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主办的“2010 国家艺

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是推动

国家院团剧目建设、人才建设、

改革与发展，推动国家院团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和导向性、代

表性、示范性作用的重要举措。

国家京剧院高度重视此次

展 演，老 中 青 三 代 艺 术 家 倾 情

参 与 。 推 出 经 典 剧 目《满 江

红》、《柳 荫 记》、《大 闹 天 宫》、

《杨 门 女 将》和 新 编 历 史 剧《曙

色紫禁城》5 台剧目，彰显国家

京 剧 院“ 阵 容 齐 整、艺 术 严 谨、

风格清新”的艺术风格，以经典

剧 目 的 舞 台 呈 现 展 示 国 粹 风

采，以 合 于 时 代 潮 流 的 新 创 剧

目 演 绎 视 听 奇 观，精 心 营 造 一

种 百 花 争 艳 的 审 美 境 界，以 最

佳 的 阵 容 和 良 好 的 表 现，向 祖

国汇报，接受广大观众的检阅。

今年 3 月，剧院新一届领导

班 子 上 任 以 来，在 认 真 总 结 过

去 几 年 工 作 经 验 的 基 础 上 提

出，要以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为 总 体 目

标，以 剧 目 建 设、人 才 建 设、市

场开发为重点，深化内部改革，

转换机制，在全院逐步形成“讲

团结、树正气、排精品、推人才、

抓 管 理、创 效 益”的 共 识，推 动

国家京剧院成为全国京剧界的

龙 头 团 队，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目标和思路。

国家京剧院作为戏曲界中

唯 一 的 国 家 院 团，应 在 全 国 范

围内努力做到符合其应有的地

位、承 担 起 历 史 责 任 和 光 荣 使

命，真 正 地 发 挥 起 引 领 和 辐 射

全国戏曲院团的“导向性、代表

性、示范性”作用。

一、在剧目建设上，要着力

提 高 艺 术 创 作 生 产 力，激 活 艺

术 思 维 创 新 力，凝 聚 高 尚 艺 术

追 求 向 心 力，打 造 艺 术 形 象 品

牌竞争力。在尊重艺术创作规

律 的 前 提 下，高 度 重 视 京 剧 艺

术的传承与发展，这要求：

重视京剧艺术特别是流派

的继承和发展。流派是京剧艺

术进入成熟阶段并形成表演体

系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

说，对京剧流派的继承，就是对

京剧艺术的继承。根据中央领

导 的 指 示，抓 实 京 剧 流 派 班 国

家 京 剧 院 基 地 的 教 学、排 演 工

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京

剧流派班的教学与国家京剧院

的人才培养、剧目建设、市场开

发结合起来。作为历史上拥有

多位流派创始人和杰出传人的

国 家 京 剧 院 ，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我 们

要上承前辈艺术家

的 艺 术 遗 产 ，下 启

后学接班人的艺术

研 习 ，全 方 位 地 继

承 流 派 艺 术 的 精

华 ，使 京 剧 流 派 与

时代同行。

重 视 优 秀 保 留

剧 目 的 复 排 ，建 立

和完善优秀保留剧

目上演制度。前辈

艺术家留下了众多

的 优 秀 剧 目 ，这 些

剧目都是历经风雨

洗 礼 和 时 空 检 验 ，

为我们加强艺术建

设 ，丰 富 京 剧 艺 术

的 画 廊 ，提 供 了 丰

厚 的 艺 术 滋 养 ，是

我们京剧艺术的宝贵财富。我

们 要 定 期、有 计 划 地 复 排 优 秀

保 留 剧 目，建 立 优 秀 保 留 剧 目

上 演 制 度，将 经 典 的 艺 术 作 品

奉献给当下的广大观众。

重视新创剧目的精心策划

与创排。在继承传统和复排保

留 剧 目 的 基 础 上，大 力 创 作 符

合 艺 术 本 体 特 征，适 应 时 代 精

神要求和当下受众审美需求的

剧目，打开艺术视野，提高艺术

创 新 力，为 京 剧 艺 术 添 加 更 多

的优秀剧目。

二、在人才培养上，建立完

善京剧人才健康发展和脱颖而

出的运行机制，培养优秀人才，

吸引特殊人才，以“延长当红艺

术家艺术青春，推动中青年演员

的脱颖而出”为工作重点，逐步

形成流派纷呈、行当齐全的演出

阵 容 。 同 时，逐 步 提 升 人 员 的

整 体 素 质，使 演 奏、舞 美、创 作

和经营管理人员的人才格局与

国家京剧院的地位相适应。

三、在市场运作上，对已经

实施的三大演出季的概念进行

重新定位，精心策划、精心实施

新春、“ 五一”、金秋“ 三大演出

季”。 明 确 定 位，强 化 特 色，进

一 步 扩 大演出季的影响力。“五

一”演出季的定位为“新作·名家·
新秀”，以推出新剧目，推出当红艺

术家和中青年演员专场演出为主；

“金秋演出季”的定位为“回顾经

典”，以剧院经典保留剧目展演为

主；“新春演出季”则力求传统与时

尚、继承与创新的互为依托和有机

整合，抓住元旦春节前后演出市场

旺盛的特点，在继续推出“名家名

段迎新春演唱会”和演出经典传统

剧目的同时，积极扩大市场份额，

策划推出“国韵”系列大型演出，

拓宽演出渠道，吸引更广泛的观

众群体。

“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优 秀 剧 目

展 演”将 成 为 推 动 国 家 京 剧 院

规划艺术创作，复排经典剧目，

开 发 演 出 市 场，打 造 剧 院 品 牌

的 重 要 平 台 。 我 们 要 认 真 学

习、领会、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二 十 二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加 强 机 制 创 新，进 一 步 增 强 活

力 ，继 承 发 扬 中 华 文 化 优 良 传

统，着力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为推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国家剧

院应有的贡献。相信，国家京剧

院依托“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

展演”这个平台，会有长足的进

步和更大的发展。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按照“国

家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

强活力”的总体要求，在遵循“继

承、发展、创新”理念的基础上，积

极探索艺术院团发展的新途径。

经过近年来的演出实践与经验总

结，2010 年新春伊始，在全国率

先 启 动 了“ 优 秀 保 留 剧 目 轮 换

上演制”，尝试将优秀保留剧目

价 值 最 大 化 ，即 中 国 儿 童 剧 场

和假日经典小剧场在每个星期

同 时 上 演 两 部 儿 童 剧 ，一 年 将

有 25 台剧目轮换演出。仅 2010

年 上 半 年，演 出 达 300 场，演 出

收 入 近 600 万 元 ，观 众 近 12 万

人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 优秀保

留剧目轮换上演制”的实行，正

是 品 牌 观 念 的 有 效 运 作 ，其 核

心内容是利用中国儿童剧场的

地缘优势，打造一个为家长、孩

子所认可和喜爱的首都儿童戏

剧中心、精品艺术的“嘉年华”。

爱 因 斯 坦 曾 以 亲 身 的 体 验

告诉我们：“艺术的力量是无穷

的，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

象 力 。 知 识 是 有 限 的 ，而 艺 术

所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儿

童 戏 剧 不 仅 仅 是 纯 粹 的 艺 术 ，

它 还 肩 负 着 教 育 功 能 ，准 确 地

说 是 艺 术 的 启 蒙 和 审 美 的 引

领。戏剧艺术在儿童成长过程

中 具 有 特 殊 的 开 发 智 力 、陶 冶

情操、提高审美情趣的作用，这

种特殊的教育作用是其他教育

方式所不可替代的。正如歌德

所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

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

能 培 养 成 的 。”所 以 ，每 一 部 要

搬 上 舞 台 的 儿 童 剧 ，每 一 部 为

孩子们演出的剧目都必须是优

秀 的 ，优 秀 的 儿 童 剧 必 须 是 纯

净之美与童趣欢乐的集合。一

部优秀的儿童剧可以影响和改

变 孩 子 的 一 生 ，在 他（她）的 心

灵 深 处 产 生 不 可 估 量 的 作 用 。

孩子们的辨别判断能力尚未完

善 ，就 更 需 要 高 雅 艺 术 作 品 的

陶冶。

在创作理念上，近年来中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始 终 坚 持 走“ 精

品之路”，坚持走“类型多样化”

的道路。我们将经典和精品的

意识深深地融入到艺术实践探

索 当 中 ，在 重 排《十 二 个 月》、

《快 乐 的 汉 斯》的 基 础 上 ，将 世

界经典名剧《饼干小子》搬上舞

台 ；不 仅 有 独 创 的 品 牌 动 漫 童

话 剧《小 蝌 蚪 找 妈 妈》、人 偶 童

话 剧《小 兔 快 跑》，还 有 揭 秘 当

代 少 年 内 心 世 界 、解 读 父 爱 亲

情 的 现 实 题 材 儿 童 剧《天 蓝 色

的纸飞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精 髓 的“ 中 华 魂 系 列 创 作 ”，是

将 古 典 文 化 与 现 代 思 维 结 合 ，

进行更加人性化的创作和充满

童 趣 的 创 新 演 绎 ，无 论 是 改 编

自四大名著之一的神话舞台连

续剧《西游记》还

是 取 材 于《山 海

经》的神话剧《太

阳鸟》，均成为了

儿 童 戏 剧 史 上 的

新 的 创 造 ！ 在 重

新 审 视 古 典 名 著

的 过 程 中 ，通 过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时 尚 化 表 现 形

式 ，向 孩 子 们 传

达真、善、美。

放 眼 世 界 ，

“ 引 进 来 、走 出

去”，是中国儿童

艺 术 剧 院 近 年 来

的 创 作 重 点 ，与

世 界 著 名 艺 术 团

队 、艺 术 家 的 合

作 交 流 ，丰 富 了

舞 台 表 现 形 式 ，

如 引 进 的 充 满 想

象 力 的 日 本 剧 目

《小 吉 普·变 变 变》、《三 只 小

猪·变 变 变》，都 受 到 了 中 国 小

观 众 的 喜 爱 。 与 瑞 典 林 格 伦

团 队 合 作 的《皮 皮·长 袜 子》以

及 邀 请 澳 大 利 亚 著 名 导 演 彼

得 合 作 的 具 有 中 国 民 族 特 色

的 大 型 视 觉 舞 台 剧《 十 二 生

肖》，整 合 中 国 民 俗 传 统 与 外

国 艺 术 元 素 ，展 示 中 外 文 化 的

交 融 之 美 ，也 都 在 观 众 中 产 生

了良好的反响。

在经典作品中，倾注了我们

的感情、思想和 爱，以 使 其 在 儿

童 幼 小 的 心 灵 中 萌 芽 ，使 孩 子

们 的 思 想 观 念 、欣 赏 习 惯 、审

美 趣 味 尽 早 得 到 陶 冶 和升华。

这就是儿童剧的重要与独特之

处——为中国戏剧培养未来的

观众。

我们注重的是艺术的品质，

将经典和精品的意识深深地融

入 到 艺 术 实 践 探 索 当 中 ，不 断

探 索 快 乐 戏 剧 之 路 、市 场 与 公

益 结 合 之 路 。 为 了“ 让 全 中 国

的 孩 子 都 能 看 到 儿 童 剧 ”这 一

梦想，我院近年来始终坚持“天

使 之 爱 ”大 型 公 益 演 出 活 动 、

“ 走 进 西 部 校 园 系 列 演 出 ”活

动。把优秀的剧目送到偏远地

区 和 贫 困 家 庭 孩 子 们 的 身 边 ，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沐浴

经典戏剧的快乐！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演 出 团

队 走 进 革 命 老 区 以 及 偏 远 地

区 的 活 动 始 终 没 有 间 断 过 ，

“ 优 秀 剧 目 西 部 行 ”系 列 演

出 覆 盖 了 四 川 、云 南 、贵州、

青 海 ……2009 年 ，我 们 走 进 了

西藏，今年 9 月我们还将奔赴新

疆！西部的孩子们几乎都是第

一次看儿童剧，刚开始时，他们

会 因 为 好 奇 兴 奋 而 变 得 混 乱 、

躁动，渐渐地就会被剧情吸引，

被纳入到舞台艺术所营造的唯

美 的 环 境 之 中 ，并 产 生 由 艺 术

欣 赏 所 引 发 的 特 定 情 绪 ，同 时

在一颗颗纯洁透明的童心中引

发共鸣。由于他们是第一次接

触 儿 童 剧 这 种 艺 术 样 式 ，这 种

心灵震撼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

过 我 们 的 想 象 。 而 在 北 京 、上

海 这 样 的 大 城 市 里 ，由 于 儿 童

剧 资 源 的 丰 富 ，许 多 孩 子 已 经

形 成 了 观 剧 的 经 验 与 习 惯 ，他

们 会 主 动 地 、定 期 地 选 择 这 种

艺术审美方式丰富自己的课外

生 活 ，不 断 地 接 受 和 理 解 这 门

综合艺术。

人 天 生 就 具 有 通 过 眼 睛 来

理解艺术的能力。按照特定的

艺 术 规 律 ，让 孩 子 从 小 就 大 量

接 触 艺 术 ，并 有 意 识 地 引 导 他

们 从 中 感 受 生 命 力 的 种 种 模

式 ，是 培 养 审 美 感 知 能 力 的 一

个有效的办法。优秀的儿童戏

剧正是通过自身所具有的综合

的 美 感 来 引 领 孩 子 审 美 的 方

向 ，引 导 他 们 注 意 戏 剧 形 态 中

那处处可见的生命力和情感变

化 。 而“ 优 秀 保 留 剧 目 轮 换 上

演制”的实行不仅锻炼了队伍，

培 养 了 新 人 ，更 是 保 障 了 孩 子

们 能 够 长 期 感 受 艺 术 ，最 终

受益。

深入推 进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

促 进 儿 童 戏 剧 事 业 的 全 面 繁

荣 和 演 出 市 场 的 快 速 发 展 ，

作 为 儿 童 戏 剧 人 ，我 们 愿 意

坚 守 这 份 责 任 ，为 孩 子 们 的

童 年 描 绘 更 加 绚 烂 的 色 彩 ，

为 他 们 的 心 灵 开 启 通 往 纯 美

的 大 门 。

日前，由文化部主办的

“2010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优 秀

剧目展演”隆重开幕。作为

代表着国家最高艺术水平

的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之

一，国家话剧院担负着弘

扬核心价值观、传播主流戏

剧文化的社会职责。我们

从近年来新创作的优秀剧

目中，精选出《这是最后的

斗争》、《红玫瑰与白玫瑰》、

《都市囧人》和《向上走，向

下走》4 部话剧参加本次展

演活动，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热 烈 欢 迎 。 演 出 尚 未 开

始，票房销售已近告罄，显

示出了当今戏剧艺术依然

所拥有的广泛而热情的受

众拥趸。

戏剧是最善于表达思

想的舞台艺术形式之一，

这种艺术形式很容易被人

们理解和接受。正是由于戏剧

受众群体的广泛性，以及在揭

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等

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独特

作用，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文

化产品，戏剧始终具有无穷的

生命力。

在戏剧欣赏中我们往往有

这样的体会，看过一部戏后，能

立刻说出它好看或者不好看，

感人或者不感人，完全是一种

直观的感受。这种感受不需要

加以理性的考虑和分析，感人

的戏就是好看的戏。好的戏剧

作 品 饱 含 着 艺 术 家 的 思 想 情

感，通过生动的舞台表现，作用

于欣赏者的感情，使观众和艺

术家在心灵上产生共鸣。戏剧

的情感导向作用，在艺术形象

感染力的发挥中得到了最为充

分的体现。而优秀的舞台戏剧

作品，往往又体现在其张扬社

会理性，描写人间至情，以及追

求真、善、美的永恒主题上。

戏剧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

集“ 情 感 ”“ 理 性 ”“ 教 化 ”于 一

身的寓教于乐的功能，是因为

在戏剧演出中蕴涵着艺术家对

生 活 的 理 解 、认 识 、评 价 和 态

度，渗透着艺术家的审美理念

和社会理想。

例 如，国 家 话 剧 院 演 出 的

具有哲理性内涵的经典名作话

剧《简·爱》，就是这样一部关于

情感、关于理性的“寓教于美”

的优秀剧目。它的真正价值远

不止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娱

乐性描述，它饱含着对 爱 情 本

质的紧迫追问和对人性内涵的

深切关怀。通过坚持自由、尊

严、平等的生命准则，追求人格

的完美。

在 今 天 的 现 实 生 活 中，实

用 主 义 倾 向 给 爱 情 添 加 了 太

多 的 外部物质附加物，而建立

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深刻理

解基础之上的两情相悦，却常

常成了被忽视的精神诉求。在

这 种 婚 恋 氛 围 中 ，《简·爱》的

上演，无疑是干涸的河床上流

来一股清泉，滋润了人们渴求

寻 回 爱 情 本 源 的 心 田 。 正 是

由 于 这 样 一 种 社 会 心 态 的 契

合 ，造 就 了《简·爱》演 出 的 巨

大 成 功 。 这 部 戏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前 后 共 演 出 20 多 场 ，场 场

都 是 一 票 难 求 ，受 到 了 观 众

极 为 热 烈 的 欢 迎 。 由 此 可

以 证 明 ，经 典 剧 目 的 人 文

教 化 力 量 可 以 穿 越 时 空 的

阻 隔 ，在 观 众 的 拥 戴 中 不

断地延续下去。

欣 赏 戏 剧 作 品 的 过 程

中，人们的审 美 感 受 总 是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由 表 层 到 深

层 、由 感 性 到 理 性 逐 渐 深

化 的 。 相 对 于 逻 辑 严 密 、

概 念 明 确 的 说 服 教 育 ，戏

剧 使 人 们 获 得 理 念 、陶 冶

性 情 的 过 程 是 一 个“ 随 风

潜 入 夜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缓

慢 过 程 。 同 时 ，也 是 戏 剧

艺 术 对 观 赏 者 发 挥 的 作 用

变 得 越 来 越 深 入 、越 来 越

稳固的过程。

国家话剧院参演文化部

主 办 的“2010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的 重 头 戏

《这是最后的斗争》，主题是

表达两代共产党人在家庭内部

的是非抉择上对于道德和理想

的坚守、坚持。在创作上，发扬

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宝贵特

性，大胆承认有阳光的地方就

有影子，不规避社会上存在的

腐败现象，但又不停留在仅仅

进行单纯揭露的简单层面，而

是通过人物的行为阐明社会发

展主流方向，为解决问题提出

意见。同时，坚持人物形象塑

造的真实性原则，剧中的正面

人物也同样存在着人性弱点，

而不是一系列苍白单薄的主旋

律符号。这就使现场观众在接

受和理解中，逐渐进入了一种

“邪不压正”的戏剧氛围，使欣

赏者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心

灵得到净化，对人的思想和精

神 面 貌 起 到 了 潜 移 默 化 的

影响。

一 言 以 蔽 之，戏 剧 艺 术 的

生命力来自于它自身的价值，

也 就 是 戏 剧 所 特 有 的 社 会 功

能。一方面，戏剧艺术通过戏

剧创作——戏剧演出——戏剧

欣赏的全过程，影响着人们的

思想感情，对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产生作用和影响，最终实

现其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戏

剧艺术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始终

建 立 在 其 最 本 质 的 审 美 娱 乐

功 能 的 基 础 之 上 ，具 有“ 以 情

感 人 ”“ 寓 教 于 乐 ”“ 潜 移 默

化 ”的 独 特 之 处 。 这 是 戏 剧

和 其 他 艺 术 形 态 最 根 本 的 区

别 。 正 是 因 为 具 有 这 种 独 特

的 社 会 功 能 ，才 使 得 戏 剧 艺

术 有 了 更 高 的 存 在 价 值 ，始

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 国 家 艺术院团优秀剧目

展演”仿佛使国家艺术院团穿上

了一双魔力强大的“红舞鞋”，为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为充分发挥戏剧艺术

凝魂聚气的社会功能，国家话剧

院将永不停息地贡献出在主流

戏剧艺术创造方面的无穷智慧与

不懈努力。

专 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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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明水平的集中反映，而且对全社会的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文艺创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都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前，由文化部主办的“2010 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举行，本版约请了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院长周予援就国家艺术院团体制机制改革、剧目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国家艺术院团在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艺术作品中所应起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
用撰写文章并予发表，以飨读者。

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

脚踏实地 继承创新
国家京剧院院长 宋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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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机制催生艺术精品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周予援

宋官林近影

周志强近影

周予援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