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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噜反仗一场梦，百年情意

全 没 用，草 鸡 升 天 配 玉 龙，想 变

凤。”宫里生活两年，一心思乡的

贵 妃 ，还 乡 后 在 闺 房 看 到 这 首

打油诗，她知道这是曾经定亲的

恋人写给她的牢骚话，恰好陪同

贵 妃 还 乡 的 公 主 闯 了 进 来 ，全

场 观 众 的 心 立 刻 随 剧 情 紧 张地

悬起……

近日，吉剧《贵妃还乡》在吉

林长春东方大剧院火热上演，开

启了吉林“火红的五月优秀舞台

艺 术 作 品 演 出 季 ”的 序 幕 。 据

悉，吉剧《贵妃还乡》从全国申报

的 120 余 台 精 品 剧 目 中 脱 颖 而

出，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

展演，成为东北三省唯一一台入

选剧目。

“平民贵妃”圆百姓造桥梦

演出现场座无虚席，免费观

演的百姓对于剧中平民出身的郎

贵妃满是方言的语言备感亲切。

一位姓孙的女士说：“乾隆皇上因

为一个梦，就在东北民间找到一

位美女封为贵妃，虽然这个戏只

是一个民间传说，看着感觉就像

发生在我们身边，非常亲切。”

舞台上郎贵妃回家省亲时，

腐 败 的 地 方 官 员 给 贵 妃 送 来 重

礼，却私吞朝廷为百姓修桥的钱，

贵妃得知实情后将计就计，收下

贪官送来的礼金，用来为百姓造

桥，不想被贪官诬告，让皇帝产生

误会。最终事实被澄清，贵妃受

到皇上的礼遇和百姓的爱戴。

吉剧《贵妃还乡》由剧作家崔

凯编剧，自去年初开始已经公演

40 余场，导演孙俪清在原剧基础

上不断进行加工，通过轻喜剧的

手法将该剧思想性进一步深化。

全剧在轻松、幽默中讽刺了贪官

的丑行，有着强烈的喜剧效果，同

时，突出了吉剧的艺术特色。

吉 林 省 吉 剧 院 院 长 杨 柏 森

说：“这部戏主旨是反腐倡廉，本

意就是借古喻今。主角郎贵妃本

身敬重百姓，为百姓说话，为民造

福，抓住了观众的心，所以百姓喜

欢看。”

未成曲调先有情

《贵妃还乡》在第十二届中国

戏剧节上曾摘得最佳作曲奖。据

作曲家杨柏森介绍，全剧唱腔创

作，均是以吉林人民熟知的二人

转基调的名曲改编，不仅曲调优

美，而且采用了一些现代元素，更

加贴近观众的欣赏需求，如《红柳

子》、《文王嗨》、《靠山调》等，在保

留原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地

域性浓重，又能古今融合，符合老

百姓的审美情趣。

杨柏森介绍，乐曲的改编不

仅充分考虑了剧中人物的性格，

还采取以剧传情的手法。如贵妃

娘娘选用的是《红柳子》主调；皇

上 出 场 时，最 早 选 用 了《戏 说 乾

隆》的曲子，但是考虑到这段戏本

来就是传说，不应以一个有历史

背景的皇帝来写，经过反复推敲

后，皇帝的出场乐曲以《靠山调》

为主，表现的是一个老百姓眼中

的皇帝。杨柏森说：“人物有性格

有感情，观众就会记住性格，留住

感情。”

“这曲子，听着多带劲啊。”一

位 60 多岁的老大爷一边看戏一边

跟着哼，他说：“吉剧姓吉，关键体

现在曲调上，这是咱吉林地方的

味道，我是打心眼里喜欢。”

杨 柏 森 告 诉 记 者 ，《贵 妃 还

乡》的一切音乐元素都具有东北

化、地域化的特点，加上百姓喜闻

乐见的地方语言，清新淡雅，让皇

上和贵妃既有皇家威严又有亲民

性，这样更贴近观众，吉剧也更有

生命力。

“老疯子”“小冤家”和“粉丝”

演出前半小时，记者在化妆

室见到了吉剧《贵妃还乡》剧组的

演员们，他们化好了装，匆匆忙忙

吃着盒饭，有的忙里偷闲竟然睡

着了。

“这些演员每天都要忙十三

四个小时，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

日，他们都累坏了。”吉林省吉剧

院业务副院长马士杰对记者说。

“这都是我们的‘老疯子’院

长闹的。”“对，老恶魔，他天天不

休息，也不让大家休息，改编一部

戏十几天就完成了，还要搬上舞

台，接受百姓的检验……”司鼓王

福义和主弦李龙江一唱一和，埋

怨中饱含着疼爱和佩服，全院人

都亲切地称杨柏森为“老疯子”。

马士杰告诉记者，他们 60 岁的老

院长，不但不休息地改戏排戏，自

己收入微薄却还用获奖作品的奖

金设立了“院长基金”，用来奖励

演员们。

《贵 妃 还 乡》以 年 轻 演 员 为

主，杨柏森和马士杰称他们是“小

冤家”。扮演贵妃的青年演员刘杨

二十几岁，头一次挑大梁扮演主

角。她说：“尽管累点，但自己觉得

收获特别多，进步非常大。”26岁的

王丹阳扮演爽快、带有男孩气的公

主。23 岁的刘金是从河北来的，

小时候一直学武戏，到吉剧院后，

越发喜欢上了吉剧，他说：“吉剧

就是每个人都有戏，不论主角还

是跑龙套的，这种表演形式能很

快提高演员的表演水平。”

据杨柏森介绍，吉剧在沉寂

了一段时间后，三四十岁的演员

出现了断档，而近两年又从复苏

到 火 热 ，年 轻 演 员 也 挑 起 了 大

梁。剧院采取扶持青年演员的策

略，与吉林省艺术学院联合办吉

剧班，一批 20 多岁的青年演员迅

速成长起来。

为了吸引更多观众，他们经

常让百姓参观带装彩排，演出时

还发意见反馈表，听取普通观众

的意见。吉剧院的工作人员把厚

厚一摞意见反馈表拿给记者记者

按表上电话打通后，对方是一汽

集团的职工，他大加赞赏吉剧院

的做法，说是这样调动百姓参与

意识，看戏感觉更有意思了。

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来到

后台和演员照相，而且抢着告诉

记者：“我们都是真心粉丝。”

“贵妃”刘杨在卸装时有一个

观 众 对 她 的 一 句 台 词 提 出 了 建

议：“‘今天这场闹剧老少爷们都

是 主 角（jue）’要 说 成‘ 主 角

（jiao）’，这样更有吉剧味道。”

杨 柏 森 说 ，观 众 中“ 真 心 粉

丝”越多，参与意识越强，“我们的

演员越有劲头儿，我们的戏也就

越有市场。”

本报讯 4 月 23 日晚，由科

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联合北京市科协、清华大学

学生科协等共同主办的《科学与

诗在这里相遇》主题晚会在清华

大学大礼堂上演。

晚会创意新颖，以诗朗诵、独

唱、科幻剧的艺术形式，彰显了科

学文化的独特魅力。晚会既有朱

琳、虹云、周强等艺术家的深情表

演，也有在校大学生登台亮相。

其中的科学诗题材丰富，紧扣时

代热点。主办方希望在“世界读

书日”向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传达

科普阅读的美好感受。

从 2011 年 5 月开始，科学普

及出版社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

公益赞助支持了北京 4 号地铁线

的“4 号诗歌坊”项目。2012 年 1

月，该社又面向全国征集科学诗，

得到各地作者的热烈响应。

（因 明）

4 月 26 日，中国国家话剧院

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携中文

普通话版《理查三世》启程赴英演

出，与其他 36 种语言的 36 部莎剧

共同参与环球莎士比亚戏剧节。

王晓鹰在他执导的《理查三世》中，

融入了京剧表演、民族打击乐、汉

服、书法等中国元素，借莎翁名剧

推广中国文化。国家话剧院院长

周志强称这是“借船出海”。

王晓鹰携《理查三世》赴英

为迎接 2012 年第 30 届奥运

会在伦敦举行，作为“伦敦文化奥

林匹克”的一部分，有数百年历史

的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举办环

球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全球范围

选择 37 种语言分别排演莎士比亚

的全部 37 个剧作，并于 4 月 23 日

至 6 月 10 日 在 环 球 剧 院 连 续 上

演。王晓鹰代表中国汉语普通

话，排演普通话版《理查三世》，剧

组于 4 月 26 日启程赴英，将于 4 月

28 日 、29 日 在 环 球 剧 院 演 出 3

场。该剧将于 7 月 4 日在北京首

都剧场与国内观众见面。

据了解，最初主办方给王晓

鹰指派的剧目是《亨利五世》，而

王晓鹰自己最中意的莎翁剧目是

《麦克白》，他对于《亨利五世》在

中国的影响力并不看好。最终，

双方经过协商，决定由王晓鹰排

演中国观众认知度较高的《理查

三世》，而东道主英国方面负责排

演英文版《亨利五世》。

“借船出海”传播中国文化

早在今年 3 月，王晓鹰就率领

普通话版《理查三世》剧组，在国

家话剧院小剧场进行了试演。他

为全剧融入了诸多中国元素，例

如旦角和武丑的戏曲表演、能够

准确表达内心的民族打击乐、带

有三星堆图腾的柱子、改良后的

汉服、用英文字母拼贴成的汉字

书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

载体，承载中国文化元素赴国外

演出，周志强称这是“借船出海”。

在剧目解读方面，王晓鹰着

重探讨的是主人公到底是个心理

畸形的个案，还是人性中普遍存

在，所以特别设计了三次国王登

基。而以往的版本中，理查三世一

直是个肢残人士，但这次王晓鹰却

给了他一个健全的身体，突出他心

灵的残疾和邪恶的灵魂。另外，由

于主办方对剧目的演出长度界定

在不超过 2 小时，所以王晓鹰将 6

万字的原作删至不足 3 万字。

剧场硬件原始 装台时间紧

据王晓鹰介绍，英国莎士比

亚环球剧院是个很“ 原始”的剧

院，如今依旧保持着 400 多年前的

样貌——三面观众席，没有大幕、

没有吊杆、没有升降台、没有电脑

灯。这个剧场的舞台采光，要么靠

白天日光，要么在晚上从观众席打

泛光照亮舞台表演区。而且，无论

是哪种语言的剧目上演，都没有翻

译字幕，只能在开场时出现简短的

文字介绍。所以，《理查三世》剧组

在排练初期就考虑到了这些客观

因素。王晓鹰特别提醒演员，一定

要节奏紧才能“hold 住”1000 多人

的环形剧场。

现在，剧组唯一的困扰是需

要抢时间装台。到达英国后，第

一天有 4 小时装台调试，演完下午

场次就需要拆掉给晚上印度剧组

腾地方，第二天下午场和晚上场

演出前，仅有 45 分钟重新装台。

本报讯 （记者刘淼）4 月 26

日、27 日，已经阔别京城 20 余年

的武汉汉剧团率领 120 余人的团

队进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汉剧

“陈派”经典《宇宙锋》。

京剧《宇宙锋》是京剧大师梅

兰 芳 的 代 表 作 。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以同样

一出《宇宙锋》参加全国首届戏曲

观摩演出，其鲜明的汉派艺术特

色和精湛的表演艺术，得到了以

梅兰芳为主要代 表 的 专 家 的 肯

定，荣获表演一等奖。随后，由

长 春 电 影 厂 拍 成 戏 曲 影 片 在 全

国城乡放映，使海内外观众通过

《宇宙锋》认识了古老而优美的汉

剧，认识了陈伯华。60 年来，《宇

宙锋》巡回演出于南北各大城市

及香港地区，成为汉剧“陈派”的

经典之作。

此次，武汉汉剧团邀请著名

编导郑怀兴、石玉昆精心打造新

版全本《宇宙锋》，新版在保持原

剧秦二世欲纳赵艳蓉进宫，赵艳

蓉在哑乳娘的帮助下在相府与金

殿“装疯”，从而取得了胜利的坚

实基础上，增加了赵高“ 指鹿为

马”“匡赵联姻”“盗剑嫁祸”等重

要情节。编剧五易其稿，使该剧

前后贯通，形成一体。

剧中主要人物赵艳蓉的扮演

者王荔，扮相俊秀，文武兼备，功

力扎实，曾受到陈伯华的指导。

她是汉剧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也是

年轻的旦角领军人物。此次，由她

扮演的赵艳蓉除在“装疯”演唱中

淋漓尽致地展示“陈派”艺术的精

华外，特别注重人物内心和性格

的细心刻画，前后起伏变化有序，

层次分明。

“‘下基层’要给地方添欢乐，

不能添麻烦。过去有些形式虽然

效果不错，但是给地方造成的负

担很重。我想，‘下基层’的更大

意义，在于呼唤整个社会对于文

化建设的正确认识。”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徐沛东如是说。4 月 20 日至 24

日，在 他 的 带 领 下，中 国 音 协 理

事、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第六届中

国 音 乐 金 钟 奖 金 奖 获 得 者 宋 心

馨，中国音乐学院教师、第七届中

国音乐金钟奖金奖获得者谭蔚，

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

铜奖获得者闫国威，第八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铜奖获得者

李仓枭等艺术家在湖南湘西进行

了一次特殊的“送文化、走基层”

活动。

两次辅导

4 月 21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群众艺术馆内聚集了数百名

爱音乐的孩子，他们大多凌晨起

床，赶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来，只为

了能够参加中国文联、中国音乐

家协会湘西“送文化、走基层”专

家一对一辅导活动，亲耳聆听邓

建栋这样的名家进行现场指导。

活动现场，邓建栋、宋心馨、

谭蔚、闫国威、李仓枭等艺术家首

先给孩子们讲解了二胡、琵琶演

奏时容易出错的细节，然后认真

听过孩子们的演奏后，精心地为

他们做耐心精准的辅导。

“你演奏的揉弦中压的手法

较多，应该多运用一些滚揉的手

法，二胡的揉弦有很多种手法，比

如一些河南、山西的民间作品就应

该加一些滑揉的手法，不要只用一

种揉弦的手法对待所有的作品。”

“你的双手力度不够，演奏整

体音量较小。弓子要再拉开一些

才能让二胡整体振动起来。”

“弹奏古筝 的 时 候 ，手 型 应

该 呈 圆 形 …… 用 食 指 演 奏 的 时

候，应该像弹钢琴那样将食指向

上抬起。”

由于时间关系，每位老师只

能现场辅导提前选拔出的 12 名学

生，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

需求。“一位家长每次都使劲举手，

不断对我说，‘邓老师，给我的孩子

看看吧’，但是他的孩子并不在名

单上。看到他的眼神，我对他说一

定会满足他，但是要在活动结束

后。”辅导活动结束，邓建栋依然被

学生和家长们团团围住。

艺术家们的现场指导让孩子

们受益匪浅。平时经常在网上搜

索名家拉琴视频、学习拉琴的风

格和姿态的向钊册，亲眼看到老

师的现场演奏并接受了他们的讲

解和辅导后，才真正理解了一些

曲目的感情和内涵。“我平时练琴

不够注意细节，有些时候拉错了

还继续练下去，今天听了老师的

辅导，我才真正明白细节对整部

作品的重要性，以后我会反复练

自己拉错的地方，把细节抠得更

准确些。”清早 6 点就从古丈县赶

赴吉首参加辅导的苗族女孩邓玮

认真地说。

当地许多音乐老师和琴童家

长也纷纷赶到辅导现场，利用这

个难得的机会向专家“取经”。“吉

首已经六七年没有这种辅导的活

动 了 ，更 别 说 是

请 到 这 样 的 专

家！为了教好学

生 ，我 平 时 只 能

自己到长沙跟那

里的专业老师请

教 、交 流 。 这 次

老师们的辅导不

仅让孩子们收获

很 大 ，我 自 己 也

从他们的辅导中

体会了换个角度

教 学 生 的 问 题 。

孩子们的家长来听听这样的辅导

也很应该，平时要是我们一支曲

子教得时间长一点家长就觉得进

度太慢了，通过听这样的辅导可

以让他们真正理解我们老师的工

作。”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瞿

宏燕回到家乡开始教授古筝，听

说有这样的活动，就建议自己的

20 多名学生一定珍惜这个机会。

辅导了 12 位湘西琴童后，谭

蔚惊讶不已：“湘西孩子的水平出

乎我的意料。虽然孩子们在演奏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们还是

很愿意学习的。在教孩子们的过

程中，我也体会了教学相长的过

程，在发现他们问题的同时也在

寻找着自己的问题。”正在中国音

乐学院读研究生并期待毕业后能

在学校任教的宋心馨也感到“在

为一个一个学生辅导的过程中，

我知道了小朋友演奏的问题，这

为我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

徐沛东表示：“当前文化自觉

已经成为文艺界集体参与和谐社

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文联开

展的‘送文化、走基层’品牌已深

入人心，中国音协以‘送文化、走

基层’为主线，组织知名艺术家深

入最基层，敏锐捕捉群众心声和

希望、挖掘培养音乐人才，真正把

文化送入人心、植入基层，把音乐

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湖南湘西州

学习二胡和古筝的土家族、苗族

小朋友很多，所以我们专门组织

了这样的教学，让他们现场得到

名师的指点，这就是真正的文化

惠 民 。 这 次 湘 西 行 对 探 索 建 立

‘送文化、走基层’活动长效机制

有着重要的作用。”

4 月 22 日，艺术家们又马不停

蹄 地 赶 到 湖 南 省 张 家 界 市 慈 利

县，也为那里的孩子开设了一堂

一对一辅导课。

一个故事

4 月 21 日晚，中国文联、中国

音协在湘西吉首市举行了《春暖

湘西音乐会》。音乐会上，艺术家

们不仅展示了自己高超的琴技，

更与湘西琴童同台演奏。但音乐

会上最感人的，是一个故事。

去年，当首届全国二胡少儿

优秀选手（业余）展演少年 B 组决

赛的所有评委、观众离开现场后，

12 岁的湖南小姑娘徐凯玉依然站

在台口看着空荡荡的舞台。徐凯

玉噙满泪水的眼睛，引起了邓建

栋的注意，原来在比赛中，徐凯玉

的演奏出现了失误。邓建栋一边

慈爱地摸着孩子的头一边安慰道：

“孩子，没关系的！谁没有出过错

呢，我们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

来的。”徐凯玉哭了，与她同时流下

眼泪的还有她的指导老师单绪恩。

徐 凯 玉 来 自 慈 利 县 的 大 山

里，家中经济十分拮据，全家人仅

靠父亲一人开电动三轮出租车养

活。由于喜欢，徐凯玉从 4 岁起便

开始自学二胡，直到 8 岁那年，一

句“我学二胡是因为我爱它”打动

了 9 岁辍学后靠自学成材的二胡

老师单绪恩。从那以后，单绪恩

便 开 始 分 文 不 取 地 教 徐 凯 玉 拉

琴，并且一教就是 4 年多。

晚会现场，邓建栋为徐凯玉

送上了特制的高档二胡和自己录

制的 CD。单绪恩不仅红了眼眶，

更是攥着邓建栋赠送给孩子的二

胡激动得攥出了鲜血。推掉了很

多商业演出前来参与此次活动的

邓建栋表示：“中国音协搞这样的

活动是在用音乐扶贫，为边远地区

喜欢音乐的孩子送温暖，为他们

学琴提供一些支持。从这里琴童

和他们家长的眼中，我们可以读

得出他们对音乐的渴望。作为专

业人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需

要我们帮助的爱乐人进行帮助特

别是这种一对一的帮教。帮助徐

凯玉是希望她能够好好学习、好好

练琴，长大以后回馈祖国、回馈社

会，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我也会无

偿地教她演奏。”

此外，刘天华阿炳中国民族

音乐基金会、国韵华夏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

基金会等单位和企业还为湘西的

音乐文化事业捐款 55 万元。据

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兼省音协主席

黎晓阳介绍，湖南文化艺术创作

扶助基金会已拿出 5 万元给徐凯

玉作为后续的学琴经费，其余 50

万元则支持给湘西地区开展音乐

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淼）4 月 20

日至 22 日，2012 尤泓斐北大艺术

之旅以 3 场歌剧《再别康桥》的演

出启幕。

2008 年，由尤泓斐主演的歌

剧《再别康桥》在北京首都剧场连

演 4 场，引起广泛关注。此次演

出，集结了尤泓斐、金郑建、张倩、

张海庆等当代中国歌剧舞台上的

骄子。他们用优美的歌声将林徽

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的情感纠葛

和当时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

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表现得淋

漓尽致。剧中音乐朗朗上口，不

论是耳熟能详的主题曲《再别康

桥》，还是《爱神之歌》、《一首桃

花》、《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

向吹》等咏叹，都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今年，尤泓斐的北大艺术之旅

已经是第三年，能坚持这种自掏

腰包普及高雅艺术的行为实属不

易。“演出中未见一人离席，和台

下师生的交流中丰富了我的表

演，观众的支持是我前行的动力，

我不虚此行。”尤泓斐说。

两次辅导和一个故事
——记中国文联、中国音协湘西“送文化、走基层”

本报记者 刘 淼

汉剧《宇宙锋》进京演出

“平民贵妃”与民同乐
——吉剧《贵妃还乡》排演侧记

本报驻吉林记者 常雅维 实习记者 李鸿劼

《科学与诗在这里相遇》主题晚会举办

尤泓斐再启北大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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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理查三世》剧照

徐凯玉在家中练琴

邓建栋对孩子们进行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