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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帮带”共种“一棵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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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的 舞 台

上，中国国家京剧院 45 位青年才

俊轮番登场，演出 30 段经典唱段；

舞台下座无虚席，记者也只能站

在过道里观看演出；虽然演出持

续了 3 个多小时，却鲜有观众退

场 ，台 上 演 得 精 彩 ，台下看得兴

奋。3 月 31 日，国家京剧院以这样

的阵势结束了为期20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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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京

剧流派班学员汇报演出活动。

青年人才培养“三级跳”战略

“2011 年 4 月，始终关心着京

剧事业建设发展的丁关根同志找

我谈了一次话。他对国家京剧院

的 人 才 梯 队 建 设 提 出 了 殷 切 希

望，要求我们遵循艺术规律，担当

责任使命，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

制，打造一支与国家京剧院地位

相匹配的人才梯队。”国家京剧院

院长宋官林说，正是这次谈话，促

成了此次青年演员的展演活动。

其实 ，宋 官 林 上 任 伊 始 ，便

把人才培养纳入剧院四项基本工

作，并且明确提出了人才培养的

理念——为前人树碑立传，为后人

鸣锣开道，延长当红艺术家的艺术

生命，缩短青年人才的成长周期。

虽然肩负着领导同志的殷切

希望，但国家京剧院并没有“轻举

妄动”，而是在遵循京剧艺术规律

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前提下周密策

划。最终，剧院制定了青年人才

培养“三级跳”的战略，即邀请剧

院艺术指导委员会专家集体为青

年人才成长把脉会诊，提出发展

方 向，并 以 此 为 依 据，先 后 推 出

“ 畅和园之秋”“ 畅和园之春”及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3 个实践平

台，促进青年演员艺术水准和综

合素质的提高。“年轻的朋友来相

会”就是这最后一跳。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曾

经鼓舞我的一首歌曲，其中有一

句歌词‘再过 20 年我们重相会，伟

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再过 20

年，现在这些青年演员也会是京

剧 舞 台 上 的 中 坚 力 量。”宋 官 林

说，这“第三跳”不仅仅是青年演

员们在舞台上的一次“相会”，还

充盈着剧院领导、老艺术家对他

们的期待。

争当“团体冠军”

经过层层选拔，剧院最终确

定了参加“第三跳”的选手——11

位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

研究生和 10 位中国京剧流派传承

班学员。“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

研 究 生 班 和 中 国 京 剧 流 派 传 承

班，让剧院青年演员的艺术状态

有了很大变化，可以说，他们现在

已 经 是 剧 院 业 务 建 设 的 有 生 力

量。”但宋官林也对这些年轻演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

成为“德艺双馨、尊师重学、敏行

善思”的学者型艺术人才。

对于展演剧目的选择，国家

京剧院自然也是精心安排。“开幕

大戏《龙凤呈祥》是出‘拴角儿’的

戏，行当齐全，全面展示了剧院青年

演员队伍的素质。闭幕式是一场

京剧演唱会，分为《青春之声》、《红

色之声》和《经典之声》3 个板块，这

不仅是对演员的展示，也是对国

家京剧院剧目建设的检阅。”除宋

官林介绍的开闭幕式之外，《通天

犀》、《卓文君》、《红灯记》、《平原

作战》等 15 台风格各异的剧目在

20 天的展演中依次上演，虽然都

是青年演员担纲，但仍然充分彰

显了国家京剧院“阵容齐整、舞台

清新、艺术严谨”的艺术风格。

虽然京剧是“角儿”的艺术，

但是宋官林却更希望通过展演让

国 家 京 剧 院 的 青 年 演 员 成 长 为

“团体冠军”。“‘一棵菜’的精神是

国家京剧院的传统，在这 17 台剧

目的演出中，一个演员今天是‘红

花’，明天就可能是‘绿叶’，培养

‘新贵’不是展演的目的，提高年

轻演员的整体实力、把他们团结

起来才是剧院的想法。”

剧院的老艺术家们也用“传

帮带”共铸着“一棵菜”精神。“听

说剧院给青年演员办展演，老艺

术家都特别高兴，纷纷要求给他

们说戏。因此，每一出戏都至少

有两位老艺术家担任排练执导。”

宋官林说，张春华、刘长瑜、李维康、

王晶华、李光、耿其昌、钱浩樑、张曼

玲、朱秉谦、张春孝、刘琪、孙元意、

沈健瑾、荀皓、孙洪勋、常贵祥、孙桂

元、宋锋等老艺术家的帮助，为演

出质量和舞台呈现起到了保驾护

航的重要作用。

除了演员之间的团结协作，

宋官林还将“一棵菜”拓展到了整

个剧院。“展演之前，我给剧院创

研部的‘小秀才’们和各团的团务

秘书开了个会，给他们分配任务，

让他们每人负责一到两个剧目的

报道工作，从跟着排练，到摄影、

写评论都要包办。前一天演出结

束，第二天稿子必须在剧院网站

上 登 出 来 。 我 觉 得 通 过 这 次 锻

炼，他们对剧目的认识、文字水平

都有所提高。另外，如此集中进

行的展演，也是对剧院乐队一次

很好的锻炼。”

两次研讨会专家把脉

展演期间，国家京剧院在每

场演出都会专门空出一个包厢，

邀请专家来审看，并于 3 月 21 日、

4 月 1 日召开了两次专家研讨会，

为青年演员问诊把脉。专家们在

为 青 年 演 员 的 成 长 而 高 兴 的 同

时，也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甚至是泼了点冷水，让他们能保

持清醒的头脑。

京胡演奏家李祖铭告诫青年

演员要在平时做好积累，在难得

的 展 示 机 会前，要“露脸”别“露

馅”。“展演的剧目好多是演员现学

的，就透着生。另外，乐队要注意

节奏和韵味。以前，大幕还没拉

开，锣一响就能分清是不是国家京

剧院的乐队，现在这味儿不对。”

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健瑾建议

剧院每年组织一次封闭集训。“剧

院能不能每年抽出一个月或者半

个月的时间，推掉所有演出，让老

艺术家发挥余热，给大家说说戏，

把现有的剧目加工提高一下。”另

外，沈健瑾也提出，由于剧院没有

自己的大剧场，所有的彩排只能

在畅和园小剧场进行，然后直接

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影响了演

出的质量。“演员一般要演两三场

才能在台上找到感觉，现在这些

戏还是演得少，好戏都是靠演出

慢慢磨出来的。”

《中国京剧》原主编安志强提

出了演员的体验与表现的问题，他

认为“现在表现派的演员相当多，

真正把表现与体验结合起来的演

员却很少”，京剧的程式绝对不会

妨碍一个演员塑造角色，演员应该

利用程式而不是被程式所支配。

年轻演员应该学习大师王瑶卿的

方法，“认识认识人，找找事儿，琢磨

琢磨心里劲儿，安腔找窍头”。

“现在各团的行当不全，要引

起 注 意。”京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李 光

说，从前一出《群英会》一个团就

能解决，现在举全院之力都未必

能完成好，国家京剧院要逐步完

善行当配置。

虽然展演非常成功，但是宋

官林对国家京剧院的人才现状有

着清醒的认识：“国家京剧院的中

青年人才数量虽然有着一定厚度，

但是优势并不明显。其中出类拔萃

的人才数量与国家级剧院的称号并

不相称，与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

等兄弟院团在个别环节上也有差

距。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努力把展演办成品牌

“3 月原本就是演出淡季，在

这个时候选择让青年演员进行展

演，也给剧院的票房带来了一定

的压力。”为了缓解票房压力，宋

官林想了不少方法。“我们加大了

宣传力度，特别是利用了新的传

播方式——剧院和青年演员都开

通了微博，随时发布演出信息，吸

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

此外，北京市西城区文委也将

展演纳入了西城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惠民工程，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和基金”也为国家京剧院赞助了65

万元，并共同举办了青年感知国粹

的活动，邀请中小学的老师和热爱

传统文化的青年观众观看演出。

最终统计下来，展演不仅没

亏钱，还略有盈余。

本届青年演员展演的成功举

办，也为宋官林建立了信心，“我

们准备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做

成品牌，争取每年的 3 月举办一

次。开幕的时间我都想好了，就

放在 3 月 12 日植树节。”

本报讯 （记者胡芳）3 月 24

日，现年 7 岁的“音乐神童”黄天戈

在新疆乌鲁木齐斯坦韦音乐厅举

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

音乐会演出了黄天戈 6 岁时

创作的《第一钢琴奏鸣曲》、黄天

戈母亲林静创作于 1993 年的《小

奏鸣曲》，并首次在新疆演出黄天

戈的作品《新疆组曲》。

当黄天戈演奏到巴赫《平均

律》第 13 首赋格曲时，音乐厅突然

停电，现场顿时哗然，观众躁动不

已，但黄天戈的琴声却没有停下，

他在一片漆黑中继续演奏。停电

持续了近 20 分钟，黄天戈在漆黑

中演奏了一首巴赫的赋格曲、两

首肖邦的圆舞曲并首演了作曲家

王华专门为他创作的现代派钢琴

组曲《儿童乐园》。

来自北京的黄天戈自 5 岁起

开始举办个人艺术节，今年已是第

三届。黄天戈在 2010 年第一届艺

术节上举行了首场钢琴独奏音乐

会，演奏了多位作曲家的作品，并

首演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首音乐

作品；在2011年第二届艺术节上，

黄天戈演出了巴赫两组《平均律》

作品，并首次与乐队合作演出莫扎

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首演自

己的作品《新疆组曲》和女高音与

乐队作品《唐诗四首》。

音乐之外，黄天戈也钟爱摄

影，已举办以“西域掠影”和“香

港”为题的两次摄影展。

本报讯 （记者刘淼）4 月 13

日至 15 日，由国家京剧院主办的

“佳音春色——第五届中国京剧

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张佳春专场

汇报演出”将在北京清华大学新

清华讲堂、蒙民伟音乐厅举行。

届时，张佳春将主演荀派名剧《红

娘》、《卓文君》以及现代京剧《红

灯记》。演出现场，她将正式拜京

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刘长瑜、沈

健瑾为师。

张佳春扮相俊俏，嗓音甜润，

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舞台形

象光彩照人。2008 年荣获第六届

央视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花旦组金奖。宋长荣、刘长瑜、沈

健瑾及张关正、蔡英莲、陈淑芳等

名家恩师引领她在艺术之路上扎

实前行。

这次专场汇报演出的举办，

凝聚了众多名家新秀的力量。现

代京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李奶

奶，分别由优秀青年演员张浩洋和

国家一级演员毕杨饰演，鸠山由京

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的入室弟子

李晓威饰演。《红娘》中的张君瑞、

崔莺莺分别由国家一级演员宋小

川和徐畅饰演。《卓文君》中的司马

相如由包飞饰演。此外，徐孟珂、

马力、刘大可、李博等众多中国京

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和中国京

剧流派班学员也将联袂参与演出。

青年京剧演员张佳春将办专场

本报讯 （记者胡芳）4 月 1

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中

华文化（南通）论坛”在江苏南通

举行，论坛围绕继承弘扬中华传

统道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

神家园进行了深入交流。

论坛主题为“传统道德的当代

意义”，与会专家认为，处于社会转

型期的中国，不同的道德观、多元

的价值观交织碰撞，导致了一些伦

理失范、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现

象，已经严重损害了民族尊严，玷

污了国家形象，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与安定，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刻不容缓。

论坛提出，中国传统道德内

涵深厚，蕴含着现代道德建设的

丰富营养，其中被历代崇尚的“五

常 ”—— 仁 义 礼 智 信 和“ 四

维”——礼义廉耻，以及孝悌、忠

恕等主张，能为社会转型期的中

国提供一种道德文化资源，建议

对它们进行富有时代特点的诠释

和阐发，使之形成符合现代社会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

理道德规范。

专家研讨传统道德的当代意义

本报讯 4 月 1 日至 3 日，博

鳌亚洲论坛期间，艺美基金会作

为论坛邀请的唯一艺术机构参与

其中，并为亚洲各界精英及媒体

代表呈现独特的“艺·境”展览。

本次论坛上，艺美基金会重

点推广“艺·境”理念——让艺术

走入生活，通过营造“艺·境”，使

艺术与环境和谐共融，以达成对

观众审美方式、审美情趣、生活品

质的提升。同时，也希望寓教于

艺，通过对环境空间的美化，让更

多的人享之于艺、受之于艺。

“艺·境”集中呈现中、日、韩

等亚洲国家优秀艺术家的代表作

品，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

蔡志松、郑在东，韩国当代艺术家

李二男，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

等人的代表作品。

艺美基金会由陈玹镁于 2006

年创建，是一个开启、扶持、展示

和推广当代艺术的机构。艺美

基金会与博鳌亚洲论坛结缘于

2009 年，并希望通过长期稳固的

合作，促进亚洲当代艺术的交流。

（桃 子）

艺美基金会为博鳌奉献美好“艺·境”

本报讯 （记 者 刘 淼）3 月

28 日 ，国 际 古 琴 养 生 学 会 与 北

京武警总医院眩晕研究所共同

举 办 的《古 琴 音 乐 与 身 心 健 康

讲 座 演 奏 会》在 北 京 武 警 总 医

院举办。

演奏会上，国际古琴养生学

会会长韩杰首先讲解了古琴的

文化渊源、音乐特色以及对人身

心健康的影响。随后，任静、刘

政宏、周通生、孙徳斌、韩杰等演

奏了《鸥鹭忘机》、《秋江夜泊》、

《平沙落雁》、《寒山僧踪》、《挟仙

游》、《关 山 月》、《梅 花 三 弄》和

《流水》等古琴名曲，50 余位医务

工 作 者 和 患 者 聆 听 了 演 奏 会 。

武警总医院眩晕研究所所长单

希征表示，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

的传统乐器不仅能演奏优美的

乐曲，而且是修身养性、陶冶情

操的方式，古琴文化对于临床治

疗的作用值得期待。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

莹）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和河南开

封市委、市政府联合打造的豫剧

《刘青霞》，3 月 22 日开始封闭排

练，并计划于 4 月底搬上舞台。

刘青霞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

了不起的女性，民间素有“ 南秋

瑾，北青霞”之称，她也是河南人

民的骄傲。但是，现在人们对刘

青霞的事迹却知之甚少。为重温

先烈事迹、祭奠辛亥英烈，河南省

豫剧三团根据刘青霞的事迹创作

了大型现代豫剧《刘青霞》。从

2010 年初至今，该剧剧本已经修

改了 15 稿，目前已完成各方面基

础工作，并投入排练。

据介绍，大型现代豫剧《刘青

霞》荟 萃 了 国 内 一 流 的 主 创 人

员。编剧张芳曾多次荣获国内外

大奖，总导演谢平安曾连续 6 次荣

获国家级大奖，作曲朱超伦、汤其

河、尹克福佳作不断，指挥兼配器

李宏权、张钦民蜚声国内，舞美设

计王千桂是世博会沙特馆总设计

师，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

汪荃珍领衔主演。

开幕 4 年来，一年一度的歌剧

节已经成为国家大剧院最具影响

力的品牌。4 月 3 日至 6 月 28 日，

“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2”如期

而至，8 部中外歌剧陆续呈现，闻

名世界的多明戈歌剧声乐大赛也

首度进驻中国。近日，指挥家吕

嘉正式以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身

份现身，向媒体介绍了本届歌剧

节的情况。

四个开创之举成亮点

本届歌剧节除继续保持前 3

届的大体量和高水准外，力图在

剧 目 类 型 、风 格 种 类 上 有 所 突

破。在为期近 3 个月的歌剧节中，

国家大剧院陆续带来 8 部歌剧精

品，有 6 部均为此前从未亮相过的

新制作和新剧目，其中不仅包括 3

部国家大剧院自制剧和一部原创

自制剧，还邀请到 4 家中外歌剧院

的“镇院之宝”。

与此同时，4 个具有开创意义

的“第一次”也成为本届歌剧节的

亮点：国家大剧院首次挑战瓦格

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第一次

制作威尔第中晚期经典歌剧《假

面舞会》、第一次将民族唱法引入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运河谣》和

首度邀请蜚声国际的多明戈歌剧

声乐大赛，这些都让观众对本届

歌剧节比以往有了更多的期待。

打造自制歌剧“金三角”

每年歌剧节中，国家大剧院

自主制作的剧目都会成为当年的

点睛之作，今年也不例外。值得

一提的是，本届歌剧节中国家大

剧院重磅推出瓦格纳、威尔第和

普契尼 3 位伟大歌剧作曲家的作

品，组成闪亮的歌剧“ 金三角”。

其中作为本届歌剧节开幕大戏的

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尤为

引人注目，这是国家大剧院推出

的第一部瓦格纳歌剧。该剧主创

团队沿用了享誉世界的金牌歌剧

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为核心的

国际班底，著名瑞典女高音伊娃·
约翰森以及在多张瓦格纳知名唱

片中“亮声”的老牌德国男低音亨

德里克·特鲁林倾情加盟。

5 月 24 日至 27 日，威尔第歌

剧《假面舞会》也将首次在国家大

剧院上演。在国家大剧院版《假

面舞会》中，国际知名导演乌戈·
德·安纳将兼导演、舞美设计、服

装设计于一身，而目前在意大利

的多家歌剧院中，都在上演他所

执导的威尔第、普契尼歌剧。此

外，华人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将首

度归国担纲歌剧主唱，饰演剧中

的大号女高音角色阿美丽亚，而

男中音歌唱家拉多·阿塔内里也

将倾力加盟。

与此同时，作为本届歌剧节

自制歌剧中唯一一部复排剧目，歌

剧《托斯卡》第三度上演，孙秀苇、曼

查多等原班人马将悉数重返这部

在去年震撼京城舞台的大戏。

《运河谣》尝试民族唱法

除了制作一系列西方经典歌

剧外，国家大剧院还将继续担负

起推广本土原创歌剧的使命，在

继之前的《山村女教师》、《赵氏孤

儿》之后，本届歌剧节将带来一部

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歌剧《运河

谣》。该剧以京杭运河为故事背

景，通过描述剧中人物在运河上

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遇，展现离合

悲欢与善恶生死。

据介绍，《运河谣》的创作历时

两年，集结了国内一线创作团队，

由剧作家黄维若、董妮联合编剧，

作曲家印青作曲，著名导演廖向红

执导，歌唱家雷佳、王宏伟在该剧

中放歌。《运河谣》将以民族唱法为

载体，从戏曲、民歌、民俗中汲取营

养，呈现出民族歌剧所特有的艺术

质感与艺术魅力，开拓出一种有别

于西洋歌剧的中国歌剧意境。

外邀剧目异彩纷呈

在推出精良制作的同时，本

届歌剧节仍然突出了外邀剧目的

多元化和多样性。福建省歌舞剧

院将带来原创歌剧《土楼》，该剧

由陈薪伊执导，作曲家莫凡作曲，

年逾八旬的泰斗级指挥家郑小瑛

执棒。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

改编自冯小宁同名电影的大型原

创歌剧《红河谷》也将在本届歌剧

节中亮相。同时，去年 9 月在京首

演并获得好评的中央歌剧院版瓦

格 纳 歌 剧《唐 豪 塞》将 在 6 月 27

日、28 日再度上演。而作为今年

造 访 歌 剧 节 的 国 外 歌 剧 表 演 团

体，韩国国立歌剧院将在指挥大

师郑明勋的率领下带来普契尼歌

剧《艺术家生涯》。

而作为本届歌剧节的另一个

重头戏，多明戈歌剧声乐大赛将

首次在中国举办，并以国家大剧

院 为 其 登 陆 中 国 的 第 一 站 。 据

悉，多明戈歌剧声乐大赛自 1993

年创建至今已是第 20 届，何塞·库

拉、维拉宗、廖昌永、和慧等众多

活跃在当今歌剧舞台上的明星都

曾从这一比赛走上星途。6 月 4 日

至 10 日，北京观众将有机会与歌

剧大师多明戈共同见证新星的诞

生，决赛音乐会中多明戈还将亲

自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打造全方位歌剧

歌剧节期间，国家大剧院推出

一系列歌剧艺术交流与推广普及

活动。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第四

届世界著名歌剧院高峰会议暨歌

剧论坛将于 6 月 20 日至 23 日举

行。届时，世界著名歌剧院管理层

将出席论坛。“歌剧节主题观摩”也

将贯穿歌剧节始终，参观游览国家

大剧院的观众可在公共空间内欣

赏到室内乐、歌剧咏叹调演唱等表

演，还有机会跟随艺术家学唱歌

剧。此外，“国家大剧院歌剧节·
2012”剧目展、2012 世界歌剧节巡

礼、国家大剧院原创与制作剧目展

等，将为观众介绍歌剧知识。

大型现代豫剧《刘青霞》将演

《古琴音乐与身心健康讲座演奏会》举办

《龙凤呈祥》剧照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红灯记》剧照 王琳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