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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儿跟着姥姥在老北京四

合院生活的方旭，有着不一般的

京味儿情结——操着嘎嘣利落脆

的京腔，爱穿对襟盘扣的小褂，喜

欢老北京特色文玩鸣虫……

作为“一个不是明星的实力

派演员”，这么一个北京爷们儿，

多 年 来 却 没 演 过 一个京味儿作

品。好不容易在某电视剧里过了把

瘾，却还没能播出。终于，方旭坐不

住了，决定在戏剧舞台上实现他的

京味儿梦。“拍影视剧的过程，就是

拿着剧本把别人让你干的事干完。

而做戏剧可以充分表达我自己的想

法，这才是我的理想。”方旭说，他

没指望着通过戏剧成名成家，更

没想过用戏剧赚钱，就是一个“玩

儿”。而这一“玩儿”却没收住。

独角戏《我这一辈子》

在众多京味儿作家中，方旭

独爱老舍。“我认为，在中国近现

代文学史上，老舍最接地气、不矫

情。他在社会底层长大，对北京

平民甚至贫民的关注和所注入的

情感是别人没法比的。他笔下的

那 些 人 物 ，好 像 就 是 我 身 边 的

人。”于是，改编老舍的作品，成了

方旭的首选。

方旭最先看中的是小说《我

这一辈子》。“这篇小说很精彩，石

挥先生的同名电影我也看了不下

几十遍，看他的表演真是太享受

了。”而方旭的改编非常大胆——

把这个人物众多的中篇小说改成

独角戏。

“ 独 角 戏 ？ 一个人演？怎么

演？说相声？”老舍之子舒乙听到这

个改编方案时，一口气问出了一连

串问题。其实，那时的方旭也难以

回答。“写完剧本，我也不知道这戏

该怎么排。只能摸索着来。”

经过 20 天的排练，《我这一辈

子》终于立在了舞台上。

几十个纸盒子堆砌起来的青

瓦城墙，勾勒出清末北平的城市

疆域。塞在“城墙砖瓦”缝隙里的

是各种帽子——平民的瓜皮帽、

官员的大壳帽、破旧的草帽、灰色

呢子的礼帽。一条长凳、一把官

椅、一个假人、一道垂纱，这便是

舞台上的一切。

幕起，一个佝偻的流浪老人，

戴着草帽，饥寒交迫地靠在“城墙”

根儿，诉说着自己的处境，想起过

往，唏嘘不已。灯亮，他换装回到年

少时，意气风发地正要开始自己的

学徒生涯。自此，方旭将这个没有

名字的“我”一辈子的跌宕起伏述说

开来。学徒、开展营生、娶妻、生子、

妻子跟人私奔离家、他转行做巡警、

遭遇“辫子军”复辟进城、儿女结

婚、他被辞退、儿子意外死去、家

分崩离析、孤独终老……

方旭成功了。原汁原味的改

编、准确精到的表演，让《我这一

辈 子》收 获 了 意 想 不 到 的 好 口

碑。“2011 年首演时，舒乙先生没

有来。同年 8 月的第二轮演出时，

舒乙先生来了。他非常满意。而

舒济先生前后看了不下 3 场。”之

后，仅凭借观众的口口相传，《我

这 一 辈 子》在 两 年 内 演 出 了 19

场。在北京蓬蒿剧场演出时，连

过道里都站满了观众。

“有一次，蓬蒿剧场打扫卫生

的阿姨也跟着观众站在过道里看

完了演出。阿姨哭了，她说舞台上

的‘我’就是她自己。”方旭说，原本

担心这部有着时代印记的作品难与

观众沟通，后来发现这担心是多余

的——剧中“我”的人生中，总会

与“你”的某段经历产生共鸣。

《猫城记》直指现实

第二部选择《猫城记》，是舒

乙的建议。“他对《我这一辈子》很

满意。后来我告诉他还想排一个

老舍先生的戏，他建议我排《猫城

记》。”方旭说。

看过原著的人不难明白《猫

城记》不好演。老舍于 1932 年创

作 的 这 部 中 篇 小 说 直 指 当 时 日

寇入侵东北的中国 现 实 。 代 表

鸦 片 的“ 迷 叶 ”、象 征 金 钱 的

“ 国 魂 ”让 猫 人 们 醉 生 梦 死 ；只

为 赚 钱 的 教 育 、热 爱 抗 议 的 外

交 、不 懂 装 懂 的 学 者 搞 得 猫 城

乌 烟 瘴 气；而当猫城被矮子兵覆

灭时，活着的猫人被强迫坑埋同

胞和自己的情节，惊人地预言了

5 年之后我们民族面临的劫难；

至于猫城学校里学生不尊重老师

的 段 落 则 成为老舍自身结局的

“谶语”。

“连老舍先生自己都说，《猫

城记》更像是化装演讲。这部小

说平铺直叙，缺乏舞台表现需要

的故事冲突和张力。”按方旭的说

法，香港曾有模仿百老汇音乐剧

《猫》的形式排演过《猫城记》，但

反响平平。“正式获得舒乙先生认

可的，我们算是第一个。”

《猫城记》里猫人的劣根性，

即使过去 80 余年，也能让中国观

众深刻自省。在剧中，方旭加上

了很多现实元素，调侃“包袱”不

断，观众捧腹大笑。他说，戏剧必

须直指现实，否则毫无意义。“老

舍先生说，糊涂才是亡国灭种的

真正大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迷

茫。没有选择依据，这也是人的

一种悲哀。我们找不到原则，我

们根据什么来做这个事。老舍说

你们要醒一醒，但这个问题到今

天还没有感觉。”

《离婚》中直面梦想

如今，方旭开始了他的第三

部老舍作品的改编。这一次的目

标是《离婚》。“《离婚》是有滋有味

的 长 篇 小 说，文 本、语 言 都 很 扎

实，应该会很好看。”

这一次创作，方旭依然遵循

着原汁原味改编的原则，但他又

有 了 新 的 想 法 —— 由 他 和 另 一

位男演员共同饰演剧中的老李。

“虽然说的是‘离婚’的故事，但是

剧中的所有女性角色都将被压缩

成背景。在舞台上出现的男性角

色也仅有老李、张大哥、小赵、丁

二 4 个。我们两个演员时而分饰

不同时期的老李，时而化身为老

李内心纠结的两面同时出现在舞

台 上 。”方 旭 说 ，

《 离 婚》是 一 部

“ 往 心 里 面 走 的

小说”，而通过独

白展示人物的内

心正是戏剧优于

影 视 作 品 之 处 ，

他这次将好好利

用这一优势。

在 方 旭 看

来 ，《离 婚》虽 然

从表面上看谈的

是 婚 姻 问 题 ，但

实际讲的是理想

与 现 实 的 冲 突 。

“ 老 李 的 理 想 始

终 和 现 实 不 合

辙 ，他 想 抗 争 却

又 不 得 不 妥 协 。

这其实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面

对的问题。”方旭

说，和老李、和如

今的很多人比起

来 ，他 是 一 个 奢

侈 的 人 ，因 为 他

不 仅 保 留 着 梦

想 ，他 的 梦 想 还

能得以实现，所以吃点苦、受点累

都不算什么。

现在，《离婚》的剧本方旭已

经 创 作 完 成 ，排 练 也 已 逐 步 开

始。3 月 29 日、30 日，这部方旭自

编、自导、自演的第三部改编自老

舍作品的京味儿戏剧，将在天津

大 剧 院 首 演，之 后 该 剧 将 与《猫

城记》共同亮相北京大学百周年

纪 念 讲 堂 。 而《我 这 一 辈 子》随

后 也 将 在 上 海 、广 州 、台 北 等 7

座城市进行巡演。而至此，方旭

的 京 味 儿 戏 剧 创 作 也 将 告 一 段

落，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独角戏《老

人与海》。

本报讯 （记者刘淼）3 月 2

日，俄罗斯指挥大师格纳迪·罗日

杰斯特文斯基执棒北京交响乐

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为

观众奉献了一场拉赫玛尼诺夫作

品专场音乐会。罗日杰斯特文斯

基的夫人、钢琴家维多利亚·波斯

特尼科娃在《第四钢琴协奏曲》中

担任独奏。

82 岁高 龄 的 罗 日 杰 斯 特 文

斯 基 指 挥 技 巧 卓 越 ，以 对 作 品

结 构 精 确 的 把 握 和 以 富 有 生

气的调配乐队音响均衡与协调

而著称。由于成长在前苏联时

期，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乐坛有

“ 红色魔棒”的美誉。其夫人维

多利亚·波斯特尼科娃生于莫斯

科一个音乐家家庭，7 岁便与管

弦乐团做公开演出，后多 次 以 独

奏家身份与世界知名乐团合作

演出。

此 次 与 北 京 交 响 乐 团 合

作 ，罗 日 杰 斯 特 文 斯 基 夫 妇 选

择 了 谢 尔 盖·拉 赫 玛 尼诺夫的

《g 小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交响诗

《“岩石”——作品第 7 号》和《交响

舞曲——作品 45 号》。

尽管此次是罗日杰斯特文斯

基首度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但

他却与北交缔造人之一李德伦师

出同门——他们同为罗日杰斯特

文斯基父亲阿诺索夫门下。据北

京交响乐团首席指 挥 谭 利 华 介

绍，李德伦生前曾希望罗日杰斯

特文斯基能与北交合作，“ 此次

演 出 也 算 是 还 了 李 德 伦 大师的

愿望”。演出当晚，李德伦的夫

人、89 岁高龄的李珏也亲临现场。

蛇年伊始，国家话剧院走出

京城、走出国门的行动紧随着新

年 的 脚 步 。 2 月 11 日 至 28 日 ，

“信”主题综艺演出走进内蒙古，

为基层观众带去欢笑与温暖；2 月

23 日，作为新加坡 2013 年华艺节

的重点演出之一，由国家话剧院

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演出的《映

彩诗乐——音乐诗朗诵会》亮相

新加坡。

把“信”送到内蒙古

由中宣部、文化部主办，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厅、包头市委宣传

部、包头市文化局、鄂尔多斯市文

化局协办，国家话剧院“ 信”主题

综艺演出于 2 月 11 日至 28 日在

内 蒙 古 包 头、鄂 尔 多 斯、呼 和 浩

特三地巡演 6 场，为观众在新春

佳节送去欢乐与祝福。此次演出

也是春节期间“三下乡”活动开展

以来，中央直属艺术院团首次走

进内蒙古。

此次演出，国家话剧院为内

蒙古人民带来了诸多精彩作品，

除小品《心灵》、《小河淌水》、《村

长和留守娘们》和情景广播剧《深

山信使》等脍炙人口的保留节目

外，被称为“变脸大王”的表演艺

术家莫元季、青年演员苏巍等特

别准备的《莫老吹》、《川剧变脸》

更是赢得满堂彩。演出中，每个

节目都将“ 信心、信念、信用、信

赖、诚信”融入其中，以小人物展

示和弘扬了“信”主题。

演出中，国家话剧院特别安

排了在北京发展的各行各业的内

蒙古人，通过视频为家乡送上祝

福 。 而 演 员 佘 南 南 朗 诵 的 散 文

《故乡的路》把内蒙古作家玛拉沁

夫对草原 的 热 爱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作 为 压 轴 节 目 的 原 创 短 剧

《希 望 的 田 野 上》则 将 演 出 推 向

高潮，现场观众被剧中人物相互

信赖、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所感

动，同时也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

的句号。

“信”主题综艺演出策划人兼

制作人刘铁钢表示，“信”主题综

艺演出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信心、信任、信仰和诚信精神，

也正是“信”精神支撑着全体演职

人 员 不 辞 辛 苦 走 遍 祖 国 大 江 南

北，十几个人、十几个节目，在短

短 4 年内完成了近百场演出。刘

铁钢希望通过演出能为内蒙古的

观众传递“信”的正能量，而国家

话剧院也将继续带着优秀的戏剧

作品到内蒙古演出。

此次巡演虽然只有 6 场，但

“国话品牌”已在当地群众中形成

了 良 好 的 口 碑 。 当 地 文 化 部 门

的 负 责 人 在 观 看 节 目 后 表 示 ：

“ 国 家 话 剧 院 的 演 出 是 老 百 姓

真 正 想 看 的 、爱 看 的 。 能 让 他

们 安 静 地 留 在 剧 场 里 直 到 演 出

结 束，这是最大的成功。”而内蒙

古 的 观 众 也 对 演 出 赞 不 绝 口 。

有观众表示，“信”主题综艺演出

的 剧 组 人 员 虽 然 少 ，但 节 目 丰

富，真 是 国 家 话 剧 院 的“ 乌 兰 牧

骑”（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

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

草 原 农 舍 和 蒙 古 包 之 间 的 文 艺

团队）。

据悉，国家话剧院已与内蒙

古 自 治 区 话 剧 院 建 立 了 对 口 帮

扶战略合作关系。今后，国家话

剧 院 将 在 人 才 培 养、剧 院 管 理、

舞 台 制 作、市 场 营 销、剧 目 交流

等方面给予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

大力扶持与帮助。目前，帮扶合

作项目已在顺利推进中。

“映彩诗乐”新加坡绽放

2 月 23 日，国 家 话 剧 院 与 新

加坡华乐团合作演出的《映彩诗

乐——音乐诗朗诵会》为新加坡

2013 年华艺节压轴。

当晚，在新加坡华乐团 80 多

名演奏家合奏的古典乐章中，国

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及 13 位表演

艺术家以诗入乐，让富于情感的

朗诵焕发出新的声韵之美。

《映彩诗乐——音乐诗朗诵

会》分为“赤”“白”“蓝”“黄”“绿”

“紫”“橙”7 个乐章，以“赤”为先，

颂中华魂；以“白”为继，带入新加

坡华文诗，歌颂两国友好情谊；以

“蓝”求进取探索；以“黄”显炎黄

子孙气派；以“ 绿”歌颂自然；以

“紫”咏叹爱与生命；以“橙”展示

青春与活力。音乐诗朗诵会紧扣

今 年 艺 术 节“ 搬 演 名 著，重 释 经

典”的主题，将李白的《将进酒》、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白居易的

《长恨歌》等不同时期、不同题材

的经典诗篇一一呈现。

演出当晚，对华语华乐感兴趣

的观众纷至沓来，拥有1600个座位

的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的上

座率接近九成。演出结束，观众掌

声如潮，艺术家们连续返场 3 次仍

能听到观众澎湃的掌声。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参

赞 对 本 次 演 出 给 予 了 极 高 的 评

价，称“ 这 是 一 场 难 得 的 华 语 盛

宴”。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本

次演出指挥叶聪也被演员们的动

情朗诵所感动，并表达了对今后

继续合作的期待。

本报讯 3月8日，深圳交响乐

团2013音乐季将在广东深圳音乐厅

拉开帷幕，乐团总监克里斯蒂安·爱

华德将携手德国女高音歌唱家玛

蒂娜·露萍，上演马勒《第四交响曲》

和舒伯特《第五交响曲》。

《第五交响曲》是一部生活化

的抒情交响曲。在这部作品中，

舒伯特完美地再现了 18 世纪古典

交响曲特有的温柔情调和均衡形

式。《第四交响曲》是马勒在乡间

的美好情境中完成的，它没有马

勒其他交响曲中强烈的戏剧性，

而是将他对美丽世界的喜爱和钟

情全部流露在了此曲之中。

玛蒂娜·露萍是颇具国际声

望的歌剧演员和音乐会歌唱家，

曾荣获塞尔维亚国际花腔歌唱比

赛一等奖等艺术大奖。她的歌声

美妙动人，演出足迹遍及世界，曾

出演海顿的《创世纪》、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卡尔·奥尔夫《布兰

诗歌》等经典作品。

据了解，深圳交响乐团 2013

音乐季由常规交响音乐会、普及

音乐会、室内乐音乐会、节庆音乐

会、中国作品音乐会和巡演音乐

会六大板块组成。

常规交响音乐会的演出曲目

极为丰盛，马勒、勃拉姆斯、贝多

芬、舒伯特、莫扎特、比才、德沃夏

克等音乐家的佳作赫然在列；普

及音乐会以“ 交响乐进校园”为

主，深圳交响乐团将把深圳各大

中小学的师生请进音乐厅免费观

看演出，同时将专门为学生举办

音乐会；室内乐音乐会主要在罗

湖创意公园等社区小剧场进行，

演出形式多样；节庆音乐会主要

是为小朋友们安排的儿童节演

出；中国作品音乐会将演奏当代

中国作曲家黄安伦和杨庶正的代

表作；今年 5 月，深圳交响乐团将

赴北京参加北京现代音乐节，6 月

将受邀在广州大剧院演出 3 场歌

剧《图兰朵》。

演出阵容上，2013 音乐季名

家云集。德国单簧管演奏大师亚

历山大·巴德、匈牙利大提琴演奏

大师苏珊·拉蒙、韩国青年指挥家

洪锡元、以色列青年钢琴家兼指

挥 家 拉 赫 夫·夏 尼 、德 国 汉 堡

NDR 广播交响乐团首席中提琴

许文博、青年钢琴家周宇博、打击

乐演奏家胡胜男等将首次与深圳

交响乐团合作；指挥家张国勇、汤

沐海、张橹，韩国指挥大师咸信

益，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小提琴

家陈曦、李传韵，钢琴家元杰、左

章等将再次与深圳交响乐团合

作；青年演奏家聂佳鹏、深圳交响

乐团单簧管首席衣丞、深圳交响

乐团签约歌唱家郭澄澄也将为深

圳乐迷带来精彩演出。

2013 音乐季常规音乐会将依

旧实行低票价制，票价最高 280

元，最低只要 50 元，且 100 元以下

的门票占门票总数的一半。

（黑 妹）

本报讯 （记 者 王 连 文）日

前，2013 年汪峰《存在》个人演唱

会全国巡演在北京启动。据了

解，4 月 13 日在天津的首场演唱

会，将拉开其 2013 年在全国 15 场

巡回演出的序幕。

据悉，投入近 1 亿元、每场演

唱会由近 百 人 制 作 团 队 完 成 的

巡 演 ，将 先 后 在 天 津 、武 汉 、杭

州 等 15 座 城 市 举 行 ，汪 峰 的 演

唱曲目不但有被广泛传唱的《北

京 北 京》、《一 百 万 吨 的 信 念》、

《存在》，还有汪峰翻唱的《向阳

花》、《当 我 想 你 的 时 候》、《爸

爸》、《花火》等作品。

汪峰经纪公司、巡演主办方

丰华秋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辉说，此次巡演调动各方资

源，国内诸多优秀的音响师、灯光

师和音乐器材商将参与其中，也

准备从美国邀请技术外援，以保

证巡演现场的音乐呈现水准。

汪峰演唱会巡演启动

艺术·行走 艺术·院团

艺术·舞台

艺术·资讯

“信”主题综艺演出剧照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首度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

《我这一辈子》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