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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歌剧院

发生了巨大变化，歌剧演出剧目之

多、样式之多、演出城市之递增，前

所未有。

注重中国原创

近年来，中央歌剧院在打造中

国 原 创 歌 剧 方 面 取 得 可 喜 成 绩 。

2007 年 10 月，中央歌剧院的原创歌

剧《霸王别姬》在北京首演；11 月，原

创歌剧《杜十娘》赴武汉参加第 8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获 文 华 新 剧 目 奖 。

2008 年 1 月，歌剧《霸王别姬》以完

整的编制赴美国 6 城市演出 10 场。

2009 年 11 月，中央歌剧院复排的歌

剧《白毛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公

演，引发观众的关注和好评；两年

后，该剧参加了第 2 届国家艺术院

团优秀剧目展演。2010 年 5 月，《霸

王别姬》赴广东参加第 9 届中国艺

术节，一举获得文华大奖及多个单

项奖；8 月，原创歌剧《热瓦普恋歌》

和《霸王别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首

届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两

剧双获优秀剧目奖及多个单项奖。

此外，音乐会版《复兴之路》也是歌

剧院推出的一个品牌，2011 年开启

全国巡演。

排演世界经典

排演世界经典剧目一直是中

央 歌 剧 院 的 重 头 戏 。 2009 年 起 ，

中 央 歌 剧 院 推 出 每 年 一 届 的“ 国

际歌剧季”，每届持续演出近半年，

上 演 10 余 台 剧 目 和 歌 剧 GALA。

其中的“王牌”剧目是突出中国元

素的《图兰朵》。该剧近年间曾在

国 内 外 多 个 城 市 演 出 ，今 年 将 赴

该剧的诞生地意大利演出。第三

届 歌 剧 季 中 ，剧 院 推 出 了 重 头 剧

目 —— 瓦 格 纳 的《汤 豪 塞》，创 下

了中国的歌剧院团首次演出瓦格

纳作品的纪录，并于 2011 年 9 月参

加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

11 月 压 轴 首 届 中 国 歌 剧 节，震 撼

福州，囊括所有奖项；今年 6 月将

参 加 国 家 大 剧 院 歌 剧 节 的 演 出 。

5 年来，歌剧院演出的外国歌剧剧

目有《茶花女》、《蝴蝶夫人》、《乡

村骑士》等，与国内外院团合作演

出的剧目有《艺术家的生涯》、《弄

臣》、《伊斯国王》等。新创作的歌

剧《山林之梦》最近已投入排练。

重视基层、惠民演出

中央歌剧院每年坚持下基层、

进校园。5·12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中央歌剧院是第一个抵达灾区进行

慰问演出的国家艺术院团。最近，

院长俞峰带队的创作班子赴浙江宁

波鄞州下基层体验生活，搜集创作

素材；4 位青年演员参加了文化部团

委组织的“文化青年走基层”活动；

中央歌剧院还是高校艺术实践基

地，并在辽宁东港桃源村建立了联

系基层的基地。

中央歌剧院是率先参与公共文

化惠民活动的国家级艺术院团。如

作为“公共免费开放日”演出活动的

轻喜歌剧《蝙蝠》，于 2011 年 5 月在

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吸引了万余

观众观看。

加强自身建设

近年来，中央歌剧院大力实施

机制改革，以“歌剧季”为龙头，激发

了艺术生产力，队伍建设、分配制

度、演出营销等方面都出现了崭新

的风貌。乐团现为百人“大三管”编

制，其中包括 5 名外籍和多名海归

人员。合唱团也扩大到了百人阵

容。剧组制、选拔制、演出项目经理

制、全员聘用制陆续实施。

此外，中央歌剧院的大剧场建

设工程终于立项。目前设计方案已

通过，并获得首都“城市规划建设设

计方案汇报展”优秀奖。歌剧院还

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成立了“数字

化舞台技术联合实验室”，承担了文

化部科技新项目“数字化舞台应用

技术研究”，该项目的应用产业化基

地已在建设中。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民族乐

团切实贯彻党中央和文化部的指示

精神，以创作为先导、以艺术品质为

核心、以市场经营为基础，通过艺术

生产结构的调整带动乐团的全面发

展。目前，乐团的商业演出已由过

去年平均 50 至 60 场增加到目前的

230 多场，经济创收由过去年收入

500 万元增加到 1500 多万元，职工

工资翻了近三番。

转变艺术创作观念

目前，由于民乐表演团体严重

缺乏优秀的新作品，这使得民乐在

演出市场上总是处于被动局面。针

对这一情况，中央民族乐团调整创

作方式，转变艺术创作理念，以市场

为基础，不仅创作积累了一大批优

秀新作品，而且还通过新作品锻炼

和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为

民乐的时代化发展积累了很好的经

验。近几年来，中央民族乐团平均

每年新创作品达六七十首，共委约

创作新作品 200 多首。按照合奏、

协 奏 等 大 型 民 族 管 弦 乐 作 品 ，独

奏、重奏、小合奏等中小型音乐作

品的分类方法，委约作品以大型作

品 3 万元至 5 万元，中小型作品 1 万

元至 1.5 万元的价格创作。这种创

作方法不仅赢得了市场，而且还从

根本上扭转了当前民乐在艺术发展

道路上的被动局面。乐团近年相继

推出的《江山如此多娇》、《金色回

响》、《别样的月光》、《中国音色》、

《美丽新疆》、《艰难辉煌》、《光明

行》、《声诗润珠弦》、《祖国颂》等系

列音乐会一经上演，就在全国民族

音乐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中央民族乐团在面对市场的进

程中，十分注重人才建设，尤其是培

养青年音乐家队伍。乐团通过为演

奏家量身定做新作品的办法，使年轻

演员们有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展示

并得到锻炼。同时，充分利用乐团民

族音乐厅这个平台，以周末民族音乐

会的形式，使赵聪、李源源、陈莎莎、

宋瑶、金玥、詹丽君、朱剑平等一批青

年演奏家在舞台上更加成熟，成为乐

团业务骨干。

近年来，在文化部国家艺术院

团优秀剧目展演中，中央民族乐团

共有 20 多人荣获优秀剧目奖、指挥

奖、表演奖。乐团青年演奏家张辉、

冯满天、葛晓天的室内乐组合荣获

了 2010 年国际手风琴比赛室内乐

组一等奖；在 2011 年中国音乐金钟

奖比赛中，青年琵琶演奏家于源春、

董晓琳、孟霄，二胡演奏家詹丽君分

别取得很好的成绩；在上海江南丝

竹国际音乐比赛中，乐团代表队荣

获比赛二等奖；在首届中国歌剧节

中，青年歌唱家刘扬获得表演奖；

2012年，乐团冯晓泉、曾格格的《泉释

风格》专辑获得中国唱片总公司主办

的第八届金唱片奖。

坚持民乐“走出去”

中央民族乐团在近十几年的文

化“走出去”工作中，始终以文化使

者的身份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友

好、和谐、平等的发展理念。同时，

乐团多方面研究和探索“走出去”的

模式和效果，在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的基础上，对国外一些演出场所、观

众对象、社会文化潮流进行分析，有

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国家、民 族、文

化 进 行 曲 目 设 计 。 2010 年 ，乐 团

成功地参加了欧罗巴利亚艺术节

演 出 ，并 获 得 了 良 好 的 国 际 影 响

力。2011 年 6 月，在《中俄睦邻友

好 合 作 条 约》签 署 十 周 年 庆 祝 音

乐 会 上 ，乐 团 根 据 俄 罗 斯 广 为 流

传的民间音乐《卡丁卡》、《货郎》、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重新设计改

编 成 民 族 管 弦 乐 ，令 俄 罗 斯 观 众

更 加 喜 爱 中 国 音 乐 ，对 乐 团 精 湛

的表演给予了热情赞扬。2011 年

8 月，乐团首次以中国音乐家的身份

参加了第 91 届奥地利萨尔茨堡音

乐节。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党的十七

大以来的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中，根

据自身具有“示范性、代表性和导向

性”这一使命，实践了“交响乐中国

化，中国交响乐世界化”的艺术生产

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制定了

“中外曲目并举、提高与普及并重，

面向市场、面向大众、面向未来”的

工作思路和“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

求生存、以品牌树形象、以经典立标

高”的发展策略，通过艺术创新和

管 理 创 新 ，开 发 出 了 经 典 音 乐 会

系 列 、中 国 交 响 乐 作 品 音 乐 会 系

列 和 公 益 性 音 乐 会 系 列 三 大 板

块，并在此基础上执行文化“走出

去”和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战略，

取得跨越式发展。

请来世界大师与“走出去”

近年来，国交在音乐季中与众

多的世界级指挥家和演奏家、演唱

家共铸辉煌。为使乐团迅速向世界

先进水平迈进，国交在 2010 年以创

新的思维成功地聘请到法国籍的世

界指挥大师米歇尔·普拉松担任乐

团的首席指挥。

近年来，国交凭借稳步提升的

艺术实力和科学运营，成功实施了

“走出去”战略。国交于 2007 年 11

月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大剧院演

出 了 中 俄 文 化 年 闭 幕 式 音 乐 会 。

2010 年 6 月，普拉松带领乐团以两

部精彩的交响乐作品在第 5 届莫斯

科 世 界 交 响 乐 团 音 乐 节 上 亮 相 。

2011 年 9 月，乐团再由普拉松指挥

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第一届欧亚

艺术节上演出两台音乐会。2010 年

11月，国交赴韩国参加了第28届韩国

国际音乐节。

与此同时，国交的合唱团聘请

了世界合唱指挥家维杰来华指导排

练，从而艺术水平突飞猛进，打开了

国际市场。2011 年 10 月，国交的合

唱团应邀赴意大利参加罗马圣契西

利亚国立音乐学院管弦乐团 2011—

2012 音乐季开幕式。

国交完全以商业演出的渠道打

入国际古典音乐的主流市场，产生了

巨大影响力，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交响乐创新
是国家乐团的使命

推出中国的交响乐作品是国交

更大的担当。国交的金色音乐会品

牌“龙声华韵”就是这一使命的体

现。这个系列已经为 17 位海内外

中国作曲家举办了 21 场个人音乐

会，共推出了 80 多部中国交响乐新

作。国交精于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交

响乐作品在业内是有口皆碑。去

年，国交一气推出大型交响音画《魂

系山河》和大型交响清唱剧《共和之

路——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这

两部鸿篇巨制。而团长、作曲家关

峡也身体力行地践行中国交响乐学

派的打造，近年来推出了第一交响

序曲《激情燃烧的岁月》、交响幻想

曲《霸王别姬》、交响合唱《大地安魂

曲》和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等

力作。

深入基层义不容辞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走基层、

“三下乡”“高雅艺术进校园”和文化

援疆等工作中走在前沿。

多年来，国交曾多次在安徽凤

阳小岗村、河南郑州的工厂区、青海

少数民族地区等地演出。国交已故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出生在重庆南

岸区，国交便把“国家艺术院团基层

联 系 点 ”建 在 了 南 岸 迎 龙 镇 北 斗

村。国交的音乐家们在今年春节前

夕与老乡同下田间体验生活，并赠

送了一批乐器，帮助村民建立了农

村铜管乐队。

2011 年 5 月，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0 周年和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召开一周年，国交响应文化援

疆号召，赴新疆举行了《奠基者》交

响音乐会慰问演出。新疆方面邀

请乐团今后每年都去演出，至少连

演 5 年。

2007 年以来，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在演出市场展现出蓬勃的活力，

从当初的一年不足 30 场到 2011 年

的 131 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丰收，演职人员收入逐年提高，艺

术生产继续保持着稳健发展的良

好势头。

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在艺术创作和生产

上，始终以“今天的作品，明日

的经典”要求创作人员，在对

数 量 、质 量 的 严 格 把 控 下 ，

推 出 了 近 20 部 新 作 品，其 中

大 剧 场 剧 目 12 部，小 剧 场 剧

目 8 部。这些作品在文化部主

办的重大艺术活动中多次获

得殊荣，受到了社会和观众的

普遍认可。

面向历史，传承经典

从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中 挖 掘

适合当代儿童审美需求的题

材进行再创作，既能保证剧本

品质，又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

的 当 代 传 承 。 自 2008 年 起 ，

中 国 儿 艺 用 3 年 时 间 打 造 的

神话舞台连续剧《西游记》就

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剧以

“有追求就会有快乐，有信仰

才会有力量”作为贯穿全剧的

主 题 ，既 不 拘 泥 于 原 著 的 细

节，又保持了原著的精髓，还

迎合了当代孩子喜爱的时尚

元素，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普

遍认可。类似的作品还有《太

阳鸟》、《小蝌蚪找妈妈》、《小

兔快跑》等。

面向当代，贴近现实

鼓 励 现 实 题 材 的 艺 术 创

作是文化政策的导向，也是文

化部的要求。为使戏剧贴近

当代孩子的生活，中国儿艺先

后新创了《天蓝色的纸飞机》、

《绝对小孩》以及《特殊作业》

等多部现实题材戏剧。

《天蓝色的纸飞机》是儿

童剧舞台上少有的表现父爱

的现代题材戏。观 众 在 剧 中

感 受 到 亲 情 、友 情 的 力 量 ，

反 响 热 烈 。2011 年 9 月 推 出

的 动 漫 舞 台 剧《绝 对 小 孩》

改 编 自 台 湾 漫 画 家 朱 德 庸

同 名 漫 画 作 品 ，它 将 四 联 漫

画 转 变 为 戏 剧 语 言 ，成 为 动

漫 舞 台 剧 这 个 新 型 艺 术 品

种的代表作。2011 年底新推

出 的 组 合 式 校 园 剧《特 殊 作

业》则 折 射 出 现 代 孩 子 的 心

声 和 家 庭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以

此呼唤亲情，呼唤社会大爱，

深受好评。

此外，中国儿艺和“ 童话

大王”郑渊洁合作、改编上演

的系列作品《红沙发音乐城》、

《魔方大厦》、《罐头小人》，也

受孩到子们的追捧。

面向世界，拓展视野

中国儿艺一直坚持“请进

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辟

了和国际一流团队合作策划、

制作、演出的走出国门之路。

中国儿艺和日本、韩国联

合创作的动漫舞台剧《想变成

龙的金鱼》，在中国儿童剧演

出史上首次让三国语言同台

对话；与日本道化剧团合作，

创排了适合低幼 儿 童 观 看 的

益智趣味儿童剧“变变变”系

列：《小 吉 普 变 变 变》、《三 只

小猪变变变》和《小卡车变变

变》；瑞典不仅授权中国儿艺

排 演 世 界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阿·
林格伦的经典之作《皮皮·长

袜子》，还派出整个创作团队

与 中 国 儿 艺 合 作 ；澳 大 利 亚

导演彼得与中国儿艺共同创

作了既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又有世界环保理念的全新视

觉舞台剧《十二生肖》；此外，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还排演了

俄 罗 斯 经 典 儿 童 剧《十 二 个

月》、经典童话剧《白雪公主与

七个小矮人》等作品，深受观

众喜爱。

2012 年 中 国 儿 艺 更 是 首

次推出了“世界经典童话年”，

陆续上演《伊索寓言》、《小王

子》等 4 部世界经典童话剧作，

推广了优秀的世界文化。

把握规律，创新机制

中国儿艺深刻意识到，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儿童剧的创

作与发展必须适应市场的变

化，只有改善儿童剧创作、演

出经营机制，才能让更多的家

长带着孩子走进中国儿艺的

演出场地。2010 年，在全国艺

术院团中，中国儿艺率先实施

了优秀剧目轮换上演制，建立

多样化的剧目营销渠道和方

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实 施 产 销 一 体 和 优 秀 剧

目轮换上演制这两项制度后，

年演出场次大幅提升，2010 年

共计演出 509 场，在最高票价

不超过 150 元的普惠性票价制

度的条件下，实现演出总收入

1751 万元。2011 年中国儿艺

不断深化和完善优秀剧目轮

换上演制，演出场次比 2010 年

增加 15%，演出收入首次突破

2000 万元。

2011 年 7 月至 8 月，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成功举办了首

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戏剧节

上，共有 39 部国内外不同风格

的 优 秀 儿 童 戏 剧 作 品 上 演 。

戏剧节的成功举办，为儿童戏

剧未来的创作繁荣缔造了新

的开端。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芭

蕾舞团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奋

进，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和

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些许的

成就。这一切，离不开党和政

府的殷切关怀，也饱含着踏实

勤奋的“中芭精神”。

开拓演出经营市场

多年来，中央芭蕾舞团始

终坚持艺术应服务于社会大

众的指导原则，每年到全国各

地巡演。同时为普及高雅艺

术，积极组织“走进芭蕾”的活

动。每年几十场“走进大学”

的演出已坚持了 10 多年。剧

团的交响乐团演出也硕果累

累。通过市场营销运作的摸

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演出，

保证了剧团每年 100 多场的演

出量，演出收入 2000 多万元，

观 众 每 年 达 到 几 十 万 人 次 。

剧团还积极传承打磨优秀保

留剧目，《红色娘子军》、《大红

灯笼高高挂》、《牡丹亭》等中

国芭蕾舞剧代表之作在中芭

的精雕细刻之下，更加熠熠生

辉。《红色娘子军》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红色经典万里行活动

中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大红

灯笼”高高挂在了举世闻名的

汉堡国家歌剧院；《牡丹亭》为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平添了优

雅灵动的中国印记。

积极对外文化交流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作 为 中 国

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使者”，

出访了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扩大了中国文化对外的影

响，引起了世界芭蕾舞坛与主

流社会的关注，展示了国家软

实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

“走出去”的同时，中芭也推动

了“请进来”的工作。为使引

进剧目保持原汁原味、在国际

竞争中脱颖而出，剧团千方百

计邀请国际大师加盟剧目创

作。剧团先后邀请博尼诺恢

复 排 练《卡 门》、《阿 莱 城 姑

娘》两部经典剧目；邀请米歇

尔 来 团 为 青 年 演 员 何 晓 宇 、

张 熙 排 练 莫 里 斯·贝 雅 大 师

的 代 表 作 品《火 鸟》；邀 请 德

国教员罗兰·沃格、捷克教员

巴 巴 拉 等 来 团 教 课 排 练 ；邀

请曼诺埃尔与中央芭蕾舞团

共 同 打 造《中 法 文 化 交 流 之

春》芭蕾晚会；邀请国际著名

指 挥 家 马 克 思·博 默 前 来 为

交响乐团排练《命运交响曲》

音乐会等。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剧 团 一 贯 高 度 重 视 人 才

队伍建设，为了保障剧团的艺

术质量和人心的稳定，剧团尝

试对有贡献、能力优秀、为国

争光等各类人员给予不同级

别的“优秀表现奖励”，对工作

满 10 年、15 年的演员，给予“长

期服务奖励”。众多演员在国

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大奖，为祖

国争得了荣誉，受到文化部的

嘉奖。就拿 2011 年来说，5 月，

在素有“芭蕾奥斯卡”之称的

“Benois de la Danse”国 际 芭

蕾舞艺术节上，朱妍荣膺“最

佳女舞者”奖；7 月，在“首届北

京 国 际 芭 蕾 舞 暨 编 舞 比 赛 ”

中，马晓东获得芭蕾艺术基金

大奖，战薪潞获得金奖，费波

获最佳编舞奖，于国华获最佳

指导教师奖。此外，王启敏、

李俊等近 20 人次应邀赴德国、

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智利

等国担任客席主演或参加艺

术创作，他们的精彩表演和出

色创作赢得了当地观众的一

致肯定。

总 结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这 些

年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以下

几点：一是在党的文艺方针指

引下，中芭始终坚持正面的文

化导向和价值观，坚持遵循艺

术规律、坚持保障艺术质量。

二是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

宗旨，坚持文艺普及与素养提

高同步并重的方向。三是坚

持传承中国文化，在引进与移

植的同时，发挥中国文化与融

汇创新的双重优势，借助在国

际主流社会中被广受重视的

高端艺术平台，有效地向国际

社会展示了当今中国文明的

风采与实力。四是坚持发掘

一切可行条件，努力培养艺术

人才，保障专业梯队人才的连

续性。

中央歌剧院 中国原创、世界经典“一喉二声”
仲 歌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交响乐中国化，中国交响乐世界化
齐 涛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为了孩子“变变变”
赵寒冰

中央芭蕾舞团 足尖跳向世界
牛 帅

中央民族乐团 民乐飘香香更远
席 强

《天蓝色的纸飞机》剧照

歌剧《汤豪塞》剧照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剧照

2010 年 6 月，普拉松与国交在莫斯科音乐会上

《艰难辉煌》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