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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须通过代表人物“走出去”
新华社记者 廖 翊

国有院团:小剧场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姜琳琳

演艺论语

演艺视角

天桥艺术中心启动“青年艺术+”计划

大型魔术秀《魔幻空间》将来津首演

小剧场一向多是民营的“天下”，在

民营院团、民营演出商、民营操盘手的

共同运营下，小剧场最大程度避开了演

出市场的大盘下滑，闯出了相对稳定的

常态化局面，文艺白领、戏剧粉丝，一大

票专业、非专业的观众，捧出了小剧场

戏剧的热闹。

如今，小剧场再回试验身份，只是

此次试验的主体不再是戏剧先锋们，也

不再是民营院团，而是一批国有院团。

他们试验模式、试验选材、试验市场反

馈，意义在于用试验的方式求发展。从

这一角度出发，小剧场或将成为国有院

团探索市场之路的一条蹊径。

试验模式
国有院团换着法子做戏

从《惜·姣》到《碾玉观音》，从北京

京剧院走出来的青年导演李卓群在小

剧场里可谓风生水起。“我的 3 个戏伴

随着 3 个不同的体制，体制内的人在换

着法子做戏。”李卓群说，他 2014 年的

作品《惜·姣》是项目制，第一次以制作

人为中心，以剧组为中心，打破了团的

概念。由梅兰芳京剧团做底班，各个京

剧团都抽调人来参与剧目的排练——

李卓群的第二部小剧场京剧《碾玉观

音》，采取的则是“京剧合伙人”的方式，

这意味着剧组被彻底推进市场，几乎回

归了早年京剧班主挑班唱戏的状态。而

即将推出的另一部将于今年底首演的

小剧场京剧《人面桃花》采取的方式接

近于“众筹”。“北京京剧院联合另外两

个投资方同时运作，也会面临更多的考

验和挑战。”李卓群坦言。

1999 年，被称做小剧场戏曲滥觞的

《马前泼水》一经问世便成为文化现象

级作品，后来的《玉簪记》、《浮生六记》，

乃至再后来的《碾玉观音》等新创小剧

场京剧的成功率似乎远超大剧场。“现

在可演的剧场还很有限，因为小剧场京

剧和很多剧场的气质、风格是有距离

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剧场愿意接纳我

们，尤其是已经有一定‘江湖’地位的剧

场。”李卓群说。

一 般 来 说 ，大 剧 目 往 往 花 了 很 多

钱，却无法经常性演出，因为大剧目的

演出成本高，人员众多，舞台要求更高，

多重因素影响势必拉动票价上涨。因

此，很多剧目存在演一出扔一出的情

况，浪费之大可想而知。相比而言，小

剧场戏剧却有着大剧目无法比拟的优

势。“我们最大的希望不是获什么奖、

给什么钱，而是能不断演出，这和戏曲

院团搞大剧目，拿钱获奖的目的是完

全不同的。”参加本次展演的京剧《程

妻》导演、中国戏曲学院新闻系研究生

张蕾说。

试验选材
国有院团尝试不同剧种

“ 小 剧 场 在 中 国 已 走 过 了 三 十 几

年，中国实验戏剧已经呈现出回归传统

的趋势。当年从创新走出来，多是学习

别人的，现在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必然要回到自己的传统里去挖掘更多

的养分。”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秘书长杨乾武说，“回来不是模仿重复，

而是在进入全球化背景过后，怀抱已经

敞开，视野已经打开，再回来看，视角和

解构分析能力都有所不同。”

北京曲剧团近来便开始尝试走出

一条回归传统，又有所突破的新路，其

新近推出一部根据老舍著名长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改编的同名话剧。作为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

哲学》首次以话剧的形式登上舞台。故

事以民国初年为时代背景，围绕主人公

老张，塑造了赵四、贾六、王德、李静等

人物，描绘出一幅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画

卷。主人公老张信奉“钱本位而三位一

体”的人生哲学，一生兢兢业业爱财护

财。该剧在语言的幽默讽刺中传达出

对老张以及一众小人物的同情，在引人

发笑的同时，也发人深省。

《老张的哲学》由青年导演李伯男

执导，老舍之子舒乙指导剧本改编，北

京市曲剧团老中青三代演员演绎，主创

们在原作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

新，将传统老北京曲艺元素与现代话剧

元素相结合，更加凸显京味儿。《老张的

哲学》自 8 月 25 日在北京国话先锋剧院

首演以来，获得了观众及业内人士极高

的赞誉，演出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表

示，在话剧中看到了许多现代社会的缩

影，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生活的思考。

“该话剧具有典型的老舍式幽默，微笑

中藏着苦涩，唤起人们同情的幽默。现

场音乐采用贯穿整场的单弦，特别有老

北京的感觉。”导演李伯男总结。

“让作品有现代感，但又有自家传

统，这才是真正的实验戏剧。如果北京

的小剧场里有戏曲人进来，戏曲、话剧

互相促进、互相关照、互相看，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中国的小剧场戏剧一定

是独树一帜的。”杨乾武说。

试验市场
国有院团优势有待深挖

小剧场操作模式探索、变革的结果

直接引发创作思路变化。“小剧场京剧

无疑是从小剧场话剧脱胎而来，小剧场

话剧形式上灵活，更人性，更多的是在

说人话。于是当小剧场京剧借鉴过来

之后，也承袭了这些特点，故事及矛盾

处理更为集中，这与传统戏曲从本质上

就不同。”李卓群说。

“尝试体制突破，曾是小剧场戏剧

破局的前提，有了这一步尝试才有了成

就戏剧品牌的孟京辉和一批已经相当有

市场号召力的小剧场创作的先行者。”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

看来，相对于话剧，戏曲的沉淀更多，院团

窠臼也更复杂，今天戏曲能够开始尝试体

制“脱坡”，让人看到了希望，“这一珍贵的

现象太值得总结了。”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戏剧评

论家梧桐说：“今年小剧场戏剧展演给

我一个感觉，至少我个人期盼那样的局

面出现了。”梧桐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小

剧场戏剧展演。今年的展演共包括 15

台 戏 ，6 家 国 有 院 团 ，9 家 民 营 院 团 。

“国有院团的数量明显比原来增加了，

而且几部戏看下来，国有院团戏的质

量已经明显超出预期。”梧桐说，“比如

《老张的哲学》以及《我不是保镖》。”这

两部作品的出品方分别为北京市曲剧

团和北京歌剧舞剧院，两家国营团都

是第一次出现在话剧舞台上。“此外，

出品了《深水区》的北京市演出公司也

是国企，这三个单位强势进入小剧场，

整体品牌实力、资源底蕴、创作储备，

让出品的舞台作品有了根本保障。”梧

桐说。国有院团整体大规模介入小剧

场，对小剧场的含金量和整个品质保

障是绝对有好处的。小剧场不应该完

全由民营来做。国有院团看上了小剧

场这块香饽饽，这对于小剧场良性发

展有重大意义。

“国有院团有很多优势，包括演员、

创作者，还有排练需要的各种客观条件

等，目前国有院团的优势还没有挖掘出

来。”杨乾武认为。

“表演领域的成功，通常是具体到

某个人的成就及影响力，从根本上讲，

是其代表人物人格化、个性化的成功。”

中 国 对 外 文 化 集 团 公 司 董 事 长 张 宇

说。纽约当地时间 9 月 2 日、3 日，我国

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登上纽约林肯

中心，演出全本京剧《白蛇传》、《锁麟

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给予大篇幅报道。9 月 14 日，首都戏曲

界、评论界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研讨

会，探讨张火丁何以受到欢迎。

特色+审美：奠定“跨域接受”

1930 年，一代京剧宗师梅兰芳赴美

演出折子戏，引起轰动，确定了中国京

剧在世界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85

年后，程派传人、当代京剧艺术代表人

物张火丁再次在美国引发强烈反响。

研讨会上，大家认为，这首先归功于中

国“国粹”京剧艺术的巨大魅力。

“对外文化交流是国家文化行动，

必须拿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有交

流 价 值 的 项 目 及 其 代 表 人 物 。《白 蛇

传》、《锁麟囊》是最经典、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中国京剧剧目，张火丁又是当代京

剧表演艺术代表性人物之一。这是此

次访美演出获得成功的前提。”中国戏

曲学院院长巴图说。

与会者认为，作为跨国界文化交流

项目，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审美情趣的

“共通性”极为重要，必须进一步重视。

“《白蛇传》歌颂了追求爱情、用诚实

开创幸福，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锁麟

囊》表现的是扶危济困、知恩图报，是感

人的现实主义作品。两部戏不仅体现

了中国京剧艺术的水平，而且表达了人

类共同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追求，充分体

现了中国京剧艺术的整体魅力。这奠

定了美国观众接受的基础。”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官林说。

人格+个性：铸造“演出品牌”

“表演领域的成功，通常是具体到

某个人的成就及影响力，从根本上讲，

是其代表人物人格化、个性化的成功；

演出市场中，人们关注的是穆迪来了，

而非哪个交响乐团来了。过去中国的

‘四大名旦’，其实就是四个人格化的形

象。人格化的艺术家，是一个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张宇说。

与会者回顾，80 多年前梅兰芳轰动

欧美，首先取决于其个人魅力，欧美观

众在接受了梅先生这个人的同时，也接

受了他带来的古老中国京剧艺术。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对张火丁艺术追求、人格魅力给予高度

评价：“她在浮嚣中保持了一份‘静’，真

正做到了‘宁静致远’；她营造出属于自

己特殊的精神气场，是当下难得的学者

兼艺术家；最宝贵的是她的定力，不追

时尚，不赶潮流，执着于艺术。”

“ 艺 术 的 经 典 性 评 价 不 止 是 对 剧

目，还包含对一个国家道德标准、文化

基因的评价；美国观众看张火丁的演

出，不只是看技艺，而是在阅读一个代

表有机整体生命的艺术作品。”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说。

“无论是当年的梅兰芳还是今天的

张火丁，艺术家不仅是艺术最重要的载

体，而且紧紧联系着观众，无形建立起

与观众的‘契约’，成为演出品牌最核心

的要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尹鸿说。

与会者认为，社会的发展创造出明

星式的普遍的艺术欣赏方式，具有艺术

个性、精神特质的艺术家更符合人们的

心理预期，更能为不同国度的观众所接

受，因此，塑造人格化的艺术家对艺术

的输出极为重要。

市场+培植：决定“传播效应”

张火丁赴美前，在纽约哥伦布大道、

纽约主流媒体、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微信、

纽约环线观光邮轮……主办方以各种广

告方式告知美国大众：中国顶级京剧艺术

家将登上表演艺术殿堂林肯中心。

与会者认为，市场化推广是文化传

播的最好方式，必须加强；而要实现真

正有效传播，还须跨越文化鸿沟；当年

梅兰芳访美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胡适等

一批学者所做大量推介、翻译等工作。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瑾介绍，为了

把最精彩的中国京剧艺术呈现于纽约

的舞台，让美国观众能真正看懂，演出

前，请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美国密

西根大学教授陆大伟在林肯中心为美

国观众亲自讲解《白蛇传》、《锁麟囊》。

“通过讲座和演出相辅相成，在传播

艺术的同时培养了异国受众，使他们懂

京剧，爱京剧，并传播京剧。”仲呈祥说。

与会者认为，张火丁美国之行的成

功给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思考和借鉴，并希望这一“文化现象”在

未来对外文化交流中“可延伸、可扩展、

可持续”。

“天乃蝶之家，地乃蝶之灵；云乃

蝶之裳，花乃蝶之魂；但为君之故，翩

翩舞到今。”为庆祝中泰建交40周年，

受文化部和浙江省文化厅派遣，日

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携带新版《梁

山伯与祝英台》作为第 17 届泰国曼

谷国际音乐舞蹈艺术节开幕式演

出，在泰国文化中心连续亮相 3 场。

图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在新

版《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演出。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 摄

粉丝话剧也要“走心”

在业界，大家把小说 IP 改编的话剧统统叫做粉丝话剧。跟过去由话剧

剧本或经典小说改编的话剧不同，这些剧的目标受众就是粉丝。所有文化

产品，历来就有“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之争，在粉丝话剧中，这个争议显

得更加突出。

其实，粉丝话剧并不是“洪水猛兽”，多元化也不一定是坏事。就像电影

一样，有艺术片、商业片，有严肃电影、粉丝电影，这才是成熟的电影市场。所

以粉丝化和商业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不少粉丝话剧根本“不走心”。正如

戏剧评论家戴平所说，戏剧舞台当然是越丰富越好，但是必须有两个大前提，

其一就是不间断地复排精品力作，把最基本的真善美示人，并帮助观众了解

戏剧的本来面目和基本标准。其二是区分精神作品与娱乐产品的界限，让仅

在语文课本上接触过《雷雨》、《窦娥冤》、《威尼斯商人》的年轻人，在尊重经典

的同时也明白娱乐消费的其实是秀。

所以，即便是粉丝话剧，也要制作精良，要有培养观众之心。事实上，

有不少话剧从业人员希望粉丝话剧能成为纽带，把原来不看话剧的年轻人

吸引进剧场，去了解粉丝话剧之外的剧目，培养自己的“话剧大视野”，喜欢

上主题深刻、制作精良、表演精湛的经典剧目。 （来源：《长沙晚报》）

百年豫剧喜忧参半

“对当前豫剧的现状，我们是有喜有忧。”近日在河南郑州举办的全国

豫剧院团工作交流会上，身兼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的全国政协教科文

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全书，对豫剧现状感慨至深。“喜的是豫剧仍是目前全

国最大的地方戏剧种，其从业人数、剧团数量、流布区域皆为全国之最。从东

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天府之城到宝岛台湾，到处都能听到豫剧圆润悦耳的

旋律和耳熟能详的唱段。忧的是近 30 年来，随着豫剧观众的老龄化，豫剧

覆盖的地域呈收缩之势。与历史上豫剧曾广泛流传到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

相比，其生存的空间不是拓展了，而是缩小了，豫剧的观众群体减少了。”

据官方不完全统计，1959 年中国传统戏剧存 368 种，2013 年下降到 286

种，以一年超过一种的速度在消亡。现存剧种中，有74个仅有一个职业剧团或

民间班社，正处于“濒危消亡”境地。“要不断培养新的豫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

众，拓展豫剧的生存空间。豫剧的传播史表明，豫剧既是一个诞生于河南的地方

剧种，又是一个早已冲破地域局限、流布覆盖全国众多区域的剧种，不管流传到

哪里，都要尽力让它唱得响、走得远、传得开。”王全书说。 （来源：中新网）

上半年国内音乐剧票房同比增长近30%

道略演艺研究中心通过对 2015 年上半年音乐剧市场分析发现，今年上

半年，国内共演出引进音乐剧场次 95 场，实现票房收入达 3637.6 万元，音乐

剧票房同比增长了近 30%。2014 年上半年，国内音乐剧消费观众仅为 38 万

人次，市场培育速度缓慢，但是随着 2015年音乐剧市场逐渐回温，全国音乐

剧消费迅速崛起，观众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37.3%，达 52.12万人次。

由于原版引进音乐剧成本高昂，且存在语言障碍困扰，近几年，国内原

创音乐剧市场发展较好，每年新增剧目数量均在 20 台左右，已基本形成了

长效的音乐剧创作机制，在演出剧目中，有 7台原创音乐剧半年票房收益已

过百万元。2015 年上半年，全国共演出原创音乐剧 40 台，演出场次达 584

场，占比为 63.6%，但演出活力仍相对不足，其中 22 部剧目演出不足 10 场，

仅有两部剧演出场次在 50场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上半年虽

然国内音乐剧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原创剧目后劲不足，精品缺失；

中文版音乐剧难对市场形成突出拉动作用；对国外原版引进过度依赖，且

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规模。 （来源：道略演艺）

（蔡 萌 整理）

本报讯 （记者周志军）“剧场

在未来不只是一个演出产业的专属

领地，还是一个承载着艺术生态系

统的城市公共设施，让这个生态系

统保持活力，就需要年轻人的参与。”

9月 15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

的“青年艺术+”计划启动仪式上，天

桥艺术中心总经理田元表示，天桥艺

术中心将全面与年轻艺术家合作，成

为学生教室外的课堂，丰富剧场的功

能和体验。“利用我们的资源打造一

个平台，激发年轻艺术家的创意和创

新，这就是‘青年艺术+’计划。”

启动仪式当天，在天桥艺术中

心，一个小型的当代艺术展览已经对

外开放，雕塑家刘若望、油画家李木

子等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正在展出。

据田元介绍，未来，天桥艺术中心将

和更多的艺术家合作，全面开放公共

空间供艺术家展示作品，邀请艺术家

利用艺术中心的空间，以艺术中心为

素材，实现他们的艺术创想。此外，

在表演艺术层面，天桥艺术中心面向

青年艺术创作者提出了“新晋艺术家

驻场计划”，将为有潜力的新晋艺术

工作者搭建艺术创作、表演的孵化平

台，并提供创作资金、制作、场地、推广

等一系列支持，同时还将服务于作品

的后续发展和青年艺术家的培育。

据悉，2016 年首届“新晋艺术家驻场

计划”即将开始进行演出作品召集与

筛选工作，该计划对所有表演艺术门

类开放，包括戏剧、音乐剧、舞蹈、音

乐、舞台视觉设计、多媒体和艺术及

跨界艺术等，入围作品计划于 2016年

在天桥艺术中心进行首演。

本报讯 （记者苏丹丹）9 月 28

日，由中美联合制作推出的大型主题

魔术秀《魔幻空间》将登陆中国，在

天津津湾大剧院首演。该魔术秀是

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出品，天津市

杂技艺术有限公司、知名魔术师陈

智玲、拉斯维加斯 JC 魔术制作公司

联合打造。

据《魔幻空间》主创团队介绍，

该魔术秀的全部制作排演都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完成。剧中魔术的刺激

与爵士舞蹈的动感相互结合，再配

以节奏感鲜明的音乐、变幻多彩的

灯光舞美效果、新奇的剧情，环环相

扣，将给人以妙趣横生和耳目一新

的感受。《魔幻空间》总导演陈智玲

曾在世界魔术大赛中获得金奖，并

先后 8 次担任上海国际魔术节的艺

术总监。魔术导演默瑞·哈特菲尔

德、舞蹈导演特蕾莎·密地波、舞台

监督韦承鸿、道具设计师比尔·史密

斯也都是魔术界知名人士。领衔主

演则是来自天津的“90 后”魔术师杨

小磊，他曾在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

和 拉 斯 维 加 斯 进 行 驻 场 表 演 。 据

悉，《魔幻空间》的演出将持续至 10

月 31 日，之后还将到北京、上海、河

南、湖北等地巡演。

据新华社消息 （记 者 周 玮）

2015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期间，

中央歌剧院带来了被誉为“歌剧史上

难度最高的作品”——瓦格纳鸿篇巨

制尼伯龙根指环之四《众神的黄昏》。

该剧将于 9月 22日、23日在国家

大剧院首演，由中央歌剧院院长、指

挥家俞峰担任艺术总监和指挥，国

家一级导演王湖泉执导，国家一级

舞美设计师马连庆担任舞美设计，

中央歌剧院歌唱家王威、郝菲、刘怡

然、田浩、陈野、梁润妮、张燕、王红、

牛 莎 莎 、於 敬 人 、宋 沣 润 等 担 纲 主

演。此前，中央歌剧院已成功演绎

了瓦格纳“指环”系列之《女武神》和

《齐格弗里德》。据介绍，德国作曲

家瓦格纳历时 26 年成就《尼伯龙根

指环》，这一巅峰之作总长 17个小时，

共分为四联。“歌剧《众神的黄昏》对

我们和观众都是考验，但是人类伟大

的作品往往是在考验中诞生和传承

的。”俞峰说。

中央歌剧院演绎《众神的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