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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作为

北京京剧院 2012 年“每周一星”演

出活动之一，4 月 28 日，由郭玮领

衔主演的程派剧目《春闺梦》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春闺梦》剧本假托东汉末期

公孙瓒和刘虞互争权位，发动内

战，河北人民惨受征戎、流离的痛

苦。壮士王恢新婚数日，被强征

入伍，上阵冲杀。妻子张氏终日

在家企盼，不觉积思成梦，梦见王

恢归来，张氏又是欢欣，又是哀

怨。倏忽间战鼓惊天，乱兵杂沓，

尽是一些血肉骷髅，吓得张氏蓦

地惊醒，才知都是梦境。《春闺梦》

是根据唐代诗人杜甫《新婚别》及

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

梦里人”的意境编成的。京剧大

师程砚秋在 1931 年目睹当时军阀

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编演了这一

出戏，反映了人民反内战、渴望和

平的心理。该剧在结构穿插、表

演艺术上，都有很多新的试验和

创造。

当晚的演出，北京京剧院青

年演员郭玮饰演张氏，充分展示

了程派唱腔幽咽婉转、曲折低回

的特点，兼之水袖翻飞，身段优

美，不时赢得观众的掌声。李宏

图饰演王恢，亦频频出彩。

“每周一星”上演《春闺梦》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草

原·我的家——郭娅丽独唱音乐

会》近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音

乐厅举行。

该音乐会由全国少工委副主

任、内蒙古青联北京联谊会会长孙

柱任总策划，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

院院长孟新洋任艺术总监，音乐

教育家、指挥家曹文工任现场指

挥。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王

昆，声乐教育家糜若如，内蒙古音

协主席阿拉泰，内蒙古作曲家关益

全等出席音乐会。

在这场原生态的音乐会上，

郭娅丽演唱了内蒙古民歌《黑缎

子坎肩》、云南民歌《小河淌水》、

江苏民歌《茉莉花》、河北民歌《放

风筝》、山西民歌《送情郎》、陕北

民歌《兰花花》、朝鲜族歌曲《长鼓

敲 起 来》、二 人 台 对 唱《五 月 散

花》、漫瀚调对唱《拉骆驼》等 17 首

不同风格的民歌。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周强、内蒙古优秀二人台演

员乔宇杰、内蒙古四胡演奏家苏

雅作为特邀助演嘉宾也奉上了精

彩的表演。

音乐会以民乐伴奏、无麦克

风原声、声情并茂的演唱、纯天然

的歌声，赢得在场听众雷鸣般的

掌声。

“草原百灵”郭娅丽歌唱家乡

本报讯 （记者胡芳）香港著

名 财 经 作 家 梁 凤 仪 日 前 在 京 宣

布，将创作其最后一本小说《我们

的故事》三部曲。

《我们的故事》分为《义薄云

天》、《还我公平》、《誓不言悔》3

部 ，时 间 跨 度 从 1949 年 至 2015

年，讲述香港女子林千童的商海

浮沉，小说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

提纲。

关于本书的创作，梁凤仪表

示，一直以来，都想写一本关于香

港人的香港历史小说，可是由于

商务缠身，无法专注创作。受香

港著名作家倪匡的鼓励，本书的

写作提上日程。“这部香港史诗式

的小说，尝试着把香港 60 多年来

的政治、经济、生活、爱情、人情等

熔于一炉。”梁凤仪说，作为生活

在香港的现代女性，“要把我们这

一代女性奋斗的酸甜苦辣写在小

说之中，留个纪念。”

梁凤仪开写封笔之作《我们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胡芳）4 月 24

日、25 日，山西省太原市歌舞杂技

团创演的大型民歌情景诗《桃花

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

《桃 花 红》深 挖 山 西 民 歌 元

素，从两万多首山西民歌中精选

了《桃花红杏花白》、《想亲亲》、

《割莜麦》、《樱桃好吃树难栽》、

《十里屯》等 20 余首经典曲目，在

加入现代元素的同时又极力保持

民歌的质朴和山野气息。全剧升

华了山西民歌的演绎，很多唱法、

歌词、旋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

良，并突破了以往的表现手法，增

加了人物，有了简单的故事，通过

铁蛋找寻爱人桃花这一线索，表

现三晋大地人民向往美好生活、

勇敢追求爱情的情景诗画。

《桃花红》是太原市歌舞杂技

团在歌舞晚会《唱享山西》基础上

打造而成，由山西省文化厅、中共

太原市委宣传部主办，太原市文

化广播电视集团、太原市歌舞杂

技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中国当

代新锐编导赵小刚、张云峰担任

总导演，作曲家程大兆任音乐总

监，民歌歌唱家石占明、高保利的

参演，也为作品增色不少。

山西民歌情景诗《桃花红》在京演出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张华

丽硕士毕业独唱音乐会，4 月 27

日晚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音乐厅举行。

音乐会分为三部分，张华丽

先后穿着不同的服装出场，演唱

了江西民歌《十送红军》、藏族民

歌《心上人像达玛花》、乐府民歌

《长相知》以及芭蕾舞剧《沂蒙颂》

选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 10 余

首歌曲。作为演唱嘉宾，李凌利、

赵明分别献上了《走上这高高的

兴安岭》、歌剧《灰姑娘》选曲等。

“小曲好唱，唱好了那也难”，

这句话是张华丽多年来学习声乐

艺术的总结。张华丽出生在江西

玉山，自幼喜爱音乐。2000 年她

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在声

乐教育家金铁霖的悉心辅导下，

演唱技巧日臻成熟，她多次参加

各种大型演出活动以及重要比赛

并获奖。金铁霖称赞她“学习努

力 ，是 非 常 难 得 的 优 秀 歌 唱 人

才”。2005年，张华丽本科毕业，被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录用，成为

一名专业独唱演员。后来，她又重

返中国音乐学院拜在金铁霖门下，

攻读艺术硕士研究生，使自己的演

唱水平又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逐

渐形成了“大气、深情、字正腔圆、

感情丰富”的演唱风格。张华丽

说：“我时刻铭记并领会着导师的

话：做好人，唱好歌。短短 6 个字，

却要让我学习琢磨一辈子。”

张华丽举办独唱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刘淼）4 月 27

日，北京人艺 2012 年第一部原创

小剧场话剧《老爸，开门》在北京

人艺实验剧场首演。

该剧讲述了北京一个四合院

中一对个性十足的父女，一个鳏

夫、一个“剩女”，从分歧不断发展

到尝试理解最后冰释前嫌的动人

故事，白描出都市人对于当代社

会纷繁变化的不适应状态。

《老爸，开门》是一部关注家

庭伦理的亲情剧，深层次地描摹

和展现了空巢老人的孤寂、知识

分子的苦闷、大龄“剩女”的患得

患失等深刻主题。然而，如此深

刻的主题观剧时却“笑果”十足，

父女俩的对话幽默诙谐，不时引

发观众的笑声，又令人深思。导

演唐烨认为，有力量的作品是让

观 众 在 笑 过 之 后 ，还 能 有 所 思

考。编剧费明说，作为一部关注

家庭伦理的亲情剧，《老爸，开门》

旨在表现当代人对 生 命、死 亡、

婚姻、爱情等诸多方面的不同看

法，凸显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揭

示同社会发展并生且遗留的“精

神”疾病。据介绍，首演前，剧组

邀请演职员的父母观看了彩排，

费 明 年 逾 八 旬 的 老 母 看 完 戏 后

潸然泪下，非常激动，她慨叹此

戏 精 彩 地 表 现 了 古 稀 老 人 对 于

独处的恐惧感。

据悉，本轮演出至 5 月 19 日

结束。

《老爸，开门》温情开演

“为什么就封箱了呢？”“茅茅

演得多好啊，她年轻依旧，为什么

不再演张生了呢？”这是 4 月 29 日

晚北京国家大剧院入口处观众的

私语。他们期待又不舍的正是国

家大剧院“2012 戏曲精品展演”的

重头参演剧目，由茅威涛领衔主

演的小百花“原生代”演员封箱版

《西厢记》。

封箱，这个词在戏曲界通常

是指戏班或剧团在春节前的最后

一天演出，封箱戏过后，一切服

装、砌末归箱封存，戏班休整，等

待春节过后踏上新一年的征程。

然 而 一 个 剧 目 的 封 箱 ，却 是 罕

见 。 受 全 国 观 众 喜 爱 的 越 剧 名

家茅威涛宣布要将《西厢记》封

箱，从此她不再演此剧，此语一

出，戏迷皆惊，而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的 3 场《西 厢 记》，便 成了观

众与茅版张生的最后相聚。有网

友 表 示 ：“ 我 们 看 的 不 是《西 厢

记》，而是回忆。”

“莺莺”回来了，
“张生”却说不再演了

上世纪 90 年代初，浙江小百

花越剧团编演了《西厢记》，轰动

一时，相继荣获第三届中国戏剧

节大奖、中国戏曲学会奖、金盾

奖、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大奖，更是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第一阶段“诗

化越剧”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

而最为观众所熟悉并且津津乐道

的《西厢记》演出阵容，便是茅威

涛饰演张生、颜恝饰演崔莺莺、陈

辉玲饰演红娘、董柯娣饰演崔夫

人。后颜恝远赴大洋洲，这些“原

生代”的“花儿们”至今已经有 10

余年没有再演出过这出家喻户晓

的名剧。

多年后，颜恝回归了，“原生

代”的演员阵容齐全了，茅威涛宣

布将再次演出《西厢记》，但此次

演出不仅是难得的原班人马再现

经典，也将是“原生代”演员的最

后一次合作此剧。

与茅威涛的其他代表作《陆

游与唐琬》、《藏书之家》等剧目所

不同的是，《西厢记》没有新旧版

本之分，这次只是把布景、服装重

新制作，音乐做了调整，而与多年

前相比，演员们少了青春逼人，却

多了岁月赋予的醇厚成熟，所以

此次《西厢记》不仅保证是原汁原

味，而且艺术质量可说是更高。

当大幕拉开，茅威涛一袭蓝

衫亮相，轻吟出一句久违了的“游

学中原，脚跟无线”，观众们便一

直贪婪地看着台上，不放过演员

的每一个举动，随着剧情欢笑、忧

伤、惆怅，似乎要把每一个片段都

深深刻在脑海里。一些老观众甚

至惋惜地说：“好容易盼着‘莺莺’

回来了，‘张生’却说不再演了，从

此，这样的阵容再也看不见了。”

汇众家精华，塑经典张生

对于茅威涛所诠释的张生，

已故文化大家黄宗江早有定论：

“此张生乃我心、我耳、我眼之张

生也。”

成功塑造这样的张生，茅威

涛秉持的创作观念是“塑造一个

全新的张珙，赋予越剧女小生以

新的表演程式”。创造新程式，

谈何容易，但是她善于吸收、勇

于创造。茅威涛的表演，既有川

剧小生的潇洒机智，也有昆剧小

生的古典儒雅，更突出表现了越

剧 小 生 的 风 流 飘 逸 。 当 第 一 次

见到莺莺时，张珙即一见钟情，

茅威涛在这里用脚一踢褶子，左

手 抓 住 ，再 用 右 手 执 扇 一 撩 后

襟，紧步赶上，动作潇洒帅气，同

时又将张珙此时“魂灵儿飞上九

重天”的情状描摹得淋漓尽致。

这 便 是 茅 威 涛 为 张 珙 设 计 的 越

剧女小生的新程式之一，将川剧

身段表演化为己用，每演至此，

观众无不为之倾倒。

茅威涛塑造的张生不同于京

剧《西厢记》中的张生，她能让越

剧小生表现得比京剧中的张生更

加硬气、刚烈。这一方面得益于

茅威涛不同于其他越剧女小生的

糯、柔的嗓音，茅威涛的嗓音更偏

重于醇、厚，而另一方面则由于剧

本情节的再创造。京剧中，突出

了张生痴傻疯魔的一面，遭遇赖

谏后如遭雷劈，毫无主意，只好哭

着向红娘求救；而茅威涛的张生，

赖谏后先是一声大笑，将从云霄

突然掉落地面的失落和对老夫人

言而无信的愤怒都化在了这一声

大笑中，之后对红娘不是哭着哀

求，而是用大段由慢到快的唱腔

字字珠玑控诉老夫人的言而无信

和他的伤心绝望。

茅威涛将台步、风度、踢袍、

拂袖、眼神、手势综合利用，塑造

了一个“志诚种”“风欠酸丁”，这

个 儒 雅 、风 流 又 不 失 刚 烈 的 张

生，成为了深得观众喜爱的一代

经典。

是终点，也是起点

好戏终将散场，即使再不舍，

《西厢记》也走到了终场的时候。

4 月 29 日演出结束，茅威涛带着

她的搭档们再次上台，肃穆地进

行《西厢记》的封箱仪式。古琴响

起，炉中焚香，茅威涛郑重地打开

樟木箱，将主演们的戏服一件一

件叠好，仔细地放入箱中，合上，

意味着“原生代”版的《西厢记》将

不再演，而是正式传承给小百花

的下一代年轻演员来演绎。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茅威涛

又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连 续 演 出 两 场

《西厢记》。“西厢”的大幕落下后，

国家大剧院“2012 戏曲精品展演”

还将继续奉献力作。《锁麟囊》、

《红楼梦》等既包含传统韵味又充

满现代审美理念的各大剧种的优

秀剧目也将一一登上国家大剧院

的舞台，继续展现中国戏曲既陌

生又熟悉的万种风情。

本报讯 （记者刘淼）4 月

26 日，“国家艺术院团联系基层

基地——国家京剧院·山东省

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基地”挂

牌仪式在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

鲁 东 京 剧 文 化 促 进 会 会 馆 举

行。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

林与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会长

杨金镜分别代表双方签订了合

作备忘录，这也是国家京剧院在

国内建立的首个基层联络基地。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之际，为贯彻讲话精神，

推动国家院团积极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京剧艺

术的传承普及，国家京剧院按

照文化部关于国家艺术院团建

立联系基层基地的指示要求，

与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达成合

作意向，共同建立基地，加强京

剧艺术在基层的传播。

国家京剧院作为文化部直

属 的 国 家 级 戏 曲 艺 术 表 演 院

团，精英荟萃、实力雄厚；鲁东

京剧文化促进会是省级法人社

团组织，总会会址设在烟台，并

在青岛、淄博、潍坊等地设有会

馆，会员由各地专业院团、京剧

票友组织和热衷京剧文化艺术

事业的单位和个人组成，在山

东 省 具 有 较 大 的 影 响 力 。 今

后，双方将在充分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的基础上，携手推进基

地工作，按照“以点带面、以面

带片，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

原则，使基地起到“ 建立一个

点、辐射一个面、带动半个省”

的作用。

宋官林说：“国家京剧院创

新思维、拓宽视野，寻真情、觅

知音、重实效，与鲁东京剧文化

促进会真情牵手，在先辈血染

的革命老区、在生机盎然的齐

鲁大地，共建精神家园，实属盛

事。”宋官林介绍，基地建成后，

国家京剧院将依托山东省鲁东

京剧文化促进会为烟台群众参

与京剧艺术活动提供支持。国

家京剧院将每年在鲁东地区举

办一次专题活动，组织无偿演

出，同时帮助促进会建立京剧

文化展示馆，定期向其派出专

家培训当地演员、演奏员，并扶

持烟台大学、鲁东大学等京剧

票社的活动等。

据杨金镜介绍，京剧文化

展示馆已在筹备之中，国家京

剧院不仅先期捐赠了价值 20

余万元的展示服装、乐器、演出

光盘等物品和资料，更是动员

全院人员每人为展示馆捐赠一

样展品。

当晚，庆祝国家京剧院·山

东省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基地

建立京剧演唱会在烟台大剧院

举行。杨春霞、李海燕、陈淑

芳、宋小川、管波等国家京剧院

的艺术家和山东省鲁东京剧文

化促进会的会员共同合作，演

出了器乐曲《庆升平》、京剧联

唱《龙凤合鸣盛世春》和《红灯

记》、《春闺梦》、《搜孤救孤》、

《坐宫》等经典剧目选段。

正是莺飞草长、花香鸟语的

季节，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迎来

了一场别样的演出。4 月 24 日，中

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走进千灯演

唱会如期举行，中国剧协主席、首

届梅花大奖获得者、梅花奖艺术

团荣誉团长尚长荣，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梅花大奖

获得者裴艳玲领衔的 21 位梅花奖

获得者倾情献艺。中国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杨承志，中国剧协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分

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刘卫红，江苏

省剧协主席汪人元等相关领导与

千余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送戏下乡，梅花芬芳四溢

本次演出是梅花奖艺术团自

2005 年成立以来首次走进江苏昆

山千灯镇。演唱会共分“梅韵飘

香”“梅花傲骨”“梅开芬芳”“梅开

二度”“梅花三弄”5 个环节。尚长

荣、裴艳玲等戏曲界泰斗携 21 位

梅花奖得主以京剧、昆曲、晋剧、

越剧等 10 余个剧种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高质量的演出。

在第 14 届梅花奖获得者、著

名演员吴京安，上海东方电视台

七彩戏剧频道主持人邬咪佳的主

持下，国家一级演员、第 23 届梅花

奖获得者谷好好表演的昆曲《扈

家 庄》选 段 拉 开 了 演 唱 会 的 序

幕。随后，千灯观众熟悉的二度

梅花奖获得者王芳一上场就把演

出 推 向 了 高 潮 。 她 演 出 的 昆 曲

《牡丹亭·寻梦》以其清丽柔婉的

唱腔、端庄秀丽的扮相博得了观

众的阵阵喝彩。

晋剧《凤台关》、京剧《三寸金

莲》、高甲戏《风打梨》、黄梅戏《女

驸马》、淮剧《祥林嫂·问天》、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选段频

频出彩。舞台上，悠扬的音乐、婉

转的词曲、精湛的演技，演员们把

戏曲的神韵展示得淋漓尽致，台

下观众掌声此起彼伏。

素有“活钟馗”“活武松”之称

的 裴 艳 玲，表 演 了 昆 曲《林 冲 夜

奔》选段。年逾花甲的裴艳玲风

采不减当年，“飞脚”“转身”“探海”

“卧鱼”等多个繁复连贯的动作，一

招一式精准到位，堪称快、脆、帅，博

得了在场观众的满堂彩。

为晚会压轴的是由尚长荣表

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尚

长荣的功力深厚，演出行云流水、

气魄非凡，无论念白还是唱腔，都

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昆曲故里，戏迷热情高涨

“中国曲艺之乡”千灯是昆曲

的发源地，当地的百姓也多喜欢

戏曲。从 2005 年至今，该镇共有

9 人 获 得 小 梅 花 金 奖 ，3 人 获 银

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互动，主

办 方 将 此 次 演 出 的 舞 台 设 在 了

千 灯 古 镇 的 露 天 广 场 上 。 小 桥

流 水 人 家 的 小 镇 实 景 作 为 舞 台

的天然背景，配以两旁的 LED 屏

幕，古镇景致与舞台表演融为一

体，美轮美奂。

而演出之前，天公却不作美，

蒙蒙细雨，着实让演员们捏了一

把汗——担心舞台地滑，担心妆

花 了 …… 然 而 观 众 依 旧 热 情 高

涨。早在演出开始前两个小时，

广场周围就已经排满了人。淅沥

的春雨中，璀璨灯光映照的广场

上，各色油纸伞组成的“花海”攒

动 。 中 国 昆 曲 研 究 中 心 常 务 副

主 任 周 秦 也 带 着 他 的 学 生 们 从

苏 州 赶 来 观 看。“ 太 难 得 的 一 次

机会了，能够看到这么多艺术家

同台演出，大开眼界呀。”同学们

纷纷感叹。

第 24 届梅花奖获得者周源源

演唱完黄梅戏《女驸马》选段，特

意邀请当地观众与她合唱黄梅戏

《夫妻双双把家还》。台下观众踊

跃参与，最后一位苏州籍戏迷抢

先 登 上 舞 台 ，与 周 源 源 同 台 演

出。现场配合默契，表演惟妙惟

肖，在场观众大呼过瘾。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还

特意安排了苏州小昆班的演员们

演唱昆曲《牡丹亭》选段。他们都

是曾经的小梅花奖获得者。6 位

“小不点儿”联袂登台，演绎了 3 对

张生与崔莺莺，一招一式，惟妙惟

肖，赢得大家的一片叫好。

吴京安在观看了千灯小昆班

的演出后，深表欣慰，“一座江南

小镇，昆曲能从娃娃抓起，并与苏

州昆剧学院合作建立定期引入昆

曲人才机制，使得昆曲文化得到

了较好保护和传承。遥想 600 年

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名人雅士陶

醉于这清雅美妙的艺术。如今在

千灯，又看到了汤显祖在不朽名

著《牡丹亭》中描绘的那样姹紫嫣

红的美好春天。”

古镇新颜，加快文化建设

如诗如画的梦里水乡，2500

多年的历史，孕育了千灯以顾炎

武为代表的国学文化、以昆曲为

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少卿山为代

表的良渚文化、以石板街为代表

的水乡文化……演出结束之后，

中 国 剧 协 梅 花 奖 艺 术 团 深 入 古

镇、新区采风，领略江南水乡的别

样文化。

古镇精致细腻，镇区内小桥

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保存完整，

塔寺佛灯、亭台楼阁更是历千年

而尤在。千灯馆里 1000 余盏灯诠

释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

建于梁代的秦峰塔与“南朝四百

八十寺”之一的延福寺遥相呼应，

仿佛在悄悄诉说这千年的变迁。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一行，在

顾 炎 武 故 居 读《天 下 郡 国 利 病

书》、品《音学五书》；在顾坚纪念

馆回顾 600 年昆曲演变的历史足

迹；在古戏台看当地民众拉二胡、

弹琵琶、打竹板，演绎人生的悲欢

离合。而来到城乡一体化成果展

的炎武社区，城乡界线在公共服

务一体化中消失，现代化的图书

馆、电脑网络、书画创作室等，以

及社区广场上精彩的群众文艺活

动，使千年古镇焕发出了新的文

化活力。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炎武社区是千灯近几年在统筹城

乡发展，加快推进“农民向社区集

中”，努力提升城镇发展水平过程

中，建立起来的规模最大的新型

农民动迁小区。

千灯镇党委书记李文透露，

此次演出是今年千灯文化旅游节

的重要活动之一，第二届秦峰曲

会、昆曲研讨会、中国昆曲研究中

心教学实践基地揭牌等系列活动

也将相继亮相，冀望通过地方政

府和民间力量一同推动戏曲艺术

保护和传承。

昆曲故里梅花飘香
——记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昆山千灯镇演出

本报记者 钱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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