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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声韵”专场演出将办之际

朱旭笑谈王蓉蓉
本报记者 罗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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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辽宁记者袁艳）辽宁

省锦州市评剧团重新编排的传统剧目

《三节烈》日前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上演，

由此拉开了锦州评剧公益演出的序幕。

锦州 市 评 剧 团 成 立 于 1952 年 ，早

期称锦州评剧院。近年来，该团不断

开拓演出市场，经常深入基层尤其是

广大农村进行演出，使评剧这一具有

浓厚地方特色的剧种受到越来越多观

众的喜爱。

“春节过后，评剧团就开始为公益

演出做准备，这次《三节烈》在剧情上比

以往更加精炼，将演出时间从近 3 个小

时压缩至 2 个小时，让整部剧更加精彩

和紧凑。”锦州市评剧团团长闫锡这样

对记者说。

据悉，为全面体现演出的高水准，他

们精心组成了强大的阵容。该团老导演

刘树先应邀重返排练场排戏，评剧团众多

流派的弟子纷纷走进排练场，练声腔，练

身段。仅《三节烈》一部戏就汇集了花派

弟子张旭红、新派弟子武翠红、筱派弟子

倪加新、陈派弟子刘爱华等。

刘锦生今年 60 岁，是国家二级演

员，在锦州市评剧团担任业务科科长一

职，本来今年 5 月他就应该退休了，他主

动请缨，“如果这个时候离开剧团，新人

接手熟悉工作还需要一段磨合，而且我

在这部剧中也出演角色，种种原因让我

不能兀自清闲。”

为使此次公益演出达到最佳效果，锦

州市评剧团先后排练了 8部传统戏——

《秦香莲》、《三节烈》、《回杯记》、《李娃

传》、《朱痕记》、《奇冤义胆》、《状元与乞

丐》、《卖妙郎》。这些剧目均为经典保

留剧目，其中大部分为珍贵的压箱老

戏。闫锡说：“评剧团不仅在城市演出，

还将把传统剧目与评剧演唱会带到乡

村去，并启用流动演出大篷车到全省乡

镇演出。”

本报讯 （记者刘淼）5 月 31 日，中

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与五粮

液集团有限公司在京联合举行大型电

视系列片《国礼档案》（暂名）项目论证

会暨启动仪式。

国礼即外交礼品，是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在对外交往中与他国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相互赠送

的礼品，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

平、交往礼仪的人文内涵，其历史、文

物、艺术、社会情态表达价值不可估量。

据该节目制片之一吴吾介绍，《国

礼档案》将以国礼为叙述主题，围绕国

礼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与传延影响展

开，从史实故事中揭示国礼体现的强国

之路、大国风范，以及其中折射出的历

史内涵和人文思考。

据介绍，该片初期拍摄国礼名录已拟

定完毕，如合金人造地球卫星模型、瓷塑天

鹅、红铜茶具、蔚县剪纸等都在其中。

本报讯 由赵半狄执导的电影《让

熊猫飞》于 6月 1日登陆全国院线。

该片围绕着一个慈善事件展开了多

重解读，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神

秘人发起一场“让熊猫飞”的创意活动，

数万名“90 后”“00 后”参与其中。在经

历种种磨难后，孩子们最终用关于熊猫

的奇思妙想换来了百万巨款，并在黄河

边建立一座敬老院。

导演赵半狄是中央美院油画系出

身，一直热衷于用熊猫进行跨界艺术创

作，其代表作“熊猫时装秀”的演出曾深

受业界好评，《让熊猫飞》是其首次执导

的电影。

据悉，该片拍摄历时 3 年，影片中的

主要内容就是赵半狄 3 年来在现实生活

中的艺术公益活动——不久前，赵半狄

组织众多孩子用他们关于熊猫的创意创

造出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并将作品的

收入积攒起来建立起一所敬老院。因

此，本片中全部演员不仅是本色演出，还

都是真实存在的。 （翩 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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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片《国礼档案》项目启动

《让熊猫飞》关爱孤寡老人

锦州开展评剧公益演出

刚带团从欧洲演出回来，倒了一天

时差，6 月 4 日，王蓉蓉便出现在“金声

韵·王蓉蓉舞台生活 30 年专场演出活

动”的新闻发布会上。

新闻发布会选择了特殊的地点——

中国戏曲学院，这是王蓉蓉舞台生活开

始的地方；有特殊的方式——一个展台

上摆满了王蓉蓉获得的各种证书、奖

状、奖杯；还有特殊的嘉宾——北京人

艺表演艺术家朱旭、中国戏曲学院老领

导贯涌等。

“金声韵”将展30年舞台硕果

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介绍，王蓉

蓉自 1983 年参加北京京剧院工作至今，

已 在 京 剧 舞 台 上 连 续 奋 斗 了 30 个 春

秋。6 月 19 日、20 日，由北京京剧院主

办、中国戏曲学院协办的“金声韵·王蓉

蓉舞台生活 30 年专场演出活动”将在北

京长安大戏院上演。活动贯穿“继承、

创新、传承”的鲜明主题，旨在展示北京

京剧院一团团长、张君秋弟子、著名张

派青衣王蓉蓉从事京剧艺术 30 年来对

张派艺术继承的成果，同时还有其以张

派艺术风格创新首演的新剧目的精彩

唱段展示。专场演出包括张派经典剧

目《状元媒》和以王蓉蓉为领衔主演的

个人演唱会。活动的另一重要环节是

王蓉蓉将现场收徒，届时来自北京、上

海、山东、福建、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张

派学子将正式拜在王蓉蓉的名下，学习

张派艺术，将使此次专场演出更具浓厚

的传承意味。

资料显示，王蓉蓉师从王玉蓉、马

宗慧、蔡英莲、艾美君、张玉英、万凤姝

等，1979 年拜张君秋为师。她天赋佳

喉，高音明亮、中音圆润、低音浑厚，是

京剧界难得的“金嗓子”，她的嗓音特

色也正与张派艺术华丽、柔美、大方的

特点相吻合，因此她成为了张派传人中

的佼佼者。其代表剧目有《状元媒》、

《玉堂春》、《望江亭》、《诗文会》、《西厢

记》、《秦香莲》、《龙凤呈祥》、《大·探·
二》、《赵氏孤儿》、《四郎探母》、《红鬃

烈马》、《金·断·雷》以及《沙家浜》、《晨

钟惊梦》、《党的女儿》、《蔡文姬》、《武

则天》等。

现场展台上的各种证书、奖状、奖

杯也见证了王蓉蓉的成长。据了解，她

曾荣获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十

优演员”称号，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艺

术节优秀表演奖，“梅兰芳金奖”大赛

提名奖，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

三届中国京剧节优秀表演奖，第十四届

上海“白玉兰”主角奖等。她还是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委员，

民盟中央艺术团副团长，第九届、第十

届 北 京 市 政 协 委 员 ，中 宣 部“ 四 个 一

批”人才，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文化

部授予的“优秀专家”称号，中国文联

评选的“德艺双馨”艺术家，享受国务

院津贴。她亦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

朱旭是“姑父”“伯乐”“监护人”

王蓉蓉是京剧演员，朱旭是话剧演

员 ，两 个 人 怎 么“ 跨 界 ”到 一 起 了 呢 ？

说来话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朱旭述说

起俩人的缘分。“她是我老伴的哥哥在

上海认识的”，当年十几岁的王蓉蓉陪

父亲到上海治病，在招待所里唱《杜鹃

山》，吸引了不少人。后来朱旭的内兄

出差到辽宁鞍山，恰逢暑假，把王蓉蓉

带到北京来让朱旭“听听”。朱旭拉胡

琴，王蓉蓉唱《龙江颂》，同住一个院里

的人都说她唱得好。一位教发声的先

生评价说：她音准。音准的人不多。朱

旭认识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

前身）一老师，于是带她到戏校让老师

们“听听”。听了王蓉蓉唱，老师们都

很喜欢，让她留地址、联系方式。当时

王蓉蓉 16 岁，有老师说“晚了点”，说别

让她回原籍鞍山去了，让她在戏校旁听

一年。王蓉蓉就住在她称之为“姑父”的

朱旭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到戏校旁听，风

雨无阻。不料出事了，学校里贴出大字

报，说王蓉蓉怎么这么特殊？她跟朱旭

是什么关系？朱旭只好拿出王蓉蓉父

亲写给他的信，里面有“素不相识”之

类的话，这才风平无事。旁听期间，王

蓉 蓉 被 某 歌 剧 院 看 中 ，管 吃 管 住 ，要

她。她从郭兰英那儿获得经验——唱

歌剧得先学戏曲，于是又回戏校，毕业

后发现自己更爱戏曲，便走上了京剧艺

术之路。

“自她上戏校以后，我再也不敢给

她拉胡琴了。那时候开家长会也得我

来，我一来，人家说‘监护人来了’。”朱

旭回忆说，“她赶上成为了中国戏曲学

院第一批正式的大学生，有了学士学位

证书。她到了北京京剧院，演《四郎探

母》，被退票，因为《四郎探母》被禁演

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四郎探母〉演

演又何妨》。”当年护犊之情，至今溢于

言表。

“我羡慕别人那个，但我舍不得这个”

不同于朱旭的“拉家常”，贯涌侧重

于 从 学 校 教 育 的 角 度 来“ 解 读 ”王 蓉

蓉。他当时协助院长教学，可以说是

看着王蓉蓉一步步成长的。贯涌说，

中国戏曲学院成立 60 年，前 30 年是中

专教育，从王蓉蓉她们这一代开始有

了大学教育。王蓉蓉是学校的骄傲。

她在研究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升华。“王蓉蓉跟着张君秋学戏，

张君秋是不太会教学的，不太善于纠

正学生，而要靠王蓉蓉自己去悟，要把

老师示范的东西琢磨、研究出来。”此

外，在校期间王蓉蓉喜欢读书，读了关

于梅兰芳、盖叫天等人的不少书，这使

她“胜于一般中专生”，视野 开 阔 。 贯

涌 还 说 ，戏 校 排 演《秦 香 莲》、《赵 氏

孤儿》等剧目时实行的“导演制”也使

王 蓉 蓉 等 人 受 益 匪 浅 。 导 演 的 方 法

进入戏曲，开启了学生创造角色的思

考、方法。

贯涌说，王蓉蓉进入北京京剧院后

演的第一个戏叫做《黄荆树》，是写农

村中的知识分子的，以唱为主，但非青

衣 ，又 非 闺 门 旦 。“ 她 第 一 步 走 得 扎

实。我认为这是王蓉蓉不可忽视的一

部戏。”虽然毕业了，但王蓉蓉还守着张

君秋老师，锲而不舍地向他学戏。“她是

老老实实地继承，是原汁原味的张派。

她后来演了不少张派剧目，包括张派不

常演的《楚宫恨》等，对张派有了自己的

理解，形成了‘张派王韵’。”贯涌这样

评价如今的王蓉蓉。

“王蓉蓉的戏海报贴出去就有大批观

众。30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还坚持不懈地在舞台上唱。有时候她

对我说‘我也羡慕别人有那个——车、从

国外带回来的冰箱以及里面的高级饮

料’，但我舍不得这个——京剧。”贯涌

把王蓉蓉的成功归结为“勤奋、坚持”。

“从考入戏校至今三十五六年了，

我除了学戏、唱戏，没有做别的。直到

现在，排练我也从来不烦，还是特别有

兴趣。”新闻发布会上，王蓉蓉始终面

带微笑，张派华丽、柔美、大方的艺术

气质展露得体。“上世纪 80 年代京剧非

常苦，我的同学、朋友有的下海经商，

有的演电影电视剧去了，有的出国，我

坚持着，拿三五块钱的演出费，一步步

走到今天。毕业后我结识了我的义父

义母，在他们家里住了 20 多年。许多

人在支持我，我感谢大家。我牢记张君

秋老师的教诲：台上认真演戏，台下认

真做人。”

2013 年 4 月，法国戛纳电影宫外，

锣鼓阵阵，急管繁弦，来自国家京剧院

的艺术家们为推介央视纪录频道大型

纪录片《京剧》而进行的精彩演出，震撼

了第 50届戛纳春季电视节的各国参会

代表，惊叹和喝彩声不绝于耳，演出结

束后，观众将京剧演员们团团围住，纷

纷要求合影留念。

83 年前，1930 年 2 月 16 日，京剧

大师梅兰芳携《汾河湾》、《剑舞》、《刺

虎》等剧目，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百老汇

舞台进行演出，这是京剧在太平洋彼岸

的首次绽放，盛况空前。观看此次演出

的西方观众认为，京剧艺术无疑超越了

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而这一

幕，在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魅力·纪录》栏

目热播的纪录片《京剧》第四集《大登殿》

中将看到。

美声唱法讲出通俗故事

“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我那部

《舌尖上的中国》是通俗唱法，这部

《京剧》是美声唱法。”在日前举办的

纪录片《京剧》首映式上，陈晓卿打趣

地这样形容。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

文介绍，今年 4 月初，在央视纪录频道

参加的第 50 届法国戛纳春季电视节

国际纪录片交易大会上，纪录片《京

剧》的点击率在亚洲纪录片中名列前

茅，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京剧艺

术的巨大魅力。

曲折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从来

都是吸引观众的法宝，纪录片《京剧》

总导演康健宁告诉记者，他们更希望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来展示京剧

的起源、京剧的遍地开花、京剧艺人

的生存地位、京剧女艺人的出现等。

通过故事化的方式，让观众走进人物

的内心世界，用命运的离合悲欢勾勒

出一部京剧发展史和时代变迁史。

如果观众能留心看《京剧》里的

采访，会发现其中很多画面在讲述的

老人，像王世续、李砚秀等等，名字上

都被画上了红框——2004 年，纪录片

《京剧》的总导演之一蒋樾就开始着

手采访健在的京剧老艺人。2010 年，

央视纪录频道成立后，纪录片《京剧》

正式立项，全片共采访了 180 多位老

艺人和研究者。在纪录片热播的当

下，片中采访过的老艺人有的已经永

远离开了我们。“我们拍摄的这些人，

都是颤颤巍巍、拖着病体、强打精神

接受采访的。看到这种人生的沧桑，

让我们非常感慨。”蒋樾说。

文化背后带来思考的力量

2012 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给

观众带来了口水与泪水。2013 年，央

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表示，希望纪录

片《京剧》在向全世界观众传播文化

的同时，带给观众思考的力量。

纪录片《京剧》不是一部简单的

编年史，而是向京剧致敬的大集锦。

“京剧观众越来越少，京剧曾经拥有

的剧场、大师故居也越来越少，这是

很无奈的事情。”康健宁谈道，在拍摄

的过程中，他感受到这一国粹的危机

感和悲凉感是相当强烈的。整个京

剧市场的不景气，最遗憾的是影响到

了从事京剧行业的人。

因此，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部

纪录片，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京剧。“这

个片子我们首先做到好看、可看，让

大家能看下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体

量不能太长，而节奏要快、内容丰富，

才能够让不懂京剧的人看下去。我

们就是希望让喜欢京剧的人更加热

爱京剧，让不喜欢的人能够进到剧场

里看看京剧。”康健宁说。

首映式上，该片总监制、中央电

视台总编辑罗明认为，《京剧》融艺术

价值、社会价值、史料价值于一体，内

容充沛、内涵深刻，是央视纪录频道

坚守文化品质的再次体现。国家京

剧院院长宋官林评价道，《京剧》的诞

生，填补了从历史印记、时代视角、国

际眼光、文化观照的层面，对京剧的

发展脉络、生态环境、审美特征、价值

取 向 进 行 全 景 式 记 录 和 评 判 的 空

白。该片不仅是京剧艺术传播史上

的划时代之举，也是民族文化建设的

重大工程。

原创与创新作为核心诉求

纪录片《京剧》共 8 集，每集缀以

京剧经典剧目命名，分别是《定军山·
溯源》、《宇宙锋·呐喊》、《借东风·传

承》、《大 登 殿·绽 放》、《生 死 恨·抗

争》、《凤 还 巢·坤 伶》、《荒 山 泪·江

湖》、《群英会·新生》，巧妙地诠释了

全片恢弘的历史人文背景，为观众找

到了解读京剧艺术的最佳切入点。

纪录片《京剧》的创作团队有着

丰富的摄制经验，在视觉表现上，通

过各种方式进行创新。大量的场景

复原和戏剧化再现，让消失的空间和

人物鲜活、生动起来，京剧 200 年来的

一幕幕故事、一张张面孔再度还原在

我们面前。

刘文说，央视纪录频道在中央电

视台“纪录片精品战略”的指导下，将

“原创和创新”作为核心诉求，2013 年

将迎来一个原创纪录片的丰产年。

戛纳，这个人口只有 7 万人的法国

滨海小镇，在阳光明媚的 5 月里，再次成

为全世界电影界最恢弘的颁奖殿堂。

数十万的电影人、明星、影迷等，当然还

有像我们一样的记者齐聚这里。阳光、

海滩、满目的豪华游轮、擦肩而过的影

星大腕，提醒你：这里是电影节，是“流

金溢彩”的名利场。

我从 2009年开始连续 5年进行戛纳

电影节的报道，深知戛纳永远是充满话

题的，比如主竞赛单元选片的政治倾

向，金棕榈大奖最终归属的出人意料，

电影节和好莱坞电影之间复杂的关系

等等。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些媒

体甚至认为危机对电影业和电影节有

着负面影响，看衰戛纳电影节。

但 是 戛 纳 电 影 节 不 仅 魅 力 不 减 ，

这 5 年 来 反 而 愈 发 火 爆 ，一 批 批 著 名

的影片、导演和演员从这里走出来，特

别是今年的第 66 届电影节参加的电影

人、影迷和记者的人数和受关注程度

都大大超过往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那么多的电影人和影迷痴迷戛纳、热

盼金棕榈大奖？电影人又能从中看到

些什么？

标志着曾经的电影时代

法国著名演员、导演文森特·佩雷

斯今年来戛纳参加“戛纳经典单元”《玛

戈皇后》的展映。

“戛纳电影节曾是一个电影时代的

标志。”这位以出演《芳芳郁金香》而为

中国观众所熟知的法国影星说，“法国

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兴起是戛纳电影

节的根基。上世纪 50 年代，在戛纳这样

一个小城，聚集了年轻的女演员，她们

在海滩上争奇斗艳，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也抓住了人们的

眼球。此后，国际著名导演们来到戛

纳，加重了电影节的分量。当然，竞赛

单元影片的挑选和竞逐，是电影节成功

的根本。今天，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商业

化了，但戛纳电影节一直在抵制这种商

业化。所以说，戛纳电影节的成功是一

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历史的

积累孕育新的历史，戛纳电影节不断发

展，越来越成功。”

文森特·佩雷斯说：“有一天晚上在

戛纳，我遇到演员马克斯·冯·西多，他

给 我 讲 述 了 自 己 第 一 次 来 戛 纳 的 故

事。那是 1960 年，他和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以及《处女泉》的全体剧组人

员一起参加戛纳电影节展映。戛纳

电影节的联系人向他们建议说，由于

《处女泉》第二天展映，前一晚他们可

以出席其他导演的电影首映式，顺便

在公众前亮个相。于是，《处女泉》剧

组在出席红地毯后一起在影院里观

看了‘其他导演’的影片首映式。他

们都认为电影很好，但没想到的是，

电影院里的观众都站起来发出嘘声，

向屏幕扔西红柿。影片还没放完，剧

场里一半的观众离开了。这部影片

就 是 安 东 尼 奥 尼 大 名 鼎 鼎 的《奇

遇》。《处女泉》剧组人员都害怕起来，

因为他们担心第二天自己的影片碰

到同样的下场。但结果是，《处女泉》

获得当年戛纳电影节特别提名奖，

《奇遇》获得评审团奖。”

“这是戛纳的历史、电影的历史，

也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所在。”文森

特·佩雷斯说。

戛纳，一座城市的喜好

金棕榈奖从 1946 年第一届戛纳

国际电影节开始设置，因其奖杯为金

制棕榈枝，故称“金棕榈”。它是所有

主竞赛单元影片角逐的最高目标，也

是电影节期间最大的悬念。摘得这

座奖杯的，究竟是划时代的影片还是

主流社会的异类，是电影人对社会深

沉的反思还是孤芳自赏的艺术品，这

是戛纳电影节带给人们争论的永远

的话题。戛纳电影节究竟对主竞赛

单 元 的 影 片 有 没 有 固 定 的 喜 好 呢？

答案是肯定的。套用一个官方的说

法，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说：戛纳电

影节鼓励创新和反思。所以关注社会

问题、表现手法独特的影片往往是“戛

纳的宠儿”。

从技术层面上说，戛纳选片的特

色鲜明而固定。选片委员会每年从上

千部影片中选出 20 多部进入主竞赛

单元，这已经决定了电影节竞赛单元

的基调。而金棕榈等全部奖项的归属

完全由评委会决定，评委会的成员大

部分是曾经入围过电影节的演员和导

演。所以说，戛纳电影节影片的选择

和竞逐，都带着强烈的戛纳风格。

戛纳的风格与气息，离海滩越近，

愈加浓厚。电影宫就在海滩的一角，

这里既是电影首映式放映厅所在地，

也是新闻中心。记者如果起个大早，

是有可能观看每天第一场电影首映式

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对

于影迷来说，如果能够向戛纳电影节

组委会提供一份有足够说服力的介绍

信，你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影迷证”，持

证者可以和记者一起去电影院免费观

看电影。

每年来戛纳经历，如同一部完整

的影片，在起承转合之后，渐入高潮。

“我觉得在戛纳的电影人是非常纯粹

的，大家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大家聊

的唯一话题就是电影。作为电影人待

在这儿是最舒服的。”中国女演员张雨

绮这样说。

王蓉蓉陪朱旭看她获得的各种证书、奖状 史春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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