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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资讯

中国戏曲学院展示“高参小”一周年成果

这就是京剧的魅力
——国家京剧院三团赴美演出侧记

嘉 纳

日前，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

家京剧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化周”活动在

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为此，国家京剧

院组织了多达 70 人的赴美演出团，于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纽约林肯中心为观众

献上了《杨门女将》及折子戏专场。演员

们的精彩演出让在场观众领略了京剧的

魅力，以艺术为桥梁沟通了中美两国人

民的情感，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商业运作一票难求

演出团抵达美国纽约时，正是当地

中午时分。当天天气异常闷热，演出团

下午一到美国亚洲文化传媒集团，雷声

大作，下起了阵雨。当地喜欢中国京剧

的“梨园社”的戏迷们说，这是一场欢迎

中国演出团的“及时雨”。而美国亚洲

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岑工则给大家带

来了更振奋人心的消息，前两场《杨门

女将》的戏票已经售罄。

在美国卖京剧演出票并且一票难

求，这对于接待了 25 年国内演出业务的

岑工来说，是喜出望外的事。此次赴美

演出之前，负责具体事宜的国家京剧院

三团团长张建国和岑工商定：这次演出

以商演为主。在美国，商演是考验一种

艺术能否走入主流社会的一个重要参

考指标，而国家京剧院此次不负众望。

岑工介绍，广告一见报，票还未从剧场

提出来，就有一位台湾票友上门来问：

“是不是有国剧演出？”（台湾人把“京

剧”称为“国剧”）开放卖票后的第一个

电话是一位美国老奶奶打来的。一位

从长岛来的外国观众要多买几张票，售

票规定多买能够打折，但他说：“我不要

打折票，我就要最好、最贵的票……”

回忆起前期的筹备工作，起初主办

双方心里都没底。张建国说，演出经费

中有 90 万元是他们“自筹”的。“这些年，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国家会拿出一些

资金让我们去国外做文化交流。但我

想，文化交流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好地传

播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能让观众愿意

掏钱看演出，效果更佳。所以，我们决

定尝试给自己一点压力，把它做成一次

商演。”按上世纪 90 年代张建国第一次

赴欧洲演出时的经验：是一张张卖出去

的票，场子肯定不会冷。

看表演也看故事

与以往我们所认为的“折子戏更容

易讨好普通观众”有所不同的是，在纽

约的 3 场演出中，前两场《杨门女将》的

演出票最先售罄。

首演当晚，林肯中心玫瑰剧院灯火

辉煌，1000 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杨门

女将》中有“四代婆媳”，建立在复杂伦

理关系上的剧情，不知道外国人能否看

懂？来自纽约的 Mary Ann Caputo 和

Philip Balaban 无疑是看懂了，而且看得

明白透彻，他们兴奋地说：“佘太君，她

太令人敬佩了！那样大的年纪，还要去

保家卫国，征战沙场，真的不可思议！”

从这些第一次看京剧的美国朋友身上

不难发现，观众的审美水平和要求早已

不再满足于“外行看热闹”了，他们既看

表演，也关注故事本身。

那么，在美的华人又是如何看待京

剧大戏的呢？早早来到剧场，坐在第一

排正中间的一位 30 多岁女士手中的票

是 288 美元的最高价位的戏票。这个票

价，几乎是百老汇演出的最高票价。这

位女士说，她来自上海，到美国已经十

二三年，小时候练过《霸王别姬》中的剑

法。“小时候我可能喜欢那种表演形式，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更愿意去

了解戏中的故事及其历史背景。也许

在自己国家时不一定懂得珍惜这种文

化环境，但是到了异国他乡，会思念，会

慢慢地沉淀，欣赏以前没有欣赏过的。”

角儿在他乡遇故知

在美国被戏迷认出来，算得上是另

一种他乡遇故知吧。京剧表演艺术家

董圆圆在美国就遇到过两次。2008 年，

在美国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她和朋友

到星光大道游览，被几位戏迷当场认了

出来。这次在美国，演出前，她到一家

餐厅用餐时，又被当场认了出来。董圆

圆说，这是因为京剧的影响，世界很大，

但京剧能够把爱京剧、爱中国传统文化

的人紧密地连在一起。

6 月 27 日晚，又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天是《杨门女将》演出的第二场，不禁

让人担心当晚的上座率。演出晚上 7 点

半开始，但在当地时间晚 6 点时，剧场就

已经人头攒动了。一对头发花白、衣着

体面的老夫妇在剧场入口的纪念品出

售处仔细地看光碟，二人指着眼前的戏

曲光碟说：“家里的光碟堆得像小山，都

快放不下啦！但是张建国的碟，还是要

买一张！”老先生叫魏颂芳，和老伴来美

国 30 年了，京剧是老两口每天晚上要

听、每天要唱的。这次演出，他们共买

了 5 张票，不但自己连看两场，还请了一

位朋友看。“张火丁 9 月份要来，我们也

要看的。”他说。

演出结束之后，一位老太太在女儿

的搀扶下走出剧场。她的女儿浩怡说，

母亲是江西人，年轻时在赣州工作，如

今已 80 多岁了，就是喜欢京剧。浩怡是

一名医生，今天白天她看了 70 多位病

人，晚上是驱车从新泽西州带母亲来纽

约看戏的，因雨途中还迷了路，开了 3 个

多小时才找到剧场，母女俩连晚饭都没

顾得上吃。

其实，“疯狂”的不仅仅是观众，此

行在美国虽然只停留了 5 天，却有许多

机构和公司慕名而来和中国国家京剧

院谈未来演出的合作事宜。5 天之内，

已经敲定了一项明年再到华盛顿、拉斯

维加斯演出的计划……这一次赴美演

出，最大的收获恐怕并非一次票房的胜

利，而是这样一种长久的效应。

从上世纪 90年代张建国第一次赴国

外演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票

房的进步、观众的专业化，可以看出京剧

在海外有着很大的市场，更看出华人对

自己的祖国、民族的热爱！”张建国说。

本报讯 （记者祝静）7 月 10 日，

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内传出悠

扬绵长的鼓曲声，首届“宣南杯”京

津冀鼓曲大赛决赛正在这里举行。

一个个身怀绝技的鼓曲选手带来了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等丰

富曲种，极具韵味的鼓曲让台下观

众听得如痴如醉。

首届京津冀鼓曲大赛是由北京

市西城区文委支持、北京市西城区

第二文化馆主办、北京集贤弘艺文

化中心承办的一次大型鼓曲艺术比

赛。7 月 6 日至 10 日，本届大赛在海

选的基础上，经过 4 场复赛，分为中

老年组和青少年组，共选拔出 20 名

选手入围决赛。这些选手分别来自

京津冀的不同地区，参赛曲种包括

梅花大鼓、京韵大鼓、天津时调、乐

亭大鼓等 9个曲种。

为提升决赛的评判水准，本届

大赛邀请了国内鼓曲界的专家和表

演艺术家担任评委，包括中国曲艺

家协会副主席、梅花大鼓表演艺术

家籍薇，中华曲艺学会名誉会长常

祥霖，单弦表演艺术家赵玉明、张蕴

华，曲艺音乐家韩宝利等。

最终，经过评委们的综合评比，

本届大赛共产生了金奖 3 名、银奖 6

名、铜奖 11 名。虽然参赛的 20 名选

手均为业余鼓曲爱好者，但他们的

演唱技艺精湛，艺术水平很高。当

李婉珠带来的天津时调《军民鱼水

情》、苏帅文带来的西河大鼓《玲珑

大鼓》、翟静婉带来的梅花大鼓《昭

君出塞》等耳熟能详的曲调响起时，

观众纷纷击节应声。

值得称道的是，本次大赛中还

出 现 了 极 为 少 见 的 剧 种“ 联 珠 快

书”。作为北京八角鼓艺术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联珠快书曾流行于北

京、天津、河北及东北等地，现如今

却面临失传的困境。比赛中，青年

演员刘禹表演了联珠快书《赵云截

江》，他以明快的节奏、豪迈的腔调

演唱起来干净利落，从头至尾一气

呵成。听着不常见到的鼓曲曲种，

台下的观众用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叫 好 声 来 说 明 对 鼓 曲 的 热 爱 。 正

在 一 边 读 书 一 边 学 习 曲 艺 的 刘 禹

表示：“‘宣南杯’的举办督促像我

一样的选手不能懈怠，为参加比赛

我们必须努力练习，同时这也促进

了 曲 艺 的 传 承 。 我 一 定 要 好 好 学

习 鼓 曲 ，将 鼓 曲 艺 术 传 承 发 展 下

去。”

在台下，记者看到观众中既有

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

年轻人。“80 后”观众小杨是一名鼓

曲爱好者，他对记者说：“小时候跟

着父辈到茶馆听鼓曲，从那时起，鼓

曲独特的韵味就把我迷住了，从那

时 起 我 便 一 发 不 可 收 拾 地 爱 上 了

它。我最喜欢的是京韵大鼓，听起

来特别有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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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深圳艺术学校创演的《琴

舞之魂——大型艺术实践教学原创晚

会》在广东深圳大剧院上演。晚会以独

辟蹊径的创意、精彩纷呈的舞台征服了

所有观众。

这台名为《琴舞之魂》的晚会，汇集

了深圳艺术学校音乐、舞蹈、美术等多

个艺术门类涌现的精品佳作，在继承传

统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显示了这座

曾经走出李云迪、陈萨、张昊辰等艺术

之星的学校作为深圳艺术生力军的强

劲实力和蓬勃希望。

晚会的别具匠心之处不仅在舞台

之上，更在舞台之下。演出当晚，观众

一走入深圳大剧院的大堂，就已置身歌

舞的海洋——这处宽阔的空间成为舞

台的有机延伸，艺校的学子们分布在不

同区域内展示学习成果。

铜管乐重奏《水上音乐》的演奏吸

引了一大批音乐爱好者驻足；木管乐组

的《四小天鹅》、《音乐的和谐》引得现场

小朋友跟着起舞；吉他四重奏《探戈》、

手风琴合奏《快乐的西班牙骑士》，将观

众的注意力拉到了又一个演出台前；琵

琶重奏《送我一支玫瑰花》、高胡古筝二

重奏《渔舟唱晚》、扬琴重奏《弹词三六》

等呈现着各具特色的音乐风貌。

在舞蹈区，充满现代感的舞蹈《一

起摇滚》、《风的孩子》让观众感受到身

体律动的美感；影视表演班学生表演的

《绕口令串烧》令观众叫好声不绝于耳；

美术专业的学生也在现场进行写生。这

些在“导引区”的表演成为舞台演出的先

声，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晚会总导演、深圳艺术学校校长黄

启成介绍，艺术不分剧场内外，融入观

众中的这些表演是对艺术生命力的很

好检验，为观众近距离表演，也让这些

节目获得了新的生机。

作为正篇的《琴舞之魂》原创晚会

在雷雩指挥、深圳艺术学校爱乐管弦乐

团演奏的交响诗《查拉斯特拉如是说》

中开始。紧接着，在舞台的立体背景

上，7 台三角钢琴同时奏响优雅的《花之

圆舞曲》，青春舞蹈团的少男少女们跳

起了浪漫欢快的舞蹈。

之后的《苗鼓声声》、《战台风》、《二泉

随想》等作品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将

器乐演奏和舞蹈融合。而这些作品，并非

简单地将两种艺术形式拼凑在一起，而是

从作品内涵、器乐特点等方面深度挖掘，

将两种艺术形式进行了无缝对接。黄启

成说，这样的创新诞生于偶然。

“那年，学校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进行交流演出。在机场转机时，对方打

来电话告诉我们剧场舞台非常大。而

当时我们准备的都是器乐演奏、舞蹈、

杂技这样类型单一的节目。如果在硕

大的舞台上只表演二胡独奏，从视觉上

肯定不会好看。于是，我叫来了一个舞

蹈专业的学生，用了两个多小时为她和

原本的二胡独奏编了个节目。没想到，

演出时引起了轰动。回国之后，我们又

进行了细致加工，于是有了现在的二胡

与舞蹈《二泉随想》。”黄启成说，《二胡

随想》的成功，也促使学校在创新乐舞

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尝试，而这也是将晚

会定名为“琴舞之魂”的原因。

作为压轴表演的钢琴协奏与舞蹈

《黄河》，是《琴舞之魂》晚会的最大创

举。由钢琴教育家但昭义担纲艺术指

导的这段大型综合艺术表演，创造性地

将脍炙人口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与充

满血性阳刚之气的舞蹈融为一体，酣畅

淋漓地表达了对先烈的追怀和对革命

传统的致敬，也传递着敢闯敢试的特区

精神。演出完毕，全场掌声雷动。

“为了这台熔多种艺术精华于一炉

的演出，深圳艺术学校的师生进行了半

年多的精心准备。在深圳市文体局领导

的支持和艺术指导但昭义教授的全情投

入下，我们展现了应有的实力、活力、魅

力，让艺术之花在今年夏天别样绽放。”

黄启成说。

艺术不分剧场内外
——深圳艺术学校的《琴舞之魂》

本报记者 刘 淼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7月 8日，

由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主办，北京

市 戏 曲 艺 术 职 业 学 院（以 下 简 称“ 北

戏”）协办的 2015 年“民工剧场”话剧《少

年少年》在北京演出。400 余名在京务

工人员受邀到场观看。

贵州大山深处，留守少年春晓、春

林在贫困中努力，等待生活的希望；喧

嚣都市中，衣食无忧的城市少年曙光和

父母“剑拔弩张”，哭着喊着要去南极。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曙光来到乡村与留

守少年成了朋友，一系列让人捧腹也催

人泪下的故事就此展开。

话剧《少年少年》的主创团队大部

分由北戏影视表演系的师生构成，创作

一部表现少年生活作品的主意，最早是

北 戏 影 视 表 演 系 副 主 任 张 怡 提 出 来

的。“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的‘90

后’‘00 后’不能吃苦，有很多缺点，比他

们的上一代差很多。我对此非常反对，

这些孩子有很多优点，我希望通过艺术

作品能真实表现他们的生活状态，也鼓

励他们变得越来越好，孩子的未来就是

社会的希望。”张怡说。

《少年少年》的创作充分发挥演员的

主动性，编剧方雨舒提出了城市少年与

留守儿童这对主体矛盾，并把全剧的基

调确定为用温暖和爱观照少年生活，以

呼唤爱的回归为主题，具体的故事细节

和台词则由参演的学生演员在老师的带

领和训练下自行摸索，最后由编剧把

关。青年教师、该剧导演之一杨建华带

着学生们找资料、塑人物、磨剧情，学生

们的兴趣日渐向留守儿童一边倾斜，《少

年少年》的故事也日渐有了模样。

然而北戏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城

市，并没接触过留守儿童。于是，今年 1

月底，北戏影视表演系师生决定到贵州

大山深处看一看。

刘洪涛、李梦雪、方雨舒、杨建华 4

位教师带领着学生演员吴春晓、王璐、

陈灵灵、王曙光远赴贵州贵阳花溪区高

坡乡云顶村，在那里见到了许多留守儿

童，与他们同吃、同住，师生们跟随一个

孩子第一次体会了翻山越岭近 3 小时背

回一捆柴的辛苦。贵州之行触动了师

生们的心，“参加了采风的学生，明显在

台上更投入、更真诚。”杨建华说。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了解了

《少年少年》的主题和创作过程，与北戏

的合作意向一拍即合。西城区第一文化

馆馆长郑昕说：“我们的‘民工剧场’启动

于 2005 年，目的就是履行文化馆为外来

务工人员免费提供精神文化服务的基本

责任，《少年少年》这部戏非常适合给在

京务工的外地朋友看，不仅缓解他们的

疲劳和压力，更意在提醒他们多在精神

上关心远在老家的孩子。”郑昕表示，学

校创作的作品往往更看重艺术价值和社

会效益，《少年少年》之后，西城区第一文

化馆还打算与北戏继续合作。

当晚演出结束，记者“拦截”住一位

来自河南的不愿具名的女士，看到她眼

圈红红，记者打算放弃采访，但这位女士

淡淡地说了句话，像是在自言自语：“我

想周末买张火车票，回家看看孩子。”

城市师生采风城市师生采风城市师生采风体会翻山越岭体会翻山越岭体会翻山越岭 333小时背回一捆柴的辛苦小时背回一捆柴的辛苦小时背回一捆柴的辛苦———

话剧话剧《《少年少年少年少年》》观照留守儿童观照留守儿童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近日，

一场童趣盎然的演出登上了北京中

国戏曲学院大剧场的舞台，中国戏曲

学院及 9 所北京市级基地校“高参

小”（即北京市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

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一年来的教学

成果让现场掌声不断。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教委主办，中

国戏曲学院以及北京东城、西城、丰

台三区教委和玉林小学、福州馆小学

等 9 所北京市级基地校承办，每所学

校表演 2 个或 3 个节目，用时不超过

20 分钟，共有 600 余名师生参加演

出。参演的小学生大部分是学习艺

术不足一年的初学者，虽然稚气未

脱，但一歌一舞非常认真，收获了不

少鼓励和掌声。

据了解，中国戏曲学院参与北京

市小学美育发展工作，以戏曲艺术为

主导和特色，兼顾其他艺术门类。自

去年 9 月开课以来，中国戏曲学院共

派出 100 多名教师，完成 9 所学校一

年级共 41 个班的教学任务，并兼顾

二年级至六年级部分学生艺术社团

的 教 学 ，一 年 来 惠 及 小 学 生 超 过

2500名，课时总量约 1.2万节。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7 月

11 日，温森岚独唱音乐会亮相北京

解放军歌剧院。音乐会精心挑选了

近 20 首歌曲，除了有观众耳熟能详

的经典作品，还有演唱难度颇高的

艺术歌曲、军旅名篇。

除了唱歌，温森岚还邀请总政歌

舞团青年舞蹈家玉米提担当嘉宾，演

出呈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歌手

温森岚挑战新疆舞，舞蹈家玉米提

唱起了歌。

谈及自己艺术和人生阅历方面

的成长，温森岚总会说起她的导师

潘淑珍：“潘老师提出业务要精、做

人要正的要求，做简单真实的自我，

把艺术坚持下去，这一要求无论对

我的歌唱学习还是为人处世，都是

极为重要的启发。”

“舞蹈创作青年人才培养”暑期营开班

温森岚独唱音乐会亮相解放军歌剧院

本报讯 （记者张婷）由中国舞

蹈家协会主办的 2014 年度国家艺术

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舞蹈

创作青年人才培养”暑期舞蹈营于

7 月 13 日在北京开班。该活动作为

中国舞协“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

的一部分，旨在为青年人才提供全

方位的指导与培育，为其创新与探

索搭建优质平台，推出优秀的原创

作品，提供国际交流与展示的机遇。

本次舞蹈营培训为期 20 天，分

小班进行针对性授课，开设有大师

工作坊、艺术讲座、汇报演出等一系

列活动。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本次舞蹈营呈现出国际性、多元

化、公益性的特点，邀请来自美国、

葡萄牙、新西兰等国际知名舞蹈团

的艺术家和编导为学员进行专业课

程的提高培训；邀请各艺术门类的

评论家、学者、艺术家在跨界对话、

艺 术 讲 座 系 列 活 动 中 进 行 思 想 碰

撞、观念交流；本次舞蹈营全程不收

取学员任何费用，真正为学员服务。

本次活动一经启动，就吸引了

大批年轻舞蹈从业者和舞蹈爱好者

的踊跃报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舞

蹈人才以及一些在国外工作和学习

的中国编导，共计 200 余名。经专家

委员会推荐共选出 37 名编导接受本

年度的人才培养。

演出现场（美国亚洲文化传媒集团供图）

艺术·舞台

艺术·行走

刘禹表演联珠快书《赵云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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