 1000余首（部），指
挥管弦乐、轻音乐、歌曲、戏曲 1000余部
（首）。著有《我们的歌》等音乐专著 4部，
获得过国家、省、市级金、银、铜奖，歌舞剧
《长河》由辽源市艺术团在国内演出500余
场，受到广泛好评，由其指挥的多部合唱
作品曾获国家级银奖并多次荣获省级金、
银、铜奖。

《爱群歌曲集》是他多年来深入生活、
贴近生活，艺术灵感与时代一起跳动的和
声，是作者感悟生活的心灵轨迹，是家乡
几年来发展变化的时代新曲。全书分为

春之声、夏之梦、秋之韵、冬之恋四个部
分，由我市知名作家、诗人作词填词。这
部歌曲集既有《矿山之恋》《龙山放歌》《喊
一声大东北我的辽源》《辽源精神赞》等反
映辽源变化的时代颂歌，也有《酸汤子》
《亲亲歌》《集上买卖歌》等描述关东民俗
和情感的歌曲，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这些讴歌大东北、礼赞新辽源的时代主旋
律歌曲，多次在全市的各大文艺活动演
出。

张爱群不仅是音乐的创作者和实践
者，更是音乐事业的组织者和集成者。多
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在乐坛上耕耘的同
时，还积极组建队伍、举荐人才，推进我市
音乐事业的发展和培养音乐新人的成
长。他的作品旋律里，一直体现着作曲家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自然、热爱生命
和珍爱生命、积极向上的人文思想。从创
作技巧上也全方位地体现了作品的抒情
性、艺术性、民族性和交响性，反映了他对
艺术的严肃追求和对人、对己、对社会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折射出了作者的人品和
人格。

在吉林、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有
琵琶人的角落，只要一提到周显顺的名
字，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
不仅是吉林艺术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
师、辽源显顺琵琶学校的校长和辽源市音
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更是当代中国琵琶界
的杰出代表、享誉全球的琵琶大师、我国
著名琵琶教育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琵
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36年前，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琵琶
专业的周显顺来到了辽源。在那琵琶艺
术无人问津、琵琶事业无处发展的年代，
周显顺一直怀揣着振兴“中国琵琶”梦，
在追求艺术的沙漠里开始了艰难的跋
涉。在工人文化宫工作期间，他白天深
入企业工作、指导文化活动开展，晚上挑
灯夜战、免费教授孩子学琵琶。后来，他
毅然辞去了在职工作，创办起“辽源显顺
琵琶培训中心”，并逐渐发展成全国唯一
一所琵琶专业学校。他把目标锁定在

“以技育人、传承和振兴中国琵琶事业”
上，使辽源这座东北小城迅速掀起了一
股强劲的琵琶潮，并于 2005年和 2008年，
为辽源先后赢得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和国家文化部分别授予的唯一“中国琵
琶之乡”称号。

艺人常说，“千日琵琶，百日筝，竹笛
只需几五更”。琵琶弹奏难，难就难在每
分钟必须达到 180—208节拍弹挑速度以
上。周显顺大师凭着对琵琶事业的执著
追求，潜心钻研琵琶弹挑技术这一重大世
界性难题，创造性地研发出“显顺琵琶教
学速度法、教学法、演奏法”，填补了中国
琵琶界的一项空白，在业内引起了强烈的
轰动，他教授的学生弹挑速度最快的高达
每分钟 251拍，创造了世界之最。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专门在北京为其举办了“周
显顺琵琶教学研讨会”，普及推广“显顺琵
琶教学法”。

36年来，周显顺以其独特的教学手

段培养出上万名琵琶艺术人才和业余爱
好者，其中考入到包括中央音乐学院在
内的全国各大音乐艺术院校的学生高达
600 余人，被业内公认为“国际罕见”现
象。在被称为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中央
音乐学院琵琶专业学生中，近 25年来，有
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于辽源显顺琵琶学
校。

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辽
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辽源琵琶事业的
发展，在周显顺的积极筹划下，2012年、
2015年，辽源先后举办了中国琵琶之乡
——辽源首届国际琵琶文化艺术节和两
届“辽源杯”国际琵琶展演，并由2012名琵
琶乐手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
规模琵琶合奏记录，为辽源打造琵琶名城
创下了佳话。为响应吉林省委、省政府

“吉林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指示，辽源于
2018年又在北京举办了“辽源琵琶文化艺
术周”和第三届“辽源杯”琵琶艺术展演，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了由周显顺总筹
划，中国著名作曲家唐建平、王丹红、孙晶
等加盟参与主创的大型琵琶组曲《丝路随
想》，不仅填补了琵琶乐坛组曲创作的空
白，同时也使辽源琵琶事业发展走上了一
个新的里程碑。三届“辽源杯”琵琶艺术
展演，吸引了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近7000
名琵琶人参与活动，受到国家文化部和省
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辽源现已成为现代中国琵琶的传承
地和世界琵琶人的聚集地，每隔三年举办
一届国际琵琶演艺活动已成为琵琶人翘
首以盼的大事。

面对暑期各地琵琶人即将涌入辽源
求学的热潮，周显顺说：“我一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使出浑身解数，为国家培
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琵琶艺术人才，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以无愧于
国家授予我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琵琶之乡杰出传承人的称号”。

刘俐，1961年8月生于吉林省辽源市，
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辽源市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辽源
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少年时
成长在名噪全国的辽源矿务局“红孩子”
宣传队任独唱演员、手风琴演奏员，曾经
演唱的《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北京颂歌》、
手风琴独奏《打虎上山》《我为祖国收大
桥》很受观众的喜爱。1979年末应征入
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兵的一员。

这位土生土长的辽源音乐人 1986年
起开始音乐创作历程，先后有百余首通
俗、民族、美声及行业歌曲等作品搬上舞
台，连续多年为辽源电视台等单位创作栏
目音乐、专题片音乐、朗诵音乐等等。

2007年9月，在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以及各界友人的鼎力支持下，
刘俐在龙山礼堂成功举办了辽源首位个
人作品音乐会，填补了辽源建城百年该项
的空白。他的作品旋律流畅大气、朗朗上

口，其作品《七月颂》《一首歌唱了一百年》
《返航》《七月——永恒的圣火——不老的
江河》《相约北京、相约 2008》等三十余首
作品先后在省、市歌曲比赛中获奖。

2008年，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庆
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优秀流行歌曲
创作大赛”中，他与词作者王铁民合作的歌
曲《中国人齐声唱国歌》分别荣获吉林省赛
区银奖、东北赛区铜奖、全国总决赛优秀奖
并被收录到“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
歌曲集，为家乡文化事业争得了荣誉。

2010年后他把音乐工作重心偏向于
幕后，积极参与市里各项大型文艺演出的
策划及导演工作，并积极地去挖掘辽源音
乐新生力量。定位高端、视野开阔、思路
创新，并且与新人和中坚力量并肩合作，
创造了不少经典佳作。如今，他依然在为
活跃辽源的文化艺术事业而不懈努力着，
并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奋力前行着……

刘俐——
醉心音乐 心向艺术

曾经，在铁路俱乐部舞台上的大合唱
激情澎湃，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在台下沉醉
其中，不由得随声唱和并打起了节拍，小
孩的“专业”吸引了现场指挥的眼球，遂被
叫上台“正式”指挥表演……这个小孩的
名字叫田士权。

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的田士权对
音乐的一往情深，熟识他的人都啧啧称
赞，并说“他就是为了音乐而生的”。从小
学到中学、到高中，田士权始终在学校宣
传队唱歌表演。田士权说自己从小到大
上的都是“艺术学校”，高中毕业后便被直
接抽调到东丰县文工团，一直走在音乐路
上。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
捋。”田士权说，要做扎实音乐基本功就是
唱歌。所以，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音
乐学习上，甚至走路都在唱歌。田士权还
凭借一股子专劲儿，学会了竹笛、二胡、手
风琴、小提琴、钢琴等乐器。在东丰县文
工团期间，田士权常常练钢琴练到凌晨两

三点……
在时间和经历的积累下，田士权在音

乐创作等方面取得的荣誉越来越多，自
2001年被聘任为副研究馆员以来，先后参
与“全国业余音乐考级比赛”担任钢琴考
级比赛评委并获吉林省赛区优秀辅导教
师奖，2004年创作歌曲《创业之风吹起来》
在中共辽源市委宣传部“卫校杯”全民创
业征歌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同年创作的
《全民创业之谱新篇》在中共辽源市直属
机关第二届文艺汇演中荣获创作奖；2009
年，在辽源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龙
山之声”创作歌曲征集活动中，创作的歌
曲《亲亲歌》《太阳、月亮》被评为金奖，《亲
亲歌》还在“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
吉林省赛区评奖活动中获得入围奖……
2013 年，组织创作的单出头《新媳妇回
门》、二人转《俩老头较劲》在吉林省第六
届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上分别荣获编
剧一等奖、作曲一等奖，为辽源争得了荣
誉。

杨春峰——
群众文化艺术书华章

周显顺——
琵琶声声寄丹心

张爱群——
潜心乐坛耕耘结硕果

田士权——
矢志音乐梦 甘饮艺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