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次高规格剧情研讨、十余次

高水准带妆彩排、几十次剧本修

改、60 场全省巡演、百余人倾力携

手，历经 600 多个日夜的艰辛磨

砺，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大戏，争

得了两项沉甸甸的国家级大奖，

不但续写了一段梨园佳话，也展

现出吉林省松原市独具特色的文

化实力。

近日，由吉林省松原市满族

艺术剧院打造、于 2008 年排演推

出的大型满族新城戏《洪皓》汇报

演出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演

出中，全剧起伏跌宕的剧情、华丽

大气的唱腔和厚重浓郁的满族风

情，让首都观众充分领略了关东

特色的文化。谢幕时，全场掌声

雷动，观众热情地聚拢在舞台前

和演员身旁，久久不肯离去。

权威培育 土生土长

在筹排之初，松原市宣传文

化部门经过充分调研，认为大型

满族新城戏《洪皓》的创作要充分

挖掘松原的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

剧本要有创新、有突破、有思想、有

力度，要突出独特性、时代性、故事

性及艺术性四个特征，要有更新、

更深、更高的立意，使其真正成为

宣传松原文化的一张特色名片。

为把《洪皓》打造成国家级精

品剧目，从 2008 年初开始，松原市

委宣传部四次率该剧主创人员进

京、赴长春，邀请国内知名戏剧专

家为剧本把脉。同时，先后召开 7

次专题剧本研讨会，中宣部文艺

局、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吉林省委宣

传部、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艺术

研究院7个部门的数十位领导及专

家先后对剧本进行了研讨与交流，

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专家

们在专程赴松原观看了该剧首演

后，一致认为《洪皓》是一部人物丰

满、基 础 扎 实、含 金 量 极 高 的 好

戏，问鼎“五个一工程”奖、重塑满

族新城戏辉煌大有希望。

大型满族新城戏《洪皓》的筹

排得到了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

省文化厅、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和

松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使该剧在创排演过程

和资金上都有了坚实保障。筹排

时，剧组曾计划外请知名演员参

与演出，但考虑到外请演员就意

味着在需要大量资金的同时，还

将面临着“戏排好了，大奖拿到了

之后，演员走了，戏没人演了”的

尴尬局面。于是，松原市委宣传

部经与相关部门慎重研究后，决

定大胆起用、培养本地优秀的年

轻演员，使这部大戏能真正立足

松原、扎根松原。

在创排过程中，编剧王福义认

真与专家研讨剧情，不厌其烦地几

十次修改剧本，字字推敲；导演孙

丽清不顾70多岁的高龄，冒着三十

几度的高温，坚守在闷热的排练

厅，一字一句、一招一式把精湛的

演技悉心传授给青年演员；平均年

龄仅有三十几岁的演员们一遍遍

带妆彩排，任凭汗水湿透了厚重的

戏服，也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

个人喊累。

年轻剧种 厚重文化

满族新城戏是吉林省松原市

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上世纪 60

年代初，诞生于满族先祖圣地、历

有“新城”之称的扶余，故将此剧

种取名新城戏。其声腔的形成是

以流传在扶余县民间的说唱“八

角鼓”曲牌音乐为基础，并不断吸

收满族民歌、太平鼓音乐和清宫

舞乐逐渐发展而成。

在新城戏发展、传承的过程

中，虽然融进了许多汉文化成分，

但其民族属性并未改变，仍然保

持着淳朴流畅、清晰明快的艺术

形态，以其亦歌亦舞的表演形式

和浓郁的满族风情，展示着古老

民族文化。

1999 年松原市成立了宁江区

洪皓研究会，一批专家学者开始

致力于洪皓研究。《洪皓》一剧讲

述了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南宋

使臣洪皓出使金国的故事。他被

困冷山 15 年矢志不渝，潜心传播

中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

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洪皓》汇聚了松原市满族艺

术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演出阵

容强大。整出戏汲取了京剧的华

丽大气，同时将奔放、感性的民族

性情融入其中，其唱腔、表演方式

和人物身段等各个方面，充分汲

取了满族民间歌舞的精髓，华丽

中不失奔放、唯美中显露粗犷，真

实而鲜明地体现了民族特色。

主演陈喜强在剧中的表演细

腻、传神，通过一系列细节的把握，

将洪皓在生死关头时内心的矛盾

和复杂的心态准确地表现出来，极

富感染力。演出过程中，全场观众

的 情 绪 随 着 剧 情 的 推 进 跌 宕 起

伏。最后一幕，当洪皓从临终的金

哥手中接过《松漠纪闻》书稿，历尽

艰险，毕生梦想终于如愿以偿时，

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感染了每

一名观众。

脱颖而出 交口称赞

2011年7月，《洪皓》从来自全国

各地的优秀剧目中脱颖而出，一举

荣获由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颁

发的少数民族戏剧最高奖项——

“金孔雀”综合大奖，同时荣获优

秀编剧、优秀导演、优秀作曲、优

秀服装设计、优秀表演及表演奖 6

个单项奖；同年 9 月，《洪皓》成功

问鼎全国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成为继《铁血女

真》和《圣水湖畔》之后，再次摘得

国家级最高奖“五个一工程”奖的

文艺作品，成了松原市文艺创作的

又一次历史性突破。今年年初，

该剧又成功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资助剧目，成为宣传吉林

地域文化、展示吉林省历史内涵

的一部代表性剧目。

“剧场是有生命的建筑物，

所以我们希望用动物来命名；特

洛伊木马是希腊神话的开篇，希

腊是戏剧的发源地，选择以木马

为名象征开辟新模式；木马是一

种病毒，传播速度很快，希望我

们的戏剧理念能像病毒一样迅

速传播，深入人心；木马的英文

Trojan，含有开放之意，符合我们

的经营理念。”

2010 年 7 月 2 日，苏丹写下

了《木 马 剧 场 日 记》的 第 一 篇。

她和唐虓珲投入全部积蓄和心

血，将 3 个 商 铺 改 造 成 的 木 马

剧 场 终 于 开 业 了 。 虽 然 因 为

建 设 剧 场 ，他 们 没 办 婚 礼 、没

买 房 子 、没 买 车 ，但 是 两 个 人

还 是 牵 手 站 在 剧 场 门 前 满 足

地笑了。

“不够妥协，不够听话”

苏丹是典型的北京姑娘，身

上有股子“劲儿”。在做戏剧之

前，苏丹曾经是知名音乐人张亚

东力推的创作才女。也曾有音

乐人说，如果 10 年前她出来了，

她就是另一个王菲。但作为歌

手的苏丹始终没有大红大紫，按

照她的话来说，因为“不够妥协，

不够听话”。

往往这样的歌手只有两条

路，要 么 成 为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的

“ 天 后”，要 么 只 能 唱 给 懂 的 人

听。显然，苏丹属于后者。

放弃了音乐，苏丹在唐虓珲

的鼓励下，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

部戏剧作品。“在大学的时候，其

实我学的是表演专业。做戏剧

既可以发挥自己创作的特长，也

可以通过戏剧中的音乐继续音

乐创作。挺好。”

因为资金不足又没有制作

经验，做什么类型的戏剧成了两

人争执的焦点。“我喜欢实验戏

剧，但是现在除了孟京辉之外其

他的实验戏都不好卖票；做搞笑

的戏，我们又都不喜欢；表现白

领生活的戏，做的人也挺多。最

后，我们决定做时尚的、女性喜

欢的戏。”于是，《穿 panda 的女魔

头》问世。

《穿 panda 的女魔头》讲述了

一个灰姑娘般的爱情童话：两个

家庭背景悬殊的年轻人愿意为

爱情同甘共苦。这部戏不仅是

苏丹戏剧之路的起点，也成为她

爱情之路的里程碑——排练中

的一天，唐虓珲穿着剧中的熊猫

装，用一张旧版身份证向苏丹求

婚了；首演当天的早晨，他俩领

到了结婚证。

“干脆弄个剧场吧”

《穿 panda 的女魔头》成功的

同时，也让苏丹和唐虓珲意识到

了剧场的重要。“有戏没地方演

是很要命的事，于是我们俩就商

量着干脆弄个剧场吧。”

“那天，唐虓珲一连问了我

好多个‘ 成吗’，不办婚礼成吗？

不买房成吗？不买车成吗？我都

说成。就把剧场当成我们送给

彼此的结婚礼物吧。”于是，这对

新婚夫妇把满北京城找合适的

房子当成了蜜月，“折腾”开了。

剧 场 的 地 址 选 在 了 北 京

CBD 某艺术区，房租不菲。“在我

们之前，也有人想把这改造成剧

场，但是都因为格局的原因没成

功。我们俩拿着设计图研究了

好久，终于找到了一面能打通的

墙，把 3 个铺面改造成了一个剧

场和一间咖啡厅。”

木马剧场整体设计非常个

性，内装以原木为墙体，构筑出

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的腹腔。“这

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俩自己

淘来的，施工队也是选了又选。”

2010 年 9 月 15 日，木马剧场正式

营 业 ，剧 场 的 第 一 部 戏 是《穿

panda 的女魔头》。

“刚开业的时候，人不多，戏

也只有一个。说实话我们心里

都不知道以后会是怎样，只能一

样一样来。”

“天天吵架，天天和好”

剧场开业以后，苏丹负责剧

目，唐虓珲负责经营，俩人“天天

吵架，天天和好”。“钱的事儿他

从 不 让 我 知 道，他 怕 我 会 有 压

力，但是他也总跟我说，要做赚

钱的戏。为了选作品，我们俩没

少争执。我会跟他妥协，但是总

不听话。”

两个人在争执中，做了《男

人 不 坏》系 列 剧，票 房 都 不 错。

两个人的执著也感动了不少戏

剧圈儿里的人。“戏剧人都很善

良。他们刚开始怀有戒心是因

为怕有些人做戏、做剧场只是图

个乐。接触之后，大家对我们对

这个剧场有了了解，也都主动来

跟我们合作。”

2011 年 10 月，木马剧场承办

了第一个戏剧节——第三届“风

马牛戏剧节”。戏剧节以“空间

主义”为主题，在两个月内展演

了《阿门》、《三人行不行》、《我是

伊南娜》、《黑幻公寓》等 7 部优秀

戏剧作品。

“ 我 们 的 剧 场 设 计 很 不 一

样，是立面式的，有三面台，这对

导演在舞台空间上的设计和运

用是个挑战。于是我们将戏剧

节的主题定为了‘空间主义’，还

提出‘戏梦空间，剧中有戏’的口

号。”苏丹说，最终入围并进行展

演的剧目都是在舞美编排、光影

效果和时空表现等方面表现非

常优秀的。“我们看中的戏剧人

都是潜力股，都是敢说话的。”

“我觉得钱应该能还上”

要想在艺术市场站住脚，没

有一定的体量是不行的。苏丹

和唐虓珲决定向银行贷款，而且

不是小数目——200 万。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

龙吟在博客里这样写道：“在北

京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我坐在

嘉宾席上，听着银行的人讲怎么

支持艺术生产，听着小两口怎么

算着账。我的心里直发毛，你们

拿自己结婚的钱租剧场也就算

了，你 们 向 朋 友 借 钱 就 慢 慢 还

吧，可是你们敢向银行贷款，就

把自己和法律拴上了，那银行的

钱，到 期 不 还，是 不 能 商 量 的。

你的财产是要抵债的。而他们

抵押的，是他们有版权的 10 个剧

本，就是说，如果到期他们不能

还银行钱，他们将失去 10 部戏的

版权，这是残酷的。说实在的，

我没有这些胆量，一个也没有。”

“因为唐虓珲从不跟我说钱

的事，所以我一直不担心。直到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总是不睡

觉，在客厅溜达，我才意识到可

能是资金出了问题。”苏丹说，去

年中旬，剧场已经开始赚钱了，

年底的时候还给每位员工发了

小红包。“我觉得钱应该能还上，

如果还不上，我名下还有一间小

房子，可以卖了还钱。”

2012 年，小两口为木马剧场

签约了几位长期驻展的画家，还

签了几个年轻的戏剧人。当然，

小两口又有了新打算——在杭

州再开一个剧场。苏丹说，由于

杭州市政府给了他们很多优惠

条件，新剧场开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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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木马剧场：

见证一对年轻人的爱情与执著
本报记者 刘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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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京剧院“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 月 10 日，浙江交响乐团将再

次进京演出。自乐团成立以来，

每年两会期间，浙江交响乐团都

会带着他们的精心和诚意，在首

都的文化舞台上一展风采。鲜明

的浙江特色总是让人过目不忘。

今年进京之前，笔者采访了浙江

交响乐团团长陈西泠，听他讲述

浙交这个老团如何换新貌。

浙江交响乐团的前身是成立

于 1958 年的浙江民间歌舞团管弦

乐队，后更名为浙江歌舞剧院交

响乐团，50 多年来，通过几代音乐

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乐团由原来

30 余 人 的 单 管 编 制 乐 队 发 展 为

2008 年的 60 余人的双管乐团。浙

江交响乐团是浙江省政府于 2009

年 1 月批准建立的省级准公益性

事业单位。独立后的浙江交响乐

团编制为 105 人，主要承担交响乐

创作、演奏和教育、推广等工作。

陈西泠也由浙江歌舞剧院院长变

成浙江交响乐团首任团长。浙江

交 响 乐 团 的 艺 术 取 向 是 中 西 结

合，兼容并蓄，即：既能精准演奏

西方的交响乐经典作品，同时又

致力于交响乐本土化的尝试，通

过本土作品的创作积累，形成乐

团鲜明的地域文化标签。

从成立之初就以“本土作品

交响化”作为立团之本的浙江交

响乐团，两年多来，不论是每年两

次的进京展演，还是 2011 年的首

次欧洲巡演，都始终踏踏实实地

践行这一宗旨。施万春的《节日

序曲》、吕文成的《平湖秋月》、赵松

庭的《鹧鸪飞》、杜鸣心的《牡丹仙

子》、刘天华的《良宵》、刘湲的《火车

托卡塔》……始终是浙江交响乐团

演出的经典曲目。陈西泠说：“本

土作品交响化一提出就得到了浙

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大家一致

认可这一理念。既然认准了就要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陈西泠坦言

两年多遇到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

是经过不断努力，从委约创作到原

作改编再到民间音乐移植，浙江交

响乐团已经累积了 30 多部保留曲

目。“这些作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

外，我们都要常演、多演。有中国

特征，有浙江特征，别人也就记住

了我们。”

有了浙江省歌舞剧院 10 年院

长的管理经验累积，变身浙江交响

乐团团长的陈西泠还是在乐团成

立之初感到了一丝压力。“万事开

头难，浙江交响乐市场小、观众少，

面对这一实情，唯有自己开拓演出

市场。”于是，从普及演出到商业演

出再到乐季常规演出，陈西泠带领

他的团队攻克一个个难关。浙江

交响乐团第二年就达到全年演出

103 场，平均三天演一场。虽然院

长和团长都是管理者，但是管理职

业交响乐团，有很多新东西要学

习、要摸索。从制度的完善到薪酬

体系的架构，陈西泠带领他的团队

认真研究，公开透明，以人为本，设

身处地为演奏员考虑。与此同时，

充分发挥各声部长的作用。从购

买乐器到新人考核再到薪酬调整，

陈西泠把话语权更多地交给声部

首席，让声部首席真正参与其中，

做到公开、公正、公平，让大家彻底

断了“走后门”的念想。陈西泠认

为，领导绝不能有私心。

在艺术生产方面，陈西泠充

分尊重艺术总监。艺术总监在人

员 、业 务 等 方 面 具 有 绝 对 的 权

威。艺术总监提出的建议，陈西泠

总是坚决执行，不打任何折扣。“我

们班子从不给指挥提要求，而是让

指挥给我们提要求。在艺术生产

上，既然把艺术总监请来，就要充

分尊重和信任，环环相扣，这样乐

团才能良性运转。”

从 1994 年走上领导岗位起，

陈西泠在浙江京昆艺术剧院、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等担任领导。近

20 年的剧团工作经验成为陈西泠

宝贵的人生财富。面对“本土作

品交响化”的道路，两年来，浙交

虽然走得艰辛却收获颇丰。从政

府到指挥再到团员，大家共同认

可这一方向，于是开足马力，义无

反顾。笑称“脑子一直很清醒”的

陈西泠时刻不忘“五年进入国内

一流乐团行列”的目标，“路是走

对了，接下来就要走好、走实，思

想上不依赖政府，这样才能禁得

起风吹雨打。”

艺术·殿堂

浙江交响乐团：

“本土作品交响化”开足马力
孟 绮

浙江交响乐团演出现场

本报讯 （记者张婷）2 月 17

日，青年歌手胥拉齐携新专辑《为

何我还不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胥拉齐

献唱了老歌《祖国我是你生命的

延续》及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等

曲目，以崭新的造型、多变的演唱

方式亮相。

胥拉齐介绍，新专辑收录了

他两年来筛选、创作的 10 首歌曲，

这些歌曲在传统声乐的基础上融

入流行元素，或激昂高亢、或细腻

温柔，造就了专辑风格多变的特

点。胥拉齐亲自监督录制过程，

以保证音乐品质。

据悉，胥拉齐曾在四川音乐

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学府

跟随多位名家学习声乐，在前辈

们的指点下，凭借严谨的态度和

执着的精神打造了自己的音乐品

格。胥拉齐表示，唱歌是他一生

的选择和目标，自己绝不会跟风

取巧，不会迎合低俗的演唱审美

和趣味。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继去

年“魅力春天”青年演员擂台赛取

得圆满成功后，今年北京京剧院

将再次举办这一活动，还将增加

青年演奏员的比赛。

北 京 京 剧 院 修 改 完 善 了 擂

台赛比赛规则，真正做到“ 按行

归路”。此次擂台赛采取分阶段

报名的办法进行报名，第一阶段

为主演报名，第二阶段根据演出

剧目安排进行主要配演和京胡、

板 鼓 演 奏 员 参 赛 报 名 。 擂 台 赛

将于 3 月 20 日至 4 月 16 日、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8 日分两个阶段在

北京长安大戏院举行。 60 名参

赛演员将携 50 台大戏轮番登场，

第一阶段比赛将由 30 名参赛演员

和 25 台 大 戏 组 成 ，其 中 文 戏 22

台，武戏 3 台；第二阶段比赛也将

由 30 名参赛演员和 25 台大戏组

成 ，其 中 文 戏 16 台 ，武 戏 9 台 。

活 动 聘 请 京 剧 界 重 量 级 艺 术 家

梅葆玖、谭元寿、裴艳玲为擂台

赛艺术总监。

擂台赛将对主演、主配演分

别排名，评出二十大优秀青年主

演，二十大优秀主配演，优秀青年

鼓师、琴师若干。擂台赛还将根

据售票调查表评选出最具市场号

召力的优秀青年演员。

此次擂台赛另一个亮点是与

河北省京剧院进行武戏交流赛。

北京京剧院将和河北省京剧院在

下半年的擂台赛中增加 3 场武戏

交流赛，邀请河北省京剧院内部

选拔的前 3 名主演参加擂台赛。

本报讯 （记者刘淼）3 月 12

日 至 31 日 ，“ 年 轻 的 朋 友 来 相

会”——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

员展演暨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

年演员研究生班、首届中国京剧

流派班学员汇报演出将在北京梅

兰芳大剧院亮相。

本次展演活动由国家京剧院

和梅兰芳大剧院联合主办。在为

期 20 天的时间里，11 位第五届中

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

员和 10 位中国京剧流派传承班学

员将担纲主演，数十位优秀青年

演员齐上阵，以集体亮相的方式，

彰显国家京剧院“阵容齐整、舞台

清新、艺术严谨”的艺术风格。

展演共有 17 场，包括《龙凤呈

祥》、《卓文君》、《四郎探母》、《红

鬃烈马》、《春草闯堂》、《对花枪》、

《将相和》、《野猪林》等传统剧目，

《红灯记》（第三代）、《平原作战》

（第二代）等现代剧目以及大型演

唱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

本次展演活动得到了国家京

剧院老艺术家们的热情帮助，京

剧表演艺术家张春华、刘长瑜、李

维康、王晶华、李光等纷纷亲临排

练现场，为青年演员说戏、指导，

为演出质量和舞台呈现起到了保

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在展演即将开幕之际，国家

京剧院官方微博及中青年演员微

博群集体发布，为广大观众与梨

园新秀亲密接触开辟了途径，贯

穿整个展演的微博线下活动也将

陆续启动。此外，为了让更多观

众走进剧场，剧院在降低票价的

基础上，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购

票活动。

“魅力春天”京剧擂台赛扩容

胥拉齐发新专辑《为何我还不懂》

满族新城戏《洪皓》剧照

《迷偶》剧照 《穿 panda 的女魔头》剧照

艺术·院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