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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楚汉春秋》

话剧《那江，那人》
歌剧《八月桂花遍地开》
楚剧《犟妈》
汉剧《腊妹回家》
楚剧《寻儿记·风雪夜》
黄梅戏《马前泼水》

话剧《刘伦堂》

音乐剧《生命的呵护》
汉剧《程婴夫人》
话剧《犟妈》
木偶神韵

方言喜剧《鬼子进了城》

歌舞《白云黄鹤是故乡》

杂技剧《楚风汉韵》

楚剧小戏《山乡网恋》

儿童剧《迷藏》

楚剧《焦裕禄》

楚剧《县长拜年》

阳新采茶戏《布贴女》
舞剧《射雕英雄传》
襄阳花鼓戏《长山壮歌》
豫剧《亲爹亲娘》

湖北越调《提亲逗女》

豫剧《看孙孙》

话剧《我在寻找一颗星》

话剧《风涌宜昌》

情景歌舞剧《大端午》

歌舞剧《江山美人》

2015年 9月 29日 14∶00
2015年 10月 1日 19∶00
2015年 10月 7日、8日 19∶30
2015年 9月 25日、26日 19∶30
2015年 10月 7日、8日 14∶30
2015年 10月 5日、6日 14∶00
2015年 10月 5日、6日 14∶00
2015年 10月 5日、6日 14∶00

2015年 9月 28日 15∶00、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3∶00
2015年 9月 27日、28日 13∶30
2015年 9月 30日、10月 1日 19∶30
2015年 10月 4日、5日 10∶30
2015年 9月 29日 19∶30
2015年 10月 2日 19∶30
2015年 9月 27日 10∶30
2015年 10月 3日 10∶30
2015年 10月 5日、6日的 15∶00、19∶30
2015年 10月 1日 13∶30
2015年 10月 5日 10∶30
2015年 10月 7日、8日 14∶30
2015年 9月 27日 19∶00
2015年 9月 29日 19∶00
2015年 9月 26日 19∶00
2015年 9月 28日 19∶00
2015年 9月 25日、28日 19∶30
2015年 10月 8日、9日 19∶30
2015年 9月 26日、27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 19∶30
2015年 9月 30日 19∶30
2015年 10月 7日 19∶30
2015年 10月 8日 19∶30
2015年 10月 1日、2日 9∶00
2015年 9月 28日 19∶30
2015年 10月 8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 15∶00
2015年 9月 29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9∶30

京韵小剧场
南湖水上公园
珞珈山剧院
武汉剧院
黄鹤戏楼
武汉市永芳古戏院
武汉市永芳古戏院
武汉市永芳古戏院

黄石市磁湖剧院

武汉小学（武昌中南路）
人民剧院
中南剧场大剧场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亲子剧场
湖北剧院
中南剧场

“园博会”湖北园喷泉广场

武汉杂技厅
楚乐戏苑

“园博会”广东会馆大戏台
武汉市艺术学校实验剧场
新洲区辛冲镇
新洲区邾城街
蔡甸区影剧院
蔡甸区桐湖农场
阳新县采茶戏大剧院
襄阳剧院
宜城市人民会堂
襄阳市艺术剧院艺术小剧场
谷城县石花镇苍苔社区
谷城县盛康镇当铺村
谷城县冷集镇李州村
谷城县城关镇过山社区
谷城县庙滩镇文化广场
老河口市李楼镇
荆州市凯乐大剧院
公安县剧场
宜昌市滨江剧院
秭归政府广场
秭归南门广场

长阳县清江古城剧院

湖北省京剧院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

长江人民艺术剧院

黄石市歌舞剧院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
武汉汉剧院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武汉说唱团

武汉歌舞剧院

武汉杂技团

武汉楚剧院

武汉市艺术学校

新洲区楚剧团

蔡甸区楚剧团

阳新采茶戏传承中心
襄阳市艺术剧院
襄阳花鼓戏剧团
湖北省豫剧团

谷城县曲剧团

老河口市豫剧团

荆州市艺术剧院

宜昌市歌舞剧团

秭归屈原艺术团

长阳清江古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长阳县歌舞剧团

演出剧目 演出时间 演出地点 演出单位

歌舞剧《茶山七仙女》

儿童剧《打个谜语你来猜》
郧剧《风雨塔灯岩》

山二黄《爹爹你挂墙头》

豫剧《争妈》
郧阳二棚子《樱桃醉》
花鼓戏《双玉蝉》
京剧《梁子湖传说》
楚剧《弯树直木匠》
楚剧《风雨彩虹》

楚剧《信义之爱》

楚剧《小镇良民》

黄梅戏《活字毕昇》

黄梅戏《余三胜轶事》

黄梅戏《传灯》
文曲戏《渔鼓声声》

音乐剧《红安回响》

东路花鼓戏《麻乡约》
歌舞秀《时舞——香城恋》

通城花鼓小戏《寡妇相亲》

随州花鼓戏《不下马的将军》
南剧《唐崖土司夫人》
歌舞剧《武陵绝响》
南剧《拼命书记》

柳子戏《十八相送》

荆州花鼓戏《汉王陈友谅》
荆州花鼓戏《醉飘香》
荆州花鼓戏《秦香莲》

堂戏小戏《花伞下的春天》、

《送寒衣》

杂技《凤舞楚天》
动漫音乐剧《小意达的花》
话剧《牵挂》
话剧《恽代英》

2015年 9月 30日 19∶30
2015年 10月 3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9∶30
2015年 10月 5日、6日 15∶00
2015年 9月 26日 15∶00
2015年 9月 28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5∶00
2015年 10月 3日 10：00 、15∶0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 13∶30、29日 9∶00
2015年 9月 28日 14∶30
2015年 9月 29日 14∶30
2015年 9月 29日 19∶30
2015年 9月 30日 19∶30
2015年 10月 6日、7日 19∶30
2015年 10月 5日 14∶30
2015年 10月 6日 14∶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9∶30
2015年 9月 29日、30日 19∶30
2015年 10月 1日 14∶30
2015年 10月 3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 19∶30
2015年 9月 26日、27日 20∶30
2015年 10月 3日 14∶30
2015年 10月 6日 14∶30
2015年 9月 26日、27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30日 20∶00
2015年 9月 28日、30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 10∶00
2015年 9月 29日 14∶00
2015年 10月 15日、16日 19∶30
2015年 9月 28日、29日 19∶30
2015年 10月 7日、8日 19∶30
2015年 10月 2日 19∶30

2015年 10月 3日 19∶30

2015年 10月 7日、8日 19∶00
2015年 10月 7日 14：00、19∶30
2015年 9月 25日、26日的 14∶30、19∶30
2015年 10月 9日、10日 19∶30

宜昌市五一剧场
柴埠渓景区
宜都剧场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竹溪县城关镇地母庙运动场
竹溪县汇湾镇滨河广场
十堰市人民广场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
荆门市群文中心
鄂州大剧院
湖北省实验楚剧团礼堂（孝感）
汉川影剧院
应城市文化中心广场
应城市文化中心广场
云梦东城区广场
云梦县影剧院广场
黄冈市职工活动中心
罗田县黄梅戏剧团剧场
罗田县人民广场
黄梅县大剧院
武穴市影剧院
红安县将军广场
红安县文化中心
麻城市会展中心
咸宁时舞青年剧场
通城县石南镇
通城县大坪乡
随州市神农公园演艺广场
咸丰县会展中心
民族大剧院
来凤县龙凤文化中心剧场
鹤峰县中营镇大路坪村
鹤峰县容美镇张家村
仙桃市演艺中心演艺厅
天门剧院
潜江市曹禺戏楼
神农架林区九湖镇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

武汉市田汉大剧院
武汉市光谷十七排剧院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厅

五峰县歌舞剧团

宜都市歌舞剧团
丹江口艺术剧院

竹溪山二黄剧种保护传承展演中心

十堰市艺术剧院
郧阳民俗文化展演中心
荆门市艺术剧院
湖北省京剧二团
湖北省实验楚剧团
福星楚剧团

应城市楚剧团

云梦县楚剧团

湖北省黄梅戏剧院

罗田县黄梅戏剧团

黄梅县黄梅戏剧院
武穴文曲戏研究院

红安县楚剧团

麻城东路花鼓戏剧院
咸宁香城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通城县花鼓戏剧院

随州花鼓戏艺术剧院
咸丰县南剧团
湖北省民族歌舞团
来凤县南剧团

鹤峰民族文化馆

仙桃花鼓戏剧团
天门市花鼓戏传承中心
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

神农架林区下谷堂戏演艺团

楚艺汇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光谷十七排剧院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演出剧目 演出时间 演出地点 演出单位

（具体演出时间以当地演出预告为准）

9 月 26 日起，第二届湖北艺术节入选剧目基层惠民展演在全省 17 个市州全面展开，省、市、县专业艺术院团和高校、企业、民营艺术团体以及民间班社创

作排演的 49台剧目和 15出小戏，将在剧场、广场、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演出 100多场，丰富和活跃全省人民中秋、国庆两节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体现以

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和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惠民宗旨。

基层惠民演出主题鲜明、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涵盖 18 个戏曲品种和多种艺术门类，既突出专业艺术院团演出，又注重培育草根艺术，全面展示近年来特

别是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湖北省舞台艺术创作成就，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建设丰硕成果。

第二届湖北艺术节入选剧目基层惠民演出全面展开
第
二
届
湖
北
艺
术
节

官
方
微
信
二
维
码

本报讯 （记者李琤）“雪海流香”

赵梅生 90 艺术回顾展日前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展，近百幅水墨画作亮相。

本次画展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美

术家协会、中国画学会、山西省文化

厅、山西省文联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为

学术支持单位。

开幕式上，赵梅生向中国国家博物

馆捐赠了《梦槐》、《华山》两幅作品。

此次画展展出的是赵梅生的国画、书

法、篆刻、油画、瓷画等多种形式的代

表作品，既有多次参展的作品精选，也

有许多近年新作，其中包括其 90 岁之

际创作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题材的作品，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赵梅

生丰富多彩的创作历程和艺术成就。

本报讯 由今日美术馆主办的“迷

宫：庞茂琨艺术中的视觉秩序与图像生

产”展于 9月 25日至 10月 7日在北京今

日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由高名潞担任

学术主持，盛葳担任策展人，共展出庞

茂琨近两年的最新创作 60余幅。

此次展览以“迷宫”为主题，集中

展现艺术家最近两年在艺术创作上的

转变与突破。以作品回顾和综合文献

的方式梳理、研究艺术家对主题兴趣

的源头以及包括自画像、镜像、多重映

像等在内不同阶段的思考与创作。盛

葳表示，庞茂琨的作品在多重“凝视”

的背后，展现的是不同的欲望投射，不

是简单遵循着“再现”的原则，而是一

个支离破碎的图像迷宫，而维系其完

整 性 的 因 素 ，则 是 艺 术 家 的 视 觉 秩

序 。 展 览 试 图 通 过 两 个 线 索 来 呈 现

“视觉”和“图像”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艺 术 家 是 如 何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展 开 研

究的：一条是时间性线索，即在艺术

史 与 当 代 境 遇 交 错 的 双 重 维 度 下 对

艺 术 的 视 觉 秩 序 与 图 像 生 产 进 行 考

量；另一条是空间性线索，即展览的

空间就是一个视觉迷宫，观众将怀着

走 出 迷 宫 和 走 近 作 品 的 目 的 进 入 其

中，在视觉与文化的双重语境中观看

与思考。 （蔡 萌）

本报讯 由国文经信（北京）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北京视觉经典美

术馆承办的“笔墨春秋——毛继崑从

艺 50 年画展”，近日在北京视觉经典美

术馆举办。

毛继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之

家，其伯父毛庆来、毛盛戎、毛世来都

是我国京剧表演艺术家，其父亲毛家

奇从小在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坐科。

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毛继崑的画融

入了很多京剧舞台的元素。京剧讲究

“唱、念、坐、打”“手、眼、身、法、步”，国

画 讲 究 墨 分 五 色 ，即 浓 、淡 、干 、湿 、

焦。两种国粹艺术有着相通的关系。

毛 继 崑 的 画 里 也 加 入 了 很 多 京 剧 的

理念。通过对京剧的学习和了解，毛

继崑的写意直抒胸臆，朗朗落墨给人

一种堂皇之象，清雅之气。本次展览

共展出作品 80 余幅，包括花鸟写意、

山水和书法，全面反映了毛继崑从艺

50 年来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和艺术

成就。 （白 炜）

本报讯 （记者鲁娜）9 月 23 日至

28 日，“素语墨韵——杜炜画展”在北

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本次展

览展出了艺术家杜炜的 86 件中国画，

是杜炜首次在京举办个展。

杜炜 1941 年出生于广东南海，至

今已习画 59 年。他在多年的艺术生涯

中承接“岭南画派”的主张，将自己深

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从写生和民间

工艺美术中吸收养分。本次展览是其

近些年创作的新作，包括白墨、焦墨和

泼墨等。展览策展人杨卫表示：“中国

画向来注重笔墨，把墨分为五色，注重

它的表现力，而对‘白’的运用，却尤为

控制。但杜炜却反其道而行，把白颜

色当‘墨’来用，从‘新中国画’的概念

中脱颖而出，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清

墨画或素墨画。”

民营美术馆：不想同质而无聊
本报记者 蔡 萌

“因为不想同质而无聊，不想同化

而麻痹，我们坐到了一起。”由银川当代

美术馆主办、99 艺术网发起的 2015 第

三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日前在

宁夏银川举行，论坛尾声之际，银川当

代美术馆艺术总监谢素贞即兴感言。

此次论坛聚焦于中国民营美术馆

的制度建设与专业创新，与会嘉宾就

中外民营美术馆现状进行了讨论。在

为期 2 天的演讲和讨论中，论坛从“民

营美术馆的定位与规划”“民营美术馆

在馆际方面的展示和交流”以及“民营

美术馆中的学术专业性及文创战略”

三个方面切入民营美术馆在现今及未

来的发展、生存策略。

民营VS公立，如何面对生存挑战

今天的民营美术馆不仅会遭遇到

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对于整个美

术馆体制的冲击，还要无时无刻地面对

着民众对于美术馆“新一点”“多一点”

“不一样一点”的现实需求，如何在“夹

击”中生存下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来自荷兰眼镜蛇现代艺术博物馆

的艺术总监卡佳·魏特琳对比国外美术

馆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民营美术馆还

有很大发展空间。具体到荷兰的民营

美术馆，卡佳·魏特琳称，受金融危机的

影响，荷兰政府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支

持力度减弱了。过去几年，荷兰许多公

立的美术馆开始慢慢民营化，越来越多

的民营美术馆发展起来了。

“美术馆从公立转向民营，这让荷

兰一些美术馆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好

的影响在于，美术馆在政府的管理之

下，有时不太创新，没有活力，而民营

化之后，美术馆反而会更好地管理藏

品，更好地为藏品、展览项目去努力。

此外，民营美术馆不得不进一步向公

众开放，他们也变得更加创新，业务模

式更好。”但负面的变化同样值得关

注，在卡佳·魏特琳看来，由于美术馆

更加依赖私人的资金支持，这使得有

些荷兰美术馆的项目像是为了取悦投

资人而做的。“作为民营美术馆，我们

首先必须要有自己核心的身份认同。”

卡佳·魏特琳认为，身份认同的确立是

民营美术馆发展及向外拓展的基石，

“唯有在外界清楚你的文化内涵、精神

内核是什么后，才会激发公众及投资

者的认同。”她说。

美国弗莱艺术博物馆馆长乔安·伯

尼·丹兹克尔曾在多家民营美术馆工

作，切身了解民营美术馆想要生存就需

要解决的问题，她以古根海姆博物馆和

西雅图弗莱尔艺术馆为例，分享了可行

的解决方案。在乔安看来，民营美术馆

的早期危机可能来源于其创办人，因此

要经营好一个民营美术馆，创办人要具

有非常好的愿景来定位。“以古根海姆

为例，其早期的目标是寄希望于自然和

人类的共同发展，并把自己家族的遗产

向大家展示。西雅图弗莱尔艺术馆，也

有非常清楚的定位和愿景。”

上海龙美术馆依托 20多年私人收

藏打造出“一城两馆”的艺术生态，其

馆长王薇认为，相较于公立美术馆，民

营美术馆最大的优势就是体制灵活，

有较大独立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民

营美术馆寻求多方位合作提供了便

利，可以调动各方力量互相借展，扩大

文化影响力以及实现多方文化资源共

享。可以说，馆际交流是解决当前民

营美术馆资源稀缺的有效途径。同

时，馆际交流也会补充和完善展览的

结构。”王薇坦言，民营美术馆在肩负

促进城市公共文化发展使命的同时，

也面临着如何生存、寻求发展以及如

何迎接挑战的共同课题，而通过与国

内美术馆、国外美术馆以及官方机构

的合作，能够帮助民营美术馆获得较

好的公众反响和社会认同。

拒绝同质，文化氛围很关键

“文化氛围”，是当天论坛中出现

频率极高的词语。在各位美术馆馆长

看来，“文化氛围”对于民营美术馆来

说至关重要。卡佳·魏特琳直言，美术

馆的“文化氛围”对其经营状况有直接

影响。“今天很多民营美术馆都举步维

艰，经营非常困难。我觉得这跟他们

本身的市场定位不清有很大关系。比

如说，他们在经济上很困难，为什么？

因为人们不知道它的定位是什么，没

有深深感觉到它的文化氛围。因此，

民营美术馆必须创造出一个适合于公

众去认同我们的文化氛围。”

而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馆长长谷

川佑子眼中，1995年开馆的一个位于东

京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就给公众营造了

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这里甚

至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公众经常到

这里来跟朋友会见，在这里共同探讨艺

术。”长谷川佑子认为，对民营美术馆来

说，所有的展示方式都应把故事展示给

观众看，而不是特定的对象。在她看

来，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民营美术

馆有非常大的潜力。“中国民营美术馆

一定要多去尝试新的领域和拓展空间，

共同为公众提供更好的艺术平台。”

“没有创意就没有将来，就民营美

术馆建构创意文化策略而言，必须加强

创新。”对于民营美术馆如何建立起好

的文化创意氛围，乔安·伯尼·丹兹克尔

认为，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要做到专业，

第二要有自由的氛围，第三要有清晰的

定位，藏品应该服务于美术馆的主题。

中国民营美术馆，边学边做埋种子

具体到中国的民营美术馆，香港

M+美术馆资深策展人皮力认为，他们

面临着巨大挑战。他说：“对于美术馆

来说，它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

它的观众群体。”皮力称，在 2019 年开

馆以前，他们就已经通过做活动开始

打造自己的观众群体。他说：“我们希

望这些活动都能像一粒粒的小种子埋

在美术馆的周围。”

台北实践大学教授陆蓉之通过大

量的实例分析了美术馆的昨日与今

天，她认为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还很

年轻，甚至幼稚。她强调本地文化的

重要性，认为本土文化的关怀与和国

际交流这两者之间并不互相冲突。陆

蓉之还认为，中国当下还没有一套完

善的税法制度来完善博物馆的运作。

“严格说来，我们现在只是从一个

概念起步，都还没有太多的经验。”中

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银

川当代美术馆董事及顾问吕澎坦言，

民营美术馆在中国还处于逐渐兴起的

阶段，民间的力量是生机勃勃的，但同

时也需要在制度上获得支持。“要是在

制度上没有支持的话发展起来会非常

艰难。文化是需要潜移默化的、需要

堆砌和积累的，而这些都需要在制度

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王薇坦言，龙美术馆还处在“边学

边做”的阶段。此外，她也表示，学术

氛围对于中国的民营美术馆来说十分

重要。“我想，中国民营美术馆要运营

得好，就要靠展览、学术讲座和研究。”

她说。正因此，除了展览外，美术馆团

队还需要对龙美术馆的馆藏进行梳

理。“我们不但要做好展览，还要做好

研究，还要做好学术讲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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