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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秋节，虽少了与家人的团聚，但

中国评剧院院长王亚勋却备感充实和欣慰。

此时恰逢第九届中国评剧艺术节在河北唐山

举办，他带领全体演职人员在京冀两地间忙得

不亦乐乎。多年来，中国评剧院在为评剧界最

具权威的年度盛典评剧节源源不断奉献优秀

原创剧目的同时，在评剧艺术的发展上还提供

了诸多具有示范意义的经验方法。

9 月 5 日，中国评剧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演出的原创评剧《城邦恩仇》作为开幕式演出

亮相本届评剧艺术节，这部对古希腊悲剧《俄

瑞斯忒亚》三部曲的大胆改编让业界同仁看到

了评剧演绎世界经典名著的可能，同时也令他

们艳羡不已：“不愧是首都院团，思想上就领先

一步。在全国文艺院团纷纷转企改制，探索符

合戏剧市场发展规律的道路上，中国评剧院的

先试先行值得学习和深思。”

提及对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认识，王亚勋

认为挑战与机遇永远共存。由于僵化的管理

机制、一成不变的演出内容、淡漠的服务意识

和市场观念等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文化

部门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具规模、最彻底的文艺

院团转企改制工作。“改革的顺利进行，既需要

当地文化部门制定清晰渐进的配套政策，更需

各院团根据自身情况，从内部自立、自强进军

演出市场。相信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对中国评

剧这样一个大剧种来说，是一次重振辉煌的机

会。”王亚勋说。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国”字头地方戏剧院，

几十年里评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们把评剧推上

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上世纪 50 年代，仅新凤

霞一个人的票房收入便超过梅兰芳京剧团的

四大名旦。“改革开放后，多种艺术门类涌向演

出市场，对传统戏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造成

戏曲演出市场低迷，演出场次不断下降，原创

剧目匮乏，一年难得出一部新戏。有些剧种甚

至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就此消亡。”王亚勋感

慨，“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院团只会排戏、演

戏，不会卖戏、开发戏。

2012 年 7 月 23 日，中国评剧院挂牌为“中

国评剧艺术中心”，开始了文化企业的市场化

运营。本着“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建院

理念，通过调机构、调干部、调整生产方式，评

剧院首先对内明晰了管理结构，对外通过借

助政府举办的“周末场”“百姓大舞台”“星火

工程”等公益性惠民演出进行剧目营销，多

劳多得，有劳有得，调动了演职人员的创作

积极性。

改制前，中国评剧院下设一团、二团、白

派团以及艺术处、财务处等 13 个部门。为了

充分调动演出的积极性，对演出团实行了分

灶吃饭的管理办法。虽然在艺术生产过程当

中，3 个团各具特色，但由于各自为战很难形

成资源互补发挥最大效益。改制后，中国评

剧院为整合资源首先对内设机构进行了调

整，形成艺术生产部、艺术规划部、市场营销

部、人力资源部、剧场经营部、财务部和综合

办公室的“六部一办”部门格局。在艺术创作

上注重规划，针对重点剧目实行剧目制管理，

不断丰富完善剧院的经营管理模式。此举大

破大立，带来了中国评剧院剧目数量和质量

上的双重飞跃。2012 年，中国评剧院创作的

《马本仓当官记》荣获中宣部颁发的第十二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本着“以演现

代戏为主的国家级示范性剧院，同时上演新

编历史剧和经过整理的优秀传统戏以及外国

名著改编剧目”的建院方针，评剧院先后创作

了《银杏庄》、《林觉民》等原创剧目，复排整理

了《评剧皇后》、《祥子与虎妞》、《无双传》、《狸

猫换太子》、《回杯记》等传统剧目，重编了国

外题材剧目《城邦恩仇》，并对评剧经典名剧

《马寡妇开店》再次进行深度挖掘整理并更名

为《良宵》，树立了评剧在戏曲舞台演出市场

的品牌形象，一大批优秀青年演员通过创排

这些剧目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提升了社

会知名度。年过七旬的老艺术家、评剧新派

艺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谷文月对生活工

作 了 50 余 载 的 院 团 获 得“ 新 生 ”十 分 期 待 ：

“我曾经对转企改制抱有疑虑，担心政府不管

了，传统戏曲艺术难以发展，但看到其他院团

转企后更具活力，年轻人的创作积极性更高

了，心里一下就敞亮了。”

受益于戏剧人意识的改变，中国戏曲学院

的赵岩成了评剧舞台上的新星。入学时选学

豫剧的赵岩在一次演出时被剧院看中，惜才心

切的中国评剧院想尽办法留下了这棵有发展

潜力的戏曲苗子。此次《城邦恩仇》，赵岩便因

饰演其中的“欧瑞思”一角被不少人看好。

“近年来，北京市文化局出台了多项惠民

政策扶持院团发展，使中国评剧院在演出场

次及演出收入上发生很大变化，但政策性演

出仍占主导地位，商业性演出偏低是不争的

事实。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转到以

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主路上来，积极疏通供销

渠道，加大商演力度。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 同 时 ，力 争 社 会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 的 双 丰

收。”王亚勋强调。

作为对外培育市场的创新举措，今年 6 月

5 日，适逢文化部举办第四届全国地方戏优

秀剧目展演，中国评剧院与中国国际演出剧

院 联 盟 正 式 签 署“ 中 国 评 剧 周 ”全 国 巡 演

（2014 年—2019 年）战略合作协议，以中国评

剧院出人、出戏，中国国际演出剧院联盟购

买剧目向市场营销的方式，在中国甚至国外

的大中城市推广评剧品牌。今年 9 月 23 日至

12 月 15 日，经典剧目《花为媒》、《杨三姐告状》

和《良宵》就将走进山东、河北等地的 10 个城

市演出 60 场。

2015 年是中国评剧院建院 60 周年，王亚

勋希望甲子之年的中国评剧院能在改革的大

潮中乘风破浪，取得更高的成就。王亚勋说，

他的自信来源于评剧深厚的观众基础、拥有

一批舞台经验丰富的老艺术家以及风华正茂

的中青年艺术人才和愈来愈成熟的市场环境。

与此同时，评剧院也正在以饱满的热情

积蓄着力量：为纪念一代艺术大师新凤霞打

造的原创大戏《新凤霞》已蓄势待发准备在年

底与广大戏迷见面；根据密云县抗日英雄母

亲邓玉芬的故事创作的原创评剧《俺娘》也进

入筹划阶段，在明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到来之

际与观众见面；拥有一流设施的中国评剧大

剧院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剧

院团，成为全国地方戏展演交流的中心……

“北京在文化艺术发展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政

策优势，相信好政策、好环境、好土壤将为北

京市地方院团的发展带来一片生机。”王亚勋

期冀着。

（本版图片由中国评剧院提供）

“当今戏曲舞台又一出传统剧目推陈出新的典范

之作。”能获得戏曲专家如此高的评价，中国评剧院

2013 年推出的新版评剧《良宵》总算没有辜负舞台背后

无数个日夜的精心打磨。

评剧素来有“男怕《回杯》，女怕《开店》”之说。《马

寡妇开店》一剧重唱少白，大量的唱段对于演员功力的

考验非同一般。“饰演马寡妇的青年演员王平，表演清

新、亮丽，一扫旧剧中低俗的台风，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鲜明的个性和灵动的做派。她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

性格、心态，化青衣、闺门、花旦于一体，随着剧情的推

移，展现出不同的心态情貌与形体姿容，让人眼前一

亮。”戏剧评论家王蕴明评价。

新版评剧《良宵》讲述了发生在狄仁杰少年时期的

一段爱情故事，情节虽脱胎于评剧传统剧目《马寡妇开

店》，但导演徐春兰对该剧做了很大的突破。该剧讲述

了少年狄仁杰在进京赶考路上，入住寡妇李秀茹开的

旅馆。李秀茹青年丧偶，因狄仁杰与亡夫有几分相像

而渐生好感。狄仁杰虽然也爱上了李秀茹，却深受封

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严词拒绝了她。李秀茹在痛苦思

辨中，明确自己感情的正当性，而狄仁杰也最终服从心

灵的召唤。

历史上的《马寡妇开店》曾风靡一时，但因为历史

原因，该剧曾一度被指为“粉戏”遭到禁演。2010 年，中

国评剧院本着“敬畏经典、学习经典、传承经典”的创作

原则，邀请国家一级导演徐春兰对《马寡妇开店》进行

改编复排，并以《良宵》的全新名字让这出老戏重新登

上首都舞台，并以“清新、典雅、唯美”的艺术风格和独

树一帜的创作手法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赞誉，在第七

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上，获得了优秀剧目奖并排名第一。

王平也曾演过老版《马寡妇开店》里的“投店”“送

酒”两折。她认为，老版《马寡妇开店》中的李秀茹和

《良宵》中的李秀茹，内心是有很大区别的。“编剧把《良

宵》中的李秀茹写得很透，内心特别丰富，情感变化也

很大，虽然很不好演，却能激发我的创作冲动。”王平

说。剧中，狄仁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俊玲和中

国评剧院的郑祥振分别饰 AB 角。张俊玲在评剧舞台

上享有“第一女小生”的美誉，她在《良宵》中的表演更

是融男性的阳刚与书生的儒雅于一体，书卷气十足。

在狄仁杰与李秀茹梦中相会的一场戏中，张俊玲与王

平还有一段非常优美的双人舞表演。据悉，这场戏吸

纳了昆曲的表演手法，以双人舞的形式来展示二人各

自的内心状态。李秀茹是扇子舞，狄仁杰是水袖舞，俩

人跑的小圆场像流水一般，非常具有诗意的美感。

诗意的舞台要空灵却不能单调。在舞台上，《良

宵》延续了传统的写意风格，简洁典雅舞台呈现更具

美感。用剪纸凸显乡野民间的情趣；用蓝色的山水

元素彰显该剧的典雅氛围；用一轮垂吊的明月照亮

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和美好未来；而诗经中的爱情

鸟“ 雎 鸠 ”也 以 拟 人 的 方 式 由 舞 蹈 演 员 在 舞 台 上 呈

现 ，所 有 的 精 心 布 置 ，都 体 现 了 演 员 们 对 舞 台 的 敬

畏，对观众的尊重。

改革让评剧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
———北京市舞台艺术优秀成果系列展示之三—北京市舞台艺术优秀成果系列展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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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标志着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北京作为全国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市文化局大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和文化事业单

位的企业化运营，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的艺术生产活力，使其所属院团不仅在生产经营管理机制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同时还在舞台艺术创作和

人才培养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以“中国梦”为主题推出了一批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丰富了首都人民的精

神生活，演出场次和收入也连年增长，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为了把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经典之作《俄瑞斯忒

亚》以评剧的形式搬上舞台，中国评剧院院长王亚勋承受了不

少压力和非议。“评剧是中国戏曲艺术第二大剧种，一板一眼

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就是经典和样

本，中国有那么多好题材，为什么拍外国戏，观众能看懂？”有

人质问。

王亚勋联合了中国戏曲界的顶尖创作人才，著名剧作家、

北京人艺一级编剧郭启宏，著名古希腊戏剧权威人士、著名导

演罗锦鳞和李文国，经过数月埋头苦干真的把这部国外经典

呈现给了广大戏迷。6 月 17 日至 18 日，新命名的《城邦恩仇》

作为“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北方片）优秀剧目展演”压轴大戏在

京城首演，令观众大呼“过瘾”；9 月 5 日，该剧又一次作为第九

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的开幕大戏获得戏曲界同仁一片赞誉。

“《城邦恩仇》深入发掘、合理配置了《俄瑞斯忒亚》中蕴含人类

普遍认同、至今仍有价值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化干戈为玉

帛’的文化基因，并令这种基因与人类当代文化中的和平、法

治理念相适应，令东西方文化变冲突为和谐、变相犯相克为互

动互补，在艺术上把古希腊悲剧的简洁、庄严、肃穆的风格与

中国戏曲虚拟、象征、写意的美学原则融合在一起，做到‘开了

美美与共的新天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如是

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徐培成看完后则认为：“该剧

用中国人的方式简洁成功地诠释了西方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架起了中国评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坚挺大桥。中国评剧

不但能演广大观众喜爱的传统戏与现代戏，还能演外国名

戏。不单是雅俗共赏的好剧种，更是中外观众都会喜欢的高

雅艺术。”

作为希腊戏剧中仅存的三联剧作品，《俄瑞斯忒亚》由《阿

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3 部作品构成，讲述了古希腊迈

锡尼城邦国王阿伽王率领大军攻打特洛伊之后引发的一系列

故事。由于每部作品的文学性都高于戏剧性，为了将古希腊

悲剧与中国评剧更好融合并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郭启宏不

但将 3 部剧合并、增加了戏剧冲突，而且减少了原剧中的合唱

和抒情部分。改编后的《城邦恩仇》由“杀父”“杀母”“审判”3

个主要部分构成，全剧对“复仇”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一改人们印象中评剧只关注家长里短的形象。

在舞台场景上，《城邦恩仇》呈现了最具希腊风格的浮雕；

服装上，主要以希腊袍为主，同时融入中国的元素；而唱腔和

表演则更多保持评剧的原貌，在音乐上将评剧音乐和交响乐

元素融合在一起，甚至还保留了希腊戏剧特有的歌队元素。

“准备和创作过程中，舞美老师亲自到希腊考察了十几天，本

着‘最原始、最具有希腊特色’的原则做出了现在的布景，这个

戏不是用纯中国的表现手段，而是用评剧音乐、评剧表演结合

西方戏剧的风格来演绎，是中西方两个古老剧种的融合。”罗

锦麟说。

“这部戏在题材选择、形式呈现、市场定位上，都是按照当

今时代出好戏、出人才的需要创作的。之前大家认为评剧是

带有喜剧色彩的剧种，认为评剧演史诗般的剧目不太合适，但

评剧是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具有评古论今、惩恶扬善、

探索创新的艺术特性，我们要通过这部戏展现评剧的博大胸

怀和丰富内涵。”王亚勋说，他期待这部戏能够扩大评剧的观

众群，使评剧走出农村，走向国内一线城市和国外发达国家的

演出市场，让世界了解这一传统剧种焕发的时代魅力。

《城邦恩仇》：搭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 《良宵》：推陈出新，让人眼前一亮

中国评剧院优秀剧目展示

中国评剧院与中国国际演出剧院联盟签约

评剧《良宵》剧照

评剧《良宵》剧照
评剧《城邦恩仇》剧照

评剧《城邦恩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