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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将迎来五周岁生日。

歌剧《罗恩格林》、《运河谣》，话剧《风雪夜归人》将

先后上演，“公众开放日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将陆

续展开。

五台大戏庆五周年

每年生日，国家大剧院打造的院庆大戏都

备受瞩目：从原创京剧《赤壁》到原创舞剧《马

可·波罗》再到国家大剧院版歌剧《托斯卡》等，

每年的压轴之作几乎都成为了当年最具轰动

效应的重磅大戏。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部长李

志祥表示，今年五周岁生日，国家大剧院同时

拿出一“西”一“中”两部全新大戏回馈观众：瓦

格纳经典歌剧《罗恩格林》和吴祖光经典戏剧

《风雪夜归人》。

12 月初，国家大剧院盛邀国际著名导演强

卡洛倾力打造的瓦格纳经典歌剧《罗恩格林》，

在它诞生 162 年后，首次亮相中国舞台。《罗恩

格林》不仅云集众多国际“大牌”瓦格纳唱将，

在吕嘉执棒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

的表现也堪称“惊艳”。而在今年 4 月，国家大

剧院制作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也取

得了极大的成功，有艺术评论人撰文写道：“时

至今日，还没有任何一家国内歌剧机构敢在一

年内接连推出两部瓦格纳大型歌剧，而国家大

剧院做到了这一点。”

《罗恩格林》之后，国家大剧院最新制作的

话剧《风雪夜归人》也于 12 月 15 日至 24 日与观

众见面，在戏剧场连演 10 场。此次《风雪夜归

人》的主创主演团队，集结了国内戏剧及影视

界的顶尖阵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著

名导演任鸣执导该剧，知名演员冯远征、余少

群、程莉莎、刘桦、梁丹妮、丛林联袂主演。

除了这两部新戏，此前曾热演两轮的国家

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也将在 12 月 22

日至 28 日再次开启大幕。这部以京杭大运河

为背景的歌剧历时两年精心打造，今年 6 月一

经推出，便引起热烈反响，当时参加国家大剧

院第四届世界歌剧高峰论坛的各国嘉宾对此

剧赞不绝口，而在短短半年内三度复排、三度

上演也足见该剧的超高人气。在新一轮演出

中，歌唱家王丽达、王宏伟、王莉、孙砾共同组

成的“央视青歌赛金奖”阵容将再度联手献唱

这部感人至深的歌剧。

与此同时，两台精心策划的音乐会也将是

国家大剧院五周年院庆的“重头戏”。12 月 24

日、25 日，一年一度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

将如期而至。作为国家大剧院的经典演出品

牌之一，今年的两场音乐会汇集了戴玉强、孙

秀苇、张立萍、袁晨野、么红等 20 位当红歌唱

家，届时，他们将奉献《魔笛》、《蝴蝶夫人》、《图

兰朵》、《伊戈尔王》、《阿依达》等一系列经典歌

剧中的著名咏叹。歌剧 Gala 落幕之后，钢琴家

郎朗也将在 12 月 27 日献艺。音乐会上半场，

郎朗将为观众带来肖邦的全部四首叙事曲，下

半场他将牵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奏响同样

波澜壮阔、华丽宏伟的《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

曲》，以此作为对国家大剧院五岁生日的特别

献礼。

公众开放日打造“艺术狂欢”

自 2008 年始，为回馈社会各界和广大观众

的关心和支持，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 12 月 22

日，也就是其正式开幕运营的日子，定为“公众

开放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每年的这一天都

是国家大剧院最热闹的一天，上万名来自世界

各地的观众走进剧院，观看节目、参与活动，分

享艺术之美。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邓一江介

绍，今年国家大剧院煞费苦心，从“公众开放

日”到“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不只是名字的变

化，而是整体活动的升级，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5

时，39 场演出、20 项艺术活动在 1 天里集中展

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

民族乐团等 10 多家艺术院团的 500 多位艺术

家将在剧院各处与观众零距离接触。

在国家大剧院公共空间，将有演员身着

《阿依达》士兵服装列队展示，或有演员身着国

家大剧院歌剧服装进行巡游表演，或有歌剧

《卡门》第一幕烟厂女工片段表演惊喜登场。

小朋友们也有自己的舞台——琵琶演奏家吴

玉霞、歌剧艺术家丁毅、青年舞蹈艺术家王亚

彬、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宏图，将携手中国音乐

学院附中、北京市一七一合唱团、北京舞蹈学

院附中、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带来青少年民乐、

歌剧、舞蹈、戏曲演出。

此外，姜昆、蓝天野、濮存昕、郁钧剑等艺

术家将跨界展示其“琴棋书画”才艺；西餐厅

里，赵汝蘅、陈佐湟、吕嘉、魏春荣、李宏图、陈

萨等艺术家将与国家大剧院特邀的 100 位观众

共享“艺术家午餐”，畅谈艺术；在国家大剧院

艺术资料中心，李光羲、叶佩英等艺术家将与

国家大剧院会员一起，同台表演歌剧咏叹调、

钢琴四手联弹、戏曲联唱、话剧片段，还有众

多文化名人跨界畅谈与高雅艺术的故事；“艺·
境——国家大剧院院藏品展”“回眸经典——

国家大剧院原创与制作剧目展”“精彩在这里

绽放——国家大剧院艺术成果展”“聆听的历

史——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上线一周年

特展”四大艺术展览也将登场，展厅里也将有

艺术家为观众讲解。

邓一江特别强调，今年公众开放日除了国

家大剧院邀请的青少年学生、打工子弟等特殊

群体，其他所有观众仍和往年一样，实行“免费

不免票，提前网络预订”政策。

五年收获800万观众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正式开幕运营以来，

国家大剧院已经走过了整整 5 个年头，吸引了

800 余万人次的观众和游客。从人们充满疑惑

的建筑到中国文化领域的航母，从世界表演艺

术领域的新生儿到重要一极，国家大剧院用 5

年时间锻造为全球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

高、艺术生产能力非常活跃的国家表演艺术中

心，用 5 年成为首都北京乃至全国广大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心理”地标。

在邓一江看来，这都缘于国家大剧院始终坚

持“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宗旨，坚持准确的功

能定位、科学的运作模式、正确的发展战略。他介

绍，过去的5年，国家大剧院商业演出3914场，平均

每年800场，5年来商业演出共售票约434.2万张，

演出收入约15.1亿元，平均销售率约81.2%。

国家大剧院形成了新春演出季、夏季演出

季、秋季演出季三大演出季和院庆演出周的全

年演出设计，并打造“中国交响乐之春”“五月

音乐节”“国家大剧院歌剧节”“漫步经典音乐

会”“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等多个深受公众喜爱

的演出品牌；迎来了中外 543 家艺术团体、14.8

万人次艺术家，涵盖国内 31 个省区市和我国港

澳台地区以及国外 56 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一流

的交响乐团、指挥家、芭蕾舞团、艺术家，以及

国内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五个一工

程”、中国戏剧奖、文华奖获奖剧目和各领域的

名家新秀等，都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与此同时，国家大剧院大力开展艺术创作

生产，制作包括京剧、歌剧、话剧、舞剧等表演

形式的剧目 28 部，演出共计 443 场，其中京剧

《赤壁》迄今为止已经上演 11 轮次 63 场，话剧

《王府井》上演 5 轮次 63 场，歌剧《西施》上演 5

轮次 21 场。

5 年来，国家大剧院共举办“周末音乐会”“经

典艺术讲堂”“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

精品展演周”等艺术普及教育演出2739场、活动

2463场，惠及观众达241.6万人次；举办表演艺术

主题展169个，接待参观观众322.3万人次。

12 月 18 日，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举行奠基

仪式，也为剧院的五周岁生日增添了喜庆。舞

美基地选址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占地面积

5.59 万平方米。该舞美基地是服务于国家大剧

院艺术生产的配套设施，建成后具有集合成排

演、舞美设计、布景道具、服装制作、舞美艺术

交流、仓储、演员住宿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可为

国家大剧院的剧目制作和对外交流提供良好

的基础设施保障，更好地发挥国家大剧院作为

文化产业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

国家大剧院五周年庆生

携手数百位艺术家回馈观众
黑 妹

本报讯 （记者刘淼）12 月 25 日至 2013 年 2 月 24

日，由国家京剧院主办，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和北京靖

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国家京剧院 2013 新春演

出月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亮相。本次演出月也是梅兰

芳大剧院收归国家京剧院自主经营后的首个重大主

题性演出活动。

本次新春演出月将有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

戏等 30 台大戏登场。国家京剧院参加国家艺术院团

优秀剧目展演并获佳绩的《韩玉娘》、《慈禧与德龄》、

《红灯记》（第三代传人）、《文姬归汉》等剧目将逐一亮

相；经典名剧《龙凤呈祥》、《杨门女将》、《穆桂英挂

帅》，以及现代戏《平原作战》、《智取威虎山》等，也将

与广大观众见面；由奚派老生张建国整理并领衔主演

的《武乡侯》系列之《卧龙出山》和《舌战群儒》将连本

演绎。

演出月名家云集，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刘长瑜、

钱浩梁、李维康、耿其昌、杨春霞、寇春华，中青年名家张

建国、李海燕、董圆圆、袁慧琴、江其虎、陈淑芳、宋小川

等将逐一登台。此外，剧院还特邀梅葆玖、孙毓敏、叶少

兰、李长春、赵葆秀、孟广禄、杨赤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加

盟演出。

国 家 京 剧 院 还 将 公 益 慰 问 演 出 纳 入 本 次 演 出

月。2013 年 1 月 2 日，国家京剧院将邀请近千名农民

工走进梅兰芳大剧院，欣赏《强项令》。2013 年 1 月中

旬，于魁智、李胜素将带领慰问演出团奔赴辽宁，为沈

飞集团和基层部队官兵送欢乐。春节过后，还将组织

小分队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进行慰问演出。

本报讯 （记者胡芳）12 月 16 日，中国爱乐乐团百

张音乐会现场实况录音及一套余隆与乐团演出精华

的 10 张黑胶唱盘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揭晓的第八届十

大唱片发烧大奖中，一举获得包括最佳系列专辑、最

佳制作人、年度十大唱片、唱片工业特别贡献奖等多

个奖项。

在艺术总监余隆的带领下，中国爱乐乐团 12 年来

举行了近 500 场音乐会，演奏了 2000 余部作品，实现

了艺术水准的稳步提升。乐团的音乐会涵盖了交响

曲、协奏曲、歌剧、清唱剧、戏剧配乐、芭蕾音乐、室内

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与众多中外著名指挥家、演奏家、

歌唱家、合唱团体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合作。

乐团百张唱片收录的 105 场音乐会实况囊括了

213 首中西方经典作品，收录了巴赫、亨德尔、海顿、莫

扎特、贝多芬、肖邦、柴科夫斯基、施特劳斯、马勒、瓦

格纳、威尔第、帕格尼尼、勃拉姆斯、穆索尔斯基、德沃

夏克等以及华人作曲家叶小纲、陈其钢、郭文景、谭

盾、周龙、陈培勋等众多作曲家的作品。

本报讯 （记者李琤）以“青春校园·文化朝阳”

为主题的“2012 北京朝阳大学生艺术节”12 月 15 日

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开幕，艺术节包括开幕式暨

服装设计大赛 T 台秀、影视短片大赛、动漫短片大赛、

大学生戏剧邀请赛等 5 个板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

12 月 23 日。

据介绍，由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独家主办的北京

朝阳大学生艺术节迄今已连续举办了 3 届。本届艺术

节有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 20

余家首都高校的大学生参与，参赛作品共 800 余个，主

办方邀请了数十位业界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评审

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判。在

5 个板块中，大学生戏剧邀请赛是一大亮点，经过遴

选、专家评审和微博投票，共有 10 部话剧入围邀请赛，

包括原创作品《再见，旧时光》、《故园情》、《风暴眼》、

《在变老之前远去》等，话剧的公开展演将贯穿艺术节

全程。

艺术节开幕式上，“服装设计大赛T台秀”集中展示

了一批大学生的最新服装设计作品，来自中国传媒大

学、中国戏曲学院、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的作品设计新

颖，《古今》、《藏族风韵》、《羽梦天殇》、《水墨青瓷》等入

围服装作品在模特的演绎下体现了古典与现代、复古

与前卫元素的有机结合。

本报讯 由梁文道、许知远等推荐的图书《莎士比

亚书店》日前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莎士比亚书店”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

一，也是巴黎的文化地标和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至

今仍让全世界的爱书人津津乐道。它吸引了乔伊斯、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等作家与艺术家，不仅是英

语和法语文学交流的重镇，也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

代”流连忘返的精神殿堂。本书是书店创办者西尔薇

娅·毕奇的回忆录，书中不仅讲述了书店经营中的欢

喜、哀愁、成就、遗憾和与很多知名作家交往的细节，也

讲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社会变迁。

西尔薇娅·毕奇 1887 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

1919 年，她在巴黎左岸开了英文书店“ 莎士比亚书

店”。1922 年，她以“莎士比亚书店”的名义，为乔伊斯

出版了英美两国列为禁书的巨著《尤利西斯》，因而名

噪一时。然而在盗版、战争、经济萧条的威胁下，书店

从 1933 年开始多次面临困境，还好，在法国文艺界的

支持下，继续经营下来。1941 年，她因拒绝卖给德国

纳粹军官珍藏的最后一本《芬尼根守灵记》而受到威

胁，不得不将书店关门。随后，毕奇被纳粹逮捕，送进

集中营。出狱后她已无心再开书店。到 1951 年，在得

到她的授权后，乔治·惠特曼在巴黎开了一家书店，取

名叫“莎士比亚书店”。1956 年，毕奇写下自传作品

《莎士比亚书店》。1962 年，她逝世于巴黎。 （忽 忽）

国家京剧院新春演出月将办

中国爱乐百张唱片获奖

北京朝阳大学生艺术节开幕

《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发行

12 月 16 日晚，江苏泰州梅兰芳大剧院灯火

通明，剧院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连走廊都站满了

人，有从常州包车过来的，有从附近县市骑了一

个多小时自行车赶过来的，这种号召力，属于

当晚的《陈德林淮剧流派及黄素萍从艺 50 周年

演唱会》。

甘当绿叶的淮剧名花

黄素萍的《天要下雨娘要嫁》选段《文儿你

梦中一声亲娘喊》以及陈德林的《板桥应试》选

段《三千里苦辛劳》先声夺人，引得一片喝彩。

随后陈德林、王国阳、柏赞东、李加虎等带来的

陈派名段联唱《孔雀东南飞》、《团圆之后》、《王

瞎子算命》选段，一展陈派风骨。由陈金巧、李

金枝、朱金巧、郑慧、禹玲玲、蔡娟等带来的《莲

花庵》选段、《祥林嫂》选段则再现了黄素萍代

表作的风采。

与陈家私交甚笃的锡剧名家周东亮和京

剧名家李洁两位梅花奖得主也献唱了锡剧《沙

家浜》、《珍珠塔》选段和京剧《贵妃醉酒》选

段。当晚的沸点由陈德林的乘龙快婿、江苏省

淮剧团团长陈明矿和陈德林女儿陈澄两位陈

派嫡传弟子演绎的《宝剑记》选段点燃，黄素

萍、陈德林的《卖油郎与花魁女》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陈德林是淮剧界无人不晓的一代名家，而

与他携手半生的老伴黄素萍，曾经也是淮坛的

一面鲜明旗帜，两人因淮剧结缘，都曾荣获上

海白玉兰主角奖，为淮剧而生的二人一度花开

并蒂。后来，为了协助陈德林的演艺事业，黄

素萍悄然隐退，当起绿叶。多年来，陈德林“肩

不用挑，手不用提”，家里家外鸡毛蒜皮的事，

全凭黄素萍一人张罗，陈德林只需一门心思演

他的戏。“我对夫人充满歉意。在舞台上，她甘

当配角；在生活中，她吃苦耐劳从无怨言。其

实她的艺术水准跟我不相上下，各有千秋。在

我的流派艺术成立、发展过程中，她还精心地

帮我记谱。”对黄素萍的付出，陈德林有满腹的

话要说，“终于，能和她同台为她办场演唱会，

我激动得几天没睡着觉。”

作为女儿，陈澄也为母亲的演唱会激动不

已，“我的声腔和表演艺术吸取了母亲很多长处。

她一生辛劳，不仅要在艺术上不断前进，还肩负着

家庭的重担。在我父亲形成流派的艰难漫长的过

程中，母亲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不容忽视的。”

淮坛铁汉“艺不惊人死不休”

陈德林，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

演员，原 江 苏 省 泰 州 市 淮 剧 团 团 长，现 任 泰

州 市 淮 剧 团 名 誉 团 长 ，淮 剧 陈 派 唱 腔 创 始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50 多年的演艺生

涯中，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断探索淮剧

演 唱 艺 术 的 美 学 价 值 。 陈 德 林 师 从 淮 剧 大

师筱文艳，曾和恩师同台演出了《爱情的审

判》、《牙痕记》等经典剧目，深得筱文艳在唱

腔上的亲传，在继承筱派的基础上，他借鉴

吸收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养料，不断

开拓视野，丰富自我。

陈德林一天都没有离开他热爱的舞台，即

便是在 1997 年身患癌症治疗期间，台下疼得打

滚，台上依旧生龙活虎，被誉为淮坛铁汉。正

是这种“艺不惊人死不休”的韧劲，让陈德林先

后获得上海第十二届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

江苏省戏剧节和江苏省淮剧节优秀表演奖等

多个奖项，并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演出，2008 年

当选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在长期的舞台生涯中，特别是在淮剧危机

的大背景下，陈德林非常注重对淮剧中青年艺

术家的培养，分别收有陈明矿、李家虎等专业

院团弟子 7 人，业余票友徒弟 20 多人。在他的

悉心培养下，专业弟子分别在江苏省淮剧团、

兴化市淮剧团、泰州市淮剧团挑大梁、担重

任。为进一步传承振兴淮剧艺术，陈德林每年

都要带领剧团奔赴农村演出 200 场以上。2010

年举办了陈德林从艺 50 周年演唱会，他退而不

休，舞台上下，常常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陈派唱演俱佳

如果说 12 月 16 日晚的《陈德林淮剧流派

及黄素萍从艺 50 周年演唱会》是陈德林用爱

心、子女们用孝心让黄素萍重温旧梦，那么12月

17 日在泰州召开的陈德林流派艺术研讨会，则

是老伴和子女们献给他的惊喜。

张铨、汪人元、刘仁前、程少梁、沙黑、袁连成、

王有理、刘正阳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高度评价了

陈德林的艺术成就，概括了陈派艺术的特色，肯定

了陈德林学艺求精的执著精神和从艺求变的创新

精神。

专家们从艺术的社会功能角度，探讨了陈

德林淮剧流派艺术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为了保护传承陈派艺术，泰州市专门成立

了“陈德林淮剧流派艺术研究会”。研讨会上，

专家们表示，艺术流派的形成，不是领导推崇、

专家倡议就可以，流派的形成必须是广大观众

承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派”艺术是实至

名归的，因为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淮剧演

出的地方，观众都知道那个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的演员叫陈德林。

长期研究陈德林表演艺术的淮剧专家张

铨说：“我在和陈德林交往的 30 年中，他对淮

剧的坚持几近疯狂，不顾身患癌症后六次手

术的剧痛依然登台，哪怕病痛危及生命也在

所不惜，把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深爱的

淮剧。”

陈派唱腔有四美：刚劲挺拔，明亮纯美；语

调婉转，圆润自然；构思精巧，别有意趣；音调

华彩，声韵醇厚。张铨总结，陈派唱腔少有寡

然无味的旋律，它淡雅质朴，不离传统的根基，

陈派的演唱，偏重戏剧的表述，昂扬奔放。

“一个优秀的淮剧演员必须要符合‘像、

准、美、新、高’五个条件。”江苏省戏剧家协会

主席汪人元说，陈派唱腔符合美的规律，注重

唱腔艺术形式的美感和对韵律的追求，即使在

戏剧之外，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经得起反复

聆听。

专家们指出，除了唱功，陈德林在表演上

的造诣也让人惊艳。

“地方戏曲演员制度为陈德林提供了多才

多艺、挑梁主角的土壤。地方戏曲行当不像京

昆那么泾渭分明，每部戏的主角必须是剧团的

挑梁主角担任，虽然陈德林主攻小生，但在各

个行当的角色塑造上，他都非常有建树，很多

老生、旦角的角色他也能把人物塑造得十分丰

满。”导演王有理强调，无论是古代戏还是现

代戏，陈德林都能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融入其

中，他对人物表情、动作等细节的捕捉异常敏

锐，他的表演，举手投足都能让观众对人物性

格心领神会。

“陈派非常注重唱词的结构、节奏、运腔与

人物的关系，尤其注重人物性格、场次结构的

变化形成的唱腔结构的变化。”编剧袁连成表

示，陈德林对剧本创作也十分重视，主张推出

符合时代主题、生活主题的剧本。

原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刘俊鸿认为，戏

曲表演艺术是综合性的，应将陈派艺术作为一

个整体保护和研究。“陈德林不是一个人在表

演，他的家人、团队一直在影响着他、帮助着

他，他的女儿陈澄在继承父亲的基础上又有创

新，形成‘澄腔’，可见陈派的不断发展更新。”

刘俊鸿说，创建流派、发现流派、概括流派、强

化流派，培养与扶持新一代淮剧领军人物是非

常紧迫的。

当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没有终点的

追梦人生——陈德林艺术生涯 50 年》在泰州首

发，从各地赶来的淮剧戏迷排成了长长的队

伍，为求现场签名版，活动绵延了两个小时。

《风雪夜归人》剧照 高 尚 摄

陈德林、黄素萍主演的淮剧《赵五娘》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