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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至 3 月 16 日，由国家京

剧院主办的“致春天——国家京剧院

优秀剧目展演”系列惠民演出在北京

梅兰芳大剧院成功举办。连续 17 天

演出 17 场，近 1.5 万名观众以实惠的

低票价欣赏了高水平的京剧演出，使

更多基层群众享受到了优质的文艺演

出服务。此次展演活动也成为两会期

间首都舞台的一道靓丽风景，受到社

会各界的好评。

15元看名家精品

此次展演，国家京剧院主打“低价

惠民”牌，首次推出了 15 元的低价票，

100 元 以 下 演 出 票 占 可 售 票 总 数 的

55%，成为戏迷、观众津津乐道的话

题。剧院还推出了面向学生的全场半

价优惠，以及老年人和国京之友会员

的全场七折优惠，极大调动了观众的

购票热情，热点场次距开演前一周就

已基本售罄。的确，如此低廉的票价，

看到的是李世济、刘长瑜、李维康这样

的京剧大家，欣赏到的是《龙凤呈祥》、

《杨门女将》、《红灯记》这样的经典大

戏，绝对可谓物超所值。

在梅兰芳大剧院购票处，经常有

观众排队等候选取自己喜欢的剧目，

更有不少老戏迷一口气买下六七场的

演出票。有戏迷说：“国家京剧院此次

演出活动真正让老百姓看得起好戏

了。就拿梅兰芳大剧院一楼来说，以

前花 380元看一场，现在花 100元就可

以选到不错的位置，而且还有七折优

惠，380 元都可以看差不多 6 场戏了，

实在是过瘾。”

老中青三代齐亮相

这次演出行当齐全、流派纷呈，生

旦净丑，各竞风流。国家京剧院的李

世济、钱浩樑、刘长瑜、李维康、耿其

昌、冯志孝、杨春霞等老一代前辈名

宿，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李海燕、

董圆圆等当红中年艺术家，优秀青年

演员马翔飞、李博、张兰等老中青三代

联袂登台。

借两会之机，剧院还邀请到了北

京、天津、上海、武汉、大连、吉林等地

的京剧名家赵葆秀、朱世慧、杨赤、孟

广禄、王蓉蓉、迟小秋、张克、奚中路、

朱强、史依弘、王珮瑜、倪茂才等倾情

加盟《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等演出，

可谓群英荟萃。值得一提的是，舞台

上历届的京剧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共有 20 余位，也使展演成为近期首都

京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演出盛事。

剧目丰富 题材多样

此次展演的“菜单”中，不仅有经

典传统剧目《锁麟囊》、《龙凤呈祥》和

经典新编历史剧《杨门女将》，也有国

家京剧院近年来新创的优秀剧目《大

漠苏武》、《韩玉娘》，还有经典现代戏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折子戏《六

月雪》、《二堂舍子》、《赤桑镇》等，包含

了京剧剧目的多个题材，全方位地展

示了国粹的艺术魅力。

除了满足观众观看大戏的需求

外，国家京剧院还安排了 2 场京剧折

子戏专场和 3 场《京剧名家名段演唱

会》。演出中既有以唱功为主的文戏

《四郎探母》，也有文武兼备的《穆桂英

挂帅》，以及武戏《挑滑车》、《三岔口》、

《艳阳楼》，各类样式的演出不但最大

限度地满足了各层次戏迷观众多样化

的文化欣赏需求，也为京剧票房市场

提供了有力支持。

打造“致春天”品牌

春节过后历来是演出淡季，“致春

天——国家京剧院优秀剧目展演”却

极具人气，取得了“淡季不淡”的骄人

成绩。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竞相

报道，剧院官网、微博、微信等网络平

台热议展演盛况，演出效果之好，观众

热情之高，为近年来罕见。此次展演，

平均上座率为 75%，部分场次上座率

达 100%。通过此次展演的倾力打造，

好戏、好角、好票房，使国家京剧院在

面向市场与文化惠民上找到了契合

点 ，取 得 了 社 会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 双

赢。更为令人欣喜的是，剧院有意将

此活动打造成演出品牌，拟在今后每

年的 3 月份举办“致春天”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不仅如此，“致春天”之后，剧

院将推出更多举措，让更多喜爱京剧

的观众看得上好戏、看得起好戏。

2 月 28 日至 3 月 16 日，国家京剧

院举行了优秀剧目展演，取名“致春

天”，诗意浓郁，寓意深长，令人遐想。

春天是花开的季节。这次展演

共演出 17台剧目，既有经典传统剧目

《龙凤呈祥》、《四郎探母》，又有梅派名

剧《凤还巢》、程派名剧《锁麟囊》、荀派

名剧《勘玉钏》、尚派名剧《失子惊疯》；

既 有 剧 院 原 创 的 保 留 剧 目《杨 门 女

将》、《穆桂英挂帅》、《强项令》、《红灯

记》，又有新排剧目《韩玉娘》、《大漠苏

武》；既有千锤百炼的一批折子戏，又

有群英荟萃的名段名家演唱会。这些

剧目题材、形式、风格、流派丰富多彩，

如百花争艳，盛开在梅兰芳大剧院的

舞台上。

演出阵容，堪称豪华。国家京剧

院 老 中 青 三 代 艺 术 家 ，几 乎 全 部 出

动，倾情演绎。老艺术家，如李世济、

刘长瑜、钱浩樑、李维康、冯志孝、耿

其昌、杨春霞、李光、沈健瑾、于万增、

刘桂欣等，可谓宝刀不老，风采依旧，

有的更是炉火纯青，几近化境。

中年一代，如于魁智、李胜素、张

建 国 、江 其 虎 、李 海 燕 、董 圆 圆 、邓

敏、陈淑芳、管波、刁丽、李文林、黄

炳强、魏积军、吕昆山等，正值艺术

生 涯 中 的 黄 金 时 代 ，担 起 了 承 前 启

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有的已成

为各行当中的领军人物和当今剧坛

的中流砥柱。

年轻演员，如马翔飞、刘魁魁、唐

禾香、王璐、刘大可、张佳春、孙亮、田

磊、张兰、李博、郭霄、徐孟珂、付佳、

张浩洋、张译心、朱虹、马磊、谭晓令

等，已崭露头角，有了一定知名度。

他们的嗓音、形象、气质都不错，虽然

艺术积累不多，但大有发展空间，其

前景未可限量。

此次展演还邀请了兄弟院团的

一些名家，如史依弘、奚中路、王珮

瑜、张克、孟广禄、吕洋、王蓉蓉、迟小

秋、赵葆秀、杜喆、杨赤、朱世慧、倪茂

才等加盟，更是锦上添花，花团锦簇，

成为今春首都舞台的靓丽风景。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久未露面的

老艺术家此次亮相舞台，给观众意外

的惊喜。当主持人报出他们的名字，

人未出场，观众已经掌声雷动，不返场

两三次，加唱一两段，几乎不能退场。

马派优秀传人、古稀之年的冯志

孝身体不适，仍带病上场，虽身体明

显虚弱，但一开口，情绪饱满，声情并

茂，将《三娘教子》中的选段“小东人

下学归言必有错”，唱得情真意挚，感

人肺腑，韵味醇厚，回味悠长。一个

稳重质朴、忠厚善良的老仆形象呼之

欲出。他加唱了《将相和》中的选段，

观众仍不满足，他又念了一段《龙凤

呈祥》中乔玄的念白，真是字字清晰，

铿锵悦耳，抑扬顿挫，扣人心弦，尽显

京剧念白的魅力。

又如钱浩樑，当年主演的《伐子

都》、《红灯记》红遍全国，在风云变幻

的年代，大起大落，历经沧桑。浴火

重生，回归舞台后，执着敬业，令人感

佩。这次他与夫人曲素英联袂演唱

《白毛女》选段“扎红头绳”及《红灯

记》、《红娘》选段，其精湛的技艺受到

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年过八旬的李世济由两位学生

搀扶上场，合唱《文姬归汉》、《锁麟

囊》选段。幽咽婉转，荡气回肠，如泣

如诉，将离乱年代中刻骨铭心的母子

爱、骨肉情宣泄得淋漓尽致，让人感

叹唏嘘，将晚会推向高潮，也为“致春

天”展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老艺术家们的功力不同凡响，其

杰出的艺术成就诚然可贵，其无悔无

怨、献身艺术的精神更加令人起敬。

“ 唯 有 牡 丹 真 国 色 ，花 开 时 节 动 京

城”，这是“致春天”给我们留下的美

好印象。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此次展演，

票价低廉，学生票仅 15 元，而且以中

低票价为主，做到了文化惠民，还戏

于 民 。 其 目 的 就 是 争 取 和 培 养 观

众 ，开 拓 京 剧 市 场 。 艺 术 家 们 辛 勤

耕耘，剧院甘愿承受经济损失，一心

把 热 爱 民 族 文 化 、热 爱 京 剧 艺 术 的

种子，撒向观众的心田，让京剧扎根

于群众之中。

他们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演出

几 乎 场 场 客 满 ，有 时 还 一 票 难 求 。

不少老戏迷过去被高昂的票价拒之

门外，这次能以低廉的票价获得高质

量的艺术享受，欣喜异常。一位观众

自豪地告诉笔者，他专程从邢台赶来

看两场名家演唱会，能看到仰慕已久

的艺术家们同台演出，真是难得，回

去 还 要 向 同 事 们 宣 扬 。 如 用《红 灯

记》的唱词“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

什 么 种 子 开 什 么 花 ”来 形 容 此 次 展

演，十分恰当。

春 天是希望的季节。一年之计

在于春，“致春天”开局成功，后续还

须给力。作为一位老观众，在祝贺之

余，再提几点希望和建议，聊供参考。

希望给青年演员更多的实践机

会。这次参加展演的青年演员充满

朝气、生机勃勃，有不少好苗子，如主

演《勘玉钏》的唐禾香，主演《凤还巢》

的朱虹，主演《红娘》的张佳春，主演

《红灯记》的张浩洋，主演《智取威虎

山》的马翔飞，主演《艳阳楼》的孙亮，

主演《古城会》的田磊、刘大可，主演

《二堂舍子》的李博、郭霄等，都有相

当的实力和水平，但毕竟学习和演出

的剧目有限，积累不多、历练不够，要

成为栋梁之才，还需艰苦努力，特别

要加强舞台实践。

京剧是实践的艺术，演员是“演”

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离开舞台

久了，业务会荒疏，意志会消沉，新秀

很可能成为新“锈”，新星会成为流

星。因此增加演出实践的机会，刻不

容缓。如这次低票价演出，不仅培养

观众，也锻炼演员。剧场中台上台下

互动，观众的热情和掌声对演员会是

很大的激励，会使他们增加荣誉感和

责任感。如何使青年演员尽快成才，

挑起大梁，需要剧院多想办法，也需

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希望国家京剧院在保护、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起示范作用。除了

责无旁贷地、高水平地继承传统经典

剧目外，对于剧院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首创的一批优秀保留剧目，应

当视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力求达到

甚至超越当年的演出水平，这应当成

为检验中青年演员的重要标杆。

去年举办的纪念《春草闯堂》创

排 50 周年的演出活动，是向传统、向

经典致敬的生动体现，相当成功。今

年又值《红灯记》创排 50 周年，如果亦

举办类似的活动，相信会对张浩洋、

毕小洋、张译心、张佳春、李晓威等人

演出的青春版《红灯记》是一次提升

的机会，展示京剧舞台上的这盏“红

灯”代代相传的动人情景。

对于排演新的剧目千万要慎重，

不要以创新为名，去搞“形象工程”，

争什么奖。结果虽然得了奖，观众不

买账，演不了几场即束之高阁，徒然

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得不偿失。

这次展演的剧目和唱段，几乎全

是“文革”前的剧目和“文革”时期的

几出现代戏，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创

作的剧目相对较少。应该对新时期

创排的一些基础不错的剧目进行加

工、锤炼、修改、提高。

30 多年来国家京剧院推出了不

少新戏，如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汉宫

惊魂》、《调寇审潘》、《佘太君抗婚》、

《宝莲灯》等，新编古代戏《红灯照》、

《李清照》、《大明魂》、《甘棠夫人》、

《武则天轶事》、《玉树后庭花》、《承天

太 后》等 ，现 代 戏《蝶 恋 花》、《恩 仇

恋》、《香港行》、《江姐》等，移植剧目

《燕燕》、《瘦马御史》等，都曾在观众

中产生过一定影响，不知能否有机会

对其加工、提高，恢复演出，哪怕能对

其 中 的 某 些 唱 段 再 加 琢 磨 ，精 益 求

精，使之能够流传，也是大好事。如

果完全任其流失，实在可惜。毕竟这

也是一种库存和资源，有待开发。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我们欣赏

国家京剧院在阳春三月绽放的朵朵

鲜花，同时，我们更期待它在金秋时

节收获累累硕果。

春春 天 的 遐 想天 的 遐 想
——有感于国家京剧院优秀剧目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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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4 年，湖北省将围绕

第二届中国歌剧节、第七届中国京剧

艺 术 节 和 第 二 届 湖 北 地 方 戏 曲 艺 术

节等重大文化活动，积极开展以“中

国梦”为主题的艺术创作活动，推动

湖 北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生 产 持 续 繁

荣发展。

2013 年 12 月，中宣部等五部委联

合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

活 动 。 湖 北 省 文 化 厅 直 属 艺 术 单 位

率先响应，积极开展以“中国梦”为主

题 的 艺 术 创 作 活 动 。 如 湖 北 省 京 剧

院组织策划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梦”

主题的当代题材的现代京剧；湖北省

艺术研究所组织创作话剧《我的未来

不是梦》等一批弘扬主旋律、歌颂美

好心灵、传递时代正能量、群众喜闻

乐见的艺术作品；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积极组织动员广大师生以“中国梦”

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实践创

作活动。

全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广大文

艺工作者把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

文艺创作活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

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以“中国梦”

为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艺术创作活动，推动“中国梦”入脑、入

心，激励人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激发人们为实现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热情。

2014 年 10 月下旬，第二届中国歌

剧节将在湖北举办，这是湖北承办的

又一项全国性重大文化活动。湖北省

文化厅在积极启动办节筹备工作的同

时，组织省演艺集团、武汉市文化局和

武汉音乐学院等单位召开第二届中国

歌剧节湖北省剧目创作推进会，协调

推动省直和武汉市专业院团剧目创作

工作。目前，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和武

汉歌舞剧院拟分别推出的歌剧《八月

桂花遍地开》、《高山流水》等剧目已进

入创作排练阶段，争取在第二届中国

歌剧节上取得优异成绩。

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文化部

2014 年 举 办 的 另 一 项 全 国 性 文 艺 赛

事，在 2011 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京剧

艺术节上，湖北省京剧院和武汉京剧

院均取得了优异成绩。目前，两个院

团正在全力以赴做好第七届中国京剧

艺术节参赛剧目的创作排练工作。其

中，湖北省京剧院的重点是修改打磨

京剧《青藤狂士》和新排《楚汉春秋》。

武汉京剧院的创作重点是将作家方方

小说《万箭穿心》改编成京剧现代戏。

举 办 全 省 性 文 艺 评 比 活 动 是 推

动 湖 北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生 产 全 面 繁 荣

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湖北接连

举办了第一届湖北艺术节、第五届湖

北省楚剧艺术节、第八届湖北省黄梅

戏艺术节等全省性文艺评比活动，推

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人才，并在第十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等 全 国 性 文 艺 评 比 中

屡获佳绩。

2014 年 6 月，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

艺术节将在武汉举办。艺术节的举办

得到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地方戏

曲院团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当前

各地、各院团正在积极准备艺术节的

参赛剧节目，充分展示本地地方戏曲

剧种的独特艺术魅力，如楚剧《思情

记》，黄梅戏《东坡》、《余三胜轶事》、

《传灯》，豫剧《天下第一颠》、《阳光花

园》，山二黄《爹爹挂墙头》，随州花鼓

戏《嫁不出去的姑娘》等一批剧节目都

在紧锣密鼓地创作和加工提高之中，

争取在本届艺术节上取得好成绩。

（田 松 王永娟）

本报讯 （记者刘淼）由国际艺术

教育联合会主办，上海音协、四川音协、

山东音协、中国合唱协会等协办的 2014

艺术教育高峰论坛，于 3 月 17 日至 18 日

在京举行。

艺术教育培训行业作为教育培训

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未来 5 至

10 年，艺术教育市场将发展到上千亿元

的规模。然而在现阶段，相对于其他已

经逐渐走向扩张和整合的培训领域，艺

术培训行业还显得落后稚嫩很多，呈现

缺少品牌、缺乏规模的特点。对于艺术

培训领域的众多机构而言，很多机构面

临管理水平低、发展模式不清晰、教学

质量难以保证的问题。

为此，国际艺术教育联合会邀请钢

琴家刘诗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

乐学家杨燕迪，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副主

席姜斯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艺术

管理教研室主任宗晓军，北京国际音乐

比赛执行总监张勇等艺术教育行业权威

专家，分别以《中国艺术培训行业的现状

与前景》、《艺术素质教育是开启少年儿

童心智的金钥匙》、《艺术管理者的价值

观与方法论》、《音乐普及的内涵及要点》

等为题，在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演讲，并与

众多艺术教育机构进行高端对话。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艺术教育分为

专业教育和业余教育两种，现在中国的

专业教育已初显成效，但业余教育领域

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龙凤呈祥》于魁智饰

刘备

《穆桂英挂帅》李胜素

饰穆桂英

《大漠苏武》张建国饰

苏武

《锁麟囊》李海燕饰

薛湘灵

《韩玉娘》董圆圆饰韩玉娘 李世济携弟子 刘长瑜 李维康 耿其昌

京剧《青藤狂士》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