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来泼冷水的。时下，

“草根明星”这字眼总是不期然

抢占我的眼球。上了春晚的，

没上春晚的，貌似每个人都代

表了一个形式感朴实内容却荡

气 回 肠 的 励 志 故 事 。 首 先 声

明，我欣赏一切平凡心灵对梦

想的执著，却并不相信“所有梦

想都开花”的神话能在刹那实

现，实现了的，那必定是假花。

窃以为，一夜成名和一夜

暴富的原理差不多，如果不厚

道地将蹿红的草根与暴发户暗

相 比 较，就 会 更 加 不

厚道地发现二者的诸

多雷同。暴发户与世

袭富豪的认知区别往

往 在 于，前 者 认 为 那

种 该 吃 咸 菜 吃 咸 菜，

该喝豆浆喝豆浆的日

子 一 去 不 复 返 了，所

有 幸 福 指 日 可 待，于

是可着劲儿地“造”和

“作”，无论后事如何，

不管下回分解。后者

则 深 谙“ 常 将 有 日 思

无 日，莫 把 无 时 当 有

时 ”的 持 家 之 道 ——

即经济学所谓盈利能

力，科 技 领 域 所 谓 续

航 能 力，新 闻 用 语 之

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 在 的 情 况 是 ，

明明不具备可持续发

展 能 力 的 某 些 人，原

因 不 明 地 红 了，还 十

分 自 我 感 觉 良 好，于

是我不得不把带着冰

碴的冷水献上。

首 先 ，论 舞 台 经

验和表演技巧，专业人

士以压倒优势胜出，草

根明星的本色表演真

不是什么可资炫耀之

事；其次，草根明星磨难丰富固

然不假，但磨难不等于阅历，磨

难只有助于意志力锻炼，其对

表演的促进作用还有待考证；

再次，草根蹿红的幕后推手树

立励志榜样，境遇不佳的人选

一抓一大把，这个人不是甲也

会是乙，机会砸到谁头上都不

值得沾沾自喜。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

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

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力证艰

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间正道。

后来的超女、快男、我型我

秀，大抵都拷贝了孟子的后见

之明，其所力推的人物，都能从

不同角度挖掘出一个让人声泪

俱下的故事，把成功人士应该遭

的什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之类的罪都受了一遍。

为了论证这个过程，根据需要，

他爸他妈、他姑他姨都得学会

对着镜头、对着录音笔、对着采

访机开诉苦大会，还得有“ 粉

丝”在一边涕泪双流才够圆满。

然而遭罪受苦并不是成功

的充要条件，事实一再表明，不

冷静的围观群众情绪来得快去

得也快，多少草根明星风光于

他们的围观和起哄，经历了短

暂的被八卦和自曝隐

私的明星生涯，旋即以

更 快 的 速 度 销 声 匿

迹。在下一轮对主流

不屑的“杀富济贫”的

集体情绪中，对弱者不

由分说的同情与感同

身受又会附体在李四、

王五随便什么人身上。

毕竟不是每个草

根都有李玉刚那么好

的 运 气，能 牵 着 橄 榄

枝 跨 入 正 规 军 序 列，

自此后顾无忧。大多

数红极一时的草根，那

简直是开水里的螃蟹

和虾米，红透了就死。

即便大红大紫之时，转

正之路也比小三转正

难上百倍。过了这番

气候，还不知能否再适

应“ 打 一 枪 换 一 个 地

方”的生存游戏。其前

途 之 未 卜，来 路 之 多

艰，没 准 儿 又 够 写 好

几本励志图书了。

所 以 ，虽 然 一 开

始的自娱自乐不小心

演变成后来的万众瞩

目，甚 至 有 了 向 商 业

化 迈 进 的 无 数 可 能，

也得时不时提醒自己，著名草

根仍然是草根，如同芸芸众生

中的任意一员，心心念念的质

变并没有发生，从哪里来回哪

里去的情节随时有可能上演。

所以，如果暂时没有量身

定做的原创作品，翻唱别人的

歌别太心安理得，该交版权费

就交版权费；不要天真地幻想

“ 粉丝”会永远毫无保留地挺

你，他们变脸的速度比股市还

快；也别奢望出现一亮相就技

压群芳，一开口就艺冠京华的

灵异事件，加强学习，先天材质

暂且不论，努力镀金至少还能

显得鲜亮点儿。

话剧《王府井》：

一口装满了愿望与困难的深水井
本报记者 赵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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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涉世很深

国家大剧院运营 3 周年以来，

以大体量、高水准的艺术生产和

演出策划赢得了自下而上的交口

称赞，于是有人以为占据天时地

利人和的国家大剧院总是能轻而

易举地心想事成。其实不然，国

家 大 剧 院 也 有 未 曾 实 现 的“ 夙

愿”：为北京人写一部能够塑造北

京人精神肖像的戏。

照理，这样的重任应该由北

京人艺完成，事实上，北京人艺一

直表现不俗，但国家大剧院以为，

作为北京的文化地标，作为中国

最高级的艺术殿堂，对此也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心中格

外蕴藏着一眼富含真泉的“王府

井”，曾经担任北京市东城区委书

记的陈平深深懂得“王府井”对于

北京的意义，弄一台厚重而别致

的话剧《王府井》的行动 3 年来一

直 悄 悄 地 进 行 着 …… 然 而，“ 王

府 井”这 眼 井 实 在 水 深，据 说 先

后有 3 位著名编剧参与，终因“恐

水”而止于井边观望，未能下水。

据说，关于话剧《王府井》的创作

座谈会也开了很多回，真是慎而

又慎。

故此，这部原本先于《简爱》

的《王府井》直到《简爱》演了 3 轮、

眼下又成为“北京人艺之春”的座

上宾的时候，才悄然召开了建组

发布会。导演是 3 年前就定下的

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任鸣，编剧

是北京人艺的演员、编剧郑天玮，

演 员 是 北 京 人 艺 的 于 震 等 众 多

人。很显然，话剧《王府井》与北

京人艺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但，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舞美

设 计 高 广 健 的 赫 然 在 座 为 话 剧

《王府井》这块匾镶上了“国家大

剧院原创话剧”的身份。

这部已经酝酿了 3 年的原创

话 剧《王 府 井》目 前 被 叫 做“ 上

部”，由此可见王府井的深广很难

驾驭，一部通常两个小时的话剧

根本放不下“王府井”。4 月 19 日

至 5 月 3 日，上部《王府井》将正式

上演，听上去是一个很突然的消

息。邓一江在建组会上对媒体宣

布：话剧《王府井》将以磅礴的叙

事全景式展现王府井这条“中华

商业第一街”百年的兴衰与沉浮，

塑造北京人的精神气象，营造浓

郁的京味儿。

郑天玮深藏不露

郑天玮坐在那里，瘦弱而精

致，紫色的衬衫与黑色的纯棉休

闲西服外套体贴地拥抱着她的身

体，似乎静若处子，但，她的嘴角

有意识地上扬，她的眼神小心翼

翼地观望，她的心很忙。对于业

已完成的上半部《王府井》她本人

未做评价，只是说上半部写的是

1900 年到 1948 年王府井的跨度。

很难想象一位如此娇弱的女

子为什么敢于潜入“王府井”这口

深水井，不畏呛死的危险。原来，

娇弱只是郑天玮的外表，由演员

转为编剧的郑天玮一向深刻，话

剧《古玩》是她的杰作。为了话剧

《王府井》，她连续百天游走于王

府井大街，边走边想，埋头翻阅无

数史籍，历时两年“修行”，数度修

改，终成大作。

郑 天 玮 说 她 在 现 实 主 义 的

《王府井》中放了一些诗意。写作

的最大难度是历史转场，而有关

舞台美术的前期配合帮她解决了

这个难题。诗意可能是“王府井”

这口深水井冒出的美丽的水泡。

任鸣精神焕发

3 年前话剧《王府井》就看中

了任鸣导演，任鸣说：我是国家大

剧院艺委会委员，我是一个在北

京 长 大 的 孩 子，我 导 演 过《北 京

大爷》、《北街南院》、《全家福》等

充 满 了 北 京 味 的 戏 ，我 很 高 兴

《王府井》即将成为我的第 66 部

戏剧作品。

作为地道的“老北京”，任鸣

坦言，自己一拍北京题材的戏就

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没 有 人 怀 疑 他 的 劲 头 儿 。

高大的任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的 精 气 神 儿 简 直 要 烧 开“ 王 府

井”这 口 井，在 座 的 主 创 人 员 以

及 媒 体 记 者 全 都 被 他 的 激 情 点

燃。这位北京孩子激动地说：每

次出差我都会想念北京，飞机在

北 京 上 空 盘 旋 将 要 着 陆 的 时 候

我就开始兴奋，下了飞机坐在车

上 进 城 ，越 往 城 里 走 ，我 越 高

兴。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班，我住

史家胡同，我会带着满腔的热情

导《王府井》。

在表面的冲动下任鸣将要在

《王府井》中实现三个坚持：坚持

主流戏剧理念，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 手 法 ，坚 持 刻 画 民 族 的 精 气

神。在现实主义之外，任鸣还将

把象征主义及表现主义手法融汇

到《王府井》当中，据说，一位半人

半神的“匾爷”将贯穿全剧，在 100

年间持续刻匾，将王府井大街上

的每一户商铺都镌刻在匾上。

任鸣风趣地说，他的演员才

是 真 正 会 打 仗 的 硬 汉 。 任 鸣 把

曾 在 话 剧《骆 驼 祥 子》中 饰 演 祥

子、《天下第一楼》中饰演成顺、

《北街南院》中饰演杨子的于震，

以 及 演 技 派 演 员 王 继 世 、战 卫

华、王劲松、王长立、王刚等一一

介 绍 给 大 家，让 人 从 中 看 出《王

府 井》的 骨 格 。 毫 无 疑 问，话 剧

《王府井》将是一部呈现大历史、

抒写大情怀的大戏。

高广健谦虚谨慎

高广健原本舞美出身，在国

家大剧院这个平台上，他如鱼得

水——有很多机会展示才华；他

如履薄冰——每一次都必须呈现

国家大剧院水准。《图兰朵》的成

功是《图兰朵》的成功，《王府井》

的困难是《王府井》的困难。王府

井漫长历史如何以舞美的机制转

换在瞬间实现？难煞了高广健。

何况，为话剧整景，高广健手生，

偏偏《王府井》又不是“茶馆”不是

“楼”，而是一条宏阔的街。纵观

以往的北京戏，舞美设计均以写

实为主，如《茶馆》的故事发生在

“馆”内，《天下第一楼》则是围绕

“楼”展开，《南街北院》更是着重

一个“院”字。

高广健特意找来了 100 年前

的北京地图，他发现《王府井》不

仅要展现一条街，更是要让人透

过一条街看到整个城。他为《王

府井》设 计 了 可 以 360 度 旋 转 的

舞台，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完成大

容 量、高 密 度 的 场 景 转 换，更 寓

意 着 城 市 格 局 的 改 变 和 王 府 井

的变迁。史料记载，1912 年王府

井大街曾发生过一场大火灾，火

势 凶 猛 ，整 个 市 场 顿 时 化 为 灰

烬 ，全 场 商 户 无 一 幸 免 。《王 府

井》上部的重头戏将放在这场大

火的设计上，观众将在舞台上看

到 这 场 大 火 独 具 匠 心 地 呈 现 。

至于具体的呈现方式，高广健卖

了个关子：观众走进剧场时谜底

自然就会揭开。

总之，《王府井》是一个难讲

的故事，一口装满了愿望和困难

的深水井。

2 月 11 日晚，塞尔维亚贝尔格

莱德爱乐乐团联袂中国艺术家为

当地观众呈献了一台中国风情浓

郁的音乐会，上演了李焕之的《春

节序曲》、关峡的交响幻想曲《霸

王别姬》、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

协奏曲》。

音乐会在位于贝尔格莱德市

中心的科拉达茨音乐厅举行，由

中国指挥家邵恩执棒，贝尔格莱

德爱乐乐团演奏，参演演员包括

钢琴独奏张昊辰、女高音陈俊华、

筝演奏家张晓红、箫演奏家张瑞

雪、京胡演奏家王爽。

“虽然听不懂中文唱词，
但我的灵魂在哭泣”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文

化处的协助下，音乐会当晚，科拉

达茨音乐厅内张灯结彩，贴满了

2011兔年春节的海报，中国红灯笼、

春节对联、风筝等中国元素随处可

见。在浓郁的中国年味气氛中，交响

幻想曲《霸王别姬》让当地观众感

受到了别样的中国风情。

作曲家关峡为筝、箫、女高音

与乐队而作的交响幻想曲《霸王

别姬》来源于家喻户晓的霸王和

虞姬的故事，整部作品按照音乐

的 叙 事 结 构 和 人 的 心 理 结 构 完

成，筝、箫、京胡、女高音等元素都

融入了中国音乐元素。在 20 分钟

的演奏中，力拔山兮的霸王主题、

筝与箫奏出四面楚歌、乐队叠压

出的十面埋伏的紧张气氛，梅派

京剧虞姬《看大王》的凄美唱段，

共同构成了英雄——美人——死

亡 的 悲 壮 历 程，令 人 感 慨 唏 嘘。

整个曲目表演过程中，台下观众

目不转睛，不愿意放过一分一秒

的时间，虞姬扮演者陈俊华演唱

时，完美华丽的京剧扮相和凄美

的京剧唱腔更是令外国观众为之

倾倒。

贝尔格莱德的一位美声歌唱

家听罢意犹未尽地说：“虽然我听

不懂中文唱词，但我深深地被这

首曲子的优美旋律所触动，我感

觉到我的灵魂在哭泣。”

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涌到

后 台 与 演 员 合 影，一 位 观 众 说：

“ 你 们 的 音 乐 真 是 太 不 可 思 议

了，太出乎我意料了，我永远都不

会忘记这场音乐会！”

由于《霸王别姬》演出后好誉

如潮，贝尔格莱德爱乐乐团决定

下个乐季继续举办庆祝中国春节

音乐会系列。

中西合璧的全新体验

贝尔格莱德爱乐乐团成立于

1923 年，具有 88 年的悠久历史。

由于乐团是第一次演奏这部中国

作品，对于乐队成员来说是全新

的体验。为了让这些对中国传统

文化知之甚少的外籍乐手领悟该

部作品的精髓，指挥邵恩将作品

的素材来源和中国历史文化、中

国哲学、中国人对死亡的解释等

一一给乐队耐心讲解。乐队专心

聆听，努力体会指挥要求。而来

自中国的演员则将中国京剧、民

族音乐元素演绎得淋漓尽致，整

体配合精确到位。

同时，这也是贝尔格莱德爱乐

乐团第一次与中国的民族乐器合

作，他们对中国民族乐器充满好

奇，筝对于他们来说类似于竖琴，

而箫与长笛相似，但京胡如此小

的乐器竟然能发出这样强的声响

则让他们惊讶不已。乐队成员表

示，通过这次合作，他们对中国当

代交响乐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知。

中国交响乐
开启巴尔干之钥

由于巴尔干之钥——贝尔格莱

德在巴尔干半岛的特殊战略位置，在

此演奏战争题材的作品，更容易引起

观众的共鸣。贝尔格莱德的每一代

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追求和平是共

同的诉求。面对战乱，很多音乐家

只能流亡海外，直到近 10 年塞尔

维亚政体相对稳定，音乐厅和交

响乐团才得以陆续重建。

20 世纪以降，交响乐这门世

界语言以加速度发展着，越来越

多的新元素被添加到交响乐中，

中国的交响乐也加入了很多中国

元 素 。 随 着 中 国 文 化 的 不 断 发

展，东西交响乐名曰“融合”实则

西方一统天下的趋势日渐遭到质

疑，以西方音乐的审美标准来衡

量东方音乐作品优劣的思维惯势

正在受到挑战，东西方交响乐的

格局正在重新构建。

贝尔格莱德素来被认为是西

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交界，业内人

士表示，选择在此举办具有中国交

响乐元素的音乐会意义深远。

当地媒体评价说，《霸王别姬》

在贝尔格莱德演出的意义在于让

世界认识、熟悉中国的交响乐，为

中国交响乐走向国际演出平台开

拓出一条新路，进一步扩大了中国

交响乐的世界影响。

兔 年 新 春 的 爆 竹 仍 不 绝 于

耳，元宵佳节的灯笼即将高高挂

起。作为中央民族乐团主办的中

国传统节日系列音乐会之一——

《灯火良宵·2011 元宵民族音乐

会》将于 2 月 17 日晚在北

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

演 。 届 时，指 挥 家 许 知

俊、琵琶演奏家吴玉霞、

笛 子 演 奏 家 王 次 恒、二

胡 演 奏 家 李 源 源、大 提

琴演奏家王崇武等将倾

情奉献、联袂出演。

该音乐会无论是演

出 形 式、演 奏 方 式 还 是

音 乐 风 格，均 体 现 出 鲜

明 特 色，尤 其 在 曲 目 安

排 上，不 仅 有 烘 托 节 日

欢 庆 气 氛、体 现 民 族 幸

福 生 活 的 乐 曲，更 有 展

示 中 华 文 化 悠 久 历 史、

彰 显 民 族 精 神 的 佳 作：

民族管弦乐《节日序曲》

以唢呐曲牌《淘急令》为

素材，采用唢呐与乐队变奏的手

法，表现了普天同庆、万民欢腾的

节日气氛；琵琶与乐队《春江花月

夜》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融入西

方和声复调的对比手法，乐曲既

保留了传统曲貌又符合现代审美

情趣；笛子独奏《桑园春》以嘉善

田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江南水

乡的春天美景；《月色荷塘》是许

知 俊 根 据 刘 炽 的《荷花舞》改编

而作的一首民族管弦乐作品；二

胡、大提琴和乐队《菊花

台》则是传统与现代、古典

与流行、中国和西方等诸

多元素的集合体，亦是中

央民族乐团在乐曲创作

上的一个成功尝试。

除 此 之 外 ，音 乐 会

还安排有中央民族乐团

委 约 许 知 俊 的 新 作 品

《新疆组曲》、刘文金的

《难忘的泼水节》、赵东

升 改 编 的《彩 云 追 月》

等，这 些 作 品 均 体 现 出

中 华 民 族 和 谐、向 上 的

精 神 内 涵 。 最 后，音 乐

会将以合奏曲《龙舞》压

轴，用“ 金鼓喧腾”之气

魄与气势融入这举国同

庆的盛世良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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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乐团

灯火良宵·2011元宵民族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成长）情人节

期间各大影院爱情题材影片扎堆

已不稀罕，而今年的情人节，京剧

也搭上了这班车。由北京京剧院

出品、陈薪伊执导的新编历史京

剧《蝶海情》特意选在 2 月 14 日、

15 日两天于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

度亮相，为观众呈现了一曲凄美

的爱情悲歌。

新编历史京剧《蝶海情》改编

自 香 港 文 化 人 李 居 明 所 作 粤 剧

《蝶海情僧》，讲述了晚唐年间太

子真如与丞相之女香凝跨越 20 年

曲折磨难的爱情传奇。

该 剧 由 著 名 京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叶 少 兰 任 顾 问 。 导 演 陈 薪 伊

在 剧 中 践 行 了 自 己 唯 美 主 义 的

追求，打破了传统京剧“ 一桌二

椅 ”的 表 现 形 式 ，舞 台 设 计 、灯

光、服装色彩炫目，多次出现的

表 现 蝴 蝶 纷 飞 的 群 舞 场 面 使 之

增 添 了 许 多 舞 剧 的 味 道 。 主 角

真 如 由 北 京 京 剧 院 梅 兰 芳 京 剧

团常务团长、著名叶派小生李宏

图饰演，其高亢清亮的声色引得

台 下 观 众 连 连 叫 好 。 香 凝 一 角

则由程派青衣郭玮担纲，其色泽

亮 丽 的 造 型 和 服 饰 让 人 眼 前 一

亮。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唱词

和 念 白 中 还 渗 透 着 深 刻 的 佛 教

哲思，将京剧的表现形式与佛家

大慈大悲的思想结合起来，发人

深思。

本报讯 2 月 24 日至 27 日，

导演王延松携上海戏剧学院、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解读版话剧《雷雨》将登陆国家大

剧院，这是该版本在北京的首度

演出。2 月 14 日，《雷雨》在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所有主创人员亮

相为本轮演出预热造势。

“人性化”处理是新版《雷雨》

的“魂”。在王延松看来，《雷雨》

的主线就是一个男人和先后两个

女人情爱故事的循环再现，因此

作品最大限度地弱化了“阶级矛

盾”，从“人性化”的角度来演人的

矛盾、人的苦恼、人的多面性。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王 延 松 的

《雷雨》首次恢复了曹禺原著中

的“序幕”和“尾声”。《雷雨》的故

事情节已被观众熟知，但大多数

人不知道，曹禺原著中的“序幕”

和“ 尾声”还没被导演搬上过舞

台。1936 年，曹禺曾直截了当地

说：“我曾经为演出《雷雨》的‘序

幕’和‘尾声’，想在前四幕里删

一下，然而思索许久，毫无头绪，

终于搁下笔。这个问题需要一

位好的导演用番功夫来解决，也

许有一天《雷雨》经过一番合宜

的删改，会有个新面目。”75 年后

的今天，“序幕”和“尾声”的加入

使新版《雷雨》还原了曹禺原著

中对“诗意”二字的追求，因而成

为最符合曹禺原著精神的一个

版本。

提到新版的视听设计，王延

松自信地说：“全新解读用富有创

意的视觉、听觉设计跨越戏剧表

面的裂缝，传递出语言无法传达

的内在张力，使《雷雨》变得更加

激动人心。” （桃 子）

本报讯 （记者胡芳）《邓小

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日

前由台海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

会谈录》一书收录了邓小平与 51

位外国首脑的会谈以及与外国记

者的上百次访谈，内容涉及中国

的改革开放、外交政策、台湾问

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对毛泽

东的评价等。

与市场上同类书相比，本书

以权威性见长——编写组由多位

有关文献研究专家组成，本书不仅

真实记录了精彩的谈话内容，也有

对当时历史背景、会谈场景生动而

准确的描述。近百幅珍贵历史照

片的收录，更是有助于再现当时

的情境。此外，邓小平与记者访

谈部分在以往图书中较少涉及，

本书亦弥补了这一缺憾。

京剧《蝶海情》情人节首演

王延松版《雷雨》更加激动人心

《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出版

《霸王别姬》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