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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8 日至 10 日，中

央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

一年一度的贺岁芭蕾舞剧《过年》

（又名中国版《胡桃夹子》）。中央

芭蕾舞团将该剧搬上新年档期，

意在用中国新年元素的浓墨重彩

来绘制一幅属于中华民族喜迎新

年的芭蕾画卷。

首 演 于 1892 年 的 芭 蕾 舞 剧

《胡桃夹子》是俄罗斯芭蕾学派的

典范，也是柴科夫斯基三大经典

芭蕾舞剧之一，更是“古典芭蕾之

父”、编导大师马里乌斯·彼季帕

的传世之作。舞剧的音乐充满了

单纯而神秘的神话色彩，具有强

烈的儿童音乐特色。

2000 年，中央芭蕾舞团就推

出过中国版的《胡桃夹子》。那

时，中芭第一次将中国元素融入

《胡桃夹子》，成为中西芭蕾文化

交融的有效尝试。在 2010 年圣诞

之际，中芭推出了第二版充满中

国年味儿的贺岁芭蕾舞剧《胡桃

夹子》。而 2013 年，该剧正式更名

为《过年》，为这部始创于俄罗斯

芭蕾学派、流传于欧美各国的“圣

诞大餐”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中国

年味儿。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表示，

《过年》拥有可以让中国观众共鸣

的经典元素，是可以让外国观众了

解中国的芭蕾名片。 （李迎辉）

2001 年，人称“宝爷”的郭宝

昌十年磨一剑，将自己的家族史

拍 成 了 40 集 电 视 连 续 剧《大 宅

门》，风靡一时。经过数年准备，

如今这部经典之作又将被郭宝昌

搬上话剧舞台。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 2013 年

开年大戏，由刘威、朱媛媛、雷恪

生、刘佩琦、斯琴高娃等主演的话

剧版《大宅门》将于 1 月 17 日至 2

月 3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

这次，“宝爷”不仅担任了导演一

职，还将化身“解说人”登台亮相。

改剧本“得罪”了斯琴高娃

早在 3 年前，话剧版《大宅门》

就已经提上了日程，在前期筹备

中，剧本数次修改调整。“把电视

剧直接搬到舞台上就没意思了。

把那么长的电视剧浓缩成两个半

小时的舞台剧也挺难的。编剧刘

深打乱了故事的时空架构，把情

节 拆 分 再 组 合 ，这 想 法 有 点 意

思。”据郭宝昌介绍，话剧版《大宅

门》将以七爷白景琦暮年的回忆

来讲述其人生的重要阶段和生命

中几个重要的女人。虽然郭宝昌

对剧本创作的方向非常满意，但

为了精益求精，即使是在排练阶

段，剧本仍在修改。

话剧版《大宅门》的开篇让郭

宝昌苦恼了很久。“到底怎么才能

一上来就抓住观众呢？后来我看

到我们家的一个烛台——那个烛

台是我们家老爷子留下的，有 130

年的历史了，‘文革’时被红卫兵

摔坏了，我妈偷偷捡起来又给修

好了。我突然有了灵感，我们家

老爷子生前一到夜里 12 点，就要

拉闸，他在 7 个院子里转一圈，边

转边喊‘拉闸了，各屋点灯，小心

火烛！’一喊就是 50 年，后来大宅

门变成了大杂院，没人听他的，他

仍然要喊这么一声，这意义多深

刻 啊 ！ 我 觉 得 这 是 一 种 传 统 意

识，是一种对家族的责任感。”郭

宝昌说，全剧将以他点亮这个烛

台开场，以他将蜡烛吹灭结束。

“我就是想把一批鲜活的人

物推给观众，就是想告诉观众一

个人物的真性情是什么。”当年，

“宝爷”凭着一腔真性情在电视剧

中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生动的人

物，而此次的话剧版，虽然四代人

都有，但因体量所限几乎删掉了

80％的角色，并且因为人物的取

舍问题，还“得罪”了斯琴高娃。

“3 年前开始写剧本的时候，

正好斯琴高娃生病，下不了地，当

时我问她‘我们排话剧《大宅门》

你能演吗？’她说可能演不了。我

说‘不行，观众都等着看你呢，哪

怕你上舞台露一面也行。’她就让

我少给她写点戏。我们把给她的

戏安排得很少，还特意写了一场

她坐轮椅的戏。结果她现在身体

好了，前一段时间看到剧本不高

兴了，说‘我的戏这么少，我都成

符号了。’当时我就说‘你别没良

心啊！当时什么情况你忘了。’”

尽管如此，郭宝昌也表示，减少了

二奶奶的戏份的确是个遗憾，所

以如果这部《大宅门》观众喜欢，

他还打算接着往下写，“重新组织

出个 10 台、8 台的《大宅门》，素材

绝对够”。

“再过两百年，戏曲依然超前”

郭宝昌对于戏曲的钟爱圈内

外人尽皆知，几乎马连良所有的

戏他都现场看过，就是现在听老

唱片，他也能准确说出观众的掌

声是因为什么。这些年，他为戏

曲界拍了不少戏曲电影，也常常

帮助自己认可的京剧新人站台。

此 次 话 剧 版《大 宅 门》的 创

作，郭宝昌称也要带戏曲范儿，不

仅要把京剧乐队的文武场搬上舞

台，所有演员的换装也将沿袭早

年间戏曲舞台的做法，在台上完

成。“戏曲是中国美学的代表，虽

然其中也有像大段【反二黄】那样

让观众接受不了的节奏，但我不

同意很多人的说法，认为戏曲腐

朽 落 后 ，甚 至 说 是 散 发 着 死 尸

味。戏曲中的写意美学观念已经

超前 200 年了，我相信再过 200 年

它依然超前。”

而这样的写意手法也给郭宝

昌自己“下了个绊儿”——由于每

场的空间、时间转换跨度大，演员

抢装、道具换景成了剧组的一道技

术难关。为此，剧组把郭宝昌推上

了台。“我这角色并非旁白，也不是

开场白，就是在幕间跟观众说说

话。比如演到白玉婷与万筱菊的

照片结婚这场戏的时候，我会从现

代追星族讲起。‘各位，你们见过这

样一位顶级的追星族吗？她能够

和偶像的照片结婚，我这位十二姑

太太，80 多岁穿着黑旗袍，举手投

足大家风范，现在的女人不会再有

这样的气质和气场了。’”对于这次

登台，郭宝昌说要先试一场，要是

搅合，第二场就下。

绝不做电视剧的翻版

对于剧中角色，郭宝昌并没

有全部起用原班人马，因为“有些

电视剧中的角色直接搬到舞台上

不见得合适”。

但因为有电视剧珠玉在前，

所以郭宝昌在进入排练场后首要

的工作便是帮助演员打破心理障

碍，跳出电视剧的窠臼。“虽然前

人的角色已经被观众所接受，但

我们绝不做电视剧的翻版，艺术

讲究的是个性，即便模仿得再像，

也不是你自己。”

77 岁的雷恪生是电视剧《大

宅门》的原班人马之一，这次在话

剧版中扮演的角色依然是白家管

家王喜光。雷恪生表示，之所以

还愿意演这样一个反面人物，是

因为自己太喜欢舞台了。

尽管郭宝昌一再强调电视剧

和话剧没有可比性，但雷恪生却

坚持认为，观众一定会比较，这是

没办法的事。“比就比吧，我们不

怕比。说句实话，电视剧的标杆

太 高 了 ，要 超 过 这 个 高 度 太 难

了。当年郭宝昌导演一呼百应，

将圈中所有大腕明星一网打尽，

就连张艺谋、陈凯歌都来跑过龙

套，这样的阵势空前绝后了。”雷

恪生说。

剧中最重要的角色白景琦由

演员刘威饰演，刘威却说，接这个

戏是犯了个错误。“虽然我认识到

这 是 一 个 错 误 ，但 已 经 来 不 及

了。昨天我还和导演说，我演这

个角色真是够累的，我排戏就没

这么累过，我现在连上厕所想的

都是《大宅门》。我记得电视剧演

出前，陈宝国在一次采访时说‘你

们 就 等 着 看 好 戏 吧！’我 当 时 还

想，他怎么这么自信？现在想想

他演得太好了，好多人说让我和

他学，我现在学都不知道从哪学，

除了压力还是压力。我只能说我

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干苦力的，只

要能对得起导演，对得起和我一

起演戏的人就行。”

此次话剧版《大宅门》中最引

人注目的演员当属朱媛媛，她将

分 别饰演白景琦人生中的 3 个女

人——原配夫人黄春、姨太太杨九

红和晚年娶的妻子香秀。最初，朱

媛媛并不想接这个特殊的任务。

“ 开 始 我 真 的 很 不 想 演，因 为 很

可能出力不讨好。另外我也不想

出 这 个 风 头，怕 大 家 说，就 显 你

能。但剧院和郭导特别信任我，

对我特别器重。而且我也觉得这

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再有了，所 以我就当是在舞台上

过把瘾吧，哪怕过把瘾就死呢。”

郭宝昌说，这样“一赶三”的

表演形式中国戏曲早就有，并不

稀奇。“我看网上有观众说，干吗

一人演 3 个角色，你们剧院没演员

了？我说这话太外行，一人能演 3

个角色那是本事，不是一般演员

能做到的，这放戏曲里，是角儿才

能做到的，观众买戏票就是光看

朱媛媛的演技都值。”

虽然压力很大，但朱媛媛却

说这是她出演的话剧中排练速度

最快的 一 个 戏。“ 剧 本 底 子 太 好

了，人 物 鲜 活，我 们 演 起 来 非 常

顺手，我相信好作品无论以何种

形 式 出 现 都 不 会 差。”朱 媛 媛 还

透 露 ，郭 宝 昌 在 一 个 月 的 排 练

中，风 雪 无 阻，每 天 都 早 早 到 达

排 练 场，甚 至 感 冒 都 不 休 息，坚

持工作，“他给我们讲戏，也讲他

的 生 活、老 北 京 的 市 井 人 情，让

我们受益匪浅。老爷子对这个戏

感情太深了，看我们排练都会掉

眼泪。”

公元 17 世纪，印度国王沙·
贾汗为悼念爱妃，倾举国之力、

耗无数钱财，建造了美轮美奂的

泰姬陵。

之后，这座被诗人泰尔戈誉

为“垂在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的建筑，成为印度情侣的爱情朝

圣之地。而搭乘在印度家喻户晓

的爱情专列“泰姬快车”在泰姬陵

前见证爱情，也成为泰姬陵旅游

的重要部分。

如今，“泰姬快车”上的美丽

爱情故事以宝莱坞歌舞剧的方式

被搬上舞台，驶入中国。

宝莱坞原创歌舞剧《泰姬快

车》讲述了发生在从印度孟买开

往泰姬陵的火车上，一位富家千

金与贫民神偷之间充满浪漫与刺

激的爱情之旅。该剧不仅展现了

宝莱坞劲歌热舞的震撼魅力，同

时也是对现代印度多彩文化的一

次穿越之旅。从熙攘的孟买街

头，到神秘的金庙，再到庄严的

泰姬陵，充满活力律动的炫丽舞

姿、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效果以

及多达 3000 多件套的华丽服装

与传统配饰，都再现了浓浓印度

风味的流行文化和宝莱坞标志性

电影模式。

该剧制作人兼导演舒蒂曾游

历世界各地，在她看来，印度是一

个在自然地貌上囊括沙漠、雪山

和茂密的丛林，在人文内涵上拥

有超过 250 种方言和 300 余种舞

蹈形式的资源大国，但世人对印

度知之甚少。“让更多的人了解印

度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我家人

的梦想。印度舞蹈在于以肢体语

言表达内心，带着虔诚、信仰与愉

悦起舞。我们的日常生活连做

饭、睡觉都充满乐趣，节庆时更常

有歌舞相伴。我希望中国观众透

过剧中的音乐、舞蹈、情节和各种

元素，触摸到有如万花筒般缤纷

多彩的印度文化。”

虽 然 在 印 度 电 影 和 歌 舞 剧

中，爱情往往萌发于贫富悬殊的

两个阶层的男女之间，但身为印

度富家女的舒蒂坦言，这样的爱

情在现实中并不多见。而之所以

设置这样的情节，是希望为观众

制造最美妙的梦境，感召人们心

中的善良与真爱。

与此同时，这样一部以歌舞

展示印度文化的剧目也受到了印

度政府和印度旅游局的关注。于

是，该剧也成为政府、投资商、演

出运营机构等各部门优势资源集

中整合的范例。而舒蒂也愿意以

巡演为契机，与中国同行交流《泰

姬快车》的成功经验。

据巡演主办方北京联艺环球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介绍，首轮巡演

于 2012 年 12 月中旬启动，演出城

市为南昌、海口、厦门等地。每到

一站，《泰姬快车》都受到观众的热

烈欢迎，各地演出商纷纷邀约这

盛满美好爱情的“列车”驶向各自

的城市。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被誉为

“ 小春晚”的央视元旦跨年晚会

上，《泰姬快车》全体演员在北京

鸟巢亮相，为全国观众带来他们

特别制作的舞蹈表演。虽然表演

只有短短的 4 分钟，但数十位印度

舞者激情的舞步、婀娜的身姿、明

媚的笑容和华美的衣饰，感染了

每一位观众。

印度驻华使馆新闻官员查文

雅表示，中国和印度是两大文明

古 国 ，都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和 文

化。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日

俱增，《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

傻大闹宝莱坞》、《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等反映当今印度风貌的电

影不断在中国上映。《泰姬快车》

也 是 这 样 一 个 传 递 文 化 的 使

者。它不仅仅是宝莱坞电影模

式的舞台现场演出版本，更是容

纳和呈现多彩印度文化的一张

国家名片。

日前，为期一个月，由浙江省

文化厅主办，浙江省演出业协会、

浙 江 胜 利 剧 院 承 办 的 浙 江 省 民

营 文 艺 表 演 团 体 展 演 活 动 画 上

了圆满的句号。

12 家民营院团汇聚杭州

此次展演中，浙江省 12 家民

营 院 团 的 500 余 名 演 职 员 汇 聚

杭州，同台竞技。德清县德清越

剧团的越剧《德清嫂》、杭州哈哈

艺术团的轻喜剧《世界充满爱》、

舟 山 海 之 韵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的综艺歌舞《海岛风》、开化惠民

艺 术 团 的 越 剧《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温 州 市 哈 哈 京 剧 艺 术 团 的

京剧《花木兰》、海宁皮影艺术团

有限公司的皮影戏童话剧《小花

猫 钓 鱼》、永 康 市 婺 剧 团 的 婺 剧

《火烧子都》、宁波市北仑海舟越

剧 团 的 越 剧《新 狸 猫 换 太 子》等

剧目轮番亮相，并特邀长期服务

基层、服务农村的钱江浪花艺术

团在展演期间进行专场演出。

此 次 参 演 的 民 营 院 团 均 已

连续演出 2 年以上，剧团管理规

范，具 有 较 高 的 演 出 水 准，并 具

备 在 专 业 剧 院 演 出 的 基 本 阵 容

及 相 应 设 备 等 条 件 。 这 些 常 年

活 跃 在 山 乡、海 岛、社 区 的 民 营

剧团，因机制灵活、市场广阔、演

出接地气，而受到群众的广泛欢

迎，成为浙江演艺市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惠民票价受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展演观

众 累 计 达 7417 人 次 ，平 均 上 座

率 达 91% ，其 中 ，越 剧 演 出 更 是

观众爆满。

退 休 的 体 育 工 作 者 叶 鑫 根

看过展演后，给浙江省文化厅厅

长金兴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有幸观看了民营剧团展演的

演 出 ，真 是 大 开 眼 界 ，感 慨 万

千 。 随 着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不 断

深入，剧团深深植入了民本的灵

魂—— 为 民 而 生、为 民 而 演、因

民而兴。他们坚持艰苦训练，长

年到农村巡回演出，既锻炼了队

伍，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既满足了城乡群众欣

赏艺术表演的需求，又对保护传

承 浙 江 民 族 民 间 艺 术 发 挥 了 重

要作用，他们已成为浙江文化建

设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

来 自 德 清 的 退 休 艺 人 陈 汉

民 说：“ 这 次 民 营 剧 团 展 演 不 仅

是 艺 术、才 艺 的 展 演，也 是 思 想

和 精 神 的 展 示 和 汇 报 。 希 望 浙

江的民营文艺团体能够健康、向

上发展，从而使文化强省的建设

步伐更加稳健。”

面对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金

兴盛表示：“艺术为人民服务是我

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希望浙江的

民营院团能排出更多的好戏。”

据悉，此次展演实行文化惠

民 低 价 票 制 ，票 价 统 一 定 为 20

元。此外，组委会还拿出部分演

出票，通过街道社区免费发放给

低收入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把

他们请进剧场。

林丽萍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越舟戏曲社成员之一，因为票价

便宜，她一连看了几场演出。“感

谢政府推出文化惠民低价票，让

老百姓有机会一睹来自各地民营

剧团的风貌。希望今后多举办类

似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

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蓬勃发展离不开政府扶持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浙 江 民 营

剧 团 的 蓬 勃 发 展 离 不 开 政 府 的

扶 持 。 2009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推

出《关 于 加 快 发 展 民 营 文 艺 表

演 团 体 的 意 见》，进 一 步 加 大 了

对 民 营 院 团 的 扶 持 力 度 。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文 化 厅 联 合 制 定 了

对 民 营 院 团 的 资 金 扶 持 政 策 ，

每年落实 300 万元专项资金，一

是 用 于 补 贴 民 营 院 团 送 戏 下 乡

活 动 ，使 参 加 送 戏 下 乡 的 民 营

院 团 每 场 享 受 的 补 贴 比 国 有 院

团 高 500 元 至 1000 元 ；二 是 以

财 政 投 入 方 式 举 办 浙 江 省 民 营

院 团 负 责 人 培 训 班 和 业 务 骨 干

培 训 班 ，目 前 已 举 办 7 期 ，累 计

培训 643 人次。据悉，截至 2012

年 底 ，浙 江 省 有 民 营 院 团 638

家 ，从 业 人 员 约 3 万 ，年 演 出

28.8 万 场 以 上，演 出 收 入 约 10.8

亿 元 ，分 别 占 全 省 文 艺 表 演 团

体 年 营 业 性 演 出 场 次 总 量 的

90％和演出总收入的 80％。

“ 作 为 一 名 民 营 剧 团 的 演

员，从 上 个 世纪 90 年代起，我们

就和专业院团一样评职称，这次

又有幸来参加省级展演，跟专业

剧团的演员一样在剧场演出，我

的 心 情 非 常 激 动。”杭 州 哈 哈 艺

术团团长杜华如是说。

展演期间，主办方还对观众

进 行 了 摸 底 访 问 ，并 请 剧 团 填

写 评 估 意 见 表 ，以 方 便 政 府 继

续 推 进 民 营 剧 团 扶 持 工 作 。 据

悉 ，浙 江 省 文 化 厅 将 强 化 民营

剧团的法制保障，加强对民营剧

团的规范化培训教育，进一步加

强民营剧团艺术骨干的培训，切

实做好民营剧团参与政府送戏下

乡 扶 持 补 助 工 作 ，从 而 整 体 提

高 民 营 剧 团 管 理 水 平 和 艺 术 表

演水平。

本报讯 （记者刘淼）1 月 2

日，国家京剧院在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举行慰问首都建设者专场演

出，来自中建一局二公司的几百

名职工和家属观看了梅派经典剧

目《天女散花》和国家京剧院保留

剧目《强项令》。

自 2011 年起，国家京剧院已

经连续 3 年把新年的第一场演出

奉献给奋斗在首都建设一线的工

人，借经典剧目向他们送上新年

的祝福。国家京剧院党委书记杨

化玉说：“首都的建设离不开工人

兄弟的辛勤付出，他们放弃与家

人团聚，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战

斗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工地，为首都

建设挥洒青春和汗水。今天，我们

把这些工人兄弟请到梅兰芳大剧

院，以文艺工作者的独特方式，向

勤劳质朴的工人兄弟表达敬意。”

观 众 小 李 是 中 建 一 局 的 职

工，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剧场看京

剧。“在家乡的时候，我们都是在

露天看戏班的表演，跟在剧场看

戏感觉完全不一样。国家京剧院

的演出真精彩，《天女散花》很漂

亮，《强项令》的故事有意思，我都

看懂了。”

本报讯 （记者刘淼）作为北

京人艺开年大戏，根据老舍同名小

说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于1月8

日至20 日登陆北京首都剧场。

《骆驼祥子》描写了上世纪 20

年代军阀混战时期，老北京人力

车夫的悲剧命运。北京人艺改编

的话剧于 1957 年首演，由梅阡导

演，李翔和李婉芬主演。2007 年

复排，由顾威执导，于震和王茜华

主演。此次虎妞由王茜华改为郭

奕君饰演。

虽然剧中祥子与小福子暗生

情愫，最终娶了虎妞，可现实生活

中，饰演祥子的于震却把饰演小

福子的辛月娶进了家门。导演顾

威说，2012 年，于震和辛月喜结连

理，二人因戏结缘，自然也更加投

入地排练。“北京人艺的夫妻档演

员真不少，他们给大家留下的都

是互相摽着劲儿要把戏演好的印

象。这对夫妇自然也不例外，于

震饰演的祥子已经深入人心，辛

月饰演的小福子则对人物内心的

把握越发纯熟。”

此次接棒饰演虎妞的郭奕君

从去年开始被戏剧观众所熟悉，

从上半年的小剧场话剧《老爸开

门》，到下半年希腊悲剧《晚餐》，

再到刚刚结束的大戏《全家福》，

几个月内，郭奕君先后变身都市白

领、古希腊女祭司，还有乡土气十

足的农妇，都是主演和重要角色。

2009年，郭奕君作为虎妞B角上过

场，今年则独自挑大梁。“这次演虎

妞虽然戏比较重，心里却很踏实，

因为之前演过，角色风格也比较熟

悉。”郭奕君说。

浙江民营院团：为民而生 因民而兴
本报驻浙江记者 苏唯谦 杜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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