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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2012“春平爱心

行动”国家京剧院公益演出在国

家京剧院畅和园剧场闭幕。按

照惯例，闭幕 式 首 先 以 幻 灯 片

的形式播放了本次活动的精彩

片段，已经连续两年资助国家

京剧院进行公益演出的慈善家

李 春 平 看 到 回 顾 片 ，激 动 落

泪 。“ 我 一 直 在 遵 照 着 爸 妈 的

遗愿做好事。只要我还活着，

我 就 要 为 国 粹 京 剧 艺 术 做 好

事，为党和人民做好事！”

“普及京剧太有必要了”

李 春 平 是 共 和 国 的 同 龄

人 ，在 部 队 文 工 团 工 作 时 ，他

爱 上 了 京 剧 。“ 我 的 父 亲 是 老

红 军 ，我 的 母 亲 是 老 八 路 ，我

自己也当过 7 年的兵。在部队

文工团的时候，样板戏几乎人

人都会唱。样板戏有一种鼓舞

人心的力量。”李春平介绍，每

次下部队演出，样板戏都是保

留节目。“演出的时候，我负责

用手风琴给演员们伴奏，虽然

没在台上唱过，但那些唱段到

现在我还牢记着。”

作 为 慈 善 家，近 年 来 李 春

平已经为各种慈善事业捐出了

近 3 亿 元，而 为 国 粹 京 剧 资 助

缘 于 一 个 电 话 。“ 我 前 妻 是 美

国人，她的几位亲戚有次给我

打电话，说他们看到中国的国

粹来美国演出了，我一听非常

高兴——京剧到国外演出不容

易。但是一细问才知道，那是

一 位 男 演 员 ，又 唱 流 行 歌 曲 ，

又在京剧里演女人，还说是梅

葆 玖 的 弟 子 。”让 外 国 人 把 这

样的演出误认为是国粹京剧，

李 春 平 非 常 不 安 ，“ 我 并 不 是

说那位男演员演得不好，但他

的表演跟国粹京剧有很大的不

同，我觉得普及京剧太有必要

了。其实，现在国内的年轻人

对京剧了解也不多，因为他们

接触京剧的机会比较少，报纸

上的文化娱乐头条新闻也总是

围绕着女明星结婚生孩子这些

八卦。我想，这两年先从国内

做起，邀请老百姓免费观看京

剧，让青年人爱上京剧。”

两届爱心行动惠民三万

2011 年，李 春 平 为 国 家 京

剧院捐助了 200 万元，首届“春

平爱心行动”国家京剧院公益

演 出 应 运 而 生 。“ 国 家 京 剧 院

是京剧的国家队，有 3 个 团 编

制 的 京 剧 艺 术 家 和 优 秀 青 年

演 员 ，有 数 十 部 优 秀 剧 目 。

与 国 家 京 剧 院 合 作 普 及 京 剧

是最佳选择。”李春平说。

此 次 演 出，国 家 京 剧 院 派

出 23 名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16 名

中 国 京 剧 优 秀 青 年 演 员 研 究

生 班 的 研 究 生 、6 名 中 国 京 剧

流 派 班 学 员 挑 梁 演 出 了 7 台

10 场 精 彩 剧 目 。 这 10 场 爱 心

公 益 演 出 ，从 全 国 政 协 礼 堂

出 发 ，陆 续 行 至 门 头 沟 剧

场 、大 兴 剧 场 、怀 柔 剧 场 、北

京 军 区 礼 堂 、总 政 黄 寺 礼

堂 ，最 后 回 到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绕 京 郊 一 周 ，惠 及 近 万 名 普

通 民 众 。 这 传 播 艺 术 、传 递

爱 心 的 旅 程 ，让 演 员 欢 欣 ，令

观众鼓舞。

今年，李春平再施援手，而

国家京剧院也将这 200 万元善

款精打细算，将公益演出的场

次 扩 大 到 了 17 场 。《 大 漠 苏

武》、《红 灯 记》、《红 鬃 烈 马》、

《春 草 闯 堂》、《红 娘》、《锁 麟

囊 》、《 霸 王 别 姬 》、《 对 花

枪》……一场场精彩的演出，让

青 年 学 子 、驻 京 部 队 官 兵 、基

层企业单位职工和郊县民众近

2 万人次近距离感受京剧的魅

力。此外，国家京剧院今年除

了 请 普 通 观 众 免 费 观 看 演 出

外 ，还 特 意 安 排 了 两 场“ 高 端

专 场 ”。“ 高 端 专 场 ”设 在 国 家

京剧院畅和园剧场，邀请的观

众是各部委、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领导和公司白领。

能够有机会免费看京剧演

出 ，观 众 心 存 感 激 ，纷 纷 给 国

家京剧院致电或发来热情洋溢

的感谢信。

明年全国巡演

去年和今年的公益演出活

动，李春平都看了好几场。他希

望在有生之年，一直赞助下去。

除了赞助演出，李春平还给

国家京剧院的演员们集体发补

助。他说：“我了解到京剧演员

的经济收入并不高，远远不如一

些走红的歌手。他们也可以到

外面去挣大钱，但是他们为了发

扬国粹，还是坚守着舞台，我觉

得这种精神很难得。”

对 于 明 年 的“ 春 平 爱 心 行

动 ”，李 春 平 不 仅 有 自 己 的 打

算，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

动更多的爱心人士为京剧的普

及出力。“只要我还活着，每年

捐助京剧 200 万元。希望能有

更多的慈善家也来扶助我们的

国粹艺术。这两届主要面向的

是北京的观众。明年，如果我

经济宽裕，会资助国家京剧院

到国内进行巡演普及，就从天

津、上 海 和 武 汉 这 3 个 京 剧 大

码头开始吧。”

本报讯 （记者刘淼）5 月 26

日，坦桑尼亚 JKT 艺术团和 10 余

名天津艺术家在天津滨海新区

大港文化艺术中心为观众奉上

了一场精彩的非洲风情演出，这

是艺术团继在北京清华大学和

北京化工大学演出之后的第三

场，也是“2012 非洲文化聚焦”活

动的组成部分。

演出现场，坦桑尼亚 JKT 艺

术团的演员们为观众表演了马

里拉族舞蹈《里帮戈舞》、马孔德

族舞蹈《恩哥夸舞》、温古贾族舞

蹈《科亚索舞》等 5 种不同风格的

坦桑尼亚民族舞蹈，鼓点节奏明

快，动作刚劲有力。在坦桑尼亚

特色手鼓的伴奏下，JKT 艺术团

的歌唱家用中文唱起了《套马

杆》、《北京的金山上》等中国歌

曲，将演出推向了高潮。此外，

天津艺术家也表演了独具特色

的民乐、杂技等节目。整场演出

在中非艺术家共同演唱《医疗队

员到坦桑》的歌声中落幕。

中国文化部外联局非洲处

处长松雁群说：“现在中国同坦

桑 尼 亚 的 文 化 交 流 越 来 越 密

切。今年年初，文化部组织了优

秀的文艺节目到非洲巡演，非常

成功。这次坦桑尼亚艺术家的

到来，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

交流和友谊。”

坦 桑 尼 亚 JKT 艺 术 团 于

1967 年在坦桑尼亚 JKT 姆古拉

尼军营成立，其主要宗旨是通过

对本土艺术的恢复，推广民族文

化，让更多市民参与本民族文化

的保护之中。

鞍山报业集团、鞍山市艺术剧

院与北京儿艺负责人日前在北京签

署了辽宁鞍山京演儿艺联合剧院有

限公司成立合作协议，北京儿童艺

术剧院精品儿童剧将进入鞍山演

出市场。不久的将来，鞍山乃至辽

宁观众将与京城观众同步欣赏到

优秀的儿童剧目。

北 京 演 艺 集 团 是 北 京 市 政 府

直 属 的 国 有 文 化 旗

舰企业，北京儿童艺

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

其前身是有着近 20 年

历史的北京市儿童艺

术剧团，2009 年并入

北京演艺集团旗下。

借 助 首 都 文 化

资 源 优 势 ，近 几 年 ，

北 京 儿 艺 陆 续 推 出

《迷 宫》、《红 领 巾》、

《魔 山》、《安 徒 生》、

《红 孩 子》、《福 娃》、

《海 宝》等 十 几 部 大

戏，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 红 色 经 典 、吉 祥

物、经典童话系列儿

童剧精品，开辟了全

新 的 儿 童 剧 演 出 市

场，并频频摘得国家

级大奖。

北 京 儿 艺 还 积

极参与电影、电视剧

的 投 资，举办高端演

唱会，承办各种大型

活动，出品了《四世同

堂》等优秀话剧。经

过几年的发展，北京

儿艺进入下游产业，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反哺上游

产业。截至目前，北京儿艺已经成

为中国舞台剧界具有影响力的制

作演出单位之一。

随 着 市 场 需 求 的 不 断 扩 大 和

剧院建设的快速发展，北京儿艺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精品儿童剧

的创作量与文化市场的需求量之

间的距离正在拉大；二是受剧场资

源制约，儿童剧演出只能集中在北

京，无法辐射全国。于是，北京儿

艺推出了全国儿童剧联盟项目。

鞍 山 是 北 京 儿 艺 以 联 盟 形 式

在全国拓展的 第 五 座 城 市 ，此 前

4 座 城 市 分 别 为 长 春、太 原、乌 鲁

木 齐 、青 岛 。 而 此 次 之 所 以 选 中

鞍 山 ，看 中 的 正 是 鞍 山 儿 童 剧 演

出市场的巨大潜力以及鞍山报业

集团对整个辽宁省内市场的辐射

效应。

此 次 合 作 将 利 用 北 京 儿 艺 这

一“中央厨房”的文化资源优势，将

优秀剧目“配送”到鞍山。北京儿

艺还将为辽宁鞍山京演儿艺联合

剧 院 提 供 自 有 优 秀 剧

目的版权，并派出导演

团 队 指 导 鞍 山 市 艺 术

剧院排演剧目，鞍山报

业 集 团 将 提 供 媒 体 资

源、管理运营及市场推

广。合作中，三家通过

培育分工合作，将股份

结构合理化、精品剧目

产品化、演出渠道产业

化、内 部 管 理 流 程 化、

媒体资源最大化。

曾几何时，鞍山儿

童 剧 在 该 市 乃 至 全 国

红 极 一 时 。 但 随 着 艺

术院团走向市场，儿童

剧 成 为 鞍 山 演 出 市 场

的空白。这两年，尽管

有 些 外 来 儿 童 艺 术 院

团到鞍山演出，但都不

成气候，满足不了长久

以 来 鞍 山 孩 子 和 家 长

对儿童剧的热切企盼。

借助三家力量，辽

宁 鞍 山 京 演 儿 艺 联 合

剧院不仅可以缓解鞍山

儿童对艺术的饥渴，打

开鞍山儿童剧市场，从

而辐射整个东北，还可

改变原有儿童剧的产销模式，使优

秀儿童剧节目有了相对固定的巡

演演出渠道和稳定的演出场次，从

而带动相关儿童产业的良性发展。

目前，北京儿艺正为“六一”排

演《想飞的孩子》、《你看起来好像

很 好 吃》和《灰 姑 娘》3 台 大 戏，鞍

山孩子们将最先受益，这也是三家

强强联合的初衷，通过精品儿童剧

目的陆续上演，在潜移默化中教育

下一代，加强鞍山青少年的思想道

德文化建设。今后，辽宁鞍山京演

儿艺联合剧院有限公司还将逐步

从剧目拓展到衍生产品等领域，覆

盖到玩具、食品等行业。

本报讯 （记 者 李 琤）6 月

1 日，2012 年首次“孩子们的迷

笛 ”活 动 将 在 北 京 举 行 ，以 乐

队 表 演 和 互 动 活 动 的 形 式 带

领 现 场 所 有“ 大 小 儿 童 ”欢 度

“六一”。

2011 年 ，北 京 迷 笛 音 乐 学

校 已 经 成 功 举 办 了 6 期“ 孩 子

们的迷笛”，引起了家长和孩子

们 的 强 烈 兴 趣 ，“ 孩 子 们 的 迷

笛”逐渐成为孩子们专属的小

型音乐节。今年“六一”的活动

现场会有来自北京燕京公益小

学的师生和家长们参与其中。

现场的表演者除了自由报名上

台的小观众外，还有来自网上

招募的迷笛榜样乐队。除此之

外，今年还将增加一些家庭互

动游戏，如摇滚宝贝、摇滚家庭

类的竞技比赛，每个到场的家

庭都可以现场报名。

同 时 ，公 益 活 动 也 将 继 续

开展，除了保护动物主题的活

动，还有充分锻炼孩子动手能

力 的 绘 画 和 手 工 游 戏 。 现 场

的演出、鼓圈互动活动等均以

免 费 的 形 式 呈 现 给 所 有 喜 欢

音乐的人们。

本报讯 （记 者 刘 修 兵）记

者近日从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获

悉，今年“六一”期间，中国木偶

剧院在北京、秦皇岛、兰州、合

肥等地，共演出 227 场。

5 月 15 日至 6 月 3 日，中国

木偶艺术剧院的 12 部经典剧目

在 11 个地市轮番上演。在北京，

中国木偶剧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大型史诗舞台剧《少年孔子》，在

五棵松体育馆演出动漫人偶剧

《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中国木偶

剧院演出大型童话偶形剧《木偶

奇遇记》，在大兴剧院演出动漫

人偶剧《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中

山音乐堂演出木偶童话剧《彼得

和狼》、《动物狂欢节》，在北京动

物园“动物城堡”演出《动物总动

员》，在中国科技馆演出《三只小

老 虎》之《健 康 知 识 大 赛》203

场。剧院还将赴北京近郊区县

以及秦皇岛、兰州、合肥等地演

出童话偶形剧《绿野仙踪》、木

偶音乐剧《美人鱼》、木偶童话

剧《小 壁 虎 接 尾 巴》、《咕 咚 来

了》、《三只小猪盖新房》、《动物

学校》等 24 场。

据 中 国 木 偶 艺 术 剧 院 总

经 理 赵 文庄介绍，6 月 1 日在国

家大剧院演出的《少年孔子》将

是公益专场，500 名残疾儿童和

200 名打工子弟将有机会走进

国家大剧院，免费观看当天的

演出。

5 月 24 日至 27 日，“国家大剧

院歌剧节·2012”的第二部新制作

歌剧——威尔第名作《假面舞会》

在北京上演。

歌剧《假面舞会》是威尔第中

晚期的作品，无论是整体的创作

还是演唱的技巧，对于艺术家来

说，都具有极高的难度，因此《假

面 舞 会》之 前 很 少 在 中 国 上 演。

《假面舞会》是国家大剧院继《茶

花女》和《弄臣》后，推出的第三部

威尔第作品，以此纪念明年即将

迎来的威尔第诞辰 200 周年。

舞美尽展十八世纪欧洲风情

国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纳

一手打造的视觉印象唯美、华丽、

迷幻、深邃，使得整部大戏从一开

始就将观众的目光紧紧抓住，让

人过目不忘。

《假面舞会》甫一开始，导演

便利用一个巨型透视幕布，营造

出古斯塔夫三世宫殿的宏大壮丽

与华美灿烂。一具具极具艺术气

息的雕像在纱幕与光线的作用下

蒙上了一层奇妙的色泽，呈现出

一种电影般的视觉质感。

随着剧情的展开，剧中的主要

人物——女巫乌丽卡也随之登场。

音乐与闪电交织在一起，透露出诡

异的色彩，乌丽卡的居所也被设计

成了一个充满神秘、蛮荒感的岩洞，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魔幻意境。

不同于第一幕真实主义的舞

台风格，第二幕的斯德哥尔摩郊

区场景充满诗意的美感。在其他

剧院的演出版本中，这个荒无人

烟的地方经常被设计成执行死刑

的地方，充满着极致的阴森和空

灵氛围。但是，导演乌戈在这一

处却借助投影营造了一种非常浪

漫的气氛，使得音乐的流淌与剧

情的展开相得益彰。

第三幕的“假面舞会”是本剧

最 宏 大 的 场 景 ，也 是 全 剧 的 高

潮。百余名演员佩戴着各色精美

的面具翩翩起舞，给人强烈的视

觉冲击。国家大剧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舞会服装全部都是按照当

时的版型裁剪和设计，乌戈对服

装质量的要求非常之高，很想回

归当时的历史年代，款式结构都

是相当复古的设计，但是导演根

据舞台需求，进行了精细的色彩

搭配和面料选择，在装饰的点缀

上也融入了他的设计理念，每一

件戏服都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

三强加盟
点燃《假面舞会》之夜

除了精致华丽的舞台呈现，

首演中几名国际知名歌唱家也以

精湛的演唱获得了好评。其中，

饰演雷纳托的格鲁吉亚男中音拉

多·阿塔内利的表现最为突出，他是

继里奥·努奇之后，近年来华献唱的

又一位重量级男中音。《洛杉矶时

报》曾评价拉多·阿塔内利的声音是

“世界上最自然、最圆润、最流畅的

嗓音之一”，他在国际歌剧界已成为

威尔第、普契尼等作曲家笔下写实

主义角色的最佳诠释者。

在《假面舞会》的演出中，拉

多·阿塔内利的嗓音极富感染力，

演唱刚柔相济，在雷纳托著名的

咏叹调《为了您的生命》、《原来是

你玷污了她的心》中，阿塔内利充

满热情与渴望的歌声充分表现了

雷纳托的内心世界。

与“歌剧女王”安吉拉·乔治

乌齐名，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的

歌唱家马利乌斯·马内亚用坚实

饱满的唱腔和富于磁性的嗓音成

功 塑 造 了 古 斯 塔 夫 三 世 这 一 角

色。有着亚美尼亚“最佳女歌手”

称号的卡琳·芭芭扎妮安在剧中

饰演女一号阿米莉亚，她的声音

柔和美丽，感情处理十分细致，她

与马内亚在第二幕中的爱情二重

唱《哦，我的心在猛跳》魅力无穷，

地道的唱腔让现场的歌剧迷们献

上了雷鸣般的掌声。

与 此 同 时，国家大剧院管弦

乐 团 及 合 唱 团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歌

剧 总 监、指 挥 家 吕 嘉 带 领 下，极

其 细 致 地 演 绎 了 整 部 歌 剧 。 乐

团情绪的微妙变化、丰富斑斓的

情感效果令人陶醉。另外，国家

大剧院合唱团也爆发出了难得的

高水准，整齐炙热的声音令人感

动，一向挑剔的乌戈·德·安纳也由

衷地表达了 对 这 两 个 驻 院 团 体

的赞赏。

和慧归来
华人歌唱家光彩照人

继 5 月 24 日《假面舞会》成功

首演之后，5 月 25 日晚，和慧、戴玉

强、廖昌永和张秋林等华人歌唱

家也凭借高超的唱功和精湛的表

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值

得一提的是，这是歌唱家和慧在

旅欧 10 年之后，首次在国内舞台

演绎的整部歌剧。

在华人版的演出中，饰演阿

米莉亚的和慧毫无悬念地成为了

全场的焦点。对于威尔第创作的

这个歌剧角色，和慧并不陌生，旅

欧 10 年，她曾在欧洲演出 4 个不

同版本、多达 19 场的《假面舞会》，

阿米莉亚这个角色充分展现了她

得天独厚的嗓音和出色的表演功

力。在第二幕开场部分，和慧演

唱的第一首咏叹调《如果能摘到

那种草而忘掉他》，便让人大呼过

瘾。谢幕时，和慧得到的掌声连

绵不断。乐评人周黎明表示：“和

慧是我全场最大的收获，她对威

尔第歌剧的把握火候极佳，炉火

纯青的演唱技巧对听者而言实在

是一种享受。”

饰演古斯塔夫三世的戴玉强

也表现出了不俗的水准。在第一

幕中，他一出场便散发出一种独

特的贵族气质，而他在开场咏叹

调《我又能再次看到她》中的发挥

也十分抢眼，让观众又一次享受

到了戴玉强漂亮的高音。被誉为

“亚洲第一男中音”的廖昌永也是

继去年《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后，

再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作，饰演

雷纳托的廖昌永声音质感十足。

另外，实力女中音张秋林所饰演

的女巫也非常出彩，将这一角色

刻画得入木三分。

与威尔第的另一部名剧《弄

臣》相似，歌剧《假面舞会》也以精

彩纷呈的重唱段落著称于世。第

二幕中，古斯塔夫、阿米莉亚和雷

纳托三人的几段重唱堪称全剧不

可错过的精华段落。戴玉强、和

慧、廖昌永的三重唱可谓颇为精

彩，纠结挣扎的内心世界被他们

表现得精准到位。演出结束后，

乌戈·德·安纳对三位华人歌唱家

的演出也是赞赏有加。

除了几位光彩照人的主演，中

国组的青年歌唱家们也表现得可

圈可点。曾在国家大剧院多部自

制歌剧中有过精彩表现的栾艺天、

王鹤翔、梅杰、陈佩鑫的演唱再次

体现出了深厚的艺术积淀。乐评

人张克新看过演出后表示：“中国

组演员的演唱都非常精彩，我曾

经在国外看过许多著名歌剧院制

作的歌剧，但是国家大剧院的这

个版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我认为这一版的《假面舞会》既现

实又虚幻，最有文化质感。”

本报讯 5 月 27 日，由北京

市门头沟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办的《戒台梵音》音乐会在千年

古刹戒台寺举行。

音 乐 会 节 目 包 括 古 曲 唱

诵、丹青古琴、唢呐独奏、禅僧

乐舞等。在表演的过程中，艺

术家们将这些古曲既保持了原

味的传承，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与阐释。整场演出以戒台寺戒

台殿为背景，在高科技灯光视

频的辅助和映衬中，戒台殿呈

现出的美轮美奂和古曲交相辉

应，余音绕梁。

戒台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

（公元 622 年），原名慧聚寺。辽

代高僧法均在此建戒坛，四方僧

众多来受戒，故又名戒坛寺，寺

内因拥有全国最大的佛寺戒坛

而久负盛名。此次《戒台梵音》

音乐会的举办，为弘扬历史文化

开启了新的传播形式，也让游人

在感受戒台寺悠久历史文化和

欣赏戒台寺古松奇石美景的同

时，多了一种感悟和心灵净化的

途径。 （文 青）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第

四届霸州文化艺术节 5 月 28 日

在河北省霸州市闭幕。

本 届 艺 术 节 围 绕“ 创 国 家

级 品 牌 、建 国 际 化 市 场 ”的 宗

旨，以“ 推进经济文化一体化，

彰显品质霸州新风采”为主题，

以纪念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奠

基人之一荣高棠百年诞辰为契

机，全面展示第三届艺术节以

来霸州经济、文化发展成果，展

现霸州健康休闲、商务会展、温

泉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

的良好态势。

5 月 27 日 、28 日 两 天 的 时

间 ，举 办 了第四届霸州文化艺

术节暨纪念荣高棠百年诞辰主

题晚会、中国名家丹青翰墨特

邀展、霸州市米春茂艺术馆暨

范家坊工笔画院揭牌、首届中

国霸州文化旅游产品交易会、

文化旅游业发展论坛、老爷车

巡展、首届霸州杯自行车嘉年

华等 20 多项活动。

从 2006 年首届文化艺术节

的成功举办，两年一届的文化盛

会让霸州“戏曲之乡、翰墨之乡、

词赋之乡、温泉之乡和胜芳古

镇”“四乡一镇”的文化品牌逐渐

响亮。以文化艺术节为契机，

霸州累计投资 23 亿元，建设了

李少春大剧院（纪念馆）、益津

书院、霸州图书馆、霸州博物馆

（华夏民间收藏馆）、中华戏曲

大观园等一大批文化工程。从

辐射全市的重点文化工程，到

百姓身边的乡镇文化站、村街

文化大院等，霸州构建起“文化

活动不出村、高雅艺术不出县”

的“半小时文化圈”。

威尔第名作再掀歌剧节高潮

《假面舞会》：舞美演唱交织不眠夜
黑 妹

坦桑尼亚艺术团在天津演出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六一”前后连演227场

霸州艺术节活动丰富

迷笛与孩子们摇滚过“六一”

《戒台梵音》音乐会古曲绕梁

《假面舞会》剧照 王小京 摄

《假面舞会》剧照 王小京 摄

两届“春平爱心行动”国家京剧院公益演出惠民三万人

李春平：每年捐助京剧200万元
本报记者 刘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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