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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艺术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盛会 欢乐喜庆的人民节日

2004年9月10日至26日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会场：杭州
分会场：宁波、温州、绍兴、嘉兴

活动背景：
新世纪第一次国家级艺术盛会。

作为新世纪第一次国家级艺术盛会，与前 6

届艺术节相比，第七届中国艺术节规模更大、时

间更长、参加人员更多。“七艺节”创造了中国艺

术节的诸多之最，同时积累了许多新的办节经验

和办节机制，使本届艺术节成为一届有亮点、有

新意、高水平的国家艺术盛会，写下了中国文化

艺术史上新的篇章。

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晚在

杭州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

涛发来贺信。胡锦涛同志的贺信为本届艺术节

的举办，也为中国艺术节的科学持续发展指明了

方向。

“七艺节”的演出活动包括了戏剧、音乐、舞

蹈、曲艺等各种形式的舞台艺术，艺术品种、参演

团体都比以往更为丰富多样；既全面展示了我国

内地艺术成就，又成功打造中外文化交流的平

台，特邀五大洲 39 个国家的嘉宾和 6 个国家的演

出团体前来参加艺术节或进行祝贺演出。首次

在艺术节上齐邀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的演出团体前来演出，体现了中华艺术的大团

圆。

在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 5 个主会场、

分会场上，51 台全国第十一届文华奖参评剧目演

出 102场，邀请了 41台省内外、港澳台地区和外国

祝贺演出剧目演出近 130 场；浙江全省 11 个市 90

个县(市、区)还不同程度地举办了各类群众文化

活动 600 余场次；安排了全国第十三届“群星奖”7

个门类、16场评奖决赛演出和 3个终评展览；举办

各类展览展示、学术研讨及交流项目 24 个。本届

艺术节参加各类演出、展览和研讨活动的人员达

1.5 万人，直接参与各项活动的观众近 100 万人

次，以盛大规模、整体水平、创新机制和人民群众

的广泛参与，充分体现了“发展先进文化、振奋民

族精神”的主题和“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

宗旨。

创新，是艺术活力的源泉。“七艺节”上每一

部艺术精品都是创新的产物。赢得文华大奖、观

众最喜爱剧目奖的河南省豫剧二团的《程婴救

孤》，根据中国经典悲剧《赵氏孤儿》改编而成，在

尊重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唱腔原汁原

味，表现手法多样，其中程婴抚养孤儿的 16 个春

秋用电影蒙太奇的方法来表现，悲剧感极强，很

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云南省京剧院的文

华大奖剧目《凤氏彝兰》则将传统京剧与彝族山

歌结合在一起，用全新的唱腔征服了观众。正如

《程婴救孤》发展了豫剧，《典妻》唱红了甬剧，创

新、打造了戏剧精品，也为戏剧自身的发展开拓

了新路。

倡导艺术贴近生活、走近观众，“七艺节”特

别设置了一道“门槛”：所有剧目都必须演满 50

场，才有资格参演“七艺节”，并角逐“文华大奖”

和“文华奖”各单项奖。结果，缤纷多彩的剧目令

专家肯定，观众叫好，喜获丰收。在首次设立的

由观众评委和现场观众投票产生的观众最喜爱

剧目奖和观众最喜爱演员奖中，有《程婴救孤》、

《图兰朵公主》、《五姑娘》、《风雨红棉》、《典妻》、

《八桂大歌》6 台剧目与专家评选的“文华大奖”吻

合，“观众最喜爱演员”几乎全部获得了“文华表

演奖”。

由以往单纯的专业演员角逐各大奖项发展

为专业演员与群众演员同台竞艺，“七艺节”第一

次将专业舞台艺术的“文华奖”与“中国艺术节

奖”合并，群众文化的“群星奖”和“蒲公英奖”合

并，并将“文华奖”、“群星奖”评奖活动作为中国

艺术节的主体活动内容，从而大大丰富了艺术节

的内涵，使之成为角逐国家文化艺术政府最高

奖、体现国家舞台艺术和群文活动最高水平和最

新成果的艺术盛会。

经过激烈的角逐，本届艺术节最终评出第十

一届文华大奖特别奖 1个、文华大奖 12个、文华新

剧目奖 38 台、文华单项奖 180 余名。获得文华大

奖的剧目有豫剧《程婴救孤》、京剧《凤氏彝兰》、

花鼓戏《老表轶事》、甬剧《典妻》、京剧《图兰朵公

主》等，绍剧《真假悟空》获得文华大奖特别奖。

本届艺术节坚持改革与创新，积极探索“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办节思路，创新

了运作方式。以杭州市为中心，联合周边城市宁

波市、绍兴市、嘉兴市及温州市共同承办，与当地

及周边省市举办的相关重大文化艺术活动有机

互动。运用市场手段组合各种要素，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了政府指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实行

艺术节组织运作事务公开，扩大文化经营准入范

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艺术节演出营销、筹措资

金、组织接待、宣传策划、票务广告等方面的工

作，普遍实行公开招标、经营权出让、项目冠名、

股份合作等运作办法，探索出一条符合艺术规

律、适应市场经济的办节新路。建立有效的监督

机制，杜绝铺张浪费和不正之风，高效节俭办节。

活动概览：

演出场次增多
“七艺节”期间，除了 51台文华奖参评剧目演

出 102 场外，组委会邀请的 41 台省内外、港澳台

地区和外国祝贺演出剧目演出场次近 130场。在

17天的时间里，浙江各地还举办了 600余场次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以及 24个美术、书法、摄

影和文物、博物等各种文化艺术门类的展览展

示、学术研讨和交流项目。

演出内容更加丰富
“七艺节”的演出活动包括戏剧、音乐、舞

蹈、曲艺等各种形式的舞台艺术，艺术品种、参

演团体都比以往更为丰富多样；既全面展示了

我国艺术成就，又努力打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

平台，特邀五大洲 39 个国家的嘉宾和 6 个国家

的演出团体前来参加艺术节或进行祝贺演出。

首次在艺术节上齐邀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的演出团体前来演出，体现了中华艺

术的大团圆。

档次达到最高
在“七艺节”开幕仪式上，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发来贺信。由于“文

华奖”、“群星奖”评奖活动成为了中国艺术节的

主体活动内容，大大提高了它的权威性、竞争性

和影响力，使本届艺术节真正成为体现国家舞

台艺术和群文活动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的艺术

盛会。

参与人数众多
在“七艺节”筹备之初，广大人民群众就

积极参与，数以千计的“七艺节”标志和吉祥物

设计方案以及开幕式策划方案寄向筹委会。

在“七艺节”期间，直接参与艺术节各项活动的

观众近 100 万人次，参与“七艺节”各类演出、

展览和研讨活动的人员也达到 1.5 万人，积极

热心的参与者中包括港澳地区嘉宾和海外侨

胞。海内外 200 余家新闻媒体的 500 多名记者

在广泛深入报道艺术节的同时，也经受了中华

艺术的熏陶。

(记者 郭人旗整理)

“七艺节”

四川省川剧院川剧《巴山秀才》剧照

云南省话剧院话剧《打工棚》剧照

创新亮点：
1. 首次在艺术节上齐邀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演出团体前来演出，体现了中华艺术的大团圆。

2. 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新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民间资本投入。

3. 采取“四奖整合”的评奖机制，专业艺术类政府最高奖“文华奖”与“中国艺术节奖”首次合并，群众文化的“群

星奖”和“蒲公英奖”合并。群众文化的政府最高奖“群星奖”第一次走进国家级艺术节。

4. 第一次请来普通观众担任艺术节剧目评委。
胡锦涛同志为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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