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的艺术熏陶也许对

孩子们的审美培养更为重要，现

在将儿童剧送给他们欣赏，他们

就会成为其他高雅艺术形式的潜

在观众，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也会

受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党委书记

雷喜宁谈到儿童剧的校园之旅，语

气中充满着使命感与责任感。

“让全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

能看到儿童剧，是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持之以恒的追求。”这句话常

常出现在中国儿艺各种演出节目

的宣传手册上。在剧院专注于儿

童剧的创作与推广并取得一定成

果的时候，中国儿艺又有了新的

忧虑。

“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来到

剧场看儿童剧，观众对艺术的欣

赏是有惯性的，看过的孩子和家

长会常来，但能走进剧场看戏的

始终只能是一部分儿童群体。”雷

喜宁认为，对于相当一部分家庭

来说，儿童剧这一艺术形式还稍

显陌生，有的可能因为没有获得

信息，有的可能因为经济条件限

制，对于农村和边远地区更是如

此。然而，学校是每个适龄儿童

聚集学习的场所，走出剧场、走进

校园，才能让更多孩子欣赏到儿

童剧，履行中国儿艺对广大少年

儿童的庄严承诺。

中 国 儿 艺 也 一 直 为 此 而 努

力，在由国家组织的“走进西部”

“三下乡”等活动中，中国儿艺的

足迹走遍了中国大地，特别是让

许多老、少、边、穷地区的少年儿

童首次欣赏到儿童剧这一艺术形

式，让他们感受到为其量身打造

的艺术精品所带来的乐趣。

儿童剧进校园实际上面临着

许多困难，最突出的一点是：中小

学校园不像大学，普遍没有标准

化的剧场或礼堂，许多学校只有

在操场上才能实现多个班级的集

中聚合。因此，中国儿艺因势利

导，创作了许多适合在狭小的表

演平台演出的小剧目，如《小吉

普·变变变》、《三只小猪·变变变》

等。这种剧目往往只有两三个演

员，布景也很简单，演员们通过变

换手中的道具扮演不同的角色，

为 小 朋 友 表 演 戏 法、讲 述 故 事。

对于经典保留剧目，剧院往往选

择学校比较集中的剧场进行驻场

演出，以满足少年儿童多样的艺

术需求。

据了解，2006 年 9 月至 12 月，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参与了当年的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剧院先

后在南京和兰州两地为大学生演

出大型青春励志话剧《韶山出了

个毛泽东》，得到很好的反响。“这

是 我 们 迄 今 为 止 唯 一 一 次 参 加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可能是

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儿童剧，与

这项活动的受众不太相符。”雷喜

宁表示，他很希望中国儿艺的优

秀儿童剧作品参与到一年一度的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中，但目

前 这 项 活 动 主 要 针 对 大 学 生 群

体，这也让他很无奈。

记者查阅了教育部网站的相

关信息。“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从 2005 年开始，当年国家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高校

的学生乐团和部分地方乐团到高

校开展交响乐的普及演出。2006

年，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开始策

划以国家级的艺术院团直接走入高

校，面对面为高校师生演出。在《教

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开展2009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通知》中，

国家级艺术院团进校园演出的范围

限定在“高校”，而高校学生乐团和

地 方 艺 术 院 团 的 演 出 只 扩 大 到

“高校和中学学生”。此前，在教

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

部副部长袁贵仁表示，在高校普

及高雅艺术的基础上，也会适当

地向中学倾斜。据资料表明，一

些省份已经将中学划在“高雅艺

术进校园”的范围之内，但很少有

儿童剧参与其中。

“目前文化部直属的 9 家艺术

院团，只有中国儿艺没有参与到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中，我们

实际上也是很焦急的。”雷喜宁表

示，儿童剧艺术广受少年儿童的

喜爱，从剧院多年来在各地演出

收到的反响来看，中小学学生特

别是农村基层的学生非常需要儿

童剧这一精神食粮。

近年来，中国儿艺在走进校

园的实践中又有了新的探索。在

向少年儿童奉献的节目中，剧院

已经不局限在儿童剧上，歌舞、小

品、综艺节目成为剧院灵活多样

的表演形式。对于农民工子女、

残障儿童等平时很难走进剧场的

特殊社会群体，剧院也开设了许

多公益场次，让这些孩子在剧场

内观看儿童剧时，也能感受到在

校园中那份温暖和快乐。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比剧场更宽广的是校园
本报记者 成 长

本报讯 为 积 极 贯

彻落实《关于 2010 年深入

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的通知》精神，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第 一 时 间

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一支20

余人的慰问演出小分队赶

赴福建省。此次国话“三下

乡”活动自2月23日启动以

来，先后为福建省4个地区

12 个县、市的农民群众献

上了 12 场公益演出，累计

行程 1700 多公里，观众人

数达3万余人。

此次活动，国话指派

知 名 导 演 查 明 哲 担 任 艺

术总监，韩杰出任导演，

演员刘金山、莫元季、高

发等演员积极参与，并精

心制作出了一台以“ 信”

为主题，贴近农民生活、

贴近农村实际、唱响时代

主旋律的综艺主题演出。

2009 年，“信”主题综

艺演出曾在深圳、广州两

地 产 生 巨 大 的 社 会 反

响。今年，演出进行了更

加 贴 近 农 民 观 众 的 调

整 。 调 整 后 的 综 艺 演 出

中有体现“ 信心”的小品

《心灵》、原创短剧《希望

的田野上》，体现“信念”

的 情 景 广 播 剧《深 山 信

使》，体现“信赖”的小品

《小河淌水》和体现“信任”的小品

《村长和留守娘儿们》。节目全方

位关注“三农”问题，并且在表演

上入乡随俗。其中，《村长和留守

娘儿们》作为此次演出的新排作

品，通过幽默的方言台词

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将一

群朴实、善良的农民塑造

得活灵活现。

此 次 慰 问 演 出 虽 然

只有 10 余场，但已经在福

建 观 众 中 形 成 了 口 碑 极

佳的“国话品牌”，为剧院

在 最 广 泛 的 群 众 间 建 立

起沟通的纽带。

在 演 出 的 首 站 永 定

县，剧院将演出舞台搭建

在 被 列 为“ 世 界 文 化 遗

产”的客家土楼前。国话

成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

第 一 个 给 闽 西 山 区 送 去

精 神 食 粮 的 中 直 院 团 。

永 定 县 文 化 局 局 长 沈 庆

城在演出结束后说：“ 希

望 你 们 今 后 多 到 福 建

来，多到永定来，不仅给

我 们 带 来 精 彩 的 演 出 ，

也 要 帮 助 我 们 更 好 地 展

示 这 里 的 文 化 精 髓 ！”

福 建 省 文 化 厅 副 厅 长 陈

立 华 则 用“ 精 心 、精 湛 、

精 美 ”概 括 了 此 次 国 话

的慰问演出。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院

长周志强表示：“开展‘三

下乡’活动是国话应尽的

社 会 职 责 。 国 话 人 会 把

对 农 民 兄 弟 的 深 厚 感 情

倾注到‘ 信’主题综艺演

出的每一个节目中，使‘信’精神

真正成为服务‘ 三农’的文化杠

杆，使国话成为传递‘信’精神、弘

扬主旋律的使者。”

（孙路/文 田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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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施最终的命运，有着

不 同 版 本 的 传 说 。 东 汉 袁 康 的

《越绝书》中言“西施复归范蠡，同

泛五湖而去”，似乎为国家牺牲的

美人应该得到美好的归宿。但，

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歌剧《西施》

的编剧邹静之却选择了《墨子·亲

士篇》中记载的悲剧结局——“西

施之沈（沉），其美也……”

邹静之说：“写一部充满积极

意义的悲剧一直是追求，其实悲

剧有时更具积极意义。”这部“更

具积极意义”的歌剧《西施》首轮

演 出 了 8 场，感 动 了 近 2 万 名 观

众。4 月 1 日，4 位特殊的观众走

进国家大剧院，与近百位大学生

分享了他们的感动。

邓婕：演出结束后我一
直在哼《绸缪》

“和邹静之合作过多次，他的

每一部作品都掷地有声，《西施》

也不例外。”自称对歌剧不了解的

著名演员邓婕，《西施》看了两遍

才觉得过瘾。

“很好看，剧情很抓人，完全

颠覆了我对西施的印象。以前，

西 施 在 我 眼 里 就 只 是 个 美 人 而

已，但这部歌剧却让我觉得西施

是个高贵的、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女人，让你不由得为她落泪。”

对于《西施》中加入了中国“宫

商角徵羽”五声调式和民族音乐元

素的咏叹调，邓婕不仅喜欢还能哼

唱：“音乐真的把我迷住了。特别是

西施的咏叹调《绸缪》，演出结束以

后我还一直在哼。”

周岭：《西施》是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作品

相对于邓婕的直白，编剧周岭

的感动更为深邃：“看完《西施》我在

思考一个问题，外来的艺术形式能

在中国扎下根吗？其实，现在很多

被我们冠以‘民族’的乐器都是外来

的，但它们在中国的土壤中，与中华

民族的文化艺术相融合，最终开花

结果、落地生根。歌剧也是一样。

如果有与中国元素完美结合的好作

品，歌剧也会在中国扎根。我认为，

歌剧《西施》是成功的，是了不起的

作品，是伟大的作品，是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作品。”

对于同行邹静之的创作，周

岭不仅仅是肯定：“很多学者在研

究的时候忘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

创作。邹静之没有。《西施》的剧

本非常考究，那么多细节都是经

过调查，有依据、有基础的，同时

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这是在

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创作。”

将歌剧拍成电影、电视，是周

岭给歌剧普及出的主意，“好歌剧

就 一 定 会 有 被 广 为 传 唱 的 咏 叹

调，《西施》里的《绸缪》就具备被

传唱的实力。如果把《西施》拍成

电影、电视，这些好听的曲子就能

让更多的观众听到。”

马未都：你内心有多丰
富，《西施》就有多细腻

“最高超的艺术就是把内心

最微妙的感受传递给观众。你内

心 有 多 丰 富 ，《西 施》就 有 多 细

腻。”收藏家马未都对《西施》不吝

溢美之辞。“《西施》用歌剧这种世

界通用的艺术语言讲述中国的故

事，也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

一种方式。那么庞大的气势、精

致的灯光和景致，真的很令人震

撼。而西方艺术开始和我们国家

文化融合，本身就是我们成为一

个文化强国的标志。也只有我们

的文化为外国人认识并认可了，

才是我们国家的强大被认识与认

可的体现。”

对于歌剧普及的看法，马未

都 与 周 岭 截 然 不 同：“ 在 多 元 的

文化背景下，歌剧在中国普及很

难。《西 施》第 一 轮 演 出 了 8 场，

有接近 2 万名观众，这相对普及

远 远 不 够 。 看 歌 剧 的 是 有 一 定

文 化 层 次 和 文 化 追 求 的 人 。 大

家 口 味 不 同，有 人 就 像 我，就 愿

意 看 看 不 懂 的 东 西，就 觉 得 好，

还有更多的人不是这样。所以，

还 是 各 自 享 受 各 类 文 化 带 来 的

滋养吧。”

张铁林：我是张立萍的
“粉丝”

“看完《西施》我没有成为‘春

哥’的‘ 粉丝’，而成了张立萍的

‘粉丝’。”著名演员张铁林被剧中

西施的扮演者张立萍迷倒了。“张

立萍饰演的西施太高雅了，那些

唱段真是好到‘绕梁七日’。我非

常嫉妒戴玉强有和张立萍演对手

戏 的 机 会，非 常 嫉 妒 。 借 用《绸

缪》的一句词，‘你是那样的你，让

我可怎么好’。”

张铁林把这部被他称作“有

魔法”的歌剧看了两遍，“第一次

看 是《西 施》的 首 演 。 演 出 第 二

天，北京下起了大雪，我给邹静之

打了两个小时电话说《西施》，还觉

得不过瘾。邹静之把《西施》写得太

传神了。后来我又去看了第一轮最

后一场演出，我穿正装打领带以表

现对《西施》的崇敬。现在很多国内

拍的古装戏充满着土气，俗不可

耐。《西施》像我喜欢阅读的水墨画

一样高雅。《铁齿铜牙纪晓岚》我是

演完就忘的，但《西施》让我难忘。”

内心有多丰富《西施》就有多细腻
本报记者 刘 淼

3月23日至4月2日，由（美国）

美中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办的“2010

中美国际青年音乐会”在北京上

演。美国最著名的青年管乐团之

一，华盛顿市布拉道克湖青年交响

管乐团在中央音乐学院、解放军军

乐厅、中国人民大学等地陆续为中

国观众演出 6 场。在乐团团长、国

际著名管乐指挥家罗伊·霍尔德的

指挥下，年轻的旋律飞扬京城。

3 月 26 日晚，布拉道克湖青年

交响管乐团的中国首演在中央音

乐学院音乐厅拉开了帷幕。为了

此次中国之行，他们用了一年半

的时间排练。相比世界上著名的

专业乐团，这支由学生组成的乐

团 呈 现 出 了 青 年 乐 团 独 有 的 气

质：热情洋溢，朝气蓬勃。当晚，

乐 团 演 奏 了 中 国 乐 曲《龙 的 传

人》，在圆号、长号、长笛的奏鸣

中，悠扬的乐声勾勒出“ 龙之骄

子”的非凡气度。当中国观众耳

熟能详的《解放军进行曲》响起

时，现场观众情绪高涨，附和着音

乐的节拍轻声歌唱。除此之外，

乐 团 还 演 奏 了《拉 德 斯 基 进 行

曲》、《蓝色狂想曲》等世界名曲。

布拉道克湖青年交响管乐团

的 成 员 全 部 来 自 布 拉 道 克 湖 中

学，此次来京的 100 多人分为高中

组和初中组。虽然乐团成员的年

纪都不大，但在音乐上却取得了

许多骄人的成绩：被收录入美国

名誉大厅的荣誉乐团；曾获得约

翰·菲利普·苏泽基金会为美国杰

出音乐会乐团颁发的“沙德勒荣

誉旗帜”；5 次担任弗吉尼亚专业

音乐教育者协会表演嘉宾；2004

年担任美国管乐团大师协会的领

衔表演嘉宾；还曾在肯尼迪艺术

中心为全美音乐协会大会演出。

布拉道克湖青年交响管乐团

的成员组成非常多元化，也正是不

同的文化背景让这个乐团在演奏上

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在演

出现场，一个华裔女孩特别引人注

目，她叫严飞雪，是乐团的首席长

笛。能够回到故乡演出，她显得特

别兴奋。排练空当，她用流利的中

文和中国朋友交流。在谈到东方文

化背景给她带来的音乐灵感时，她

表示，当意识到自己的故土是如此

深厚而迷人的文化宝库时，她更容

易用音乐来诠释文化，用音乐来碰

触自己天然的禀赋。

乐团每一个乐手在讲述自己

的音乐故事时，都会提到负责人

罗伊·霍尔德的细心浇灌。“先生

犹如父亲一般，他不仅授予我们

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所需要的

刻苦训练的信条，还在生活的点滴

中教导我们怎样成为一个负有责任

感、成熟的青年人。”乐手们说道。

随行的家长也说：“孩子们在课间休

息时，总会跑到艺术中心跟霍尔德

聊天，有时他不在，他们还是会在那

里晃晃，因为艺术中心给孩子们的

感觉像家一样。”

400 多人的乐团在运作上全

靠霍尔德一人是非常辛苦的，因

此这个乐团还有大量的“家长志

愿者”，他们帮忙打理乐团事务已

经十几年了，看着当年的小乐手

成长为今日的艺术人才，并一步

步践行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大人

们的心中满是欣慰和喜悦。

4月2日，布拉道克湖青年交响

管乐团结束了此次“飞往春天”的中

国之行，祝愿这些年轻的乐手也能

继续飞向自己音乐之旅的春天。

听 ，年 轻 的 旋 律
——记“2010中美国际青年音乐会”

李源溪

本报讯 （记者刘淼）3 月 31

日下午，6 名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队

员将中国国家画院近 30 位一线画

家联合创作的 3 幅长卷作品转交

到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手中，

将“上善若水·情系西南——中国

书画大师抗旱救灾慈善捐赠会”

的气氛推向高潮。

“西南地区的严重灾情牵动

了每一位国人的心，看着电视中

干涸的大地、百姓愁苦的面容、孩

子用脏水洗澡的画面，没有人不

为之感动。不少爱心人士纷纷行

动，奉献自己的爱心，这个时候，

美术界也是不甘人后的。”中国国

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

得知灾情，中国国家画院立

即行动，号召画家进行集体创作，

不到两天的时间，杨晓阳、卢禹

舜、张江舟、李延声、孔紫、邢少臣

等近 30 位画家就自愿而来，创作

了山水、花鸟、人物 3 幅长卷。“李

延声老师在国画界地位很高，很

多人拿钱等着他创作，他都不动

笔。但是这次他主动参与创作，

考虑他年纪大了，我们劝他可以

不来，但是他坚持到场，让我们都

很感动。”杨晓阳表示这次捐赠的

背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据 悉 ，这 3 幅 长 卷 将 在 近

日 被 拍 卖 ，所 得 善 款 将 全 部 打

入“ 博 爱·绿 色 家 园 ”基 金 ，用

于 广 西 干 旱 重 灾 区 水 利 设 施 工

程的修建。

艺术·资讯

国家画院“上善若水·情系西南”

高希希执导话剧版《甜蜜蜜》
本报讯 （记者刘淼） 著名

影视导演高希希的电视剧《三国》

5 月将登陆全国四家卫视，几乎在

同一时间他的话剧处女作《甜蜜

蜜》将亮相北京保利剧院。

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张

曼玉、黎明主演的电影《甜蜜蜜》，

孙俪、邓超、沙溢主演的电视剧

《甜蜜蜜》，再加上这次由林心如、

沙溢、于和伟主演的话剧《甜蜜

蜜》……“甜蜜蜜”似乎已经成了

一个品牌。而高希希更是一个人

执导了电视剧和话剧两个版本。

高希希表示：“其实两版《甜蜜蜜》

有很大的不同，电视剧展现了年

轻人的甜蜜状态，而话剧是中年

人在回首甜蜜的往事，可以算是

电视剧的续集。话剧希望表现的

是，我们从那个年代走到现在，如

何 面 对 时 代 、面 对 阳 光 好 好 活

着。”高希希还透露，该剧特邀奥

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得主叶锦添

担任舞美设计：“他有很先进的设

计思想，他的新颖设计将打破常

规舞台设计的框架。”

当被问到“自己心中甜蜜蜜的

爱情是怎样的”时，主演林心如和

沙溢的回答大相径庭。林心如表

示：“我觉得心里面最甜蜜蜜的一

份爱情，可能不是最后跟我一起走

完一辈子的人，在夜深人静时回想

过往，脸上还是会带着甜蜜的微笑。”

而沙溢则表示：“我比较喜欢‘于无声

处听惊雷’的感觉。似乎每天没有任

何的变化，但到最后，两个人到了老

年迟暮，携手回顾往昔，会觉得很甜

蜜。让我感到甜蜜的，就是陪我走过

一辈子的那个人。”高希希也表达了

自己的爱情观：“到我这个年纪，特别

简单，只有6个字，温馨、宁静、坚持。

坚持是最重要的，它守护住你内心

的甜蜜。”

动画故事片《望儿山》央视播出
本报讯 由沈阳红帆影视制

作有限公司、辽宁省营口开发区

宣传部、营口开发区电视台、山东

省青年影视艺术研究所等单位联

合制作的大型动画故事片《望儿

山（上）》4 月 1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热播，该剧吸引了众多

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观看。

《望儿山》以母爱为主题，以

民间传说为背景，以轻快、温馨的

风格，加之紧张、激烈的戏剧冲

突，悬念迭出的故事情节，亦幻亦

真的典型环境，为观众们展现了

别具特色的民族动画艺术。片

中塑造了母亲王氏、儿子王融、

白麒麟的女儿小白、山精布布、

老山参、教书的方先生、正义化

身的白麒麟和邪恶势力的代表

黑 麒 麟 等 形 象 ，通 过 王 融 成 长

过 程 中 一 件 件 有 趣 、离 奇 的 事

情，表现母亲如何教育孩子，帮

助孩子成长，让孩子认识自己、

理解世界。

据悉，《望儿山》分为上下两

部，共 52 集，下部正在创作之中。

（高小立）

本报讯 刚刚送走《我爱桃

花》，海派话剧近些年的另外两出

代表剧目《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和

《21 克拉》也将于 4 月相继登陆北

京保利剧院。

由上世纪 90 年代风靡全国

的港台连续剧改编的音乐舞台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将于 4 月 7

日至 11 日在保利剧院上演。走

进剧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丽花皇

宫，舞台的场景与电视剧中的景

象 何 其 相 似 ，但 又 更 显 海 派 特

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玫瑰

玫瑰我爱你》、《春风吻上我的脸》

等经典老歌将被小蝶、莲茜、金露

露和凤萍等角色一一演绎。

将于 4 月 14 日至 18 日上演的

《21 克拉》，是宁财神、何念这对黄

金搭档“ 爱情三部曲”的收官之

作。从《武林外传》到《罗密欧与

祝英台》，虽然何念的话剧从来都

不缺少想象力，但《21 克拉》最让

人意外的是剧中涉及到的名目繁

多的奢侈品并未使用实物，而是

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处理。

这种最“抠门”的方法就是用真人

来饰演，既节省了开销，又不支持

仿冒。 （倍 清）

海派话剧四月花开两朵

艺术·聚焦中直院团之二
艺术·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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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舞台

艺术·殿堂

中国儿艺《小吉普·变变变》在拉萨市一小演出

《村长和留守娘儿们》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