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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院团

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优秀保留剧目展演

锻炼人才与切实惠民并举
京 雯

2015北京青年戏剧节开幕

艺术·资讯

8 月 11 日至 9 月 9 日，中国国家京剧

院优秀青年演员优秀保留剧目展演在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此次演出由

国家京剧院 2015 年度青年演员业务考

核中成绩优秀的 26 名演员领衔主演十

台大戏和两台折子戏专场，行当齐全，

流派纷呈。值得一提的是，展演中，百

元以下演出票占可售票总数的 80%，每

场演出上座率均达 90%以上，总计万余

名观众走进剧场，获得社会各界特别是

广大戏迷的好评。

精心安排剧目，
老艺术家倾囊相授保驾护航

今年 7 月，国家京剧院邀请专家分

行当对全院 40 岁（含）以下青年演员进

行逐一考核，26 名青年演员获得了考核

“优秀”的评定，此次展演即由这些优秀

演员各挑大梁，担任主演。

为继承国家京剧院的艺术风格，展

演筹备期间，杜近芳、梅葆玖、刘长瑜等

艺术家不顾高龄、冒着酷暑，多次来到排练

现场亲身示范，指导青年演员排戏，为青年

人才的茁壮成长保驾护航。青年演员勤学

苦练，不负众望，在演出中各领风骚，达到

了经典剧目呈现应有的舞台水平。

此次展演的 12 场演出，有《红鬃烈

马》、《锁麟囊》、《宇宙锋》等经典传统剧

目，《杨门女将》、《白蛇传》、《春草闯堂》

等优秀新编历史剧目，《红灯记》、《平原

作战》、《智取威虎山》等现代剧目，还有

《钟馗嫁妹》、《八大锤》、《挡马》、《竹林

记》等优秀折子戏，全方位展示了国家

京剧院青年才俊的艺术风采。

科学调研分析，
实施低票价惠民措施

在 展 演 策 划 阶 段 ，国 家 京 剧 院 即

通过与观众代表座谈等方式广泛了解

普通群众的观演需求，以成本核算为

基础，通过数据分析系统，统计近 3 年

剧场演出的销量、不同价位票务销售

比 、不 同 剧 目 上 座 率 等 数 据 ，对 观 众

购票能力和观演行为细化分析，测算

观众此前愿意付费的价格、喜爱观看

的 剧 目 等 ，让 票 价 紧 紧 围 绕 观 众 需

求。如由青年演员付佳、张兵复排的

经 典 剧 目《白 蛇 传》今 年“ 五 一 ”期 间

演 出 了 一 场 ，观 众 反 响 热 烈 ，一 票 难

求 ，此 次 展 演 该 剧 再 度 登 台 ，两 场 演

出 票 全 部 售 罄 。

针 对 此 次 展 演 ，国 家 京 剧 院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低 价 惠 民 举 措 ，最 低 票

价 仅 20 元 ，百 元 以 下 票 占 可 售 票 总

数 的 80% ，且 持 老 年 证 、学 生 证 、残

疾 证 、国 京 会 员 卡 的 观 众 可 再 享 受

9.5 折 购 票 优 惠 。 此 举 极 大 调 动 了

观 众 的 观 演 热 情 ，受 到 戏 迷 的 热 烈

欢 迎 ，每 场 上 座 率 均 达 90% 以 上 ，热

点场次演出票开场前一周即售罄。

此 外 ，国 家 京 剧 院 积 极 吸 引 社 会

力 量 ，与“ 易 麦 通 ”合 作 ，降 低 演 出 成

本，使观众仅用一次普通快餐的价格

就能享受精神文化大餐，同时更为青年

人才提供了更多磨炼技艺的机会。

社区联动，
推行接地气的宣传营销方式

剧院在继续加强纸质媒体、网络媒

介、商业广告等宣传营销推广的同时，还在

北京市西城区文委的支持下，提前一个

多月走进西城区 9 个街道 50 个社区 30

多个文化站，举办名家见面会等活动，

与社区各文化站积极分子建立畅通有

效的联系，此次演出得到这些义务宣讲

员的积极宣传，以奔走讲解、粘贴海报

等形式，在剧院周边社区、商区等进行

了广泛传播，发掘了大量潜在观众，实

现了票务销售的先期铺垫，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和宣传效果。

和杭州南宋御街上那些散落的售

卖旅游土特产的店铺相比，从昔日盛极

一时的翁隆盛茶号改造而来的御乐堂

的装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纯实

木的厚重桌子，雅致的竹制屏风，还有

店门口迎宾台上的那只陶制花瓶，春来

插百合，夏来供莲花……

但，真正风雅的，在楼上。每周五、

周六，穿过二楼的精致棉布门帘，走上

吱吱作响的实木楼梯，展现在你面前的

是由浙江昆剧团演出的一个半小时的

体验版昆曲《牡丹亭》。只有 66 人的小

剧场，汤显祖笔下那生生死死爱恋的柳

梦梅和杜丽娘，就这样近在咫尺。

“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愿望，能

有一个地方可以游西湖、品龙井、看昆

曲。”9岁学艺，演了数十年昆曲的名家林

为林说，这样一个清雅之所，是他的夙愿。

2014 年，时任浙江昆剧团团长的林

为林遇到了“一直在筹谋为传统文化反

哺社会找到切入点”的程俊，二人一拍

即合，总算为林为林多年的愿望找到了

安放之处。

找个配得起昆曲的地方

御乐堂是一座灰色的三层楼古宅，

青砖黛瓦。“当时我们找演出场所时，挑

了好多地方，最后才选了这里。”体验版

昆曲《牡丹亭》的制作人戴志清说。

“没改造前这里是一栋危楼，当时

70 多岁的昆曲大师汪世瑜老师，也跟着

我们颤颤巍巍地爬到三楼看场地，就是

为了找个配得起 600 年昆曲的地方。”戴

志清说。

《牡丹亭》最完美最立体

在这座充满故事的老房子里演什

么，林为林认定是《牡丹亭》。“昆曲经典

不少，但《牡丹亭》最完美、最立体，也最

适宜小剧场的演出。杜丽娘为情而生，

为情而死。今天，这样天长地久、缠绵

悱恻的爱情依然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

为了展示昆曲表演最本质、最美的

一面，体验版《牡丹亭》以昆曲“家班”的

形式演出，演员、乐师皆明代服饰装扮，

舞美设计充分尊重建筑原貌，角儿完全

靠嗓子和身段，乐师现场演奏，杜绝麦

克风和扬声器。

最好看莫过于眉目传情

原本的《牡丹亭》有 55 折，曾经白先

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要看 3 个晚上共 9

个小时；浙江昆剧团演出的汪世瑜和王

奉梅搭档的版本则分上下两折，近 5 个

小时。作为总导演的林为林，为御乐堂

量身打造的体验版《牡丹亭》只有一个

半小时，包括《惊梦》、《言怀》、《离魂》、

《旅寄》、《冥判》、《玩真》、《幽媾》和《回

生》8折戏。“其实这 8折戏里还进行了浓

缩。”林为林说。

除了将剧情的精华浓缩，林为林还

依照御乐堂的建筑特点，将演出拓展到整

个剧场空间。在舞台的正对面，林为林设

计了凉亭造型的另一道门，《离魂》一折

中，杜丽娘的“魂魄”一袭白衣从这道门

“飘”出，而《回生》一折时，杜丽娘则着鲜

红的斗篷，从门而入，与柳梦梅相见。

在林为林看来，体验版《牡丹亭》的

特点在于精致。“《牡丹亭》中唯美的落

花流水景致，都展现在了这台戏中。”林

为林说，如《惊梦》一折中，杜丽娘与柳

梦梅两人首次在梦里相聚，柳梦梅用八

尺长的斗篷，把杜丽娘围住，配合着舞

台上空飘落的花瓣，观众也笼罩在这美

好的春梦中。

“在这里看《牡丹亭》，最好看的莫

过于看他们的眉目传情。”林为林说，体

验版《牡丹亭》演出时，因为演员与观众

近在咫尺，观众能看到最细腻的表演，

但这也给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林为林精心遴选了浙江昆剧团的两组

优秀青年演员轮换演出。

为下一个一百场努力

自 2014 年 4 月 13 日的首场演出算

起，体验版《牡丹亭》已经演出超过 120

场。“一个传统戏曲，能够驻场演出 100多

场，这在全国并不多见，而在浙江昆剧团的

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林为林说。

据 了 解 ，此 次 演 出 以 商 业 模 式 运

作，票价从 580元到 1280元不等，包含一

顿精美的自助餐。体验版《牡丹亭》一

经推出，很受追捧，经常需要提前一周

预订，才能有位。100 场之后，已收回成

本，略有盈余。

而这样成功的演出尝试，也得到了

浙江文化部门的鼓励。浙江省文化厅

艺术处处长薛亮说：“体验版《牡丹亭》

是昆曲艺术和现代市场商演有机融合

的有益尝试，也是戏曲与旅游和社会资

本相结合的范例。作为浙江的文化部

门，我们鼓励这种戏曲演出综合体。这

种驻场演出的新模式，对于锻炼青年演

出队伍和培育市场都是有益的。”

“演出的这一年，我们拒绝赠票，拒

绝打折，就连票务代理机构，也没有一点

折扣。对待昆曲，观众必须要有敬畏之

心，只有自己掏钱买票，才懂得珍惜。但

是我们会给观众最好的服务。”程俊说。

在程俊要和浙江昆剧团签第一个

100 场时，林为林是犹豫的。“他原来说

要签 1000 场，我说怎么可能，肯定要亏

本，还是先签 100 场试试水。还说虽然

签了 100 场，要是演出亏太多，也是可以

中止的。”而在首个 100 场之后，林为林

这样的昆曲从业者心里也开始有了些

底气。“接下来的 100 场，我们会对台词

和细节做一些调整，在考虑把投影屏幕

换成书法家现场在宣纸上书写《牡丹

亭》的场次名。另外，现在的剧情里诙

谐幽默的成分少了一些，之后的演出我

们会做相应的调整。把御乐堂体验版

《牡丹亭》打造成杭州新地标，我们有信

心。”林为林说。

9 月 9 日至 28 日，2015 年第五届孔

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在京举办。本届

国学文化节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秉承了前

四届“国学圣地、德化天下”的宗旨，更

加注重实践“全民国学”的理念，邀请群

众广泛参与国学文化活动。本届国学

文化节通过“礼仪·国学”“欣赏·国学”

“体验·国学”三大板块共 11项活动，全

方位展示了国学文化的魅力。

礼仪·国学
传统仪式传承国学经典

9月9日上午，在拥有 700多年历史

的孔庙大成殿广场前，一场庄严的“释

菜礼”拜师仪式拉开了第五届北京孔

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的序幕。释菜礼

是古代入学时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典

礼，亦作释采、舍菜，即用菜（蔬果菜羹

等）来礼敬师尊。拜师仪式上，来自东

城区的 100名学生身着汉服，代表东城

区 10万余大中小学生向老师代表行三

鞠躬拜师礼，随后，师生共同在庄严肃

穆的吟唱中向大成殿内的孔子像行敬

师礼，以传承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

统美德。

9 月 28日是先贤孔子诞辰纪念日，

届时将在孔庙大成殿举行闭幕式暨祭孔

大典。内容以歌颂孔子生前业绩为主，

整个祭孔过程在典仪官主持下进行，包

括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共

六个部分，集礼、乐、歌、舞于一体，可谓

一场中国古代祭孔仪礼的情景再现，将

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

东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拜师仪

式和祭孔大典已成为历届国学文化节

保留的标志性经典国学活动。

欣赏·国学
看、听、读品味国学艺术

在本届国学文化节期间，主办方

采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对国学文化进

行创新演绎，向大众展示全方位的国

学艺术。爱好国学文化的人在文化节

期间可以到这里看国学、听国学、学国

学、品国学。

在国子监彝伦堂，聆听“重礼仪、

讲诚信、行家训”的国学故事；在国子

监博物馆敬一亭，跟随国学大师重温

经典的“吟诵”学习方法；还可以亲自

体验雕漆技艺、北京面人、北京剪纸、

京剧脸谱绘制等非遗制作。

9 月 27 日晚，在国子监辟雍大殿

区举办的《“风雅颂”2015 辟雍诗歌音

乐会》将以“一轮中秋月，四海华夏情”

为主题，以中秋赏月古诗文吟诵为主，

采取诵、歌、乐、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是

一台兼具古典文化意蕴和当代审美的

大型中秋晚会。

此外，大成礼乐古典乐舞高校巡

演、第三届全国教育家成长高端论坛、

“大美寻源，薪火相传”——2015 年国

学文化节书画作品展、“书香东城”全

民阅读平台国学专题、非遗展览等多

项活动在文化节期间让市民持续领略

国学文化的魅力。

体验·国学
市民亲身感受国学胡同游

在孔庙、国子监地区周边的成贤

街、五道营、方家胡同等，既保留着老

北京传统街区胡同的面貌，又涌现出

了一批十分有特色的餐厅、小店，传统

与现代交融，古朴又不失新潮，别有一

番韵致。

在此次的国学文化节中，东城区

整合五道营、成贤街、方家胡同等街区

内与国学文化相关联的 40 余家商户，

以“互联网+”的概念，结合微信“摇一

摇”这种时尚有趣又简单易行的参与

方式，吸引广大受众参与，将东城区的

胡同文化进行联动推广，提升胡同文

化品位。

文化节期间，每家商户分别针对

国学节给出特定的优惠活动。消费者

只要在参加活动的商户附近，启动微信

的“摇一摇”功能，就可以查看到周边所

有参与活动的商户优惠信息。此外，活

动举办方还挑选了多家与国学文化高

度相关的商户，组织社区内群众参与国

学文化线下的互动体验活动，让他们近

距离地感受国学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 （记者刘淼）由北京市

文联主办的 2015北京青年戏剧节日

前在京开幕。本届青戏节于 19 天中

集结了 7个国家和地区的 22 部作品，

在北京 6 个剧场和艺术空间演出近

百场。

9月 8日，巴西戏剧《三个悲剧女

性》作为开幕剧在蜂巢剧场上演，这

也是巴西戏剧首次登陆中国。国际

剧目还包括日本导演藤田贵大执导

的《异形三姐妹》、波兰的《狂人与修

女》、瑞士的《舞台假日》及法国的

《灵魂归来》与《自由站》。中国剧目

包括胡磊导演的《花生》、陈恒辉带

来的《十方一念》、丁一滕大胆解读

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新剧《拥抱麦

克白》。此外，文献剧《有冇》讨论当

下社会中“物与人”的关系；储智勇

带来的《色弱》将戏剧与音乐结合，

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赏感受。

此外，本次戏剧节“经典致敬大

师”单元的主题是存在主义戏剧家

萨 特 ，导 演 孙 晓 星 将 朗 读 其《苍

蝇》、《死无葬身之地》、《禁闭》3 部

作品；“公益活动特别活动”单元将

带来多洛塔·马斯洛斯卡的作品《终

究徒劳》和亚当·密茨凯维奇舞蹈学

院的高级剧场与表演专家乔安娜·
克拉斯的讲座《21 世纪的波兰戏剧

创作》。

本报讯 （记者刘淼）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总政话剧团再

度上演当代军事题材话剧《兵者·国

之大事》，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中国军

队强军风采。

该剧紧紧围绕努力实现“强军

梦”时代主题，以我军近 10 年间的军

事演习变革为背景，塑造了一批鲜

活生动的当代军人形象，展现了一

代铁血军人的使命担当。戏剧教育

家徐晓钟评价：“《兵者·国之大事》

写出当代军人的胸怀，视野开阔，对

人物和人生的开掘，富有创造性，体

现了我们的民族之魂。”

此次演出是该剧参加文化部主

办的巡演活动，并为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 20 多所高校师生进行专场

演出。本月下旬，该剧将赴成都演

出，实现百场纪念演出。

本报讯 （记者罗群）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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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合唱《黄河》，于 9月 18日

在北京清华大学上演。

音乐会上半场演出钢琴协奏曲

《黄 河》，下 半 场 演 出《黄 河 大 合

唱》。本场音乐会由清华大学教工

合唱团、校友合唱团、学生艺术团合

唱队和清华大学学生交响乐团联合

民乐队、军乐队共同演出，演职员共

300 余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有 80 多

岁 的 吴 文 虎 教 授 ，年 龄 最 小 的 是

2015 年入校的大一新生。音乐会由

指导清华大学学生交响乐团 20 多年

的指挥家刘凤德执棒。此外，音乐

会还邀请到旅德钢琴家吴纯加盟，

这也是清华大学学生交响乐团首次

与国际知名钢琴演奏家合作钢琴协

奏曲。

清华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本次专场音乐会定于 9月 18日，有重

要的纪念意义。1931 年“九一八”事

变后，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清华

人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

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清华大学建

校 100 多年来，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

呼吸、共命运，在抗战期间曾与国家

一同承受苦难，如今也与国家一起

分享强盛、和平的喜悦。

本 报 讯 日 前 ，中 国 昆 剧 古

琴 研 究 会“2015—2016 年 度 昆 曲

古 琴 进 驻 校 园 活 动 工 作 会 议 ”在

京举行。

此次会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

会力在昆曲、古琴“进校园”的基础上

实现“驻校园”的构想，旨在通过“驻校

园”长期持久的活动形式使昆曲、古

琴在孩子们心中扎根。

此次会议云集昆曲、古琴领域各

路精英，来 自 中 国 昆 剧 古 琴 研 究

会、各大昆曲院团、各地民间琴社、

曲 社 的 负 责 人 以 及 活 跃 于 教 学 一

线的著名琴家，分别就如何理解与

定位“驻校园”的真正含义、如何将

“驻校园”付诸实践、如何通过“驻

校 园 ”来 实 现 昆 曲 、古 琴 及 传 统 文

化精神的持 续 传 承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热烈讨论。

中 国 昆 剧 古 琴 研 究 会会长田

青提出，“驻校园”要点面结合，深广

兼顾，在面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在选

定的点上有所“驻”，在“广”的基础

上有所深化。“我们希望通过昆剧古

琴研究会的系列推广活动，使国人

在学习、认知昆曲和古琴之余，感受

古人的生活方式，认知古人的精神世

界，与古人的灵魂对话。我们的目的

不在于复制古人的生活，而是通过理

念、环境、方式方法来提高今人的精神

境界，用我们的努力让传统文化得到

更多、更好的承传与弘扬。”（姚 慧）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日前，王

彩云京胡演奏精选专辑《炫彩流云》

由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专辑收录了国内多位作曲家创

作编配的京胡名曲，包括京胡独奏曲

《梅花新调》、京胡协奏曲《京华气

韵》、京胡独奏曲《梨园魂》、京胡与大

提琴《别》、现代作品《两情相悦》、器

乐曲《鼓乐夜深沉》、京胡与小提琴

《炫弦》。

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主任谢振

强、作曲家朱维英等专家学者认为，

王彩云的演奏不仅承袭传统，更勇

于创新，并借鉴和吸收民族器乐与

西洋乐器的演奏方法，极大丰富和

拓展了京胡的艺术表现力，将不同

风 格 的 作 品 展 现 出 多 彩 的 音 乐 风

貌，带给听众美轮美奂的享受。

王彩云“演奏、伴奏、教奏”集于

一身。2015 年 1月，她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举办了京胡音乐会。其演奏风格

潇洒流畅、委婉动听，追求亦情亦理、

心琴合一。作为伴奏，她主要为京剧

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操琴。她

是中国第一位京胡硕士研究生，现任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不入《牡丹亭》，怎知精致几许
本报记者 刘 淼 驻浙江记者 杜俏俏

专家研讨昆曲、古琴“驻校园”

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将迎来演出百场

清华大学上演《黄河》

王彩云京胡专辑《炫彩流云》出版

《杨门女将》 《红鬃烈马》

第五届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在京举办

三 大 板 块 展 示 国 学 魅 力
谢莒莎

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开幕 王 峥 摄

艺术·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