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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艺术节大奖的舞剧《阿炳》剧照

迈向新世纪 跨入新千年

2000年9月28日至10月13日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会场：南京
分会场：扬州、苏州、常州、无锡

创新亮点：
1. 首次在沿海开放和经济发达地区举办，参演剧（节）目突破百台

2. 首次将美术、文物等专业展（博）会引入艺术节。

3. 首次设立了“中国艺术节大奖”“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中国艺术节剧目奖”等奖项。

4. 首次实行政府运作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节原则，积极探索全新的经费投入机制和办节思路。

5. 首次开设中国艺术节专用网站，成功地举办了“网上中国艺术节”。

活动背景：
党的十五大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文化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年年初，中共中央

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赋予了文化工作

新的使命。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大局，艺术天地日新月异，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第六届中 国 艺 术 节 是 在 世 纪 之

交 举 办 的 国 家 级 艺 术 盛 会 ，其 鲜 明

的 时 代 性 、开 放 性 、群 众 性 和 竞 争 性

以 及 盛 大 的 规 模 和 丰 富 的 内 涵 ，令

世 人 瞩 目 ，是 一 次 对 艺 术 精 品 的 大

荟 萃 、大 展 示 ，是 艺 术 成 果 的 大 检

阅 、大 交 流 ，其 影 响 已 从 文 化 艺 术 界

辐 射 到 社 会 的 各 个 领 域 、各 个 层 面 ，

深 入到千家万户。

本届艺术节的宗旨是“艺术的盛

会，人民的节日”，有 105 台剧（节）目参

加演出，其中参评剧目 62 台，祝贺演出

30 台，国外及港台地区交流演出 8 台，

群众文艺演出 5 台。国内 31 个省市自

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都

有剧(节)目参演。参演剧(节)目门类齐

全，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儿童

剧、音乐、舞蹈、曲艺、木偶、杂技等表演

艺术领域。国内参演剧(节)目大多是从

国庆 50周年展演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其

中有一批获得“文华大奖”等多种奖项

的剧目，如话剧《生死场》、舞剧《阿炳》、

歌剧《原野》、人偶剧《鹿回头》、京剧《骆

驼祥子》等，这些剧目都做了进一步的

加工、提炼和修改，艺术上更加成熟。

艺术节还邀请了国外及台、港、澳地区

10台左右的剧（节）目展示演出。

这些剧目共演出了 250 场（商业演

出除外），平均上座率达 90%，现场观众

约 30万人次。其艺术门类之齐全、演出

规模之盛大，创历届中国艺术节最高纪

录。本届艺术节首次设立国家艺术节

奖，组织了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艺术节评

奖委员会，将竞争机制引入以展演活动

为主的中国艺术节，成功地评选出 26个

“中国艺术节大奖”、28 个“中国艺术节

优秀剧目奖”和 8个“中国艺术节优秀演

出奖”，使本届艺术节成为一次艺术展

示与艺术竞赛相结合、有效促进艺术创

作水平提高的艺术盛会。江苏的参演

剧目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取得了十分

可喜的成绩，荣获了 6 个艺术节大奖。

筹资、演出和票务等工作实行政府指导

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节思路，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六届中 国 艺 术 节 推 出 了 江 苏

首 届 国 际 艺 术 博 览 会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精 品 展 、国 际 中 国 画 大 展 等 8 个

较 大 规 模 的 艺 术 展 览 展 示 。 把 美

术 、文 物 等 都 列 进 展 览 的 活 动 ，这

在 中 国 艺 术 节 史 上 是 第 一 次 。 首

次 引 入 艺 术 节 的 专 业 展（博）览 会 ，

全 方 位 展 示 了 我 国 及 世 界 工 艺 美

术 和 艺 术 领 域 的 最 高 成 就 ，荟 萃 了

中 外 特 色 工 艺 品 ，可 以 称 为 是 国 家

级 、国 际 性 的 一 件 艺 术 盛 事 。 此

外 ，艺 术 节 还 举 办“ 全 国 雕 刻 艺 术

大 奖 赛 ”、“ 全 国 刺 绣 艺 术 大 奖

赛 ”、“ 2000 国 际 工 艺 美 术 发 展 高层

论坛”等活动。

艺术节期间，各分会场分别展演了

几十台中外剧(节)目，并举办了具有地

域特色、与南京主会场相互呼应的文化

艺术活动，如苏州市丝绸旅游节、无锡

市太湖旅游节、常州市首届艺术节、扬

州市首届文化旅游节等。除了 5台内容

丰富的群众文艺舞台演出之外，各分会

场还利用现有群众文化设施、市民广

场、公园等，组织了一定规模的群众文

艺演出、比赛和娱乐活动，如综合歌舞

表演、灯会、戏剧票友演唱会、器乐方阵

演奏会、时装表演、娃娃鼓表演、龙狮表

演、大型歌咏会等，吸引了广大群众踊

跃参与，全民同乐。

在办节思路上，本届艺术节提出了

引进市场机制，坚持政府支持与市场运

作相结合的原则，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商

贸活动。开辟旅游专线，组织特色文化

旅游，开发特色文化产品、纪念品等,并

开设“网上艺术节”，利用国际互联网进

行宣传，扩大艺术节的影响，吸引全社

会的关注。

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央领导同志的

指示，重视了优秀艺术作品的上演和推

介，特别是鼓励其通过市场获取两个效

益，大大减少了举办大规模国家艺术节

经费不足的困难，走出了以往“政府给

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的老路，第六届中

国艺术节成为我国高水平艺术成果的

一次大检阅，成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的一次有益尝试。（驻江苏记者

王炜供稿,记者郭人旗整理）

活动概览：

“六艺节”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广场文化活动锣鼓喧天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无锡分会场开幕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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