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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蛇年正月初二，由

首都文明办和国家大剧院联合举

办的第二届“我爱北京——市民

新春联欢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

厅拉开帷幕。从初二至初五，每

天两场演出，为北京市民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

国 家 大 剧 院 音 乐 厅 的 舞 台

上，曾 经 迎 接 过 阿 巴 多、艾 森 巴

赫、马泽尔、捷杰耶夫、小泽征尔

等 享 誉 全 球 的 指 挥 大 师 ，曾 迎

接 过 帕 尔 曼 、穆 特 、波 利 尼 、格

拉 夫 曼 等 演 奏 大 师 ，也 曾 回 响

过 卡 雷 拉 斯 、卡 娜 娃 、里 奥·努

奇 的 歌 声 …… 然 而 国 家 大 剧 院

“ 人 民 性 、艺 术 性 、国 际 性 ”的

宗 旨 使 得 这 个 舞 台 不 仅 仅 属 于

这些蜚声世界的艺术大师，也属

于广大的市民群众。

2012 年的龙年春节，第一届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

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千余普通市

民 群 众 为 万 余 观 众 献 上 了 一 台

百 姓 演、百 姓 看、百 姓 乐 的 春 节

艺术大餐。今年的“市民新春联

欢会”在去年积累的品牌优势基

础 上，继 续 通 过 社 会 化 动 员、专

业 化 评 审、家 庭 化 参 与 的 办 法，

广 泛 发 动 市 民 群 众 参 与 到 联 欢

会 的 筹 备 中 来 。 自 2012 年 底 开

通报名通道以来，联欢会筹备组

接 到 了 来 自 北 京、天 津、深 圳 甚

至国外的报名节目 500 余个，涉

及 6000 余人次，经过专家组 3 轮

筛选与指导，最终 50 个优秀市民

节 目 脱 颖 而 出 ，涉 及 市 民 演 员

1500 人次。

经过 9 天认真细致地彩排以

及与部分艺术家的细致磨合，大

年初二，“我爱北京——市民新春

联欢会”迎来首场演出。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宣 武 文 化 馆

舞 蹈 队 表 演 的 舞 蹈《京 竹 声 声》

一展风采，平均年龄 50 余岁的退

休老人穿红披绿，舞起空竹和蒲

扇 。 欢 快 的 舞 蹈 让 人 忘 记 了 台

上舞者的年龄，完全沉浸在了老

北京闹大年的热闹氛围当中。

北师大附中西藏班“玉树天

使艺术团”的 12 个藏族孩子身穿

藏族服装舞起《雪域雄鹰》，阔达

而欢快，散发着雪域高原的澎湃

气 势 与 和 谐 之 美 。 这 些 年 龄 在

14 岁至 17 岁的孩子全部是来自

玉 树 的 藏 族 孤 儿 。 其 中 一 个 小

姑 娘 说：“ 北 京 就 是 我 们 的 另 一

个 家，在 家 里 和 家 人 一 起 过 年，

我 们 特 别 高 兴。”而 当 天 活 动 现

场，艺术团的辅导老师——舞蹈

演员刘岩也来到了国家大剧院，

并上台与孩子们互动。

当 日 ，歌 唱 家 吕 薇 带 来 的

《我爱你中国》和《那就是我》，京

剧演员谭正岩带来的京剧《将相

和》选段以及大提琴演奏家朱亦

兵 及 其 母 亲 王 耀 玲 合 奏 的《天

鹅》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四天八场好戏连连

4 天 的 8 场 演 出 可 谓 好 戏

连连。

北 京 建 国 门 街 道 银 海 民 族

管 弦 乐 团 在 正 月 初 二 下 午 为 观

众带来两支民乐曲目，其中一首

《迎春欢歌》是乐团原创曲目，由

乐团指挥创作。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是《迎春

欢歌》的首演。

曾参加过 2012 年“市民新春

联欢会”的布谷鸟合唱团也在今

年带来合唱曲目《当兵的历史》。

作为上世纪 60 年代的老兵组成的

合唱团，台上有诉不尽的情谊，台

下也有叙不完的旧事。

由 近 20 个 现 役 女 兵 组 成 的

军星爱乐合唱团让人眼前一亮，

一 个 个 来 自 部 队 医 院、总 后、总

政的年轻女兵英姿飒爽，“ 金色

火焰映着黑头发，绿色的军装穿

在身，多了 妩 媚 、添 了 英 姿 、更

加 挺 拔 ”，一 曲 表 演 唱《女 兵 走

在大街上》让人感受到了她们飞

扬的青春。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的 芭 蕾 爱 好

者 们 组 成 的 青 清 舞 苑 则 带 来 了

芭蕾舞《芭蕾的天空》，柔软的身

段、踮起的脚尖，让人们难以想

象她们的真实年龄和行业，也让

人 感 叹 艺 术 给 生 活 带 来 的 巨 大

转变。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

二 胡 演 奏 家 王 文 新 与 普 通 市 民

闫 国 威 合 奏 二 胡 名 曲《葡 萄 熟

了》；曾为电影《大决战》配音的

满书亮带来诗朗诵；从德国归国

的舞蹈爱好者李茸带来舞蹈《孔

雀 舞》；京 棉 公 司 丰 棉 分 厂 副 厂

长、音乐爱好者李祖华带来笛子

独奏；以及由当年插队的知青组

成的黄土情阳光合唱团、CCTV

《星光大道》周冠军高福门、由北

京 公 共 文 明 引 导 员 组 成 的 首 都

公 共 文 明 艺 术 团 和 去 年 曾 经 参

加 过“ 市 民 新 春 联 欢 会”的 薇 峰

博艺舞蹈团、童心合唱团等带来

的 节 目 也 一 一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的

舞台上亮相。

强调联欢会对于家庭的影响

据悉，1500 余名演员中，年龄

最大的已经 87 岁了，而年龄最小

的仅 3 岁，一家老少齐登台的例子

也不罕见。

姜嘉锵、王亚彬、孙砾、王庆

爽、沈凡秀、张卓、杨青、关致京、

窦晓璇等艺术家和演员也纷纷助

阵 国 家 大 剧 院“ 市 民 新 春 联 欢

会”。他们带来的节目穿插在 8 场

活动中，每一场演出都有他们的

身影。

今年的联欢会除了市民和艺

术家外，外国驻华使馆也选送了 8

个 节 目 与 中 国 人 共 庆 春 节 。 俄

罗 斯驻华使馆 选 送 的 喀 秋 莎 合

唱团、手递手合唱团带来的合唱

节目充满俄罗斯风情，澳大利亚

使 馆 推 荐 的 箜 篌 和 钢 琴 合 奏 堪

称中西乐器合奏的创新之举，印

尼 大 使 馆 也 带 来 了 颇 具 特 色 的

亚蓬舞蹈。

大 年 初 五 的 演 出 中 ，郎 朗

的 老 师 格 拉 夫 曼 的 小 弟 子 白 汶

仟 格 外 引 人 关 注 ，这 个 12 岁 的

小 姑 娘 由 父 亲 白 明 中 的 提 琴 伴

奏 ，在 舞 台 上 饶 有 味 道 地 弹 奏

着钢琴。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

欢会”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我们

特 别 强 调 联 欢 会 对 于 家 庭 的 影

响，台 上 有 多 少 个 演 员，台 下 就

有 多 少 个 家 庭 。 今 年 联 欢 会 有

1500 多个演员，背后牵动了 1500

多个家庭，牵动更多的人来关注

艺 术、热 爱 艺 术，是 我 们 一 直 在

做 的 努 力，也 是‘ 做 文 明 有 礼 的

北京人’系列活动以及国家大剧

院‘ 艺 术 改 变 生 活’的 核 心 价 值

理念的体现。”

除了“我爱北京——市民新

春 联 欢 会”以 外，国 家 大 剧 院 的

“室内乐欣赏”“昆曲欣赏”“艺术

零距离——原创剧目人物体验”

“专题展览”“新春有奖猜谜——

艺术知识问答”等活动也让这个

春节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到底谁是华人钢琴一哥，

自 打 去 年 李 云 迪 亮 相 龙 年 春

晚，出现在古典音乐发烧友之

外 的 更 广 泛 的 观 众 视 野 中 以

来，这个话题就引发了李云迪和

郎朗各自粉丝的口水战。今年

春晚，二人先后亮相，后登台的

郎朗最后一个音符余音未落，二

人谁的琴技更胜一筹的争议又

甚嚣尘上，甚至还有极具研究

精神的网友八卦出二人弹奏同

一曲目的音频，以供八方看客

品评。

不 管 当 事 人 是

否 明 里 暗 里 较 劲 ，

“ 一 哥”“ 一 姐”的 争

斗，在娱乐圈从未止

息。同一院团或演艺

公司旗下艺人要分出

个一二三，甚至不同

单位、歌路戏路相近

的演员，也被划分成三

六九等，以便公众辨认

时对号入座。

这 是 国 人 长 期

以来的习惯，喜欢把

同行放在一起比较，

编号排队，评出个最

优、最 好、最 佳 。 偏

偏又同行相轻，谁会

成为小圈子的老大，

每 每 成 为 争 得 头 破

血流的问题。

在 这 个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不 甘 当 绿 叶

的时代，人们对“一”

的热衷，也被无限放

大。古往今来，每每

是 中 状 元 者 披 红 挂

彩、骑马游街，至于榜

眼、探花，风光倒也风

光，但比起状元的春

风得意、前呼后拥，就

要逊色许多了。

从精神层面看，这大抵是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太过执著

于登峰造极的审美偏好，而从

物质层面看，我们厚待第一，怠

慢第二、第三的传统，又与此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以状

元为例，一朝成为魁首，官职、

级别就足以令同榜登科者望尘

莫及，加上比其他人更有靠拢

皇帝的优势，所以不折不扣地

赢在了起跑线上，难怪文人志

士都把中状元作为毕生追求。

就连现在各省区市的所谓

文理科高考状元，礼遇也远非第

二名、第三名所能及。一旦成为

“高考状元”，不仅学校高悬横幅

热烈庆祝，还可获得一笔可观的

奖学金，电视、报纸的采访邀约

接踵而来，一时门庭若市。此

外，高考状元的名号还可成为终

身荣誉，骄傲地写进个人履历，

并在必要时拿出来作为谈资。

第二名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虽

然也能选择自己理想的学校和

专业，但即使只因 0.1 分的差距

与状元失之交臂，这 0.1 分也就

成了一道天堑。

体育赛事更是如此。我们

对夺冠的热情让无数只眼睛盯

着金牌不放，冠军不仅会被家

乡奖励房子和丰厚的奖金，形

象好一点的，广告代言更像雪片

一样飞来。更有甚者，对于有夺

冠可能的选手，他在赛场驰骋，

电视台的摄像机早就在他家中等

候，一旦夺冠，镜头立马能切换

到他一家人喜悦的笑脸，他的

七大姑八大姨都有机会跟观众

混个脸熟。当然，这一切的前

提是一种事物——金

牌。如果以微弱的劣

势屈居亚军、季军，这

种鸡犬升天的荣耀怕

是与你无缘了。

如果说升学考试

和体育比赛可以按照

一定的打分标准决出

名次，那么，艺术家水

准的高低又由什么评

判呢？诚然，各项艺

术类的赛事也让演奏

家、歌唱家、作曲家有

了各式各样的金、银、

铜奖冠名，为了一项

赛事的金奖，连续参

加几届比赛的选手大

有人在。一朝鱼跃龙

门 ，登 时 声 价 十 倍 。

然而在漫长的艺术生

涯中，有人日益精进，

有人止步不前，一次

评奖的名次无法为以

后的孰优孰劣盖棺定

论，更何况，有“一哥”

“一姐”争议的人选大

都不曾同台竞技。能

够一目了然看出“一

哥”“一姐”地位的大

概只有各电视台的主

持人了，从同台主持的站位上

就可判断谁是当红小生，谁是

当家花旦。当然，这个排序有

时候无关乎职业水准，因为粉

丝说了不算，观众说了不算，导

演说了才算。

回到钢琴“一哥”的争论上

来，钢琴家傅聪说过：“音乐不

是赛马，好与坏见仁见智，把钢

琴比赛搞得像体育竞赛，便失

去了应有的意义……音乐应该

言之有物，真诚第一。”这与清

代学者钱大昕在《弈喻》中的阐

述不约而同：“理之所在，各是

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

子，谁能定是非之真？”如同唐

诗宋词的作者队伍可以分出豪

放、婉约、乐府边塞或山水田园，

各流派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各花

入各眼，各有各成就，但想要挑

出一个最伟大的，没门儿。“一

哥”“一姐”的瑜亮之争，大抵是

国人千百年来纠结出场顺序的

后遗症，这股歪风一日不刹，争

“一”之斗也会一日不止。

1 月 5 日，是戏剧大师斯坦尼

斯 拉 夫 斯 基 诞 辰 150 周 年 纪 念

日。中国话剧的发展与这位大师

密不可分——他的理论和著作是

中国所有戏剧专业学生的必修经

典 。 北 京 人 艺 自 建 院 起 ，演 员

进 入 剧 院 学 习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

便 是 斯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的《演

员 的 道 德 观》。 甚 至 在 电 影《喜

剧 之 王》中，周 星 驰 饰 演 的 一 心

想成为演员的尹天仇也是成天抱

着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

员的自我修养》。

然而，始终伴随中国话剧成

长 的 斯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表 演 体

系，是否还适用于当代的戏剧舞

台？这是困扰中国戏剧界多年的

问题。日前，北京人艺举办了“斯

氏体系与北京人艺”理论研讨会，

蓝天野、郑榕、朱旭、濮存昕等表

演 艺 术 家，陈 薪 伊、王 晓 鹰 等 导

演，以及戏剧理论评论界人士就

这一话题展开研讨。

导演：体验派是真理

15 岁时，还是个青年演员的

陈薪伊跟着另外几个爱学习的女

孩，骑着自行车到西安市的新华

书店买了斯坦尼的著作《演员的

自我修养》，这是她第一次接触斯

坦尼。当时她把这本书念给几个

女伴听，“她们就是听不懂”。

现在，陈薪伊已经是著名导

演 。 她 认 为 斯 氏 体 系 最 根 本 的

就 是 教 人 怎 么 演 戏，“ 教 你 怎 么

能够肌肉松弛、怎么集中注意力

等 ”。 她 称 斯 坦 尼 是 一 个 伟 大

的 理 论 家 ，原 因 是“ 他 发 明 了

‘ 体 验 ’，他 有 着 一 套 科 学的教

学方法”。

陈薪伊认为斯氏体系之所以

伟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斯坦尼的

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由

自 己 的 实 践 总 结 提 炼 的 。 身 为

导 演 和 演 员 的 斯 坦 尼 ，一 生 共

出 演 和 导 演 120 部 戏 。 而 斯 坦

尼 本 人 也 是 个 传 奇 ，他 是 个 贵

族 ，作 为 演 员 也 是 业 余 演 员 出

身。“在 120 部戏的创作实践基础

上产生的理论，一定是合乎演员

的训练方式的，因为斯坦尼自己

也经历了从不会到会的过程。”陈

薪伊说。

演员：从斯氏体系中汲取正能量

“与其说我们选择了斯氏体

系 ，不 如 说 是 斯 氏 体 系 吸 引 了

我。”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蓝天野

说。因为在他看来，斯氏体系的

核心是真实、动情，“斯坦尼主张

要活生生的真实、活生生的人”。

相 比 当 年 北 京 人 艺 以 焦 菊

隐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今天的

中 国 戏 剧 人 对 斯 坦 尼 以 及 很 多

戏 剧 大 师 的 了 解 十 分 肤 浅 。 某

些人盲目崇拜大师，将其奉为权

威，言必称“ 斯坦尼万岁”；某些

人明明是断章取义、片面僵化的

误读，却自以为理解了斯坦尼的

精髓；还有些人连“一知半解”都

谈 不 上，却 激 烈 地 喊 出“ 打 倒 斯

坦 尼 ！ 推 翻 斯 坦 尼！”难 怪 有 人

感 叹：关 于 斯 坦 尼，我 们 读 错 的

太多。

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班赞说，

15 岁时，还是个文艺兵的他第一

次听到斯坦尼，后来考上中戏，虽

然老师一直强调斯氏体系的重要

性，但他时常被这些理论搞得一

头雾水。直到在学校的排演实践

中悟出一些道理后再去看斯坦尼

的书，才发现原来大师早已经分

析得十分透彻了。

毕业后进入北京人艺，有几

年时间班赞都是跑龙套，每场演

出下来演出服都湿透了。支撑他

干下去的秘密有两个，一个是每

天晚上都可以近距离欣赏濮存昕

的表演；一个是斯坦尼的那句名

言“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近些年，社会上追名逐利的浮躁

风气也会让班赞陷入迷茫、困惑，

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斯坦尼那句

话：“要热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

热爱艺术中的自己。”所以，在他

看来，斯氏体系是他走到今天的

基石，是指引方向的灯塔，带他穿

过了表演路途上的黑夜。

评论家：斯氏体系要去标签化

在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来，

斯氏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把演员道德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

的层次。“斯坦尼反对明星主义，

提出‘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这是戏剧道德很核心的东西。”他

说，“北京人艺的不同凡响中就包

括这点，董行佶、黄宗洛这样的大

师级演员来演小角色，这在别的

剧院是找不到的。这是多么重要

的斯氏体系的精神，它散发着戏

剧道德的光芒。”

学者解玺璋曾跟随北京人艺

去 莫 斯 科 艺 术 剧 院 参 加 过 座 谈

会，当时该剧院副总监的一席话

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说，斯坦

尼不是神，斯坦尼体系也不是一

个宗教，它永远是一个未完成时，

而不是一个完成时。几十年的时

间里，我们形成了对斯坦尼的过

度崇拜，或许宗教需要如此，但艺

术不需要，把斯坦尼从神坛上拉

下来，让他回归到现实中来，这样

真正的斯坦尼才会出现。

“斯氏体系不是一个人一次

性完成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很多人为丰富它、发展它做出过

努力，贡献过聪明才智。”解玺璋

建 议，要 给 斯 氏 体 系 去 标 签 化，

“不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它不

是仅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才能产生

影响、发挥作用的；也不要贴上现

实主义的标签，固然它不能不是

现实主义，但这个现实主义不是

僵化的、固定的，而是一直在发展

变化中的。”

本报讯 由我国香港西九文

化区管理局主办的“西九大戏棚”

今年春节期间与香港市民一起欢

度新春。

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时间内，

罗家英、王超群、李龙等粤剧名家

演出了经典粤剧，香港青苗粤剧

团及演艺青年粤剧团的新晋粤剧

演员在演出折子戏之外，还以粤剧

教育导赏的方式，吸引了更多年轻

观众走近粤剧。此外，香港舞蹈团

以多个民族舞选段向观众展现了

我国不同民族及地域的风味。

作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举办

的首个文化节目，“西九大戏棚”

于 2012 年第一次举办，今年的活

动由去年的 5 天扩展为近 3 周的

时间。除了以传统文化欢度佳节

外，对整个“西九大戏棚”的举办

来说，最特殊的意义其实还在于

戏棚的演出地点正是即将破土动

工的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所在的

位置。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预计

于 2016 年落成，将是西九文化区

首项开放使用的艺术设施。

戏曲中心占地1.38万平方米，

位处西九文化区东面即广东道及

柯士甸道西交界的黄金地段，将成

为游人到访文化区的东大门。根

据初步的设计，戏曲中心将提供宽

敞的公共休憩空间，除了占地2000

平方米的培训及教育设施外，还

会有两个设计瑰丽的剧场，分别

可提供 1100 个及 400 个座位，以

及一个可供表演及容纳 280 名观

众的传统茶馆。 （意 姝）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从

北京京剧院了解到，由该院精心

组织安排的 30 余场京剧演出，

春节期间在京城的多家剧场上

演，为戏迷观众又添一喜。

此次北京京剧院春节京剧

演出季，汇集了该院众多名家及

优秀中青年演员，于正月初一至

正 月 十 五 推 出 ，演 出 剧 场 包 括

国家大剧院、长安大戏院、中山

公 园 音 乐 堂 、大 兴 影 剧 院 等 。

除 此 之 外 ，北 京 京 剧 院 在 河 北

迁 安 的演出和在北京梨园剧场

的《菊苑撷芳》也在同时进行，可

谓是市里市外同庆贺，城市郊区

齐欢乐。

此 次 演 出 ，北 京 京 剧 院 不

失 传 统 地 推 出 由 剧 院“ 九 大 头

牌”主 演 的 经 典 大 戏，如《龙 凤

呈 祥》、《红 鬃 烈 马》、《四 郎 探

母》、《锁 麟 囊》等 剧 目，一 经 推

出 ，便 引 起 了 戏 迷 观 众 的 强 烈

响 应 。 此 外 ，北 京 京 剧 院 积 极

推 出 优 秀 青 年 演 员 ，大 胆 尝 试

由剧院青年演员担纲主演冲击

春 节 演 出 市 场 。 如 2 月 12 日

由 优 秀 青 年 演 员、奚派老生张

建 峰 担 纲 主 演 的 京 剧《 杨 家

将》，充分表现了戏迷观众对优

秀 青 年 演 员 的 热 爱 之 情 ，彰 显

了北京京剧院青年人才的强大

实力。

除了传统京剧大戏，北京京

剧院还将在 2 月 23 日、24 日（正

月十四、十五）晚于长安大戏院

安排两场京剧演唱会。

本报讯 日前，中央芭蕾舞

团一行近百人在团长冯英的带

领下来到河北霸州李少春大剧

院，为 1500 位观众献上了一台精

彩的芭蕾盛宴。

中芭的青年演员们先后演

出了古典芭蕾《天鹅湖》选段、中

国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选段，最

后以舞剧《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军

民联欢》这样一段象征欢快、喜悦

的经典段落，将演出推向高潮。

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

兴介绍，近年来，中央芭蕾舞团

在走进社区、走进校园、面向基

层、面向群众的演出中，通过多

年的经验累积，形成了边讲解边

演 出 的 形 式 ，每 个 节 目 开 始 之

前，都会由中芭芭蕾大师徐刚进

行简单的剧目讲解，徐刚的讲解

穿插中西方芭蕾的发展史，风趣

幽默。

霸州每个月都会迎来国家著

名院团演出，但多数是以戏曲为

主，偶尔也有一些歌舞节目。一

位前来观看演出的农民工说，这

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欣赏芭

蕾艺术，感到异常兴奋。（张 爽）

国家大剧院里过大年
黑 妹

“斯坦尼”是否真的过时了？
嘉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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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九大戏棚”春节唱响

北京京剧院春节演出多

中 芭 霸 州 起 舞

本报讯 浙江京剧团大型新

编神话贺岁京剧《青蛇》，春节期

间开启浙江京剧“蛇年新春演出

季”的贺岁展演帷幕。

《青蛇》由“多艺斋”戏剧工作

坊全新编创，翁国生担任策划创

意和总导演，并特邀温州市艺术研

究所所长、国家一级编剧施小琴担

任编剧，河北京剧院的国家一级作

曲王世明担任音乐设计，浙京国家

一级舞美设计师裘冰担任舞美设

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

“最佳表演奖”和浙江省青年戏曲

演员大奖赛“表演金奖”的浙京“五

朵京花”之一的刀马旦安丽娜、小

生姜振宇、程派青衣毛懋和女花脸

程佩洁领衔主演，青年演员王峰、金

苏军、陈瑞云和崔宝玉加盟演出。

今年是导演翁国生的本命

年，创排《青蛇》对他来说有特别

的意义。他将传统京剧的“唱念

做打翻”表演技艺和其他姐妹艺

术的多种表现形式相结合，不仅

要在剧中表现青蛇、白娘子、许仙

父子的强烈感情，而且也在舞台

上展现杭州本土的独特风情和人

文景致。 （张媛媛）

浙京推出青春派《青蛇》

第二届“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演出之一

艺术·殿堂
艺术·言论

艺术·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