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评剧艺术节至今已经举办了

8 届，推出了一批新剧目，培养了一批

评剧新秀，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同

时，有力推进了城市文化建设，提升了

城市文化形象，成为了凝聚评剧艺术

队伍、促进评剧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和知名文化品牌。

通过举办文化节庆来推进文化繁

荣，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外历

史上每一次大的文化发展和进步，都

离不开文化节庆或重大文化活动的支

撑。当今，把举办文化节庆作为加强

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弘扬地方文化、建设文化城市、

助推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

世界性共识。

要进一步提升中国评剧艺术节举

办水平，扩大艺术节的影响力，真正发

挥艺术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做好文章。

一是要注重参与的广泛性和代表

性，使艺术节真正成为评剧艺术的盛

会。中国评剧艺术节作为一个剧种指

向性非常明确的艺术节，又由地方政

府作为承办主体，其规模和层次受到

一定程度的制约在所难免。我们必须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海纳百川的胸怀

和气度，千方百计增强艺术节的感召

力、吸引力和亲和力，善于调动全国各

级、各类评剧艺术院团和每一位评剧

艺术家参加艺术节的积极性和热情，

保证应有的覆盖面和参与层次，使评

剧艺术节真正成为评剧艺术的盛会、

评剧艺术家憧憬向往的憩园。二是要

增强精品意识，努力推出在全国有较

大影响的精品力作。艺术精品是艺术

节的灵魂，离开了艺术精品的支撑，艺

术节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所以，

艺术节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参演作品的质量；能否推出评剧

艺术精品，也是检验评剧艺术节成败

的关键。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为根本目的，以提高民族素质和

塑造高尚人格为重要任务，切实发挥以

艺术创作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

重要职能。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积极

开阔艺术节参演剧目的选择视野，善于

发现那些情感高尚、格调健康、形象感

人、情节生动、结构严谨、制作精良的艺

术作品，积极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俱佳的艺术精品，用艺术精品扮亮艺

术节，让艺术节借艺术精品插上飞翔

的翅膀。三是要突出地方特色，唱好

地方戏。地方特色是艺术节生命力的

源泉，地方特色越是突出，艺术节的吸

引力也就越强。唐山是一个文化底蕴

非常丰厚的城市，评剧、唐山皮影、乐

亭大鼓是享誉全国的冀东三枝花。中

国评剧艺术节之所以落户唐山，就是

因为唐山是评剧艺术的故乡。要把评

剧艺术节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就要充

分挖掘唐山的地域文化资源，无论是

在节目的选调、演出的安排，还是在开

闭幕式的策划、其他相关活动的组织

方面，都要彰显地方文化特色，以特色

显亮点，以亮点保特色，力争把评剧艺

术节打造成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形式

新颖、底蕴厚重的艺术节。四是要增

强艺术节的人民性，让群众充分享受

评剧艺术发展改革的最新成果。人民

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离开了广

大群众的关心支持，艺术也就成为了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须坚持人民

至上的艺术理念，努力改善办节模式，

征得广大市民的支持，赢得大家的广

泛参与，让评剧艺术节真正地融入百

姓、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

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尊重

人民群众的审美情感和艺术需求，以

民为本，以民为重，认真研究人民群众

的审美情趣，关注民生，体察民意，了

解民愿，满足民需，使艺术节真正肩负

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使命。五是要开拓办节思路，创新办

节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节的产

业带动作用。要增强策划意识，以培

育新的艺术消费人群为目的，以塑造

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为手

段，以拉动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为持

续动力，积极大胆地进行办节模式创

新，使艺术节真正起到推动经济强省、

和谐河北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作用。创新办节模

式，就要善于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

化成果有益养分，积极推进艺术节与

现实生活的融合、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科学技术的融

合，以勇于创新的姿态让艺术创作赢

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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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拉开，我们将以开放的姿态、优

良的环境、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剧艺术家和宾

朋！我们也将以此为动力，认真贯彻

中央和省委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精

神，心无旁骛干工作，脚踏实地抓落

实，扎实推进全省的文化建设，以一个

好的精神状态、一个好的工作作风、一

个好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

利召开！

让艺术节担当起文化繁荣的使命
河北省文化厅厅长 张妹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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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启新 1889 杯”第八届

中国评剧艺术节暨“ 邮储银行杯”第

七届中国评剧票友大赛在中国评剧

故里——河北唐山隆重开幕。中国评

剧艺术节由文化部艺术司、河北省文

化厅、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自 2000 年以来，已连续在唐山举办

了 7 届。作为艺术节的东道主，我们真

诚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剧艺术家

和评剧爱好者，共享评剧艺术的精神

盛宴、共谋评剧艺术的发展大计。

唐山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南临

渤海、北依燕山，毗邻京津，是一座具

有百年历史的沿海工业城市，被誉为

“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创造了中国

近代工业的辉煌。唐山还是一座文化

底蕴深厚的城市，独创了多种具有冀东

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评剧、皮影、乐亭

大鼓被称为“冀东三枝花”。唐山是中国

评剧艺术的发源地。100 年前，以成兆

才、月明珠等为代表的唐山籍艺术家，在

冀东民间艺术“莲花落”的基础上，借鉴

河北梆子戏曲形式，创立了平腔梆子

戏——评剧。此后，评剧以其雅俗共赏

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

爱，在我国 300 多个戏曲剧种中脱颖而

出，成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绚丽

奇葩。解放后，评剧步入了辉煌发展时

期，成为唐山文化的重要元素。唐山，不

仅诞生了成兆才等评剧创始人，还诞育

了倪俊生、张化龙、张凤楼、金开芳、刘子

熙、白玉霜、韩少云、花淑兰、魏荣元、洪

影等著名评剧艺术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文化传媒

的多元化，评剧与其他戏曲形式一样，

从剧团管理体制到演出市场均面临着

严峻考验。为继承、发展、弘扬评剧艺

术，作为评剧发源地，2000 年唐山举办

了首届中国评剧艺术节。12 年来，我

们精心打造评剧艺术节这一活动品

牌，不仅有力地宣传了评剧、宣传了唐

山，而且繁荣了评剧创作，促进了文化

交流，弘扬了评剧艺术和民族传统文

化，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006 年，评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党和国家扶植传

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政策，为评剧艺

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为培养评

剧后备人才，把评剧艺术传承下来并

发扬光大，我市实行免收学费的优惠

政策，在唐山市艺术学校免费招收评

剧学员，同时还设立了唐山评剧传承

基 地 ，成 立 了 唐 山 市 红 星 娃 娃 评 剧

团。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评剧、喜爱

评剧，我市积极组织评剧团体、评剧演

员、票友进社区、进厂矿、进企业、进校

园、进集镇、进乡村，让人民群众免费

欣赏评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组织评

剧名家进校园、进课堂，向青少年讲授

评剧知识、表演评剧片段，让学生了解

评剧艺术。在评剧节举办期间，我市

还连续举办六届中国评剧票友大赛和

两届剧本创作大赛，引导和鼓励人民

群众参与评剧创作和表演，激发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09 年，唐

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市直5个表演团

体进行改革，成立了唐山演艺集团，扩大

了表演团体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演职

人员的积极性。通过这些措施，唐山评

剧人才得到了极大锻炼和提高，评剧艺

术得到了更多观众的喜爱。唐山演艺集

团评剧演员罗慧琴、张俊玲荣获了中国

戏曲表演最高奖——梅花奖，我市小票

友郑伊蔓、宋雨桐等荣获中国戏剧小梅

花奖。唐山评剧人才的成长，让我们看

到了评剧新的希望。

唐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无论是

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和英雄事迹。这为用评剧艺术形式

打造经典作品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创作

题材。多年来，广大艺术家和评剧院

团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积极开展

剧目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唐山演

艺 集 团 创 作 演 出 的 评 剧《香 妃 与 乾

隆》，丰润区评剧团创作演出的评剧

《刘姥姥》、《小英雄雨来》，滦南成兆才

评剧团创作演出的评剧《三进门》，迁

安市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现代评剧《山

沟里的明星》等剧目，多次在省和国家

级艺术节上荣获大奖，极大地丰富了

评剧艺术宝库。

评剧积淀着冀东风土人情和民族

传统文化精髓。评剧舞台上优美悦耳

的声腔、明白如话的念白、淳朴鲜活的

表演，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代

替的，这是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

精神财富。作为评剧故乡人，我们为

评剧艺术感到无比自豪，同时也深感

发扬评剧艺术的责任重大。在今后的

发展中，我们将继续以评剧艺术节为

平台，积极培育评剧人才，大力弘扬评

剧艺术，以评剧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带动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我们期待所有热爱民族文化的各

界朋友，更多地了解评剧、关心评剧，

共同为评剧艺术的发展献计出力，让

评剧这朵传统民族艺术之花永远盛

开、世代相传！

评 剧 的 盛 会 百 姓 的 节 日
—“启新 1889 杯”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节在河北唐山开幕

“启新1889杯”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节演出安排表

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组委会

开幕式《莲花开满城》

8月31日 20∶00
燕山影剧院

8 月 31 日，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

节在河北唐山拉开帷幕，让我们的关

注点又聚焦在评剧这个既年轻又有深

厚文化积淀的剧种，寄望它有美好的

今天和明天。

我们知道，评剧是20世纪初才诞生

的新剧种，它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它与

20世纪诞生的多个新剧种一样，经历了

演出市场中多种娱乐样式的竞争与考

验，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

令同行们刮目相看。100 多年后的今

天，评剧依然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最

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剧种。就目前中国

戏剧各大剧种的状况而言，除了京剧

和昆曲有较广的传播范围、话剧没有

明显的地域性，此外的绝大多数剧种

因为其音乐与方言的关系密

切，并且因其在诞生发展过程

中往往与特定地域民众的习

俗与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建立

了极强的关联，所以均在特定

的区域内生存发展，同时它的

演出市场往往也受限于特定

的 区 域 空 间 。 评 剧 也 是 这

样。然而数以百计的地方性

剧种的传播范围也有大小之分，评剧

幸运地成为这些地方性剧种中传播

范围较广、受众人口较多的少数几个

剧种之一，而且相比起秦腔盛行于西

北、粤剧盛行于岭南、越剧的观众主

要集中在浙沪、黄梅戏的观众主要集

中在安徽和湖北的部分地区、川剧的

领域早已从整个西南地区退守到川

渝，评剧的领地显得更为广阔，更重

要的是，大约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它

在华北、东北等地区戏曲演出市场上

的优势位置就再也没有动摇。

评剧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演出

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迅速崛起并且持

续发展，实有很多机缘。其中，唐山

这座城市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09 年，唐山富绅王永富所建的新

永盛茶园正式开业。应邀来这里演

出的庆春班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探索，

大 幅 度 丰 富 和 提 升 了 表 演 艺 术 水

平。一方面，成兆才、任连会等人为

早期的评剧撰写和改编了大量剧本；

另一方面，月明珠、开花炮等卓越的

演员在表演的脚色行当、唱腔、身段

以及伴奏等方面，对舞台表现手段做

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改造，为评

剧奠定了基础。最初的评剧之所以

被通称为“ 唐山落子”，并非没有理

由。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冀东这

个戏窝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唐山落子

戏班。初生的评剧在冀东地区的中

心城市——唐山高度商业化的演出

市场竞争中，表现出非凡的吸引力，

这是它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评剧的历史上，唐山为它提供

了最初的剧场环境，孕育了评剧第一

代名演员以及第一批保留剧目，在以

后的岁月里，依然一如既往地为评剧

输送大量人才，并且始终聚集了无数

评剧爱好者。而在近些年里，唐山又

通过相继举办 8 届中国评剧节，成为

评剧最重要的传承与发展基地。一

个剧种的自然发展是需要腹地的，每

个剧种的生存发展，都需要保持它和文

化之根的血肉联系，一旦这一文化脉络

被切断，其生命就变得无比脆弱。反观

20 世纪出现的新剧种，那些一度兴旺

却很快不幸夭亡的剧种，多是由于缺乏

像唐山之于评剧这样的关联。

当代中国很少有像唐山这样的

城市，连续十多年为一个大剧种举办

像中国评剧节这样大规模的展演。

评剧节对评剧生存发展的意义应该

由历史去定论，但是从评剧节的举办

过程中我们仍可看到许多令人欣喜

的现象。在今天这个社会，任何一个

剧种想要持续生存与健康发展，都不

能只依赖于政府的扶持与资助。活

跃的民间资本与多元化的环境必不

可少，它可以通过不同人对市场与艺

术的不同判断，体现多样化的爱好和

趣味，从而更好地适应广大观众不同

层次的戏剧欣赏需求。只要对历届

评剧节做一番最粗略的扫描，就足以

发现许多新的气象。其中特别显著

的现象，就是近几届评剧节的参与者

中出现了不少民营评剧团的身影，这

从某个角度说明，评剧节不再是评剧

流行地区内各个地方政府的行政事

务，也不再是国营剧团演职员们自弹

自唱的卡拉 OK，多种所有制的剧团

的广泛参与，更充分地体现了评剧节

的公众性，也给评剧节带来了新的生

机。民营剧团靠演出谋生与发展，只

有当戏剧节庆活动有助于它们的市场

开拓时，才有可能得到民营剧团的认

同，才能激发起它们参与的积极性。

参加评剧节的展演活动或许不能使它

们获得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然而在

评剧节上获得的荣誉与鼓励，却是它

们此后市场开拓中的重要助力。尽管

多年来业内外人士对各类戏剧节及其

评奖活动多有批评，然而只要剧团的

体制以及演出市场逐渐回归常态，戏

剧节及其评奖的积极作用就会逐渐显

现出来。多年来，中国评剧节的活动

可能是争议及批评的声音相对较少的

大型文化活动，其原因，我想就是因为

评剧节上取得的成绩始终与剧团的演

出市场开拓保持较直接的联系。

多年来，中国评剧节的演出剧目

中既有不少新编戏，同时更有相当部

分保留剧目。地方剧种的生存发展，

不能完全否定新剧目创作的价值与

意义，但是保留剧目的继承却是更重

要也更关键的环节。在评剧历史上，

像《杨三姐告状》、《花为媒》、《马寡

妇开店》、《秦雪梅吊孝》等剧目都是

各评剧团借以保证其演出收益的常

演剧目，遗憾的是我们各级政府主办

的戏剧节活动，经常忘记了戏剧发展

进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律，那就是

能否以尽可能高的艺术表演水平在

今天的舞台上演绎保留剧目，这既是

一个剧种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正

是当代戏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类戏剧节偏重于新剧目的编排，忽

视了传统剧目的继承，其根本原因是

没有深刻认识到保留剧目在舞台上的

高水平传承，那才是最重要也最有文

化价值的戏剧创作。我清楚地记得在

前几届评剧节上，保留剧目的上演总

是观众最为火爆的场次，观众已经用

自己的选择给我们指明了戏剧发展的

方向。而在中国评剧节的展演中，一

直保持一定数量的经典剧目，这既是

对观众的审美选择的积极回应，同时

无疑也为其他地区乃至于全国性的戏

剧节庆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本。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评剧的发展

过程中，城市起着特殊的作用。尽管

评剧的源头在乡村，然而没有

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就不可

能有评剧的兴盛，也不可能有

评 剧 今 天 的 影 响 面 及 影 响

力。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城

市的文化辐射能力已经被成

倍地放大，因此积极探索评剧

在大都市内持续演出的经营

策略，是评剧未来发展的关键

环节。除了唐山以外，我还希望像天

津、沈阳、北京这些仍有众多评剧爱好

者的大城市，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相

继建设评剧常年演出的场地，让评剧

在各中心城市的驻场演出成为现实，

通过这一途径，评剧方有可能重现当

年的兴盛景象。

研究评剧的历史，关注评剧的现

状，探讨评剧健康发展的路径，不仅

是为了评剧这个剧种的传承和发展，

更因为评剧在 20 世纪中国戏剧史上

有特殊的价值与地位；而 8 届评剧艺

术节的成功举办，对整个戏剧界都有

许多启示，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供兄弟

剧种参考。看到评剧依然有如此众多

的观众，依然有极强的生命力，衷心希

望评剧节能成为评剧进一步繁荣发展

的催化剂，让它的明天更加美好。相信

这样的情景，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传承发展评剧艺术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国鹰

评剧的明天更美好
戏剧理论家 傅 谨

《爱心小院》剧照

《从春唱到秋》剧照

《非常妈妈》剧照

《风雪夜归人》剧照

《好官王彦生》剧照

《家住长城头》剧照

《雷雨》剧照

《林觉民》剧照

《林秀贞》剧照

《诺恩吉雅》剧照

《乾坤带》剧照

《山沟里的明星》剧照

《王少安赶船》剧照

《小英雄雨来》剧照

《新人面桃花》剧照《赵锦棠》剧照

《珍珠衫》剧照

《恩怨亲家》剧照

黑龙江省评剧院

《风雪夜归人》

9月2日 19∶30（观摩场）
9月3日 19∶30（演出场）

燕山影剧院

黑龙江省评剧院

《乾坤带》

9月4日 19∶30（展演）

燕山影剧院

天津评剧院
《赵锦棠》

9月6日 19∶30（演出场）
9月7日 19∶30（观摩场）

燕山影剧院

中国评剧院

《林觉民》

9月9日 19∶30（观摩场）
9月10日 15∶00（演出场）

燕山影剧院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

《珍珠衫》

9月1日 19∶30（演出场）
9月2日 15∶00（观摩场）

丰南大剧院

滦南县成兆才评剧团

《爱心小院》

9月4日 19∶30（观摩场）

丰南大剧院

宇扬评剧苑

《王少安赶船》

9月5日19∶30（展演）

丰南大剧院

秦皇岛市海燕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家住长城头》

9月6日 19∶30（观摩场）
9月7日 15∶00（演出场）

丰南大剧院

天津评剧院三团

《非常妈妈》

9月8日 19∶30（观摩场）
9月9日 19∶30（演出场）

丰南大剧院

崔连润文化艺术交流工作室

《雷雨》

8月31日 9∶30（观摩场）
9月1日 14∶00（演出场）

西山口俱乐部

北京凌空评剧团

《恩怨亲家》

9月2日 19∶30（演出场）
9月3日 15∶00（观摩场）

西山口俱乐部

牡丹江市文化艺术中心评剧团

《好官王彦生》

9月4日 19∶30（演出场）
9月5日 15∶00（观摩场）

西山口俱乐部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乌兰牧骑评剧团
《诺恩吉雅》

9月6日 15∶00（观摩场）
9月7日 19∶30（演出场）

西山口俱乐部

辽宁省凌源市评剧团

《新人面桃花》

9月8日 19∶30（演出场）
9月9日 15∶00（观摩场）

西山口俱乐部

唐山市评剧团

《从春唱到秋》

9月1日 19∶30（观摩场）
9月2日 19∶30（演出场）

丰润区动车城影院

丰润区评剧团

《小英雄雨来》

9月3日 19∶30（观摩场）
9月4日 15∶00（演出场）

丰润区动车城影院

迁安市艺术团
《山沟里的明星》

9月5日 19∶30（观摩场）
9月6日 15∶00（演出场）

丰润区动车城影院

衡水市评剧团
《林秀贞》

9月7日 15∶00(观摩场)
9月8日 19∶30(演出场)

丰润区动车城影院

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节

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9月10日 20∶00
唐山电视台演播大厅

“邮储银行杯”第七届中国评剧票友大赛主要活动安排

9月7日

9月9日

票友大赛复赛

14∶30-17∶30 票友大赛决赛

唐山市群众艺术馆艺术中心剧场

唐山市群众艺术馆艺术中心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