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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1 日，由北京

国家大剧院主办的“乐咏中国：世

界作曲家谱写中国”活动启动。

叶小纲、郝维亚、卡列维·阿霍、迈

克尔·戈登等中外作曲家出席了

启动仪式。

国家大剧院自开业以来不仅

推出了一系列舞台艺术精品，还一

直努力推动战略性的音乐委约机

制。今年 1 月正式启动的“青年作

曲家计划”着眼于推动国内原创

作品的发展，而紧随其后的“乐咏

中国”更是放眼国际，通过与世界

著名作曲家、出版社和音乐厅的合

作，为国家大剧院的委约机制搭建

更为宽广、更高水准的音乐平台。

此次活动，国家大剧院邀请 5

位国际作曲家通过“乐咏中国”之

旅，于 9 月 11 日至 23 日先后奔赴

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采风，在感

受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现代城市面

貌的同时，充分领略丰富的文化

遗产和多彩的音乐元素。据国家

大剧院演出部负责人介绍，从今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作曲家们

将按照国家大剧院和世界多家艺

术机构的联合委约，结合他们在

中国之旅中获得的灵感开始音乐

创作，并于 2012 年 8 月提交作品。

2012年10月，国家大剧院将举办两

场“乐咏中国”专题音乐会，由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对委约作品进行

全球首演。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充

满中国韵味的作品，不仅将出现

在中国的舞台上，作为联合委约方

的其他国际艺术中心，也将于此后

为这些作品组织首演。

“乐咏中国”邀请的 5 位国际

“贵客”分别是卡列维·阿霍、迈克

尔·戈登、罗宾·霍洛韦、奥古丝

塔·里德·托马斯、塞巴斯蒂安·柯

里尔，他们均为当今世界乐坛具

有很大影响力的作曲家，是世界

各大顶级剧院、音乐厅争相委约

的人物。9 月 12 日，5 位国际作曲

家在北京前门与中国优秀的民乐

演奏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姗 姗）

国家大剧院委约国际作曲家“乐咏中国”

中国爱乐2011—2012音乐季拉开帷幕
本报讯 9 月 6 日，中国爱乐

乐团公布 2011—2012 音乐季演出

安排。本届音乐季共推出 31 场音

乐会，比上一个音乐季增加了4场。

9 月 11 日 ，中 国 爱 乐 乐 团

2011—2012 音乐季在北京中山公

园音乐堂拉开帷幕，乐团艺术总

监余隆执棒，演奏布索尼改编版

的莫扎特《唐璜》序曲、李斯特的

《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等作

品，男低音歌唱家沈洋和钢琴家

许忠应邀参加演出。

之后，乐迷还将欣赏到20场交

响音乐会、5 场马勒纪念音乐会、2

场室内乐音乐会、1 场儿童音乐会

和 3 场音乐家专场音乐会，演出的

曲目风格各异并具有高端性，其中

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王

南斐的交响诗《午夜的红旗袍》等

作品是首次在中国演出。其他重

要作品还有施特劳斯为女高音与

管弦乐队而作的《最后四首歌》、罗

德里戈为吉他与乐队而作的《阿兰

胡埃斯协奏曲》、霍尔斯特的《行

星》、莫扎特的《安魂曲》等。

汇聚众多国内外顶尖指挥家，

是本届音乐季的一大亮点。雅切

克·卡斯普契克、夏尔·迪图瓦、克里

斯托夫·艾森巴赫、汤沐海等多位

名家将站上本届音乐季的指挥台，

其中有7位指挥家都是首次与中国

爱乐乐团合作。此外，钢琴家李云

迪，双簧管演奏家王亮，吉他演奏

家杨雪霏，歌唱家芭芭拉·邦妮、玛

丽安娜·塔拉索娃等，也将在音乐

季上带来精彩演出。 （道 全）

百老汇名剧《飞来横财》登陆中国
本报讯 （记者刘淼）9月7日

至 16 日，百老汇名剧《飞来横财》

在北京风尚剧场上演。原汁原味

的百老汇经典喜剧跨越了文化界

限，让中国观众在笑中体会百味

人生。

话剧《飞 来 横 财》改 编 自 英

国剧作家雷·库内的经典名作，

在百老汇演出上百场，一直深受

观众喜爱，是百老汇十几年来常

演不衰的经典喜剧代表作之一。

该剧讲述了一个名叫亨利的中年

男子意外获得一笔巨款，他为了

占有这笔飞来横财而绞尽脑汁，

编出弥天大谎，并由此引出一段

笑料百出、紧张刺激的故事。一

系列阴差阳错的喜剧情节不但引

人发笑，更揭露出人性的弱点，发

人深思。

该剧制作人吴雨桥表示，话

剧在中国本是舶来品，经过多年

发展，中国话剧逐渐走向多元化，

但同时也有很多浮躁和杂乱。“引

入经典百老汇戏剧，希望能给中国

观众不一样的观赏体验，也希望演

员演好戏、观众看好戏，形成良好

的、有品位的观演关系。”

该剧导演任麦认为，这部戏

最打动他的地方是英式喜剧独有

的幽默和诙谐。“《飞来横财》的故

事幽默但并不是恶搞，其核心思想

是希望告诉大家一个浅显但常被

人忽略的观点——没有钱会痛苦，

但有了钱也并不一定会幸福。”

雷佳独唱音乐会将办
本报讯 日前，总政歌舞团

独唱演员雷佳在京宣布，10 月 15

日，她将携“新国风”音乐风格作

品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复兴

之歌”——雷佳国家大剧院独唱

音乐会》。

“国风”出自《诗经》，是传统

文化的精华。如果说“ 国风”体

现的是民族性和传统性，那“新国

风”则体现的是时代性和时尚性。

“新国风”音乐就是结合现代新传

媒、新艺术的手法来展示传统音乐

的纯美。从小就学习戏曲表演的

雷佳，骨子里流露着一种古典气

息 ，特 别 钟 情 于 传 统 音 乐 的 表

演。她说：“ 作为现代民族音乐

的演绎者，我有义务和责任把这

些美好的、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东西用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

艺术手法，让更多人听到它、感

受它。”

雷佳认为，这次音乐会是无

麦克的独唱会，是一次契机，也是

一种压力。

音乐会分为艺术歌曲、创作

歌 曲 、民 歌 、歌 剧 选 段 几 个 段

落。“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

上不会有太多的舞美，观众更多

的还是听我唱，服装上偏重中国

传统服饰。我会尽量让歌曲内容

丰富饱满，思想内容更深刻。”雷

佳说。 （肖 龙）

五位国际作曲家与中国优秀的民乐演奏家进行面对面交流

京昆交响，共赴中秋花月夜；

名家登场，齐颂两岸梨园情。9 月

2 日，《海峡梨园情——2011 中秋

京昆交响音乐会》在我国台湾台

北中山纪念馆上演。

以戏会友 以曲传情

“海峡梨园情”中秋京昆交响

音乐会从 2004 年起已在福建、北

京、台北等地成功举办 6 届，旨在

以戏会友、以曲传情，让两岸人民

共同感受中华古典美意，分享中

国特有的迷人、温馨的中秋团圆

文化。本届音乐会由福建省广播

影视集团、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

会、台湾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等联

合主办，福建海峡电视台、中国国

家京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单

位承办。

《海峡梨园情——2011 中秋

京昆交响音乐会》是台湾首次上

演将中国传统书法、辞赋、京剧与

西方交响乐融合而成的大型音乐

会。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音

乐会选在台北中山纪念馆举行，

具有特殊含义。中秋佳节之际，

两岸戏曲名家、名票欢聚一堂，共

同唱响“海峡梨园情”，也使得晚

会别具团圆的意味。

“海峡梨园情”去年在台湾的

成功演出，使得本届音乐会开票

一周门票就已售罄，之后仍有市

民 不 断 致 电 询 问 ，承 办 方 不 得

不在中山纪念馆西门外的广场

上增设用作视频直播的大屏幕，

作为音乐会的“第二现场”。

演出当晚，国民党荣誉主席

吴伯雄及夫人、台湾知名人士饶

颖奇、蒋方智怡、洪秀柱、颜清标、

周功鑫、许荣淑、焦仁和等到场。

92 岁 高 龄 的 郝 柏 村 不 仅 亲 自 到

场，更携大批退役将军前来观戏，

“将军铁杆戏迷团”引起现场不小

的轰动。

曲曲动听 声声传情

《海峡梨园情——2011 中秋京

昆交响音乐会》由中国国家京剧

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 组 成 的 京

剧交响乐团担任演奏，指挥家吴

华、朱世杰执棒。晚会演出的所

有 曲 目 都 为 原 创 作 品 ，曲 曲 动

听，声声传情。

京昆组歌《四君子》、《风流

铭》和《四美人》由两岸名角轮番

上场表演，赢得叫好声四起。其

中，由 奚 派 老 生 张 建 国、名 旦 王

艳、“ 当代孟小冬”王珮瑜，以及

著 名 张 派 青 衣 王 蓉 蓉 和 马 派 传

人 杜 鹏 等 名 角 联 袂 献 唱 的 京 昆

组歌《四君子》尽显风雅，将梅兰

竹 菊 的 东 方 气 度 和 中 华 神 韵 演

绎得入木三分。

台湾京剧名角李宝春、魏海

敏分别献上京昆组歌《风流铭》之

《满江红·帝王赋》和《蝶恋花·佳

人俏》。李宝春为京剧大师李少

春之子，他的《满江红·帝王赋》颇

有“气壮山河，势吞万里”的王者

气概；台湾京剧梅派名旦魏海敏

的一曲《蝶恋花·佳人俏》则是唱

腔清丽、委婉悠长。

演绎“四大美人”的是荀派花

旦常秋月，京剧大师张君秋的外

孙女、张派青衣王润菁，梅派青衣

王艳和程派青衣李海燕。“四大美

人”的不朽传奇，典雅绝伦的东方

古典之美，在四大青衣的演绎下，

亦真亦幻，令戏迷如醉如痴。

令人叫绝的还有京胡演奏家

王彩云和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

团 合 作 的 京 胡 协 奏 曲《京 华 气

韵》。王彩云的京胡演奏时而缓

若呜咽，时而疾若飞马，她“以琴

入 曲、以 曲 传 情”的 高 超 演 奏 技

艺，将多层次、多情趣的京味风格

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会以京昆交响组曲《翰墨

京韵》的首演压轴。这部作品由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书

法 家 、词 人 舒 展 作 词 ，吴 华 作

曲。在创作中，吴华首次将书法

中 的 行 书、草 书、隶 书 这 三 种 字

体 不 同 的 书 写 风 格 与 京 剧 中 的

导板、原板、三眼板、控板、快板

等不同节奏的板式相结合，全面

写意中华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

充满东方意境气韵。

演出中，舞台上一幅长轴铺

展，乐声起处，舒展饱蘸浓墨，挥

笔写下“翰墨京韵”四个大字。随

着音乐的演奏，舒展再度泼墨挥

毫，张弛有度、变幻莫测的书法线

条如行云流水，笔走龙蛇间，墨韵

与旋律层层相扣、相互呼应，将苏

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的诗词韵味演绎得出神入化、荡

气回肠。

据悉，此次音乐会将于近期在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东南卫视、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电视综合频

道、台湾公共电视台等媒体播出。

作为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

一，剧院在城市文化发展中扮演

着特殊的角色，承担着特殊的社

会文化功能。剧院是连接观众与

艺术表演团体的桥梁，艺术表演

团 体 的 创 作 在 剧 院 中 呈 现 给 观

众，观众则在剧场中感受艺术的

魅力。

舞台作为表演艺术的具体场

所，是剧院的核心。而剧院舞台

技术的管理，则是剧院成功运行

的关键之一。在西方国家，对于

剧 院 舞 台 技 术 管 理 的 探 索 已 经

进行了上百年，并拥有了一套完

整的管理体系。笔者在 10 余年

的 时 间 里 ，远 赴 英 国 、美 国 、法

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多个国家

的著名剧院进行访问，了解和掌

握 了 诸 多 西 方 舞 台 技 术 管 理 的

先进经验。

两类剧院的舞台技术
人员配置

西方国家通常将剧院分为两

大类，第一类是拥有歌剧团、芭蕾

舞团等艺术团体的剧院，即歌剧

团、芭蕾舞团等隶属于剧院，隶属

表演团体的排练、演出都在剧院

进行；第二类是无驻团的剧院，它

们通常靠商业演出和出租剧场来

维系剧院的生存。

在第一类剧院中，由于剧院

拥有两个或以上的演出团体，所

以其舞台技术人员很多，且是全

职工作。通常，第一类剧院的舞

美人员包括：1 名技术总监、2 至 3

名舞台监督、3 至 4 组舞台技术人

员、6 至 8 名服装工作人员，及道

具部人员、化装部人员若干。其

中，每一组舞台技术人员包括 4 至

6 名灯光师、4 至 6 名装置技师和 1

名音响师。各组舞台技术人员轮

流工作，既保证了每天一至两场

的演出，也能确保舞台技术人员

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第二类剧院的情况则不同，

剧院中的重要职位由全职舞台技

术人员担任，如技术总监、灯光总

管、装置总管等。其他舞台技术

人员大都是临时雇用，没有长期

合同。剧院根据每一台戏的不同

要求雇用不同的舞台技术人员，

这 样 既 保 证 了 演

出质量，又降低了

剧院的经营成本。

各组舞台
技术人员轮流
工作

在 第 一 类 剧

院中，由于剧院拥

有隶属演出团体，

所 以 每 年 都 有 大

量的演出，特别是

在演出季中，几乎

是一天一个剧目，

这 就 对 舞 台 技 术

人 员 的 安 排 和 管

理 提 出 了 很 高 的

要 求 。 他 们 通 常

的作法是，第一台

剧 目 的 演 出 由 第

一 组 舞 台 技 术 人

员 负 责 ；演 出 结

束，第一组舞台技

术人员下班，第二

组 舞 台 技 术 人 员

负责拆台并为第二台剧目装台；

第二天上午，第三组舞台技术人

员上班，完成第二台剧目的装台；

当天晚上的演出，由第一组舞台

技术人员负责。

通过 3 组舞台技术人员轮流

工作，保证了剧院不间歇地运转，

即使在一天内演出两场，也能最

大程度地将剧目呈现给观众。并

且轮流工作也提供了舞台技术人

员足够的休息时间，保证了每一

场演出的质量。

舞台技术人员应保证
职业化

国外剧院对舞台技术人员有

严格的要求，他们必须职业化、专

业 化 ，每 一 项 工 作 力 求 尽 善 尽

美。中央芭蕾舞团赴荷兰音乐剧

院演出《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就

发生过一个插曲。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有一道

用京剧“ 守旧”制作的布景，“ 守

旧”由丝绸绣花加里衬制成。由

于长期演出，布景前端的丝绸部

分已经松弛且比里衬长出很多，

但通常从观众的角度是看不出来

的。但是荷兰音乐剧院的技术总

监在装台时发现后，立即与中芭

工作人员沟通，为了保证剧院呈

献的每一台戏都是最高水准，他

希望中芭允许他将这块“ 守旧”

改成前后一样长。

得到中芭的允许后，荷兰音

乐剧院的4名服装师开始了紧张的

工作。经过一天的剪裁熨烫之后，

一块全新的“守旧”被制作出来。中

芭的工作人员十分满意，并表示感

谢，但剧院技术总监检查之后仍然

摇头，并表示有些地方还不够平整，

需要返工。虽然中芭所有工作人

员一再表示，这块“守旧”已经改

得很好了，但是技术总监仍然坚

持要将一切做得尽善尽美。于是

服装师们又再次开始工作。

舞台技术管理还有许多重要

的方面，这既是一门技术，更是一

门艺术。中国的剧院和剧场现正

在蓬勃发展，这对舞台技术管理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将西方

先进的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情

况相结合，是所有剧场管理者需

要面对和不断研究的课题。

西方剧院成功运行之道
张炳智

两岸名家共话“海峡梨园情”
杨 烁

艺术·舞台

9 月 16 日至 19 日，由北京

市教委主办，中国音乐学院、中

国戏曲学院、中国戏曲音乐学

会承办的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

节将在北京举办。本届北京传

统音乐节的主题为“戏曲音乐

的流变与再创造”，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戏曲界与音乐界的首

次携手。

北京传统音乐节始于 2009

年，至今已 成 功 举 办 两 届，获

得 了 社 会 各 界 的 高 度 赞 誉 。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音乐节组

委会主任、艺术总监赵塔里木

介绍，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举办

是中国音乐学院构建“民族音

乐教育体系”学科建设目标的

具体实施，体现了学院“ 立足

北京，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

办学方针。

本 届 北 京 传 统 音 乐 节 以

“发现传统”为前提，将集中展

演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余个戏曲

剧种，并深入探讨戏曲音乐的流

变与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为期 4 天的音乐节有两大

亮点。由作曲家瞿小松策划的

“跨界论坛——从文化看中国

古典戏曲”，是音乐与戏曲以及

多种艺术门类的第一次深度对

话。由中国戏曲学院策划制作

的 3 台戏曲音乐会，将由全国

各地 20 个剧种的戏曲表演艺

术家倾情奉献，音乐会演唱剧

目 以 传 统 戏 为 主 、现 代 戏 为

辅，演员由老中青三代搭配，

昆曲名家侯少奎、评剧表演艺

术家谷文月、“越剧王子”赵志

刚、台湾京剧梅派表演艺术家

魏海敏、晋剧表演艺术家栗桂

莲、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

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梨园戏

表演艺术家曾静萍，京剧谭门

第 七 代 传 人 谭 正 岩 等 梨 园 名

角都将登台献艺。

本届音乐节还将举办高峰

论坛，从理论、实践、历史、现状

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戏曲的文

化价值、美学特征及其在音乐

教育、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论

坛的主要议题有“戏曲音乐的

传 承 与 民 族 音 乐 教 育 体 系 构

建”“戏曲音乐的理论探索”“戏

曲音乐的当代发展”以及“戏曲

音乐的历史、现状与前景”等。

面对戏曲的传承困境，戏曲传

承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艺

术高校更应主动担负起文化传

承的重任。本届北京传统音乐

节邀请了全国十几所艺术院校

的领导出席，希望有更多的业

内人士关注戏曲的传承，关注

戏曲音乐。

此外，本届传统音乐节还

将对已经举办的两届音乐节进

行回顾总结。届时，北京传统

音乐节的组创人员、各界专家

将对音乐节的下一步发展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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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艺术·观察

台北中山纪念馆内座无虚席

《海峡梨园情——2011 中秋京昆交响音乐会》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