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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借不能读也”，一旦

据为己有，总难逃束之高阁的

命运。艺术创作亦如此，每每

要借用别人的地界，过几天旁

人的生活，才能挤出平时少得

可怜的灵感，碰撞出在自己四

平八稳、波澜不惊的生活轨道

上 使 劲 擦 也 擦 不 出 的 火 花 。

这挤灵感、撞火花的

过 程 就 是 我 们 熟 悉

的“采风”。

采风，原指采集

民 间 的 神 话 、传 说 、

歌谣、故事、谚语等，

成 功 案 例 有《诗 经》

等 ，后 来 ，采 风 一 词

虽发展出多重语义，

但 主 要 还 是 指 深 入

田间地头，收集整理

各 种 民 间 文 学 素

材。近年来，“采风”

字眼满天飞，各种参

观、考察都被冠以采

风的名义，采风俨然

成了体验生活、寻找

创作灵感的代名词。

不可否认，很多

千 古 流 芳 的 作 品 都

在 游 历 他 乡 途 中 完

成，但诚如俗话所说

“ 重 要 的 不 是 风 景 ，

而 是 看 风 景 的 心

情 ”，伟 大 作 品 的 诞

生 ，不 是 因 为 易 景 ，

而是因为移情，作者

或 遇 国 破 家 亡 ，或 遭 贬 谪 流

徙 ，生 活 的 突 变 充 满 悲 剧 意

味。与之相较，今人的采风就

惬 意 多 了 。 如 果 说 平 淡 如 水

的 日 常 生 活 都 是 宣 叙 调 ，采

风，则是想方设法改换外部环

境、自 愿 放 逐 身 心、寻 找 咏 叹

调的过程。

典 型 得 有 点 极 端 的 例 子

就 是 旅 居 海 外 的 艺 术 家 ，之

所 以 宁 愿 风尘仆仆远走他乡，

践行“ 生活在别处”的另类理

念，其原因就是，只有远离故

土，才有充足的理由抒发去国

怀 乡 的 别 样 离 愁 。 等 到 风 景

都 看 透，又 对 故 土 备 感 新 鲜，

于是归巢，寻找国内新的采风

景点。

一 成 不 变 的 生 活 固 然 乏

味，容 易 导 致 思 维 僵 化、灵 感

枯竭，但满地乱跑也未见得是

解决之道。时下名

目 繁 多 的 采 风 比

比 皆 是 ，最 常 见 的

就 是 画 家 、词 曲 作

者 、作 家 组 团 深 入

名 山 大 川 ，动 辄 十

天 半 个 月 ，日 程 安

排 紧 凑 而 丰 富 ，

“ 踩 点 儿 ”处 囊 括

名 人 故 里 、博 物

馆 、纪 念 馆 、森 林 、

海 滩 、生 态 园 区 ，

伙 食 更 是 山 珍 海

味 ，花 样 繁 复 ，鱼

美 蟹 肥 。 一 俟 酒

足 饭 饱 ，闲 庭 信

步 ，平 时 绞 尽 脑 汁

也 升 华 不 了 的 琐

碎 生 活 顿 时 化 作

智 慧 喷 薄 而 出 ，于

是 或 泼 墨 挥 毫 ，或

即 兴 谱 曲 ，或 连 夜

吟 赋 ，分 分 钟 便 完

成 命 题 作 品 ，泉 涌

之思如有神助。

由 于 很 多 采 风

都 是 集 体 组 织 、定

点 接 待，与 之 相 应，创 作 主 题

也 是 提 前 圈 定 的，这 意 味 着，

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思绪可

以 天 马 行 空，作 品 却 不 可 以。

若 是 宏 大 主 题 倒 也 能 略 为 发

挥，怕就怕某些过分细化的命

题，要么跟地方政府的政绩挂

钩，要么跟赞助企业的形象关

联，加 之 行 程 本 就 顺 风 顺 水、

饱食终日，作品不上赶着吹捧

和粉饰才怪。

6 月 17 日，深圳交响乐团将

在深圳音乐厅举办肖斯塔科维奇

专场音乐会。届时，指挥家张国

勇 将 执 棒 深 圳 交 响 乐 团 演 奏 肖

斯塔科维奇四首交响乐作品，包

含《节日序曲》、《第一小提琴协

奏曲》、《爵士圆舞曲》和《第六交

响曲》，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第六

交 响 曲》在 深 圳 的 首

次演出。

此 次 在 深 圳 首 演

的 b 小 调《第 六 交 响

曲》作于 1939 年，是肖

斯塔科维奇上世纪 30

年代的重要创作之一，

其构思是从悲哀的思

考与回忆过渡到生活

的欢乐，据说是从马雅

科夫斯基的诗中获得

的灵感，肖斯塔科维奇

自己表示此曲是“表现

春天、喜悦、生命的气

息 ”。 乐 曲 共 3 个 乐

章，篇幅较小，有室内

乐风格。第一乐章是

慢乐章，柔美、抒情，像

是描述春天晨雾中的

景色。第二、第三乐章

是与第一乐章形成非

常强烈对比的两个快

的 乐 章 ，谐 谑 曲 和 终

曲。第二乐章主题繁

多，主要表达主观的情

调，与其说接近世态风

俗的生活的描绘，不如

说是浮想联翩的幻想

谐谑曲。相反，终曲的

音乐比较客观，体现出

明朗的喜气洋洋的形

象，全曲在又一次的狂

热之中结束。

音乐会其他 3 首乐曲，《节日

序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为纪念十

月革命 37 周年而写的一首气势恢

宏的庆典性作品，经常被用作音

乐会的开场曲目，节奏明快，气势

磅礴。《爵士圆舞曲》是旋律优美、

通俗易懂的《爵士组曲》中的一

首，具有俄罗斯色彩。《第一小提

琴协奏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两首小

提琴协奏曲中的第一首，共四个乐

章。第一乐章夜曲，具有开场曲般

的性格，以沉着的速度展现出宽阔

的旋律。第二乐章谐谑曲，具有粗

野、猛烈的曲趣。第三乐章帕萨卡

利亚舞曲，这是全曲中给人优美印

象的乐章。第四乐章是一段回旋

曲，具有舞曲般的明朗感，是全曲

中最自然、最易了解的旋律。现就

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小提琴专业的高材

生高天阳担任小提琴

独奏，与深圳交响乐团

合作演奏这首小提琴

协奏曲。

本场音乐会指挥

张国勇 1983 年毕业于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指 挥

系 ，1987 年 被 莫 斯 科

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

学院授予音乐博士学

位，现 任 上 海 歌 剧 院

院长、艺术总监，上海

音乐学院教 授 、指 挥

系 主 任 。 他 的 指 挥

风 格 简 明 自 然、富 有

灵 性，如 火 的 激 情 与

深 刻 的 理 性 浑 然 天

成 ，极 具 艺 术 张 力 。

张 国 勇 足 迹 遍 及 美

国 、法 国 、德 国 、瑞

士 、俄 罗 斯 、澳 大 利

亚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

在 多 年 的 艺 术 生 涯

中，先 后 与 国 内 外 著

名 歌 剧 院、交 响 乐 团

合 作 指 挥 演 出 了 一

系 列 歌 剧 、芭 蕾 舞

剧、交 响 合 唱 等 经 典

作 品，尤 其 擅 长 指 挥

俄 罗 斯 作 品 ，是 目前

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

的最佳诠释者。

小 提 琴 独 奏 高 天 阳 生 于

1992 年，5 岁习琴，曾获得 2001 年

上海“索乐杯”少儿小提琴比赛第

一名，2005 年罗马尼亚国际小提

琴比赛少儿组第一名，2006 年第

八届中国小提琴演奏比赛少年组

第二名及少年组“中国作品演奏

奖”，2008 年在梅纽因国际小提琴

大赛中也取得了好成绩。

“今晚这场音乐会，与其说是

一次意大利歌剧的精粹，不如说

是尤泓斐挑战意大利歌剧！”6 月

12 日，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

峦峰在为爱徒尤泓斐主持音乐会

时，这样自豪地开场。

这是尤泓斐 2011 北大艺术之

旅系列音乐会的第二场，她将在

一个晚上饰演意大利作曲家普契

尼 3 部经典歌剧中的女主角，而在

这之前，这 3 部歌剧她都没有演出

过，“这场音乐会是我所有演出中

压力最大的一次，我必须在短时

间内从头学习这 3 部作品，而且必

须学好。”

尤泓斐的“北大艺术之旅”，开

始于 2010 年。身为中央歌剧院的

演员，尤泓斐每年的演出任务不

少。站在不同地方不同的舞台上，

她认真塑造着每个角色、唱着每一

首歌，但是高雅音乐观众寥寥始终

让她心痛，于是，她决定以自己的力

量为高雅音乐的普及做点实事。

2010年，尤泓斐自费在北大百周年

纪念讲堂举办了两场讲座和4场入

门级的普及音乐会，给观众介绍艺

术歌曲、民族歌剧唱段，效果非常

好，发展了一大批高雅音乐的“粉

丝”。今年，尤泓斐决定让这些“粉

丝”真正踏进歌剧的门槛。

4 月 16 日，尤泓斐 2011 北大

艺术之旅系列音乐会的首场演出

《中国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圆满

结束。第二天，她早晨 5 点半就起

了床，将 3 本厚厚的曲谱摆在了桌

子上，挨个开始背。一个小时后，

8 岁的女儿起床了。尤泓斐给她

梳过小辫、监督她吃过早饭、帮她

背上书包送她出门后，再次回到

桌前。上午 9 点，尤泓斐准时坐在

排练厅的钢琴前，一直到中午 12

点。此后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尤泓斐几乎每天都如此精准。

音乐会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

《艺术家的生涯》第一幕中的经典

片段。圣诞前夜，潦倒的诗人鲁

道夫正要和朋友们去酒吧消遣时

突然诗性大发，留在家里创作，住

在 隔 壁 的 绣 花 女 咪 咪 来 向 他 借

火，两人却意外擦出了爱的火花。

尤泓斐和扮演鲁道夫的青年

男高音歌唱家薛皓垠一边表演，

一 边 演 唱 了 宣 叙 调《我 没 有 灵

感》、咏叹调《冰凉的小手》、咏叹

调《人 们 都 叫 我 咪 咪》和 二 重 唱

《啊！可爱的姑娘》。虚弱、温柔

的咪咪被尤泓斐用歌声和眼神准

确地描绘出来。这样的咪咪让鲁

道夫怎能不怜爱？

舞 台 上 ，咪 咪 打 动 了 鲁 道

夫；舞 台 下，观 众 的 反 应 却 有 点

僵硬——鼓掌礼貌而又克制。

第一段结束，峦峰适时地为

观 众 普 及 欣 赏 歌 剧 时 鼓 掌 的 知

识。“在国外，看歌剧其实跟咱们

看京剧是一样的，如果演员的表

演非常精彩，大家会使劲儿地喊

好，但是喊的方式却不一样。如

果是给男演员喊好，就说‘Bravo’，

给女演员喊好，要用‘Brava’，给所

有演员喊好，要用‘Bravi’。”

第二个剧目是普契尼巅峰之

作《托斯卡》的经典片段。画家卡

瓦拉多西对着画作，唱起咏叹调

《奇妙的和谐》，想念着情人托斯

卡；托斯卡误会卡瓦拉多西有了

别 的 女 人，两 人 用 二 重 唱《马 里

奥、马里奥》争吵着；托斯卡为了

救出卡瓦拉多西决定《为艺术、为

爱情》而牺牲自己；卡瓦拉多西以

为再也见不到托斯卡，绝望地唱

起咏叹调《星光灿烂》。

青年歌唱家张英席与尤泓斐

默契地演绎着卡瓦拉多西和托斯

卡波折的爱情，而观众也终于不

再吝惜言辞，大方地喊出了意大

利式的“好”。

音 乐 会 的 最 后 一 个 剧 目 是

《蝴蝶夫人》的片段。日本艺妓蝴

蝶夫人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毅然与

美国人平克尔顿结婚，他们唱着

《爱的二重唱》享受着甜蜜的爱情；

平克尔顿回国了，蝴蝶等了他3年，

《晴朗的一天》唱出了她的渴望与

坚贞；平克尔顿带着美国妻子回到

日本，看着他和蝴蝶曾经的家，他

却唱起《永别了，爱恋的家》；平克

尔顿不仅背叛了蝴蝶的爱情，还要

把他们的儿子从蝴蝶身边带走，蝴

蝶悲痛欲绝，在咏叹调《宝贝，我的

心肝》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宝贝，我的心肝》是蝴蝶为自

己唱出的挽歌，也正是这首咏叹

调，差点被尤泓斐放弃。“我在演出

前曾经给峦峰老师打电话说，我不

想唱这段了。因为这段咏叹调太

悲了，这是蝴蝶和儿子的诀别，作

为一个母亲，我承受不了，而且这

段难度真的太大了，我觉得自己背

不下来。”电话那头，峦峰动了气。

尤泓斐不得不继续逼自己。

音乐会现场，这一段意大利

语的咏叹调，让很多根本没有听

懂 歌 词 的 观 众 流 下 了 感 动 的 泪

水。唱段结束，平克尔顿的扮演

者 陈 苏 威 扶 起 倒 在 地 下 的 尤 泓

斐，“Brava”此起彼伏地响起。

演 出 结 束 ，一 位 尤 泓 斐 的

“粉”给她送上了一束鲜花和一封

信，信上这样写道：“当你看到这

封信的时候，你的音乐会已经圆

满结束了，而我也要应付 8 门课的

考试而扎进了书堆里，我知道我

不会退缩，因为你的歌声给了我

勇气和信心……”

6 月 13 日，尤泓斐又给峦峰打

了电话。这次，她是希望老师帮

她为音乐会做个总结，有些地方

她觉得仍然不够完美。

5 月 27 日、28 日，上海歌剧院

历经 3 年策划、创作、排演的原创

歌剧《那时花开》揭开面纱，盛开

在上海大剧院，引来业内人士和

上海文艺界的热切关注。享誉国

际的女高音歌唱家黄英、男高音

歌唱家魏松以及男中音歌唱家张

峰在院长、著名指挥家张国勇的

指挥下，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交

响乐团一起，演绎了一出扣人心

弦的“花开”故事。

原创品牌：
朝着本土化方向努力

歌剧虽然源自意大利，却在

西 方 传 播 并 发 展 得 很 好 。 为 什

么？本土化！看看法国歌剧中的

芭蕾元素、喜剧元素，德国歌剧中

的哲学内涵，俄国歌剧中的文学

底蕴，甚至美国的音乐剧形式，都

无一例外地表明：与本土文化很

好地融合才是歌剧异地发展的不

二法门。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看原创歌

剧？没有在中国化、本土化上下

功夫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不管

是从音乐语言上还是从剧情内容

上。一味地照搬西方歌剧的艺术

形态往往会遭遇“南橘北枳”的尴

尬。“我们这次排演《那时花开》就

是希望用中国观众熟悉的、亲切

的音乐语言和表达方式，讲述中

国观众能够理解的人情世故。虽

然这部剧还有许多不足，但只有

朝这个方向努力，才可能逐渐形

成中国歌剧自己的特色，打造出

高 品 质 的 中 国 原 创 歌 剧 品 牌！”

上海歌剧院领导这样说。

人文关怀：
艺术与民众间的纽带

艺术常常被视为象牙塔，歌剧

艺术尤其如此。如何在保证艺术品

质的同时，兼顾其内容的亲民，这是

不太好拿捏的砝码，而人文关怀正

是联动艺术与民众的纽带。

《那时花开》所要做的就是来

自歌剧艺术家的人文关怀。通过

小女孩“多多”的波折命运，牵绊

出养父、生母等众多人物之间的

矛 盾 冲 突 。 当 无 辜 生 命 危 在 旦

夕，当“救，或不救”的抉择摆在眼

前，是要亲情、良知，还是要财富、

安逸？而这，恐怕也正是当下社

会 民 众 经 常 会 遇 到 的 问 题 。 这

次，上海歌剧院下决心选择这如

此贴近百姓的现实题材，正是想

要告诉大家，歌剧也可以讲述普

通人的平常事，也可以传递民众

的心声。

强强合作：
越是艰难越向前

本次《那时花开》的剧组聚集

了国内的一流阵容。从作曲郝维

亚，剧 本 原 创 贾 鸿 源，编 剧 陈 慧

君、雷国华、张琛的创作组，到指

挥 张 国 勇，导 演 雷 国 华，主 演 黄

英、魏松、张峰、熊郁菲、王维倩、

韩蓬等创排组，无不是业内各领

域的佼佼者。郝维亚表示，很多

观众不愿意看中国原创歌剧，觉

得艰涩、难懂、不好听。很多人走

出剧场，一句旋律、一个调子也哼

不上来。“所以，我在《那时花开》

里吸收了许多大家熟悉的曲调，

并根据剧情、人物的需要做适当

的修整。我相信，这一定是近年

来最好听的一部中国原创歌剧。”

话虽这么说，写一部最好听的歌

剧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由于是

一部罕见的贴近现实的歌剧，又

是一部立意高远的歌剧，《那时花

开》的创作难度极大。作曲家郝

维 亚 经 历 了 极 其 痛 苦 的 创 作 过

程，编导、作曲之间的合作也并不

顺利。越是如此，越是能考验上

海 歌 剧 院 的 艺 术 责 任 和 艺 术 能

力。在距离首演日还有寥寥数天

的时候才刚刚拿到总谱的张国勇

和上歌人创造了奇迹：舞台上，他

们 的 镇 定 完 全 掩 饰 了 排 练 的 匆

忙。黄英所扮演的女一号显然成

为中国歌剧舞台上一个独具个性

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也是继

去年“中国原创歌剧展演”之后，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的再度

强强联手。应该说，这也是在上

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合作最多

的兄弟院团。在上一次合作尝到

甜头的上海大剧院，得知上海歌

剧院有如此好的项目之后，立刻

主动发出合作邀请，两院一拍即

合，迅速携起手来为《那时花开》

的 排 练 和 首 轮 演 出 做 密 切 的 合

作。据悉，两院眼下正在为下半

年上海版的歌剧《茶花女》做积极

和秘密的筹划。

大材小用：
为了角色请不要管我

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女高音黄

英，在《那时花开》的排演中投入

了百分之百的情感。“我是中国歌

唱家，虽然我是因为演出西方经

典歌剧出名，虽然我也在国外用

英文演过中国歌剧，但像这次这

样为一部如此纯正、地道的中国

原创作品出力还是第一次。我很

高兴能够加入，也觉得能为中国

的歌剧事业发展尽一份力是我的

责任。”排练期间，黄英甚至和导

演表态：“放心！就算你让我摔到

地上我也能唱！”

男中音歌唱家张峰，本次在

剧中饰演一位有担当、有责任、有

感情的都市农民工，应该说，这也

是全剧最有群众基础，但是也最

难 演 的 角 色 之 一 。 为 了 演 得 真

实，张峰为了自己的“民工服”主

动向服装人员要求，“不要怕脏、

不怕难看，怎么像怎么弄。”此外，

他还专门练习口琴，并在剧中现

场吹奏。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著名男

高音魏松更是对《那时花开》给予

了大力支持。身为剧院男一号的

他，这次在剧中饰演的却是男二

号 。 对 此，魏 松 一 点 都 不 在 乎，

“剧组一开始和我说的时候怕我

不高兴来着，其实怎么会呢？好

演员无论什么角色都能演出彩。

更重要的是，有好作品才有好演

员。打造一部原创歌剧作品不容

易，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全力投

入，争取观众的认可。”

6 月 12 日 、13 日 ，长 安 大 戏

院 ，北 京 京 剧 院 新 编 现 代 京 剧

《宋家姐妹》让人眼前一亮。

剧本十易其稿
剧名最终敲定

《宋家姐妹》是北京京剧院为

建党 90 周 年 的 献 礼 剧 目 。2009

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文艺创作

会，北京京剧院从那时起即酝酿

以革命伟人、“国母”宋庆龄为题

材，创作一部京剧现代戏。

2010 年 6 月，北 京 京 剧 院 邀

请 来 自 辽 宁 的 国 家 一 级 编 剧 陈

国 峰 担 任 该 剧 编 剧 。 陈 国 峰 大

量 阅 读 史 料，深 入 研 究 后，选 取

宋 庆 龄 在 1927 年 面 临 国 民 党 反

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

险境中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声 援 和 支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伟 大

行 动 为 故 事 素 材 。 北 京 京 剧 院

院 长 李 恩 杰 随 即 对 该 剧 创 作 提

出明确要求，并向北京市文化局

汇报。2010 年 9 月，该剧创作座

谈 会 召 开 。 北 京 市 文 化 局 局 长

降 巩 民 、总 政 话 剧 团 导 演 汪 遵

熹、战 友 话 剧 团 团 长 翟 迎 春、戏

剧 家 徐 恒 进、作 曲 家 朱 绍 玉、编

剧王新纪、导演田沁鑫等专家学

者共聚一堂，围绕着陈国峰提交

的剧本提纲认真讨论分析，提出

中肯意见。最终，该剧确定了以

1927 年 大 革 命 处 在 危 急 关 头 为

时代背景，以宋庆龄姐妹和母女

亲情为主线，围绕着宋庆龄对宋

美 龄 与 蒋 介 石 联 姻 的 态 度 作 为

该 剧 的 主 要 戏 剧 矛 盾 冲 突 线 索

展开情节。此后半年，陈国峰先

后提交 9 稿提纲、10 稿剧本。剧

本创作得到北京市台办、市文化

局、宋庆龄基金会何大章等领导

和学者的指导和帮助。

然而，直到该剧进入下地初

排 ，剧名还一直没有最终确定。

在几个备选剧名中，专家学者们各

执一词，争议较大。在5月18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京剧院现场为

该剧定名，经过与会全体人员投

票，最终定名《宋家姐妹》。著名书

法家、中国书协副主席申万胜当场

挥毫为该剧题名。

多流派同台献艺
中西音乐合璧共鸣

6月12日、13日，北京京剧院新

编现代京剧《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

院首演，引起戏迷票友的极大关

注。正式上演 的《宋 家 姐 妹》以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为背景，以

宋氏家族亲情为线索，围绕着宋美

龄与蒋介石的婚姻徐徐展开。宋

庆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张

太雷等共产党人、与蒋介石反革命

行为划清界限，一方面又面临着因

妹妹嫁给蒋介石所带来的家庭与亲

情的压力。宋庆龄痛苦的斗争与纠

葛，恰与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特征

相映衬。而最终她坚决捍卫三民主

义，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表现出高

尚的人格和伟大情怀。

宋庆龄的扮演者是著名程派

传人迟小秋，她将程派沉稳端庄

的表演风格，对深刻内涵的独特

表达力，与宋庆龄的形象塑造实

现 了 深 度 吻 合 。 宋 子 文 的 扮 演

者、奚派传人张建峰，张太雷的扮

演者、谭派传人谭正岩，宋霭龄的

扮演者张馨月，宋美龄的扮演者

王怡，蒋介石的扮演者杜喆均是

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马

派老生演员朱强在剧中出演孙中

山，简短的唱段、精炼的表演，展

现出的却是老练沉稳的风格。此

外，著名老旦演员赵葆秀在剧中

出演了宋家姐妹的母亲倪桂珍，

为辅助青年人成长甘当绿叶。《宋

家姐妹》成为京剧多流派的同台

献艺。

《宋家姐妹》的创作阵容也十

分 可 观 。 北 京 京 剧 院 特 邀 总 政

话 剧 团 导 演 宫 晓 东 出 任 该 剧 总

导演，邀请经验丰富的京剧导演

石 宏 图 担 任 导 演 ，进 行 执 排 工

作 。 作 曲 和 唱 腔 设 计 由 著 名 京

剧 作 曲 家 朱 绍 玉 担 纲 。 朱 绍 玉

在 该 剧 的 音 乐 创 作 中 创 造 性 地

在 京 剧 表 演 中 加 入 世 界 名 曲 的

演奏，呈现出中西结合的艺术效

果 ，展 现 了 该 剧 独 特 的 音 乐 效

果。服装设计宋立、灯光设计邢

辛、造型设计艾淑云也均为国内

知 名 专 家 。 舞 美 则 由 特 邀 著 名

舞台美术专家刘杏林指导设计。

《那时花开》：

重要的是歌剧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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