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火丁赴美演出成功的启示
本报记者 薛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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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届青春诗会在福建永定举办

9月 15日，辽宁芭蕾舞团抵达北京，该团历经

3 年打磨的原创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将在首都上

演 4 场，把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东北地区的英雄

故事搬上舞台。

次日，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邀请，在辽宁芭

蕾舞团团长曲滋娇带领下，辽宁芭蕾舞团 20 余名

演员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进行艺术交流，受到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宋官林，集团党

委书记崔建飞和众多艺术家的热烈欢迎，两家院

团的艺术家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艺术交流活动。

当天，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1 号排练厅内，辽

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在教员带领下上了日常基

础训练课。辽宁芭蕾舞团下设采取“以团带校、

团校结合”办学模式的芭蕾舞专业学校，有着完

善的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基础训

练课呈现了年轻的“90后”“00后”演员凝

聚汗水与心血的训练成果。基础训练课

结束后，辽宁芭蕾舞团演员向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的同行们进行了技艺展示，芭

蕾舞唯美浪漫与青春力量的完美结合获

得一致认可。其中，曾在第二十届瓦尔

纳国际芭蕾舞比赛获“2002 特设大奖”的

“芭蕾王子”吕萌的《堂吉诃德》男子变奏

赢得热烈掌声。此次交流活动中年龄最

小，在《八女投江》中饰演 14 岁王惠民的

同龄演员李思旖，表演的《艾丝美拉达》

女子变奏备受好评。

9月17日、18日，《八女投江》在国家大

剧院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中心的

编导、演员到演出现场进行了观摩学习。

（本文及配图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提供）

本报讯 （记者简彪）9 月 15 日

至 18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

社、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等主办

的《诗刊》社第 31 届“青春诗会”在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举办，该活动

旨在聚焦推介诗歌界的新作者、新

作品。

本届“青春诗会”5 天会期中，

通过 4 轮淘汰机制遴选出的青年诗

人，与指导老师通过对世界文化遗

产“福建土楼”及其背后客家文化

的学习、采风，以及“土楼王子”振

成楼前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指导改

稿、诗歌讲座，来汲取文化营养、提

升诗歌质量。这些活动既考虑了

诗人汲取营养、交流技巧的专业需

求，也让当地民众、诗歌爱好者享

受艺术惠民的成果。

《诗刊》社 1980 年开始举办“青

春诗会”，从中发掘了舒婷、顾城、

江河、西川等诸多优秀诗人，成为

诗歌界引人注目的品牌活动。

根据文化部《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办法（修订稿）》（文

艺发〔2014〕33号）的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

（局）推荐申报，经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委员会认真评审，

并报文化部审定，拟评为第二批国家重点美术馆的名单已

经确定。为保证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工作的公平、公正、

公开，确保质量，现将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如对公示名

单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内向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工作

办公室（文化部艺术司）反映情况。反映的情况要具体详

实，并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核查。

通讯地址、邮编：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0 号

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100020。

联 系 人：刘冬妍 陈 岩

联系电话：010—59881765

传 真：010—59881332

E—mail：whbyss926@163.com

公示日期：2015年 9月 21日至 9月 27日

拟评为第二批国家重点美术馆名单

1.浙江美术馆

2.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

3.武汉美术馆

4.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 9 月

19 日，2015 北京 798 艺术节在 798

艺 术 区 开 幕 。 本 次 艺 术 节 以“ 艺

象·互联”为主题，旨在通过“互联”

的创新形式，让艺术与科技融合，

让艺术走进生活。

据 介 绍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本 届

798 艺术节，将开展十大项、近百个

小 项 的 艺 术 活 动 ，除 了 主 题 系 列

展、同盟系列展、雕塑展、灯光秀、

特别展、学术研讨等，今年还首次

推 出“ 指 间 互 联 ”798 多 彩 摄 影 大

赛，百姓可通过微信关注“798 艺术

区 服 务 平 台 ”，点 击 进 入“指 间 互

联”798 多彩摄影大赛，根据自己喜

好将作品上传至相应板块参与相

关活动。涂鸦作品是本届艺术节

的一大亮点，邀请到国内知名涂鸦

团队与欧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涂

鸦艺术家共同创作一幅为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的涂鸦作品。

此外，798创意市集也是本届艺术节

的一大亮点。现场 3D 打印、无人驾

驶小飞机、智能遥控车等各具特色

的创意品，将通过创意市集、展览展

示、创意活动集中呈现，让游客感受

创意为生活带来的快乐与便利。

今年 6 月，798 艺术区在贵阳设

立 798艺术中心，以本届艺术节为契

机，贵阳艺术家代表团将与 798 艺

术区的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展示

贵阳艺术家优秀艺术作品，推进两

地文化创意产业、艺术品交易及文

化服务业快速发展。

本报讯 9 月 19 日，2015 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

化产品价值评估的方法与标准研

究”开题论证会在湖南长沙举行。

该项目首席专家、湖南大学新

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彭祝斌

在会上作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介绍

了项目研究的思路和方案。项目评

审专家对课题进行了评议论证，专

家们一致认为，开题报告思路清晰、

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子课题的设计

科学合理。由于项目研究覆盖面

广，课题规模宏大，研究工作面临较

大挑战。专家组指出，项目研究可

以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突出重

点，有的放矢，将研究工作做实。

该 项目以湖南大学为责任单

位，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艺术科

技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潍坊银行

为合作单位。 （李成家）

“文化产品价值评估的方法与标准研究”开题

2015北京 798艺术节开幕

辽宁芭蕾舞团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开展艺术交流

在纽约人的眼中，它是完美地标，亦是文化圣地；在

表演艺术家眼里，它是心驰神往的艺术舞台——位于纽

约曼哈顿上西区的林肯中心，京剧大师梅兰芳曾在这

里让西方观众感知中国京剧的独特魅力。而今，京剧

表演艺术家张火丁再度将国粹艺术带上这一世界级艺

术舞台后，“火丁热”在纽约兴起。

程派名角受热捧

纽约当地时间 9 月 2 日、3 日，京剧程派名角张火

丁在林肯中心的大卫·寇克剧院演出全本京剧《白蛇

传》、《锁麟囊》。其一票难求、座无虚席的火热程度，

引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 等美国主流媒

体高度关注和超常规报道。据了解，《纽约时报》在其

国内版、国际版前后 4 次大篇幅甚至推出整版，报道演

出盛况；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大卫·巴尔博扎、知名乐

评人詹姆斯·奥斯特莱克撰写长文评价张火丁京剧表

演艺术。

“此次演出对美国主流观众的影响程度、美国本土媒

体的关注程度，为我国多年对美文化交流所罕见。”中国对

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如是说。

而此次演出还有另一个特点——不赠票、不打

折。“海外市场绝不能由于赠票被‘宠坏’。”负责演出的

工作人员透露，本次张火丁赴美演出的观众群主要包

括纽约当地华裔“粉丝”以及喜欢中国文化、愿意了解

中国文化的人士，“很多人是来林肯中心看歌剧、舞剧，

听音乐会的常客。”

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看来，艺术的市场推广

中，媒体的力量至关重要，“酒香有时也怕巷子深，中间

的宣传营销环节很重要，就像中国观众能欣赏西方交

响乐、芭蕾舞一样，西方观众对中国的京剧艺术其实也

抱有好奇与兴趣，相信通过合适的传播渠道，京剧在海

外亦能有广阔市场。”

多渠道扩大宣传铆足劲

此次赴美演出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宣传营销运作

团队。“我们的身份实际上是‘熟悉纽约市场的中国演

出商’，这是此次演出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该项目负责人王修芹说。

据介绍，本次张火丁赴美演出是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在林肯中心运作的第五个大型项目，通过前四次项

目的合作与积累，该公司同纽约当地有影响力的公关

公司、广告公司、林肯中心的票房营销团队达成默契。

而参与此次运作的本土“地接”团队，16 人中有 10 人是

在纽约市场拥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营销“老手”。“这次

去纽约不止要搞一次演出，更试图打造一个文化事

件。”在这样的想法与运作思路下，团队将目标锁定于

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国际性媒体《纽约时报》，希望通

过引起《纽约时报》主动关注与多批次报道，引发其他

媒体的跟踪报道。

但《纽约时报》一贯是独自收集资料、自主查看活

动情况、自行根据活动影响决定是否报道。“这是我们

需要攻克的最大难关，只有通过铺天盖地投英文稿件

获得其注意。”王修芹说。一方面，他们联系纽约的公

关公司，并邀请他们今年 5 月底来到北京，参加第十五

届“相约北京”艺术节闭幕式，观看张火丁的《锁麟囊》，

然后根据内容撰写英文稿件。另一方面，他们邀请专

家写了大量富有见地的评论文章，并细致准确地翻译

为英文发给国外媒体，并专门推出了此次“张火丁美国

行”的英文网站，一切都为了“预热”。此外，通过在纽

约 大 学 办 京 剧 艺 术 中 英 文 讲 座 、联 合 美 国 当 地 的

Circle Line Cruise 游船公司推出主题套票等多渠道扩

大宣传。“演出时间还未到，纽约已有很多人熟知我们

的演出了。”王修芹说。

“人格化”与提升文化自信

“我们的美学能不能被外国人接受，观念能不能用

一种合适的艺术形式传播出去，并让外国观众品味、欣

赏、理解，关键要看承载这门艺术的艺术家、大师，京剧

艺术只有通过‘人格化’才能更好地在观众中传播。”中

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说。

早在 1918年，京剧艺术便由梅兰芳带出国门，他先

后去了日本、美国、苏联，通过《贵妃醉酒》、《宇宙锋》等

经典剧目，西方观众领略到了古老东方艺术独特的魅

力；1950 年，国家京剧院张云溪等一批京剧名家赴海外

演出《三岔口》、《秋江》等作品，引起热烈反响；到上世

纪 60年代，京剧《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分别在阿尔及

利亚和日本演出，实现了京剧现代戏走出国门的新突

破，而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优秀剧目成功走出去。

“梅兰芳之后，在此之前走出去的京剧都重武戏、

打戏，轻文戏。”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宋官林说，“总怕外国观众听不明白京剧，甚至丢

掉了京剧最精髓的部分，结果却让外国人误解我们的

京剧就是穿上中国古代服装、化了装的热闹杂耍，归根

到底是缺乏文化自信所致。”而在巴图看来，在多元文

化背景下，文化产品走出去能够在国外形成巨大影响

反过来也会“反哺”国内观众，提升大众对京剧艺术的

审美与重视程度。

本报讯 （记者张晓楠）9 月 15

日，由国家图书馆、湖北省文化厅

主办的“书香养我——熊召政诗文

书法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幕。

展览以阅读为主题，展出作品

多为熊召政近期创作的诗词联赋，

包括手札、扇面、中堂、斗方、条屏、

题签等 72 幅作品。其中，8 幅书名

题签作品包括《张居正》、《北方的

王者》、《明朝帝王师》等，涵盖作者

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散文选、随

笔、新诗选、旧体诗词选、文化讲演

录等多种体裁。此次展出作品统

一编入《书香养我——熊召政诗文

书法展作品集》，由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发行。

熊召政诗文书法展亮相国图

文化部关于第二批国家
重点美术馆名单的公示

辽宁芭蕾舞团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开展艺术交流现场

9 月 15 日，中央歌剧院在北京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 2015 年 国 家 艺

术院团演出季中央歌剧院演出剧目

有 关 情 况 。 据 介 绍 ，纪 念 中 国 人 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场音乐会、瓦格纳鸿篇巨

制 尼 伯 龙 根 指 环 之 四《众 神 的 黄

昏》，以及讴歌抗日军民浴血抗战、

舍 生 取 义 精 神 的 大 型 原 创 歌 剧《我

的母亲叫太行》，将先后在 2015 年国

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期间上演。图为

音乐家们紧张排练《众神的黄昏》。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上接第一版）

“古羌城不仅是旅游景区，还是非遗传承人的新

家。”陈海元说。茂县有瓦尔俄足、羌族碉楼营造技艺、

羌年、羌笛的演奏及制作技艺 4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

有四川省级非遗项目 10 个，以及 20 多个传承人。“这些

传承人以前散居在全县各处，迫于家庭与生活压力，许

多传承人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维持生计上，没有时间

带徒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长期这样下去，很多

手艺就要失传了。”陈海元说。

“你在家里纳鞋底是做活，来我这里纳鞋底也是

做活，我付你工资，你做的鞋底还是你的。”这是陈海

元最纯朴的“劝人之术”。就这样，他把一个个传承

人请到景区。传承人在景区工作，还可以相互交流

取经。

除了非遗传承人，陈海元支持普通羌民到景区工

作，有近 300 名羌族百姓在景区进行原生态生活展示。

这种活态展示正是中国古羌城最核心的价值。游客麦

琪说：“两个小时里看了开城门仪式，了解了羌族生活

的历史和现状，还从导游那里学到了一些羌族医生的

治病方法。静静地看妇女做羌绣、在广场上和羌族老

人一起跳莎朗舞、看羌族老人下黑白石头棋……这种

感觉真好！”

文化有了，旅游也要跟上

谈起古羌城目前的经营情况，杨礼果概括为“边建

设、边规划、边经营”。“经营过程中，我们在不断摸索，

由于茂县旅游开发相对滞后，景区建设初期光想着对

羌族文化如何展示和呈现，未及仔细思考运营方面的

问题。”杨礼果说。

据统计，2014 年古羌城总经营收入 800 万元左右。

虽然茂县是去往九寨沟、黄龙等四川著名风景区的必

经之地，有近 70%的游客会在此停留，但真正能留下来

住宿的游人寥寥无几。“很多游人不想在这里住，就算

有人想住，景区的接待能力也有限。”陈海元说，由于开

发时考虑不够细致，整个景区中可用的床位只有大约

70个。另外，配套的餐饮、休闲、娱乐设施也相对匮乏，

直接导致多数游人只把这里当成一个中转站，而不是

旅游目的地。

“起初，旅行团都不会专门安排游客到这里玩，只

是中间停车休息，让游人简单转转，这促使我们重新思

考运营方式。现在，我们与许多旅游团建立了合作关

系，让更多的人走进古羌城，体会羌族文化。”杨礼果

说，目前，古羌城的游客量每天在 5000 人左右，最高达

到 7000人。

杨礼果估计，这些过路游客在古羌城的消费人

均 约 50 元 。“ 如 果 能 实 现 落 地 游 ，人 均 消 费 可 突 破

200 元。”他说，“我们一边尽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一

边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争取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实现

联合营销。”

“有的景区需要打造文化，我们这里不缺文化，缺

的是优秀的经营团队、宣传团队。由于我们是国有独

资企业，薪酬水平不易突破，经营成本进行分摊后，员

工工资收入属于行业内的中下水平，很难吸引到高水

平的从业人员。”杨礼果坦言，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理

念更新，以及如何让“硬件＋软件”磨合、融合的问题

上，中国古羌城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上接第一版）如果少了从前的种种

经历，便成不了今日的自己，他念念

不忘的始终是美妙却又艰苦的青年

时期。

“8 年的寻矿生涯，是我一生中

最苦却又最好玩的时光。那时候我

简直就像现代的徐霞客，一面流浪

一面感受各种奇妙的经历，虽然我

现在年过半百，总是会梦见年轻时

候在野外矿地挑灯游玩的情景。我

的小说创作多半与地矿有关，只有

走进大自然，融进那广阔的天地，那

才是我遨游文学世界取之不尽的宝

藏。”欧阳黔森说。

上世纪 60 年代，欧阳黔森出生

于梵净山脚下的一个地矿之家，父

母都从事地矿方面的工作。从小热

爱文学的他，看书拿笔是最喜欢做

的事。他的文学启蒙，无疑与地矿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欧阳黔森

的记忆里，地质队就像武侠小说里

的世界，充满奇幻与惊喜。地质队

职工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就像武侠

江湖中隐姓埋名的奇人异士，在那

个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听他们讲

故事便成了欧阳黔森至今喜欢讲故

事的缘由。

后来，欧阳黔森也成为找矿队

中的一员，跟着地质队野外找矿 8

年。最艰苦的地方他去过，荒无人

烟的地方也去过。踏遍祖国的山山

水水，奇险荒凉的西部激发着他的

创作灵感。

有了经历，他眼前的方向逐渐

清晰。少年已经长大，他的野心与

美梦化作一个个故事冲破笔尖，流

淌在纸上，成书、成诗。欧阳黔森的

文学创作就这样开始了……

感受普通人的苦乐年华

很多人都说欧阳黔森的作品好

看，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作品，都非

常吸引人。他写过英雄，也不乏对

小人物的关爱，他笔下的世界恢弘

壮美，英雄气概直指人心，可最动人

的还是他在细节上的精致处理。仿

佛他写的那个人就在我们身边，仿

佛他的文学世界就是我们曾经经历

过或者即将经历的。

小 说 、影 视 剧 中 的 主 角 都 是

人，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的故事都

是人在经历，欧阳黔森用敏锐的触

觉感受普通人的快乐与悲伤，和他

们一同呼吸、共同成长，在时代中

漫步远行。

他用文字回顾历史，引导人们

展望未来。他的心从未离开过群

众 ，他 的 感 官 不 曾 错 过 时 代 的 起

伏。为了写好《奢香夫人》，他去彝

族部落和族人们同吃同住，只为更

真实地还原历史的真面目。他不远

万里，重走抗战运输公路，最终有了

《二十四道拐》的问世。

就是这样一股“真”，也因为与

生俱来的“诚”，成就了欧阳黔森的

作品。说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不如说他懂生活、热爱生活，所谓好

故事都是生活的杰作。

做文坛与时代的英雄

识英雄、重英雄、写英雄、做英

雄，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离不开英

雄二字。什么叫英雄？心系群众，

以国为重。他的文学创作一方面书

写心中的梦，一方面传承着历史的

厚重。

作 为 资 深 文 艺 工 作 者 ，欧 阳

黔 森 以 身 作 则 ，号 召 作 家 肩 负 时

代的责任，用充满了爱国主义、理

想 主 义 、浪 漫 主 义 的 作 品 宏 扬 正

能 量 。 他 扶 持 青 年 作 家 ，尤 其 是

少 数 民 族 作 家 ，在 下 基 层 走 农 村

中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

人生观。

文学最大的意义就是唤醒人

们对时代的责任感，文字最美的地

方就是传承文化的魅力，做到这两

点 的 文 字 工 作 者 就 是 文 坛 的 英

雄、时代的英雄。就这样，读者记

住 了 欧 阳 黔 森 ，观 众 记 住 了 他的

作品，人们也因为他记住了贵州进

而爱上了贵州。（董金黄 唐悦丹）

欧阳黔森：好故事都是生活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