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变身”类节目活跃

荧屏，把一个个丑小鸭变天鹅

的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该类

节目赚取眼球的惯常手法是：

寻找姿色气质尽可能普通的参

与者，经过化妆师、造型师、心

理专家历时几天的打造和指导，

实现灰姑娘们在舞台上的惊人

蜕变。有时为了凸显

改造之不可思议，还

会在节目前半段全

面放大他们的平庸和

难以改造的诸如身材

臃肿、表情呆板等特

点。当丑小鸭的形

象快要在观众脑海

中扎根的时候，立马

来个 180 度的逆转，

灰姑娘变贵妇，路人

变气质女，要多传奇

有多传奇。

就 连 参 与 者 自

己，甭管性格外向还

是内敛，在拉开帘子

看到镜子的那一刻，

也 都 忍 不 住 惊 呼 ：

“这是我吗！”外表变

化之大，比整容还要

夸张。整容尚且是

路人甲主动提出要

梁朝伟的眼睛、刘德

华的鼻子、黄晓明的

下巴，对最终面貌有

充分的心理期待，刀

刻斧凿之下，尽管很

多人“整得连亲妈都

认不出来了”，但至

少还能把自己跟那

张新脸对号入座，而

“变身”节目里的人，

竟对自己的另外一

种呈现方式感到不

可思议，足见化妆、造型对人有

着脱胎换骨的意义。

舞 美 之 于 演 出 ，与 此 同

理。近年来，演出越来越舍得

在舞美上投资，动辄成百上千

万元，有的晚会甚至不惜豪掷

上亿元打造豪华舞美，以求博

得关注。

诚然，观众的口味越来越

追求视、听、触、嗅觉的多重冲

击，在舞美上多下点儿工夫并

无不可。尤其是近来提倡舞台

创新，高科技舞美的运用，让当

年观众啧啧称奇的舞台升降、

移动、旋转、开合几成常态，高

清 LED 大屏幕的广泛使用，更

是让美轮美奂、视觉震撼成为舆

论描述舞美的众口一词。其直

接后果就是，仅是投入大、阵容

豪华的舞美效果已不足以满足

观众日益挑剔的审美，惟有别具

特色、主题突出的舞

美才能在这个演出

多如牛毛的时代在

观众脑海里短暂流

芳。

所谓别具特色、

主题突出，无外乎舞

美要与节目相得益

彰，不能一味贪求舞

美的华丽，而对台上

的假唱、跑调等装聋

作哑。

在“变身”类电

视节目中，造型师连

续几天的精心设计

给参与者带来了短

暂的脱胎换骨，走下

电视节目，回归日常

生活的路人甲，依然

还是那个路人甲，不

可能有化妆师、造型

师整日跟随，每天打

点衣着和妆容。“变

身”类节目的意义，

大抵是帮他们发现，

原来一直以为只有

一条的道路，应该是

有分叉儿的。只要

不计时间成本、人力

成本，人人都可以拥

有“明星相”。

一 台 烂 晚 会 也

是如此，只要舍得在

舞美上投资，即便节

目乏善可陈，至少还有舞美提

升自信。倘若舞美的功效狭隘

至此，晚会不看也罢。君不见，

当年的相声大师，一把折扇、一

个快板，甚至两手空空，都能让

看客目不转睛；昔日评书联播，

评书家站在桌后，一颦一笑，举

手投足，就能把故事讲得绘声

绘色；京剧经典亦如是，一桌二

椅乾坤大，唱腔悠悠岁月长。

与充斥着假唱、跑调的豪

华舞美时代相比，我更怀念一

桌二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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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回眸和展望

艺 术

中国歌剧舞剧院：

放歌《红河谷》，妙舞《四美图》
杨 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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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能看北京京剧“每周一星”

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刚刚度过

的 2011 年取得了突出成绩：全年

总收入实现“亿”的突破，创作出

社会各界给予高度评价的原创歌

剧《红河谷》、歌舞诗剧《四美图》

等舞台作品，在“三下乡”“高雅艺

术进校园”等公益性演出中表现

突出，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全

面丰收。2012 年系中国歌剧舞剧

院建院 60 周年，剧院将进一步深

化内部机制改革，艺术上精益求

精，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

站在亿元高岗上

中国歌剧舞剧院曾经是中直

院团中的“老大难”单位，没人、没

钱、没作品。2003 年以来，院领导

转变思维方式，充分整合资源，确

定了“以歌舞晚会带来的收益盘活

歌舞剧”的经营方针，从曾经的年

收 入 180 万 元 逐 年 递 增 ，增 至

2011 年的 1.055 亿元。剧院的老

职 工 说：“ 中 国 歌 剧 舞 剧 院 用 了

将近 10 年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面对越来越广阔的市场，中

国歌剧舞剧院居安思危，强调艺

术不能“缺斤短两”，要始终保持

艺术家的良知，即使再辛苦，演员

也 要 把 最 佳 的 状 态 展 现 在 舞 台

上，对得起观众的期待，以高标准

的艺术作品体现国家院团的导向

性、代表性、示范性。

正确的经营理念使剧院积累

了人才、积累了资金，做到了“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

促 繁 荣 ”。 中 国 歌 剧 舞 剧 院 在

2011 年推出歌剧《红河谷》，这部

作品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

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实现了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

《红河谷》被选定为 2011 年国家艺

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开幕式演出

剧目，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国首届

歌剧节参演剧目，并获得几十个

奖项，受到中央领导和文化部领

导以及业界、观众的称赞。

歌剧不能演两三场就刀枪
入库

剧院院长林文增曾经说过：

“搞歌剧要看准了再下手，绝不搞

狗熊掰棒子、演两三场就刀枪入

库的歌剧，那是领导的渎职。”在

这种理念指引下，中国歌剧舞剧

院又推出了歌舞诗剧《四美图》。

《四美图》是为中国歌剧舞剧

院演员李玉刚量身打造的。院方

称，考虑到已经存在的广大观众

群，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适应大

众文化需求、适应市场需求的重

要举措，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内部

机制改革，用好人才、为优秀人才

搭建平台的具体体现。《四美图》

上 演 以 来 订 单 不 断 ，上 座 率 达

100%，一票难求。

2011 年，中国歌剧舞剧院积

极参加“文化下乡”“文化进社区”

“ 高 雅 艺 术 进 校 园”等 公 益 性 演

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派出

120 人的演出队伍，以全新的形式

为昆明、贵阳、桂林 14 所大学的师

生 们 专 场 演 出 。 强 大 的 演 出 阵

容、高水准的节目，展现出一个国

家级院团的社会担当。

在普及高雅艺术的过程中，

中国歌剧舞剧院深感肩负的责任

重大，如果没有人才，没有强大的

演出阵容，就不能很好地诠释高雅

艺术、弘扬民族经典，给难得看一

次高雅艺术的人留下的印象就会

非常模糊。想达到高标准，拥有承

担责任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经

费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歌

剧舞剧院每年都将商演收入的一

部分补贴到公益演出中，为承担好

这一份社会责任付出努力。

将推出优秀剧目展演季

2011 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在

各方面均有较大收获，成绩来自

于艺术创作的“三贴近”、用人机

制的创新、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

人性化的管理等，剧院全体演职

人员始终坚守“老老实实做人、踏

踏实实做事”的准则。2012 年，正

逢中国歌剧舞剧院建院 60 周年，

为展现剧院近些年取得的成绩，

将于 5 月、6 月举行中国歌剧舞剧

院优秀剧目展演季，届时将会有

十余部经典作品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保利剧院、天桥剧场等地为首

都观众献上数十场演出。这是中

国歌剧舞剧院首次全方位展现剧

院形象的一次集中演出。

2012 年，中国歌剧舞剧院还

将陆续推出舞剧《嫦娥奔月》、大

型交响诗剧《神话中国》、歌舞晚

会《天边的祝福》3 部新创舞台艺

术作品。这几部作品有一个突出

的特点就是强调民族元素，以中

国 元 素、神 话 题 材 打 造 神 奇、浪

漫、好看、好听又不失时尚气息的

民族舞台艺术作品，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做好充分准备。

歌剧《红河谷》已被确定为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2010—2011

年度资助剧目，中国歌剧舞剧院将

对这部作品进一步修改完善，力争

创作出深受观众喜爱、反映时代精

神和民族气派的舞台艺术精品。

在5月举办的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

节和 8 月举办的 2012 年国家艺术

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歌剧《红河

谷》将以全新面貌与观众见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

月 27 日，历时近一个月的“国家京

剧院 2012 新春演出月”在北京梅

兰芳大剧院和畅和园剧场举办，

30 场演出收入近 300 万元，平均上

座率达九成以上，观众近 3 万人

次。本次演出月的推出是剧院在

明晰演出季主题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新举措。

主题突出 剧目经典

此次演出月的推出，是国家

京 剧 院 充 分 发 挥 国 家 院 团 代 表

性、示范性作用的具体举措。为

此，剧院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剧目

优势，认真分析，科学筹划，确定了

“经典保留剧目及新创优秀剧目展

演”“畅和园之春——优秀青年演

员新排剧目展演”“国家京剧院贺

岁演出周”三大板块。剧院经典

保留剧目《杨门女将》、《平原作

战》、《春草闯堂》、《红灯记》、《锁

麟 囊》，新 近 复 排 剧 目《文 姬 归

汉》、《强项令》、《西厢记》，以及新

编历史剧《慈禧与德龄》、《汉苏

武》都以“经典保留剧目及新创优

秀剧目展演”板块在梅兰芳大剧

院 亮 相 。 其 中，张 派 名 剧《西 厢

记》经过剧院新排，成功完成了首

演。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冯

志孝、李光、沈健瑾，以及张建国、

李海燕、宋小川、袁慧琴、王润菁、

魏积军、黄炳强等 30 余位国家一

级演员，周婧、王璐、刘大可、郭

瑶瑶等 20 余位中国京剧优秀青

年 演 员 研 究 生 ，魏 积 军 、吕 慧

敏、李博、王好强、宋奕萱、潘月

娇 等 9 位 流 派 班 学 员和郭霄、张

译心、黄佳等众多优秀青年演员

登台演出。

作为剧院推动青年人才队伍建

设的重要平台，“畅和园之春——

优秀青年演员新排剧目展演”也

在 2012 年初开幕，《卓文君》、《通

天犀》、《将相和》、《野猪林》、《红

鬃烈马》、《春草闯堂》及《群英会·
借东风·华容道》7 部以中国京剧

流派班和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

研究生及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

员主演的大戏逐一与观众见面，

接受专家与观众的点评。

在“国家京剧院贺岁演出周”

中，剧目安排突出“和谐、幸福、贺

岁”，《龙凤呈祥》、《四郎探母》、

《红 鬃 烈 马》、《玉 堂 春》、《锁 麟

囊》、《桃花村》、《“经典回声”演唱

会》和《京剧新春大反串》等剧目

为首都观众带来了节日的祝福和

新春的欢乐。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演出

月中，国家京剧院精心策划，全新

打 造 了 一 台《“ 经 典 回 声 ”演 唱

会》，将建院 56 年来的保留剧目和

新创优秀剧目的经典唱段汇集，

通过前辈艺术家、当红俊秀及青

年新锐的集中演绎，带领观众进

行了一次京剧时空之旅。此外，

剧 院 首 次 推 出《新 春 京 剧 大 反

串》，展示了梅、尚、程、荀四大流

派的经典片段。

定位准确 开拓经营

作为国家院团，在竞争激烈

的“两节”演出市场中，如何争取

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兼顾公益

的重任，是国家京剧院不断探讨

和研究的课题。在演出月筹划伊

始，国家京剧院便首先确定了公

益优先的原则，力争使更多的观

众近距离接触京剧艺术。2012 年

元旦，继 2011 年首场演出慰问首

都建设者之后，剧院再次将 200 名

首都建设者代表请来，将荀派名

剧《卓文君》奉献给终日辛劳的建

设者们。此外，剧院在不违背市

场规律的前提下，严格控制票价，

在梅兰芳大剧院的所有演出场次

中，300 元以下的坐席超过六成，

而畅和园剧场的七场演出最高票

价仅 120 元。

同时，针对“两节”演出市场

的特点，剧院认真分析市场情况，

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分别推荐演

出剧目，经过努力，在演出季拉开

帷幕前，已有近半数场次票务销

售满座，其中 11 场为团体包场，其

余场次上座率均达九成以上，成

为了同档期演出中的佼佼者。

团队得力 风貌良好

为 使 剧 院 各 项 工 作 稳 步 推

进，剧院紧抓院风和艺风建设，使

人才队伍凝聚力大幅提升。此次

演出月剧目确定后，剧院各团高

度重视，由于演出剧目多，排练时

间紧，各团加班加点，排练场上一

派繁忙景象。此外，为了使每场

演出都能以最佳的状态展现，各

团分别邀请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

济、刘长瑜、李维康、耿其昌、王晶

华、吴钰璋、李光、沈健瑾、张曼

玲、朱秉谦、李景德、任凤坡、蔡英

莲、孙洪勋、常贵祥、荀皓等深入

排练厅，亲临指导。舞美中心针对

各团服装、道具、化装情况，分别进

行更新、添置，合理调配，为演出的

顺利完成做好了保障。

正是由于剧院老艺术家的热

情付出、参演演职员们的忘我工

作、各职能部门的倾情投入，才使

得“国家京剧院 2012 新春演出月”

活动，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连

续30场演出获得成功。行当齐整、

舞台清新、艺术严谨的舞台风貌倾

倒了观众，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总结经验 自觉自信

“国家京剧院 2012 新春演出

月”的成功举办，为剧院进一步强

化演出品牌，开拓演出市场，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剧院从中也总结

了很多经验。

经典剧目彰显国家京剧院的

艺术风采，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联

袂 演 出 演 绎“ 一 棵 菜”的 宝 贵 精

神，这既表达了国家京剧院人对

前辈与历史的浓浓温情，对京剧

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深深企盼，也

展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青年人才

的细心呵护，凸显了青年演员对

前辈的崇敬和对未来的信心。

认真分析研究，抢抓市场先

机，以好阵容、好档期、好剧目赢

得好效益，宣传与营销有机结合，

成为了剧院应对市场竞争的有效

方式；创新观念不断深入，团队战

斗力不断增强，成为了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在国家京剧院人身上

的具体体现。

前辈艺术家悉心指导，青年

演员勇挑大梁，青春版《将相和》、

《野猪林》、《群英会·借东风·华容

道》、《四郎探母》、《杨门女将》等

剧目的清新亮相，对剧院青年人

才培养工作进行了良好的注解。

3 个演出团、30 天时间、30 台

大戏，团结、勤奋、认真、细致，无

私、奉献，成就了一个场次密集、

剧目繁多、异彩纷呈的“新春演出

月”。当万家团圆，共庆新春佳节

之际，二团的全体演职员却在大

年初一至初五 5 天时间里演出了 8

场，这便是国家京剧院队伍建设

的真实写照。

国家京剧院国家京剧院 20122012 新春新春演出月演出月

好阵容、好档期、好剧目赢得好效益
京 文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为

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北京京

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响应首都剧

院联盟的倡议，在北京京剧“每

周一星”活动中开辟低票价区，

推出惠民低票价套票卡及年票

优惠卡。2 月 14 日，惠民低票价

开票暨向残疾人赠票仪式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

北京京剧“每周一星”惠民低

票价套票卡限量共计发售600张，

每张200元，每人限购2张。每套

票卡限购“每周一星”50元票价演

出票10张。据了解，此套票卡的优

点除看一场戏票价相当只花20元

外，还有类似公交卡一样便于戏迷

观众看戏的功能：持卡可在今年内

自选想看的戏，只需提前到梅兰芳

大剧院售票处刷卡取票。另外，活

动还发售了500元至2000元不同

面值的“每周一星”年票优惠卡。

此 次 演 出 活 动 ，北 京 京 剧

院、梅兰芳大剧院共同向北京市

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北京京剧“每

周一星”每场 30 张演出票，52 场

演出共计 1560 张演出票，送给平

常少有机会进入高雅艺术殿堂

和爱好京剧艺术的伤残人士。

此次捐赠也成为北京京剧演出

史上向残疾人捐赠演出门票数

量和场次最多的一项活动。

北京京剧“每周一星”活动

贯穿 2012 全年，来自北京京剧院

的 52 位优秀演员于每周的周五、

周六、周日的其中一天为观众奉

献精彩的经典剧目。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

莹）2 月 10 日，由河南省信阳市

豫剧团打造的大型新编历史剧

《开漳圣王陈元光》在河南省人

民会堂上演。

《开漳圣王陈元光》讲述了

唐高宗时期，闽粤交界发生寇

乱，民不聊生，陈元光随父入闽

平乱，8 年后继任父职，平息寇

乱，兴农桑、办书院，传播中原文

明，并上表朝廷设立漳州，在闽

南辛勤耕耘 42 年，终于使闽南得

到开发，成为鱼米之乡。

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孔凡

燕、国家一级导演黄天博、国家

一级作曲耿玉卿等 共 同 打 造 ，

成功塑造了以陈元光为首的中

原将士恪守使命、忘我牺牲的英

雄群体形象，表现了中原与闽地

自古血脉相连、同根共祖的鲜明

主题。

在 编 排 过 程 中 ，该 剧 始 终

贯 穿 着“ 根 亲 文 化 ”的 脉 络 。

剧中大胆采用闽豫结合的豫剧

唱 腔 ，或 雄 浑 粗 犷 ，或 婉 约 动

人，令河南观众和福建观众都

能在剧中找到亲切感，剧中独

特的舞美设计，也令观众大饱

眼福。

《开漳圣王陈元光》目前已

获得 2011 年河南省戏剧大赛文

华奖等多个奖项，并被定为河南

省重点打造的精品剧目和对台

文化交流重点项目。

《开漳圣王陈元光》演“根亲文化”

2012 年正月十五刚过，中央

民族乐团一行 80 余人在党委书

记孙毅率领下，赴甘肃省庆阳市

进行慰问革命老区的演出。

庆阳瑞雪，过年的对联和灯

笼依然布满新城区。2 月 11 日、

12 日，乐团分别进行了《和谐西

峰·新春音乐会》和“赴甘肃省庆

阳市西峰区慰问演出”。

瑞雪喜人，然而地冻天寒，容

纳 3000 多 人 的 体 育 馆 尚 未 接 通

暖气，对于冬季里穿着夏装而且

必 须 坐 上 两 个 小 时 的 演 奏 员 来

讲，的确是种考验。虽然手脚冰

凉 ，但 演 奏 员 们 毅 然 换 上 演 出

服，特 别 是 独 奏 演 员，坚 持 穿 着

袒 露 肩 臂 的 夏 装 演 奏 。 担 任 独

唱的孙毅表示，演员上台前都会

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但接过

话 筒 的 瞬 间，状 态 顿 失，因 为 根

本想不到接过了一块“冰坨子”，

从 手 到 臂，冷 彻 全 身，只 能 凭 着

多 年 经 验 迅 速 在 从 台 口 向 台 中

的瞬间调整状态。

音乐会由何建国指挥，节目

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多元特色：传

统 与 现 代 融 合 ，东 方 与 西 方 对

话，民间与民族集结，兼收并蓄，

异 彩 纷 呈 。 第 一 支 乐 曲 是 中 国

音 协 主 席 赵 季 平 创 作 的 民 族 管

弦乐《庆典序曲》，喜庆气氛漫卷

全 场 ，《北 京 喜 讯 传 边 寨》是 20

世纪民族管弦乐的经典，旋律一

出，就让观众回到特定时代的温

暖 气 息 中 。 呈 现 中 华 大 家 庭 各

民族的音乐风格，是乐团曲目一

向坚持不懈的内容，民族管弦乐

《瑶 族 舞 曲》，谢 琳 女 高 音 独 唱

《玛依拉变奏曲》，陈莎莎、宋瑶

的 笛 子、朝 鲜 唢 呐 与 筚 篥《长 白

山歌》，都用特定的民族乐器、民

族 语 言、民 族 服 装 和 轻 盈 舞 姿，

为 观 众 奉 献 了 不 同 民 族 的 音 乐

作 品 。 二 胡、萨 克 斯 与 乐 队《我

和 你》，二 胡 与 大 提 琴《相 望》，

体 现 的 是 中 西 与 流 行 相 互 渗 透

的理念。孙毅男高音独唱《草原

上 升 起 不 落 的 太 阳》，让 翘 首 企

盼 的 观 众 如 闻 韶 乐 。 男 声 四 重

唱《菊 花 台》、《少 林 少 林》的 表

演者走进坐席，在互动中感染观

众 。 他 们 是 在 2011 年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中 获 表 演 奖

的 组 合 。 柴 科 夫 斯 基《天 鹅 湖》

组 曲 是 乐 团 采 用 中 西 结 合 方 式

展 现 世 界 音 乐 精 华 的 一 贯 方

式 。 一 曲《夜 深 沉》在 火 爆 刚 劲

的 京 胡 演 绎 下 ，让 夜 色 京 味 浓

浓 。 原 生 态《山 丹 丹 开 花 红 艳

艳》，长调、呼麦、马头琴与乐队

《万马奔腾》，则展示了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的 优 秀 品 种 。 音 乐 会 在

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花好

月圆》的高潮中结束。

同 样 在 寒 冷 中 坐 了 两 小 时

的观众，对台上的演奏员给予深

切理解，每首乐曲都报以热烈掌

声 。 零 距 离 感 受 观 众 热 情 的 气

氛，让演奏员再次体会到老区人

民 对 艺 术 的 渴 望 和 乐 团 传 播 民

族 音 乐 的 责 任 。 虽 说 没 人 搓 手

跺脚，但终究抵消不了北国的彻

骨 寒 意，可 以 说，整 个 体 育 馆 中

的 人 都 在 用 体 温 与 严 寒 抗 争 。

台 上 台 下，同 样 面 对 低 温；台 上

台下，同样爆发热情。

地冻天寒，用民乐送去温暖
———中央民族乐团赴甘肃庆阳慰问演出侧记—中央民族乐团赴甘肃庆阳慰问演出侧记

涛 声

艺术·院团

2011 年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彩陶舞》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