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张桌子、几把椅子、6 名话

剧演员与 20 多个观众……近日，

在位于陕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一

个酒吧友情提供的场地里，西安

市首个“剧本朗读会”就这样低调

举行了。对于西安而言，“剧本朗

读会”是个新事物，笔者发现，西

安的话剧市场持续在低迷中徘

徊，而“剧本朗读会”只是这种低

迷中的一抹亮色。

小剧场：不能承受之重

西安本土的小剧场话剧显得

特别沉寂，据了解，目前西安还没

有可供戏剧演出的小剧场，陕西

人艺话剧演员何苗告诉笔者，作

为专业的演出团队，该剧院也是

直至今年才开始修建自己的小剧

场，且仍在施工中。而在这之前，

剧院只能靠租借场地来维持剧团

演出，但是过高的租借费往往令

他们囊中羞涩。“去年我们剧团演

员推出了自排话剧《我爱桃花》，

也 是 靠 租 借 剧 场 ，彩 排 一 小 时

1500 元，演一场 1.8 万元，因为难

以从票房中收回成本，原计划公

演 8 场最终只演出 4 场便被迫停

演了。”

大市场：尴尬开荒

除了支出过高，话剧演出的

收入也同样不乐观，西安话剧院是

西北地区老资格的话剧团队，编导、

演员的水平在 西 部 都 是 数 得 着

的，但是近年来西安话剧院却越

来越淡出老百姓的视线。一年

到头排不了几部新戏，而且有的

戏宣传味、说教味特别重。除了

赠票或单位组织看戏外，西安老

百姓多不愿意自己掏钱看戏。

去年春秋两度话剧季一度令

西安市民对“ 话剧”两字稍显熟

悉，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西安的小

剧场话剧市场并没有因此有所改

变。曾在上海从事 3 年话剧相关

工作的戏剧工作者李华认为，相

对于北京、上海等比较成熟的话

剧市场来说，西安的话剧市场目

前仍处于开荒阶段，话剧季实际

上也并没有做起来。

“在上海，至少有七八个场次

的小剧场每天都会有演出，因为

票房收入有一定保证，每场戏常

会连演半个月左右。”而在西安，

曾参与了话剧季演出的何苗说，

她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参与了 4 场

演出，大概耗时 1 个月时间，更为

尴尬的是由于资金周转的问题，

直至今年 2 月，作为《我爱桃花》独

立制片人的何苗才将每人几百元

的演出费付到演职人员手里。

此外，笔者还访问了一些参

与演出的演员，他们普遍认为，话

剧的宣传铺天盖地，但真正进入

剧场观看的人并不多。小剧场话

剧要在西安让本地人接受和喜爱

需要一个培育过程，而这个过程

并非付出时间的代价就可以。

朗读会：只是一个开始

也许，正因为如此，“剧本朗

读会”便应时而生。据了解，这是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剧本推广方

式。大约 10 年前，在上海的锦江

小礼堂，国内首个剧本朗读会诞

生，当时参加的一共有 10 位作者

的 6 个剧本。发展至今日，在长

沙、成都等地，剧本朗读的形式已

不鲜见。今年 3 月 14 日，由西安

“何李活戏剧工作室”自发组织的

剧 本 朗 读 会 也 终 于 在 西 安 露

头了。

剧本朗读会，顾名思义是将

文字化的剧本进行立体化的诵

读。与完整的舞台表演不同，朗

读会重在台词的表现和剧本的讨

论，是推介原创剧本和普及经典

话剧的极好平台。西安首次的剧

本朗读会选择了百老汇的经典名

剧《情书》作为开场，参加朗读的

演员来自社会各界，有专业的话

剧演员，也有业余的爱好者。

“何李活戏剧工作室”承诺以

后每月定期举办 1 场，但很显然，

西安小剧场话剧的突起，仅靠朗

读会是远远不够的。

成立于 2001 年的女子十二乐

坊（以下简称乐坊）曾在亚洲甚至

北美地区刮起一阵中国“新民乐”

的流行风潮：2003 年，乐坊首张专

辑在日本发行 2 个月突破 100 万

张 ；2004 年 ，凭 借 专 辑《Eastern

Energy》（东方的力量），乐坊获第

47 届格莱美综合类最佳新人奖及

世界音乐类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2 项提名；2005 年年底，乐坊发行

销 售 唱 片 在 全 球 累 计 销 量 超 过

1000 万张……“女子十二乐坊现

象”一时备受业内关注。然而近

几年，曾经红极一时的女子十二

乐坊似乎有些销声匿迹，即将迎

来成立 10 周年的女子十二乐坊该

如 何 延 续 曾 经 创 造 过 的 市 场

奇迹？

新队伍卷土重来

在几年密集的唱片发行和演

出潮后，十二乐坊开始面临队伍

老化、新老人员交替等问题。“我

们这个组合成立了近 10 年，第一

拨女孩子们结婚的结婚、生孩子

的生孩子，所以，我们在去年重新

招 兵 买 马 ，并 对 新 人 进 行 了 培

训。”创办了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并推出女子十二乐坊

的王晓京告诉记者，这几年，女子

十二乐坊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

在经历了几年辉煌期后，人员和

音乐制作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

“人员更替后的乐坊，老队员

只剩下 3 个。与之前相比，新队伍

的 乐 手 在 风 格 上 不 会 有 太 大 改

变，专业水平甚至比之前更高，培

养队员之间的默契是我们目前的

重点。”王晓京说，“大换血”后的

女子十二乐坊于去年 10 月在韩国

练兵兼巡演，之后，则开始在全国

各 地 进 行“ 城 市 之 旅”专 场 音 乐

会 ，目 前 在 国 内 已 经 演 了 十 几

场。“中国牌是女子十二乐坊一直

主打的，我们强调的还是音乐本

身，重新启动的巡演，舞美、音响

更为讲究。”

除了正在进行的“城市之旅”

巡演，完成新老成员更替后的女

子十二乐坊还在紧锣密鼓地录制

新专辑。“新专辑的音乐形式不会

改变，还是以电声为背景加上民族

乐器，但在个人技术上要求更高，

算是一个新的突破。已经录好的

曲目中有大家熟悉的世界名曲《野

蜂飞舞》，该作品曾改编成多种乐

器版本，还成为‘钢琴玩家’马克

西姆的代表作，而我们这次的版

本是用琵琶来演奏，演奏速度很

快，技术要求非常高。”

王晓京强调，新专辑将以技

术为重点，先让市场认可新团队

的演奏水平。据他介绍，他们仍

与梁剑峰等老音乐伙伴合作，并

将 延 续 民 乐 加 电 子 的 路 线。“ 今

后，我们还是以不断推出新作品

为主，争取每一两年都出一张新

专辑。”

加强国内市场开拓力度

女子十二乐坊自成立以来一

直强调走国际路线，成功地打开

了亚洲、北美的文化市场，并获得

多项国际性的奖项，甚至在美国、

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

尼等国家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民

族器乐的风潮。所以不少人评论

说，女子十二乐坊是“墙内开花墙

外红”。而 2007 年以前，忙于海外

市 场 的 乐 坊 也 确 实 很 少 在 国 内

表演。

对此，王晓京表示，乐坊走国

际路线不会改变，这是女子十二

乐坊经营的基本战略，但随着国

内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乐坊在

国内市场的演出越来越被观众青

睐，很多商家邀约合作，他们将会

在基本经营战略不变的情况下，

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让

女 子 十 二 乐 坊 墙 内 墙 外 都 尽 绽

芬芳。

“城市之旅”的全国巡演反响

不错，5 月 1 日，还受邀在上海世博

会正式开园当晚，在申城连演 2 场

以“欢迎”为主题的音乐会。这次

演出，炫技将是一大特色。为此，

在《奇迹》、《辉煌》等一系列经典

曲目之外，还选择了《山水》和《野

蜂飞舞》两首高难度曲目。

星碟公司副总经理孙毅刚告

诉记者，除了“城市之旅”巡演，近

两年，乐坊还积极与一些国内大

型企业合作演出。“国内演出市场

很大，公司也逐渐加强乐坊在国

内的品牌建设。我们希望打造一

个能够长期保持价值、甚至具有

持续增值性的品牌，因此，包括国

内相关产业链的拓展等都在积极

建设。”

孙毅刚介绍，乐坊针对市场

需求，开发、培养了多个年龄段的

受众群体，通过多种经营方式，力求

形成一条结构完整且极具凝聚力

的文化产业链。“2005 年，我们在

日本斥资 1 亿日元创办中国古典

乐器学校，聘请多名国内资深民

乐家赴日教授演奏中国古乐器；

2007 年，我们又在新加坡创办了

音乐学校，都是为了推广、弘扬中国

民乐——观众只有在对民乐有了一

定认知的基础上，才会接受它、喜爱

它。此外，我们也准备在国内创办

自己的教学基地，充分挖掘乐坊的

品牌力量，开发国内市场。”

品牌建设的重点是音乐

女子十二乐坊将民族音乐与

流行音乐结合起来进行包装的模

式获得了成功，也使得很多人认

为，乐坊是借着民乐的幌子来表

演的美女组合，市场上出现了一

些 模 仿 者，希 望 借 着 乐 坊 的“ 东

风”也火一把。

对此，孙毅刚表示：“乐坊一

直在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从作曲、

编排到后期制作，都是不断尝试、

不断磨合出来的结果，可以说每

张专辑都在寻求不同的突破，这

不是简单模仿就可以做到的，乐

坊品牌的核心价值最终还是体现

在音乐上。”

孙毅 刚 坦 言 ，马 上 就 要 迎

来 成 立 10 周年的乐坊最大的瓶

颈莫过于音乐制作上的创新和提

高。“女 子 十 二 乐 坊 这 个 品 牌 可

以 称 得 上 是 名 声 在 外 ，怎 么 样

才能把这个品 牌 延 续下去，这是

我 们 很 慎 重 考 虑 的 问 题 。 也 正

因如此，这两年我们并没有轻易

地出专辑——我们需要对乐坊的

品牌、对队员、对观众负责。在音

乐形式上，未来我们会更多地尝

试 和 新 媒 体 合 作 ；在 音 乐 内 容

上 ，也 会 考 虑 做 更 加 纯 粹 的 音

乐 ，甚 至 加 入 一 些 西 域 风 格 的

东西。”

女子十二乐坊：什么是核心价值？
本报记者 蔡 萌

本报讯（记者隗瑞艳）4 月

11 日，知名胡琴演奏家李福华

独奏师生音乐会在中央民族乐

团音乐厅举行。音乐会上，随着

《听松》、《平湖秋月》、《赛马》、《夜

深沉》等经典曲目优美旋律的流

动，李福华一边展示精湛的演奏

技艺，一边将年龄多在5岁至11

岁的 20 余名少年弟子通过演出

平台推介给观众。

李福华凭借稳定扎实的基

本功，18 岁考入中央民族乐团，

师从于林心铭、陈耀星、闵慧芬

等著名二胡演奏家，他的演奏

音色柔和，层次布局清晰，情感

细腻，力度处理恰当，技术全

面，多次在全国民族器乐比赛

中获奖。近年来，李福华一直

致力于将京胡艺术推广到全世

界，足迹遍布欧美、亚非各国，

被誉为“将京胡推向世界舞台

的中国演奏家”。

李福华说，儿童时代他没

有机会登台演奏，现在他乐于

为孩子们搭建演出平台，以培

养他们的自信，增强他们对民

族器乐的热爱，促进我国民族

器乐良好的传承与发展。

此次音乐会上，李福华还与

恩师陈耀星及弟子师生三代同

台演绎了《战马奔腾》，将音乐会

推向高潮，博得观众热烈掌声。

本报讯 曾推出万晓利、

苏阳、马条、山人乐队等知名民

谣、摇滚歌手与乐队的十三月

唱片，联合中国盛大文学旗下

“榕树下”网站，将于 4 月 23 日

世界读书日当天启动母语民谣

全国巡演，并在北京星光现场

音乐厅举行巡演启动仪式兼专

场演出。巡演已经确定的城市

包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武

汉、广州、深圳等。

参演此次巡演的都是自上

世纪 80 年代初期民谣音乐兴起

至今几十年来中国民谣音乐领

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

既有民谣兴起时代的旗手式的

代表老狼、叶蓓、高晓松，又有

后来者万晓利、周云蓬、马条

等。本次巡演的另一大特色是

摒弃了酒吧巡演模式，而是选

择更具艺术气息的小剧场作为

演出平台。 （张 楠）

本报讯 德国作曲家、剧作

家瓦格纳的代表作——歌剧《尼

伯龙根的指环》在古典音乐史上

享有重要地位，是歌剧史上最伟

大的歌剧之一，观赏需要 4 个晚

上、15 个小时。从 9 月 16 日起，

该剧将由德国科隆歌剧院原班

人马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剧情最

早见于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瓦

格纳当年写这部歌剧时，对每一

段音乐、每一个角色、每一幕场景

都苛求完美，他还毅然顶着经济

压力另起炉灶建了一个专门的剧

场。所幸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路

德维希二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

给予了全力支持，才使得这个看

似疯狂的艺术理想梦想成真。

1876年8月13日，《尼伯龙根的指

环》四部曲在此连演 3 轮，轰动欧

洲，从此开始了这部旷世巨作在

全世界的风靡。

瓦格纳的作品往往寄托着庞

大的音乐梦想——华丽多变的

唱腔，气势恢宏的场面，错综复杂

的剧情。此外，瓦格纳歌剧与众

不同的“庞大”与“厚重”，在剧情、

舞台制作、表演团队等方面无不

体现得淋漓尽致。一部完整的

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包括

《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

弗里德》和《众神的黄昏》4部。

据科隆歌剧院艺术指导布

里歌特·梅尔介绍，此次来自科隆

歌剧院的400名演员全力投入，共

计带来30 多个集装箱，其规模与

阵容堪称空前。而如此庞大的规

模，对演员和演出主办方提出了

极高要求，也将打破上海舞台的

一系列演出纪录。 （王悦阳）

最艰难的日子

“干的就是这活，受的就是这

份累。”大家去吃饭了，周天兵却

饿着肚子，“多年来，忙是我最开

心的时候。”确实，忙是剧团红火

的真实写照。1980 年进团，1994

年当团长，周天兵亲历了这个剧

团的生死嬗变。在周天兵的记忆

中，有 两 段 时 间 很 忙，一 个 是 现

在，还有一段则是在他刚刚进团

的时候。

1980 年是南昌县采茶剧团最

活跃的时候。那时，戏剧刚刚重

回舞台，周天兵每天都很忙，一天

甚至要演 3 场戏。整个剧团一年

要演出几百场戏，在周天兵记忆

里，单单一部《梅香》就在南昌连

续演出了整整 2 个月。

从小 爱 好 戏 曲 的 周 天 兵 就

这样忙着，一直到 1986 年。受大

环境影响，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

后 ，许 多 采 茶 剧 团 被 撤 销 或 是

关 门 ，南 昌 县 采 茶 剧 团 也 是 前

程暗淡。

缺乏设备、没有演员……周

天兵眼睁睁地看着剧团从辉煌走

到 低 谷，生 活 从 忙 碌 变 成 悠 闲。

1991 年，迫于生活的无奈，周天兵

离开了剧团，到广州一家歌舞厅

承包演出。和周天兵一样，很多

人都选择了离开，60 余人的剧团，

到 1991 年仅剩下 14 个人。

那时，作为南昌县采茶剧团

的“台柱子”，已是国家二级演员

的魏筱妹对于剧团的艰难，比任

何一个人感受都深。“一年都没有

演出。”12 岁进剧团，13 岁上台演

出。1984 年，38 岁的魏筱妹在剧

团最艰难的时刻，成了剧团的团

长。“有人要调离，我不放，对方威

胁说要喝农药。”回忆起当年的情

形，魏筱妹声音有点哽咽。

魏筱妹数次找市领导哭诉，

取得了市有关领导的支持。魏筱

妹又来到南昌县寻求支持，南昌

县政府下拨 15 万元的资金，并为

剧团招募了 15 名演员。就这样，

剧团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两条腿”走出新天地

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南昌县

采茶剧团终于迎来了转机，开始了

改革之路。南昌县县委、县政府果

断做出决定：“不能让有300多年历

史的南昌采茶戏在我们手中断送，

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壮大。”

事在人为，改革首先还得从

人事制度开始。采茶剧团首先实

行剧团领导班子聘用制，其他演

员也打破“铁饭碗”，实行竞聘制、

淘汰制和待岗制度，不符合要求

的，一律不得上岗。“铁饭碗”没有

了，演员拿出真本事开始重新排

练了。戏排好了，却发现没有演

出设备。

当时是 1994 年，32 岁的周天

兵从广州重返剧团，并通过竞聘

成 为 剧 团 成 立 以 来 最 年 轻 的 团

长 。 彼 时 剧 团 账 上 仅 有 600 块

钱。周天兵只好带着一批演员南

下广州，与一家单位签订协议，演

出 3 个月，对方拿演出设备来抵演

出费用。

3 个月后，周天兵带着演员及

价值 8 万元的演出设备再次返回

南昌，并把歌舞、小品演出团队和

采茶戏演出团队合而为一，组建

了一个采茶歌舞剧团，开始了“两

条腿”走路，也开创了南昌市采茶

剧团发展的新模式。

对此，不少老演员纷纷表示

反对，并称采茶剧团应该只演出

专业的采茶戏，加上歌舞演出显

得不伦不类。然而，周天兵认为，

观众逐渐年轻化，歌舞演出更符

合年轻观众的要求。

“ 请 采 茶 戏 ，免 费 送 歌 舞 演

出。”数次尝试之后，周天兵意外

地发现，老年观众在看完采茶戏

后，也会观看歌舞演出；而年轻的

观众则会等采茶戏演完后再看歌

舞表演。演出越来越受到观众的

欢迎，剧团也越来越火了。

股份制让剧团再上台阶

改革让南昌县采茶剧团尝到

了甜头，演出也日益增多，进入新

世纪以后，剧团每年的演出不低

于 200 场，每场演出价格也由最低

的 300 元 逐 渐 提 高 到 3000 元 至

5000 元。

剧团火了，问题又来了。随

着演出道具的增多，办公、排练等

场 所 却 无 法 跟 上 剧 团 发 展 的 脚

步。此时，一个想法在周天兵脑

海中浮现——搞个“股份制”。这

个 首 开 江 西 省 剧 团 发 展 先 河 的

“股份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就

这样，每股 200 元，剧团凑到了 4

万元钱，又添置了一批演出相关

设备和配套设施。

同时，南昌县采茶剧团还与

一家广州文化演出公司合作，录

制了一批采茶戏光碟。传统的戏

曲艺术，借助现代化的传播途径，

不仅让南昌县采茶戏在本地站稳

了脚跟，还走出了江西。自 2002

年开始，剧团演出足迹遍布全市

四县五区，剧团也到湖南岳阳、株

洲及广东、福建等地进行演出。

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改

革。南昌县采茶戏剧团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唱响在乡村和城里的

戏台上。

丁琳，17岁，南昌县采茶剧团第3

届学员班成员之一，近日的一个上

午，丁琳正在练功房练习劈腿、下腰、

翻跟斗等基本功。“王菲、王心凌、周

笔畅的歌我都会唱。”丁琳告诉笔

者，她外婆、母亲都会唱戏，自己也

从小就喜欢唱戏，初中毕业后就来

了这里。“崇尚流行，但不排斥传统。”

丁琳说。“她们是传统的继承人，是未

来采茶戏发展的主流。”看着认真训

练的学员，周天兵眼里充满信心。

10 多年的时间，没有经验可

以借鉴，也没有模式可以拷贝，周

天兵带着演员们，在改革中前行，

在风雨中历练。如今，他们仍遇到

设备老旧、排练场所不足、专业人才

缺乏等困难，不过在周天兵的眼里，

看到的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大

潮正在兴起，剧团发展也将迎来新

的机遇。在周天兵的工作日记中，

写满了演员培养计划、特聘作曲专

家意见、新节目创作安排……

“2011 年春节期间的演出，现

在就排满了，罗家集演出结束后，

4 月 11 日又去了南昌一家集团公

司进行演出。”这天下午 3 点，采访

还没有结束，周天兵就急着告诉

笔者，他得走了，否则就要误时，

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失信。

一个县级采茶剧团的破茧求生
吴新灵

西安小剧场话剧：

在低迷中徘徊
李 颖

资 讯

李福华携弟子奏胡琴

“榕树下”民谣巡演将起航

《尼伯龙根的指环》沪上“试金”

““快快点点，，就最后几个箱子了就最后几个箱子了，，晚上还有演出晚上还有演出。”。”江西省南昌县采茶剧团团长周天兵江西省南昌县采茶剧团团长周天兵

边搬运道具边搬运道具，，边指挥演员们干活边指挥演员们干活。。由于装道具的车不能直接开到剧团门口由于装道具的车不能直接开到剧团门口，，1010 多年多年

来来，，每逢演出每逢演出，，6060 多箱道具多箱道具都要通过板车运送都要通过板车运送，，剧团成员既是演员剧团成员既是演员、、也是搬运工也是搬运工。。

演出安排在当晚演出安排在当晚 77 点点，，从南昌县赶到演出地点罗家集要从南昌县赶到演出地点罗家集要 11 个多小个多小时时。。搭台子搭台子，，布置布置

舞台……每次演出舞台……每次演出，，周天兵都有点急周天兵都有点急。。其实其实，，近近 1010 年来年来，，这些泥腿子们的演出都是在这些泥腿子们的演出都是在

急促中开始急促中开始，，匆匆的脚步却走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匆匆的脚步却走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大换血”后的女子十二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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