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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精品响亮，看戏不难
本报驻云南记者 杨洪文

“天上的星星有升有落，桫椤寨的星

星昼夜不落。天上的太阳累了歇歇脚，桫

椤寨的太阳脚跟着脚……”这首优美的

歌曲，来自花灯现代戏《桫椤寨》。

作为近年来云南花灯戏的代表性

剧目，《桫椤寨》囊括了全国地方戏优秀

剧目展演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文化部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国家级

大奖和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奖等省级

大奖。《桫椤寨》走出云南，到全国各地

巡演，也让大家认识了花灯这个云南地

方剧种。

而“十一五”以来，像《桫椤寨》一样的

文艺创作精品，如《云南映象》、《云南的响

声》、《丽水金沙》、《太阳女》、《勐巴拉拉

西》、《梦幻腾冲》、《水·水·水》……一个个

剧名变得响亮起来。

2011年5月，主题为“艺术增繁荣，颂

歌献给党”的云南省第十一届新剧（节）目

展演获得成功。20余天时间内，来自全省

14个州市的40多个文艺院团、艺术院校、

演艺企业等带来了32台精彩的剧节目，演

出64场，观众达到4.2万人次。“文化强省·
百艺盛会”——2011云南文化艺术系列活

动，推出舞台艺术、社会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六大门类的60余个项目，极大地丰

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云南实施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坚持抓创作、出精品。 一年来，

云南省7个剧目获得13个国家级奖项，32

台新剧节目获得省级奖项。

与此同时，云南省还积极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让老百姓享受文化建设的成果。

为解决农民看戏难问题，云南省文

化厅实施农村“文化惠民工程”“流动舞

台车工程”，组建了“文化大篷车·千乡

万里行”艺术团。从 2009 年 7 月开始，用

5 年时间到全省各地乡镇为基层广大农

民群众服务。

作为云南省文化厅直属院团有史

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化亲农、规模最

大的一次送戏下乡、时间最长的一次惠

民演出活动，截至目前，艺术院团已到80

个县的 528 个乡镇慰问演出 710 场，惠及

观众569万余人。

2011 年，云南省文化厅还组织省京

剧院、省滇剧院、省花灯剧院、省话剧院、

省杂技团五个院团，在“艺术客厅”开展为

城市广大群众服务的惠民演出项目，以高

质量、低票价的形式为市民提供了精彩的

京剧、滇剧、花灯剧、话剧、杂技等，演出

99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同时，把优秀

获奖剧目送到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

20余所高校，奉献60余场精彩演出。

为推进文艺创作进一步发展，目前，云

南正在努力加大对文艺创作的扶持力度。

同时，就如省花灯剧院院长孙晋昆所说，为

打造出让社会认可的艺术品牌，各艺术院

团也在加强对作品的包装、宣传、运作。

党的十七大以来，陕西依托其丰厚

的历史文化、灿烂的革命文化、特色鲜

明的民俗文化、壮美雄奇的山水自然文

化，舞台艺术创作繁花似锦，不但通过

将文化与旅游结合，激活了舞台剧的旅

游演出市场，而且通过全面推进院团体

制改革，释放活力，在新作精品迭出的

背景下，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生活需求。

“来自观众的满意是对我们最大的

鞭策，我们要不断拿出品牌剧目，不但

要让老百姓看得起戏，还要通过降低门

槛培育好观众，培育好市场。”陕西演艺

集团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白云生向记者表示。

在陕西，自 2007 年以来，大量的艺

术新品佳作迭出不断，越来越多的普通

百姓走进了剧场。而这一切的背后都

有政府的“硬”支持作为根基。

2007 年 6 月，陕西省出台了《重大

文 化 精 品 项 目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暂 行 办

法》，其核心是，每年从省级财政拿出

3000 万元，采取无偿资助、以奖代补、贷

款贴息、后期奖励等方式，集中支持重

大文化项目，这其中，舞台艺术创作占

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受其资助创排的有

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秦腔现

代戏《大树西迁》等。

2008 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文艺创作资助办法》出台。该办法规

定，每年至少拿出 100 万元对全省文艺

创作进行专项资助，资助范围包括本省

文艺创作人员创作或外省创作人员以

陕西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小说、报告文

学、影视剧本、舞台剧本等。

近年来，陕西文艺工作者树立精品

意识，狠抓艺术精品剧目的创作生产，

成绩喜人。在 2010 年 5 月举办的第九

届中国艺术节上，由陕西省文化厅组织

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等 20

台剧目获文华大奖特别奖；陕西省戏曲

研究院的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等 35

台剧目获文华优秀剧目奖。《大树西迁》

还荣膺 2008—2009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全国十大精品剧目；曲江秦腔

剧院的秦腔现代戏《柳河湾的新娘》则

成为 2009—2010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剧目。

2011 年，陕西选送剧目参加全国现

代戏优秀剧目展演评选活动，陕西省戏

曲研究院创作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

故事》和西安秦腔剧院改编的秦腔现代

戏《秦腔》从全国各省区市申报的 90 余

台剧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参加全国展

演的27台优秀剧节目中的两部。

总之，立足于群众满意，在激活院

团活力的基础上，陕西舞台艺术精品不

断出现，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陕西 党政资助，植根群众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话剧团的立团之

剧——大型民族历史话剧《拓跋鲜卑》，继

2010年12月囊括话剧金狮奖优秀剧目奖、

优秀编剧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表演奖4项

大奖后，又于2012年1月被评为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年度资助剧目。

“森林是一个比草原更为古老的人类

摇篮”，这是当代学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政

权拓跋鲜卑就是从大兴安岭的森林中走出

去的，就是从呼伦贝尔草原走出去的。1500

多年后，一个呼伦贝尔人立志用艺术手法再

现鲜卑民族辉煌而又凝重的历史，她就是呼

伦贝尔话剧团团长朱朝霞。

朱朝霞要全力推进呼伦贝尔话剧

事业的蓬勃发展，她一手抓剧本创作，

一手抓人才培养。剧本她选中的题材

就是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的历史

故事，而她第一个起用的人才就是话剧

演员张峰。《拓跋鲜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于 2007 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的献礼剧目，成为呼伦贝尔递向世界

的一张文化名片。

从 2007年开始，呼伦贝尔话剧团就致

力于打磨《拓跋鲜卑》。他们邀请总政歌剧

团国家一级导演胡宗琪、中央戏剧学院文

学系教授黄维诺、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

家黄楷夫以及服装设计师王黎莺、灯光设

计师胡耀辉等共同加盟《拓跋鲜卑》。这些

大师级的人物来到呼伦贝尔话剧团后感慨

万千，能容纳几十名演员的排练厅显得简

陋甚至有些寒酸。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所有演员展现给来自北京的老师的是

对话剧艺术的执着追求。

《拓跋鲜卑》第二版于2010年2月在海

拉尔上演，当时正值呼伦贝尔“两会”召开，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观众用经久不息的

掌声表达他们的心声。2010年8月，作为五

部精选剧目之一，《拓跋鲜卑》在第七届内蒙

古草原文化节上激情上演并获得好评。

2012 年 1 月，《拓跋鲜卑》被评为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年度资助剧目。

消息传来，群情激奋。《拓跋鲜卑》剧组

清楚，年度资助剧目不是精品剧目，在

呼伦贝尔话剧团，记者已经看到黄维

诺、董妮的第八稿剧本，他们将以此为

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呼伦贝尔草原走出《拓跋鲜卑》
本报驻内蒙古记者 阿勒得尔图

“改制以来，我们的演出订单就一

直不断。”谈起剧院体制改革的成果，四

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

斌反复强调，“从改制初期努力破解改

革难题，到现在不断重塑市场主体，从

而激发活力勇闯市场，改制后的四川省

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焕然一新，正爆

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四川省级国有文艺院团首家

改革试点单位，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

任公司借助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于

2010年9月率先开启了四川文艺院团转

企改制的大门。从剧院到公司，从事业

单位到企业，川歌的改制不仅是名称和

身份的变革，更是文化生产力的解放。

“优秀作品是检验川歌转企改制的

第一个杠杆。”据刘斌介绍，在转企改制

后公司连续推出了《大美四川》和《红军

花》两部大型舞剧作品。《红军花》是川

歌转企改制后推出的首部现实主义题

材大戏，已经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资助剧目。《大美四川》是川歌改制后

推出的第一部市场化作品。

“强强联手，联合抢占市场，是我

们闯市场的另一个有效途径。”改制后

的川歌在开拓市场方面摒弃了以往孤

军奋战的方式，努力开拓市场上各种

发展渠道，联合市场优秀资源，共同抢

占市场。

《大美四川》就是川歌和四川省演

出展览公司强强联手、推向市场的一个

成功实例。5 月 11 日，川歌又和四川旅

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这标志着四川两家文化旅游产业

国有旗舰龙头企业携手共进。此外，川

歌还大力鼓励员工利用自有资源自行开

拓商业市场。现在的川歌，通过整合市

场“多元”因素，在合作伙伴、投资单位、

剧目内容、演出阵容等方面实施系列多

元化组合，借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剧目

营销，这也是改制后川歌的另一个显

著成就。

从以前四川艺术生产的排头兵到

现在引领四川全省舞台艺术生产繁荣

发展的领头雁，面对转企改制后的新形

势，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一直

把“赛场”和“市场”作为检验作品的标

准。“近几年，我们争取每一年都推出一

部新的剧目。”面对未来的发展，刘斌充

满了希望。

“川歌”借改制东风闯市场
本报驻四川记者 梁 娜

在 2011 年底举办的文华艺术院校

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戏曲邀请赛上，

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获得一金一铜、四个

表演奖、一个组织奖，成为在这项文化部

主办、全国艺术院校舞台艺术最高级别的

比赛中唯一获得金奖的市级艺术学校。

从 大 型 环 保 题 材 儿 童 剧《褐 马 鸡

与少年》荣获文化部全国优秀儿童剧

精 品 剧 目 三 等 奖 ，到 戏 剧 作 品《农 家

乐》在全国第十五届群星奖比赛中获

群 星 奖 ，到 大 型 晋 剧 现 代 戏《花 落 花

开》在山西省现代戏新创剧目评比展

演中荣获“ 特殊贡献大奖”，再到摘得

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

戏曲邀请赛的九个奖项，在文化精品不断

呈现、全国大奖接踵而至的同时，太原市

文化艺术学校播撒下的文艺种子茁壮成

长，正在成为促进地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主力军。

“不等不靠，自主创新，抓住机遇，抢前

发展”，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根

给予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高度评价。

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60年代停办、

70年代恢复、80年代发展、90年代提高直

至今天的繁荣，经过半个世纪艰苦创业和

不懈探索的历程，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桃

李芬芳，四海飘香。田桂兰、高翠英、郭彩

萍、谢涛、张娅君等梅花奖、文华奖得主从

这里走出，艺苑美名响彻三晋大地。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薪火相传，硬件

虽然没有任何优势，但创新让太原市文

化艺术学校更神奇。

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以大力提升

创作、表演和理论研究能力为核心，形成

学术研究、表演、学科建设和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培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体化

建设格局，以及订单培养、校企合作、合作办

学等特色办学思路，突破了把目光仅盯在为

专业团体输送人才这一狭窄的路子上，积极

为群众文化、企业文化、馆所文化甚至商业

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培养输送人才，

开创了多种办学模式并存的发展路子。

2008 年 9 月，恰逢太原市文化艺术

学校建校 50 周年，太原市文广艺术高

中、儿童实验艺术剧院双双揭牌。

针对教师队伍，学校从基本功到教育

理论，从专业知识到教学技巧，从课堂教学

到舞台实践，都从严要求。

在课堂教学中，太原市文化艺术学

校将先进的教学思想融入课堂与实践

当中，将“言传身教”与“电教”相结合，

把现代化的教学媒体引进课堂，为学生

提供形象、生动的课堂教学形式。

如今，无论是在学生人数还是在办

学规模方面，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都居

全国同类艺术中专前列，学校迎来历史

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2000 年，张新民走马上任黑龙江省

京剧院院长。此时的京剧院正处在困

难重重的最低谷时期。为重铸辉煌，他

身先士卒，迎难而上，用果敢睿智的工

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

职工的信任与尊敬，使黑龙江省京剧院

在 2005 年全国 87 家京剧院团考评中脱

颖而出，实现了从省级京剧院团到国家

级重点京剧院团历史性的跨越。

张新民上任伊始，可以说工作千头

万绪，先抓什么才是抓住了牛鼻子？他

选择了抓专业队伍建设。强化基本功

训练，分派老艺术家以戏带人，在专业

队伍上实现了老中青梯形人才结构，形

成了阵容整齐、文武皆备、流派纷呈的

艺术特色。

剧院近两年创作工作主要围绕重

点剧目和新剧目储备两方面展开。重

点剧目《靺鞨春秋》紧扣民族团结、和谐

发展的主旋律，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鲜

明的地域性。此外，剧院对一些剧目进

行了修改加工，如新编历史剧《海瑞背

纤》、《梦泽悲风》等作为剧目储备。

从 2000 年开始，剧院每年演出场

次都在 150 场以上，平均三天一台戏，

并逐步实现立足本院、网络全省、辐射

全国、开拓国际演出市场的目标。

2005 年，为适应演出市场以及观

众对演出场所和环境的新需求，剧院

抓住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府“河园”二期

改造的契机，同时借鉴市场运作的成

功模式，充分借助社会力量的支持，共

引资 2000 多万元对剧场、排练场所、办

公场所、演出设备、办公设备和车辆进

行了全面的改造和更新。通过改造，

剧院基础设施设备由弱变强，达到一

流水准。

在改造硬件条件的同时，以张新民

为首的剧院班子，适时转变发展观念和

内部管理方式，从用人制度入手，打破

封闭性人员任用模式，实行了定机构、

定任务、定岗位的全员聘用合同制，完

善了 20 多项规章制度，大大提高了剧

院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剧院定期

对职工进行爱岗敬业、以院为家的职业

道德教育，使职工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剧院先后有 10 名演员荣获

“扎根龙江做奉献”艺术家奖，2007 年剧

院获得了省直文明单位的称号。

太原艺校播撒文艺种子
本报驻山西记者 郭志清 王焕伟 黑土地上实现京剧新跨越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水·水·水》剧照

《大唐赋》剧照

《拓跋鲜卑》剧照

《大美四川》剧照

在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戏曲邀请赛上获金奖的《钟馗嫁妹》剧照 《靺鞨春秋》剧照

全国各地艺术创作繁荣发展（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