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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盛事赋能
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

除了赛事本身，本届金钟奖更注重
品牌价值的延伸与文化功能的拓展。
据中国音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韩新安
介绍，赛事将推进“一奖一品”建设：决
赛阶段计划举办作品奖优秀作品音乐
会、“金钟之星”专场音乐会，宣传推广
获奖作品与人才；建立人才培养品牌，
为获奖者提供学习机会，加大扶持力度；
加强“金钟”品牌宣介，通过省、市、区联
动，推动音乐资源与文旅等领域跨界融
合，让金钟奖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成为推
动文化建设、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金钟奖的落地不仅为选手提供了展
示舞台，更助力郑州打造“音乐之城”的
文化品牌。从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的寄语，到赛
场内观众的热烈掌声，这场音乐盛会正
以艺术的力量，推动音乐事业繁荣发展，
为更多青年音乐人才点亮未来。
本报记者 苏瑜/文 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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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533名选手中遴选出175名进入复赛

“金钟奖”郑州赛区点燃夏日激情

作为中共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唯一常设音乐
综合性大奖，中国音乐金钟奖自 2001 年创办以
来，始终是中国音乐界的权威标杆。本届赛事恢
复设立作品奖，同时将表演奖由20个增至40个，
标志着金钟奖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郑州赛区作为重要一站，涵盖声乐（美声）、古
筝、管乐（铜管）三大组别，赛程持续至6月13日，
最终将从533名选手中遴选出175名进入复赛（含
古筝直进14人，合计189人），为全国总决赛输送
优质人才。

选手各展风采
音乐梦想照进现实

赛场内，不同组别的选手以独特风格诠
释音乐魅力。在郑州大剧院音乐厅，古筝组
赛场，哈尔滨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曹鑫祺演奏
的《桃花源》以现代性的演绎赢得喝彩，“音
乐金钟奖选拔赛的舞台上，汇聚了全国优
秀的演奏者，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
会。”她坦言，备赛过程中对曲目的理解与
技术的打磨，让自己对古筝艺
术有了更深的敬畏。

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进行的声乐（美声）比赛同样
精彩。参赛选手、上海音乐学院一年
级研究生乌列热以婉转的歌声传递情
感：“学习声乐6年，我始终认为歌声是情
感的延伸。文字难以表达的情绪，音乐可
以直抵人心。”她希望通过金钟奖的舞台，从
青涩走向成熟，为未来的歌剧梦想铺路。

音乐厅内，管乐（铜管）赛场则以激昂的
旋律点燃热情。本届金钟奖管乐（铜管）评
委会主任刘洋表示：“本届金钟奖首次将管
乐纳入长期评奖机制，铜管（小号、圆号、长
号等）今年率先登场，两年后木管接力，四年
一轮回覆盖所有管乐门类，这对推动管乐教
育、鼓舞青少年学习意义重大。”

除了选手的精彩表现，本届赛事的评奖
机制改革同样备受关注。为确保评审公正，
主办方全面更新评委库、增设前置培训、严格
执行回避制度，并引入专业监审与双向监督。

在具体评分规则上，古筝比赛专业监审
李萌解读道：“今年要求90分以上的选手不
超过 50%，评委打分时需更审慎，这将进一
步提升选拔质量。”此外，古筝选手需完成8
首不同曲目（较往届增加一首），对选手的舞
台表现力与综合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能顺
利完成比赛的选手，基本具备独立举办音乐
会的潜质”。

在古筝项目的设置上，本届金钟
奖通过“传统+现代”的曲目设计，为音
乐传承与创新提供了生动注脚。中国
音协古筝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祁瑶
解读道，古筝比赛曲目严格划分为传
统作品与现代作品两大类，其中现代
作品又包含可自由选择的常规作品与

“委约作品”。
“委约作

品”是本届的
一 大 亮 点 ：
这类作品由
组委会在赛
前两个月发

布，专为比赛量身定制。选手需在有
限时间内完成深入解读与练习，这一
设置既保证了竞技的公平性——所
有选手都面对相同挑战，又推动了古
筝经典作品的诞生。

传统作品的强化考查则更具文
化深意。祁瑶指出，传统作品是古筝
艺术的“根”与“文化基础”，其地道演
绎需要长期的文化积淀，难以通过
短期训练速成。选手对传统曲目的
挖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精进，更是
对传统哲思的探寻；这种积淀会反
哺其现代作品的演奏，使演绎更具
文化厚度。

专业深化：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融合

古筝选手比赛中

管乐（铜管）选手比赛中声乐（美声）选手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