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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清考级形势，制定
相应措施

我们浙江考区在设立之前，

已经在全省几个点开展过两年

考级活动，从1997年建立这个考

区18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新情

况。2014年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是有一定数量的家长、考

生和辅导教师，对于考级的认识

逐渐端正，对考级工作的要求逐

步提高，参加考级更加理智。他们

要求通过考级获得对考生的“真

实评价”和得到考官“指出主要

问题”，“最好能现场纠正”者的

比例增加了，他们希望考级是一

次演奏水平的“体检”，“能上到

一次高水平老师的课”。虽然这样

的家长、考生和辅导教师的比例

还比较少，但是已经有了这样的

议论和思想倾向，这是一股“正

能量”。

二是绝大部分参考者，还是

以“功利主义”为本，目的就是为

了获得“好的结果”，急于求成的

心态和急功近利的表现都是难免

的。对于这些，我们要予以正确

对待和适当的引导。

三是考点追求经济利益更加

现实了。

四是我们浙江考级机构本

省有六家之多，外地来的有好几

家，竞争十分激烈。我们的对策是

“以按章办事、提高质量、改善服

务为本，做受欢迎的考官，办受好

评的考点，为中国民乐全国考级

争光”。

二、创新考级思路，采取
新的对策

新的年度，我们给自己设立

一个目标，那就是从考级开始，我

们每年增加考级人数的传统不能

丢。2013年突破了一万大关，2014

年继续增加，要突破一万一千

人。

一是开辟新考点，以新考点

开拓补充原考点减少。我们很多

考点是琴行连培训机构。每一个

地方，每年都会有一些新旧琴行

更迭交替，我们就抓住这些机会，

凡是哪里建立新的琴行、艺术培

训点，我们就去联系，在表示支

持、祝贺的同时，交谈、定协议约

定成为我们新的民乐考级点。同

时联络有关民乐指导教师，设立

新考点。我们还从考官这里挖潜

力，发动考官，通过自己的影响和

关系，去开拓新的考点，凡是专业

比较集中，有一定数量的考生（一

般40名以上），我们就去设立一个

考点，这样只要出去一到两个考

官就可以开考。

二是开源节流，保住经济收

入不降。一是减少考级外出租车

次数，再一个就是食宿精打细

算。通过各种措施，确保考官劳

务费不降、学会收入不降、大家

心情愉快。

三是向农村进发。浙江地区

有些农村，离开城镇不远，又有些

民乐演奏骨干，我们就鼓励他们

开设考点。有一个农村考点已经

开设了五、六年了，开头两年，确

实让人产生怀疑和失去信心，但

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市场，于

是派得力的考官前去做好工作。

今年情况就大有好转。考生的水

平有了明显提高，数量有明显增

加，曲目逐步符合要求。这样的考

点已经有了几个，今后我们还要

很好的开拓，这是一个很大的潜

力。

四是加强感情投资，增强联

络沟通。这样，使得老考点得到进

一步巩固，新考点不断增进了解，

以增加情感和信任度的比例提

高，来弥补考级经济分配比例不

够高的不足。

三、提高考级质量，不断
扩大影响

怎样使得民乐考级确实发挥

应有的作用，达到31号文件的要

求，我们觉得提高考级质量是根

本。这就是如何叫考生和家长信

任你、信服你，信赖你。我们认为

想进步是每个人的基本追求。学

习民族乐器演奏，并不是都是冲

着当演奏家来的，而是有着各种

不同的目标。我们考官，既有实

事求是评价考生的任务，还有满

腔热情帮助学生提高素质的责

任。我们要用自己真诚的语言和

行动，去启发考生和家长、老师

的良知，拨开遮住他们眼帘的名

利障碍物和迷雾，让真知的阳光

来照亮他们的心头，让演奏的真

本领、真功夫来召唤他们。这就

是我们考官的情怀！有了这样的

情怀，就会热情帮助考生纠正问

题，启发他们求真知、练硬功、走

正道。考生是有觉悟的，有鉴别

能力的，会对比的，所以，有的考

点和考生，成为我们考级机构的

“回头客”，他们说：还是参加你

们考级有意义、有收获，“考官说

一说，胜上三节课”。

就这样，我们不断扩大中国

民乐考级的影响，让考生方面和

社会知道，中国民乐社会考级是

一个全国考级工作中的名牌，是

遵照文化部长31号令规定办事

的考级机构。它把考级作为帮助

考生衡量自己水平和查出主要问

题的好机会、好课堂。于是，有的

学生已经在其它考级机构获得高

级证书了，要到我们这里再来考

一次，说“到国家级的考级机构

来检验一下，以前他们考的准不

准”。有的说：“上次他们老师给

我一点拨，我就有了明显的体会，

姿势端正了，基本功提高了，家里

人也说我演奏乐曲就比以前好听

多了。”我们听到这样的反应，就

感到十分安慰，觉得我们的工作

很有意义。

四、总结交流经验，争取
来年进步

为了交流体会和总结经验，

除了平时交流之外，我们还每年集

中部分参加考级工作的考官和工

作人员举行一次座谈。大家体会

最深的是，我们牢记学会领导的

指示：在竞争激烈的考级市场中，

必须要严格遵照文化部文件规定，

共同维护和规范考级活动。我们

做到了考前备案，考级中虚心接受

当地有关部门的检查。这样，就确

保了浙江考区考级活动规范有序

进行。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碰到有问题、有

困难，就要努力去克服。

让考级照亮考生的音乐生活 有目标有奔头 
得人心得市场

我们福建民族管弦乐

学会拉不到赞助,政府也未

给一文钱，要生存就只有搞

好考级。10多年来考级人数

年年增长，2014年考级人

数增加上千，主要是对音乐

素质进行了改革，不再用五

线谱而用简线对照的教材。

开展陶笛考级，重视对葫卢

丝活动的支持。我重点想

谈谈对学会发展的一些思

考，因为得了人心就能顺利

开展包括考级在内的各项

工作。

平时学会的活动是为

四种人：老年权威专家、院

校毕业的实力派、各地县

从事教学的老师们、考级

学生和家长。这四类人层

次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

同，搞活动必须不同对待。

2014年10月2日以学会

的名义为顾培幼教授做入

闽从教50年师生音乐会，福

建省音协、省艺术学院、福

州市文化局参与进来，开

创福建省首次为老专家做

表彰音乐会之先河，这就叫

“做了一个人的表彰会，但

是温暖了一群人”；少壮派

需要的是出名与展示，新

年、元宵期间学会组织到

县里去演出，考官几乎把全

省跑遍了；各县的老师们需

要听到名家的讲课，学会

请了二胡名家彭民雄及琵

琵、古筝教授来闽讲大家

都关心的课；考级的孩子

需要演出展示，学会在各地

区搞展示演出。

以 上 所 说 就 是 朴东

生先生所提出的“平台思

想”、“服务思想”，“学会

应成为民乐人的家”的思

想在福建省的实施结果。

学 会 平 时 的 学 术 活

动，都是用的政治与学术

活动目标“为创立闽台民乐

乐派而努力而奋斗”来鼓舞

大家。因为只有这一目标，

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不会

步人之后。这就像当年井冈

山闹革命，有目标大家有奔

头，省内外同行也会感到我

们这个学会是一个有档次

的社会组织。

2014年12月28日晚，

由江苏省音乐家协会、江

苏省文史研究馆、江苏省

文化馆、南京乐社等单位

共同举办的纪念南京乐社

成立六十周年音乐会在南

京江南剧院举行。南京乐

社及特邀来自南京艺术学

院江苏省昆剧院江苏省武

警总队文工团的艺术家为

观众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纷

呈的音乐会。

南京乐社是著名音乐

家甘涛先生上世纪五十年

代发起组织的民间音乐团

体,云集了一批在音乐界享

有较高声望的民族音乐家和

戏曲音乐家。 乐社分古琴、

古筝、丝竹乐和昆曲四个组,

社友近百人,被誉为全国四大

乐社之一。六十年来,南京乐

社为弘扬民族文化,发掘抢

救优秀古典民间音乐和优秀

戏曲遗产,培养民族音乐人

才,振兴中华民族音乐事业做

了大量的工作。

乐社多次举办古典音乐

演出,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

动;接待了日本、朝鲜、德国、

奥地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音乐团体来大陆的访问演出

和艺术交流,乐社还出版了一

批专著,并在国内外发表了数

百篇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音

乐界的高度评价。

南京乐社还被誉为民族

音乐大师的摇篮,从这里走

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艺术

大师如古琴演奏家龚一 、李

禹贤、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古

琴演奏家、民族音乐理论家

林友仁、陈正生、古筝演奏家

黄成元等。

28日晚的音乐会名家云

集,箫笛演奏家林克仁率领众

弟子演奏了他自己创作的洞

箫合奏《禅影》, 琵琶演奏

家刘石演奏了琵琶独奏《霸

王卸甲》，古筝演奏家阎爱

华演奏了古筝曲《战台风》,

二胡演奏家欧景星与弟子齐

奏《战马奔腾》,女高歌唱家

陈明华与昆曲艺术家王斌

联袂演唱了诗词《春江花月

夜》。

南京乐社民乐队、古

琴社、昆曲社还分别演出

了民乐合奏、古琴独奏、

昆曲等。 整场节目在艺术

家们精彩的演绎下令现场

观众如痴如醉,掌声热烈。

德高望重的老社长闵季骞

先生因年事已高不能到场,

特写来贺信祝大家演出成

功。

        （黄宁平）

近日，由八音中国音乐研究

会主办的“中国器乐巡礼（一）弹

拨篇”在香港沙田大会堂展览馆举

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乐器提

供单位，集中展示了“敦煌牌”古

筝、琵琶、扬琴、中阮等弹拨类乐

器，让香港市民欣赏中国丰富多彩

的弹拨乐器文化。

受主办方邀请，上海民族乐

器一厂古筝质量总监李素芳和琵琶

质量总监陆敏全，分别以《近代筝

艺制作的经验和看法》和《近代

琵琶制作的经验和看法》为主题，

进行了讲座分享。讲座内容包括民

族乐器的历史文化、制作经验、改

良成果，以及敦煌牌民族乐器的购

买、使用、保养、真伪鉴别等多个

方面，受到听众的一致好评。上海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项目保护单

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将制作技艺

带进了香港，对技艺的传承和推广

作出了积极努力。

据主办方介绍，在香港较少

有介绍中国民族器乐的专题展览

会，举办中国乐器巡礼活动，目的

是让香港市民欣赏到丰富多样的中

国民族乐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曾

于2003年赴香港参加大唐遗韵——

仿正仓院乐器暨中国乐器展览会，

并连续多年在香港冠名协办“敦煌

杯”民族乐器演奏比赛，积极向香

港市民、中乐爱好者普及和推广中

国民族器乐文化，获得了社会大众

的一致赞赏。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敦煌”走进香港宣传民乐文化

我们浙江考区2014年度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浙江

省文化厅的领导、指导下，恪守上级有关规定，认清新形势，提高认识，积极主动，挖潜

开拓，圆满完成全年度考级任务。在参考人数上，继续实现递增，达到11500多人。通过

考级，鼓励了参加民乐演奏学习的考生和他们的家长、辅导教师，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

好评。

  南京乐社举办
成立六十周年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