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浪微博网友千寻归

《伶人王中王》突破地域限制，为八方剧种

搭建舞台。追求戏曲大成，与各路名家共享饕

餮盛宴。

《叮咯咙咚呛》不仅仅是看文化，还看到背

后的故事，更应有所反思。天津卫视的《国色

天香》比央视更早一步去做戏曲综艺节目，质

量也很高，多多推出此类节目是好事，讲中国

故事，展示传播中国文化！很多人不是不喜

欢，而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和感受戏曲的魅力！

 新浪微博网友雪雪-MHYopera

戏曲和其他艺术一起“玩耍”，就总有人骂

街。当地球成了“地球村”，艺术门类在村里走

街串巷是极其正常的事，在全球化时代还要闭

门造车，那就是自寻死路。一门艺术要是没

落，最初的征兆恐怕就是从业者心态的封闭。

 新浪微博网友葡石斋主

观 众 有 话 说

（本报记者 罗 群 整理）

2017年 2月23日 星期四 5艺 术
本版责编 祝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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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戏曲评论学会

召开代表大会

近几周，山西卫视推出由白燕升

策划、主持的戏曲竞技综艺节目《伶人

王中王》第二季，赛制在第一季的基础

上更加完善，各个剧种的名家名角儿

同台竞技，让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业界

和观众的关注和热议。

中国戏曲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

神、价值和气韵，堪称民族艺术的瑰

宝。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戏

曲渐有式微之态。近年来，在国家一

系列有关政策和精神的鼓舞支持下，

戏曲人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尝试，从戏

曲回归小剧场到借助新兴媒体形式，

从戏曲频繁登上电视屏幕、电影银幕

到与其他艺术门类合作、突破自身边

界，戏曲正以深厚的积淀、稳健的姿

态、多元的形式，展示着一种美好、一

种气度、一种情怀。

不同剧种照样有可比性

以往常见的戏曲比赛、戏曲竞技，

都是同一剧种的不同行当、戏码、演员

之间的比拼，评判者也多为该剧种的

知名演员、专家。而《伶人王中王》则

把不同剧种的名家汇聚到同一个舞台

之上。第二季首发阵容中，便有京剧、

黄梅戏、川剧、晋剧、豫剧 5 个剧种，孟

广禄、杨俊、陈智林、谢涛、章兰 5 位名

家。首位补位名家齐爱云的“参战”，

又为节目带来了新的剧种——秦腔。

这些剧种诞生、流行于不同地域，风格

各异，有的粗犷豪放，有的细腻婉转，

名家的表演有的热烈泼辣，有的温婉

多情——他们一起角逐，有可比性吗？

“当然有可比性。”评委之一，青

年 学 者 、作 家 雪 小 禅 的 回 答 非 常 肯

定，“艺术的美感、现场的发挥、舞台

的把控等，都可比。艺术的较量，最

终拼的是艺术家灵魂的高度，这个层

面一定是可比的。”雪小禅对场上名

家的评判标准很明确，就是看这位名

家的现场发挥能不能打动自己。艺

术带给观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往

往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

在已经播出的几期节目中，评委除

了雪小禅，还有京剧名家沈健瑾、文艺

评论家仲呈祥、导演查明哲、歌唱家吴

碧霞、相声演员郭德纲等。按照传统看

法，除了沈健瑾，其他几位严格说来都

属于戏曲的“外行”。白燕升在节目录

制现场和个人微博中都表示：“凡是津

津乐道于让内行看的文学艺术门类，都

将走向灭亡；凡是着眼于让外行看的、

能让外行感兴趣的艺术门类，一定翻

身。历史上，京剧、地方戏、小说、诗歌

繁盛的时节，都是因为外行人对它感兴

趣。如果眼里只有内行、戏迷、票友，戏

曲的传播无异于慢性自杀。”

其实，所谓“外行”不过是指其职

业不是戏曲演员，但是艺术家、评论

家、作家对艺术与审美的感知和把握，

是专业的、细腻的、准确的。齐爱云就

从多元化的评委构成中收获很多。“评

委老师专业背景不一样，能从不同的

角度评价我的艺术，给我启发。能被

不熟悉秦腔、不熟悉我的老师和观众

肯定，这更是一种鼓舞。”齐爱云说。

是竞技，更是交流、推广

戏曲名家们数十年与舞台为伴，

登台比赛还会不会紧张？“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黄梅戏名家杨俊说，“人

都会有杂念的，黄梅戏没有高亢的唱

腔，缺少‘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活儿，

并不具备比赛优势。但我还是来了，

我要向更多人展示黄梅戏尤其是湖

北 的 黄 梅 戏 ，节 目 中 表 现 不 好 的 部

分，都是我杨俊的；那些好的、美的，

属于黄梅戏。”

杨俊来到《伶人王中王》第二季，

还抱着一个希望——锻炼队伍。跟杨

俊同来的配演演员年纪都很小，都是

杨俊的儿子、女儿辈的，杨俊称他们

“孩子们”。“孩子们坚守在戏曲舞台，

很不容易，我要让他们看到更大舞台、

更多名角儿，有更多登台锻炼的机会，

这就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杨俊说，“这

些孩子们很聪明，都在思考着黄梅戏

的表达、发展，我每场比赛演什么戏，

都是和他们一起商量。节目录制这段

时间，我看到了他们迅速而明显的成

长。”除了表演、比拼，杨俊也非常认真

地听评委的点评、看其他名家的表演，

希望能从中获得营养，丰富黄梅戏。

记者作为媒体评委之一，参加了

几期节目的录制。尽管节目形式是

比赛，但是现场的感觉就像是欣赏演

出，陶醉其中。戏曲名家并没有为了

争名次而“洒狗血”，而是将美好的演

出奉献给观众。“我习惯于平静地表

演，老师从小就教育我，‘宁要九十

九，不要一百一’，有点意犹未尽，才

是美。”齐爱云说，秦腔善于表现大悲

大喜，冲击力和艺术张力很强，但是

秦腔绝不是暴力的、飞扬跋扈的，她

希望借助《伶人王中王》的平台来矫

正部分观众对秦腔的偏见。“我不在

意名次，能和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同台

演出，能展示我几十年的积累，我已

经非常满足。”

齐爱云从西安来到北京参加节目

录制，由于组班仓促，拐杖等道具没

有带来，便向同场竞技的名家借。“杨

俊、贾菊兰、章兰、陈智林、谢涛、武利

平……几乎和我一起比过赛的，我都

向他们借过东西。大家下了台，就是

一家人。”齐爱云说。

戏曲需要让更多人欣赏

“戏曲与这个时代的气息和节奏

不合拍，它不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艺术，

甚至变得小众，是很自然的事。”雪小

禅说，“但是，戏曲的观众中有不少文

化精英，在广大基层，也有许多老百姓

依然为戏痴迷。”

戏曲人并未想象着未来某一天，

戏曲可以取代流行歌曲而唱遍大街小

巷，而是希望在承认其小众的前提下，

努力壮大它的生命，扩展它的知音。

为此，戏曲人做出了很多努力。

坚持了多年的戏曲进校园等活

动，让戏曲与学生、与年轻人接近，为

戏曲培养了许多观众——他们有的走

进剧场，有的守候在电视机前。

让戏曲与电视媒体、与大众传播

渠道联姻，或借助明星效应扩大戏曲

的影响力，《伶人王中王》这类电视节

目近几年来时有出现，戏曲综艺节目

《国色天香》《叮咯咙咚呛》等都采取了

这样的办法。国家文化项目“京剧电

影工程”则把知名艺术家的风采用镜

头记录下来，呈现于大银幕，借助电影

的力量传播戏曲。

比大规模借助大众媒体来得更

早、规模更大的，是戏曲向小剧场的回

归。从演出空间来看，传统的戏曲演

出都集中在小剧场，而近几年来风生

水起的小剧场戏曲，不仅在演出空间

上回归传统，更融合了西方戏剧界的

小剧场概念，强调作品的先锋性、实验

性。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曹林的概括，

道出了其真谛——颠覆性地诠释戏

曲。小剧场戏曲演出以相对低廉的票

价和前卫的表现形式，更能吸引年轻

观众的目光。在北京，2014年创办、每

年一届的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已

经逐渐形成了品牌，拥有稳定的观众

群，也推出了一批作品。

近年来，融合与跨界也逐渐被越

来越多的戏曲人所接受。京剧名家

史依弘与粤剧名家罗家英曾合作演

出京粤版《霸王别姬》，耳目一新、感

人至深，这是中国戏曲内部的融合与

跨界，不同剧种同演一出戏。越剧名

家茅威涛的《寇流兰与杜丽娘》把莎

士比亚与汤显祖的作品嫁接，昆曲名

家张军的《我，哈姆雷特》以昆曲演绎

莎翁名作，实现了戏曲创作题材上的

拓展。此外，还有艺术家尝试戏曲与

其他艺术种类的对话交融，比如亮相

第 18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戏

剧×音乐事件”《当德彪西遇上杜丽

娘》，昆曲与钢琴中西合璧、相映生

辉；梅派传人肖迪与音乐家谭盾及交

响乐团合作京剧交响诗《霸王别姬》，

将中、西方代表性艺术品种的融合对

话向前推进了一步。

2016 年北京京剧院青年京剧演

员挑战赛的颁奖典礼，被打造成“亮

相国粹时尚盛典”，将时尚与现代的

理念注于传统京剧艺术之中，从包装

形 式 到 节 目 内 容 都 别 开 生 面 ，走 红

毯、酒会、T 台秀等诸多现代元素与京

剧艺术擦出火花，博得业内外的共同

关注。尽管这样的形式也引起了一

点争议，但它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

可能性进行探索的精神和尝试，总是

让人眼前一亮。

拥有深厚传统与开放心态的艺

术形式，理应与时俱进，在不同的时

代绽放不同的光彩。让戏曲走向现

代、走向未来，《伶人王中王》不是第

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本报讯 （记者张婷）2月19日，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第二次会员代

表大会暨 2017 年度第一次会长会

议在京召开。

会上，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

靳飞代表学会做 2016 年度工作报

告。靳飞介绍，2016 年学会工作硕

果累累，包括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

和评论微信，广受好评；在关怀戏

曲老艺术家、助力青年戏曲演员成

长、推动中外戏曲文化交流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在戏曲理论、评论

建 设 方 面 成 绩 尤 为 突 出 ：出 版 了

《梅葆玖先生纪念文集》《梅氏醉酒

宝笈》《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等

专业书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京剧经典剧目汇编》一书由学会副

会长、资深戏剧研究家、剧作家张

永和挂帅，组织老中青三代专家学

者 50 余人，历时一年半时间完成，

总字数达 300万字。

同时，为继续推动首都戏曲事

业的繁荣，北京戏曲评论学会还在

代表大会上确定了 2017 年的重点

工作方向。

本报讯 （记者刘淼）2 月 28 日

至 3 月 19 日 ，国 家 京 剧 院 2017 年

“致春天”优秀剧目展演将在北京

梅兰芳大剧院上演，18 场精彩演出

轮番登场，让广大观众过足戏瘾。

2 月 28 日率先登场的是现代戏

《西安事变》，由于魁智、朱强、李胜

素、王越、胡滨、朱虹等主演。该剧

去年在中国艺术节上获文华大奖，

曾赴西安、甘肃等地巡演，大获好

评。由张建国、郭霄、田磊、魏积军

等主演的《大漠苏武》，由董圆圆、

张 建 国 、田 磊 等 主 演 的《安 国 夫

人》，由李海燕、魏积军、黄炳强等

主演的《武则天轶事》等新编历史

剧，经过打磨加工，日臻完善，已成

为新的保留剧目。传统京剧《柳荫

记》《锁麟囊》《勘玉钏》《秦香莲》《乾

坤福寿镜》《宝莲灯》《野猪林》，现代

戏《党的女儿》《红灯记》以及折子戏

《昭君出塞》《对花枪》等，本次由付

佳、张兵、周婧、查思娜、郭霄、李博

等青年演员主演，展现国粹传承的

喜人成果，其中红色经典《红灯记》

如今已是第三代演员在演出。《寿

州救驾》《李逵探母》两出戏特邀大

连京剧院演出，花脸名家杨赤将与

老旦名家袁慧琴联袂献艺。

京剧名家演唱会则群英荟萃，

赵葆秀、朱世慧、谭孝曾、张建国、

王蓉蓉、杨赤、赵秀君、史依弘、董

圆 圆、王 润 菁、唐 禾 香、顾 谦 等 名

家，郭凡嘉、付佳、张兰、郝仁鹏等

新秀将献上京剧经典唱段，让观众

一饱眼福。

国家京剧院在此次展演中依

旧实行低票价惠民政策，让更多观

众走进剧场。

国家京剧院

18场演出“致春天”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

记者从 2 月 21 日召开的“黑龙江曲

艺专业招生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培养曲艺后备人才、繁荣龙江曲

艺，经黑龙江省教育厅、省文化厅批

准，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黑

龙江省曲艺团面向全国招收曲艺学

员。这是黑龙江历史上首次将曲艺

纳入艺术院校招生范畴。

此次将限额招收大专学员 20

人。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将依托

黑龙江省曲艺团和哈尔滨相声百

乐会剧场进行实践教学，学员定期

在百乐会剧场实习演出，毕业后的

优秀学员将被黑龙江省曲艺团录

用。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黑龙

江省曲艺团团长刘彤将出任曲艺

专业的艺术顾问和名誉主任。

刘彤表示，近年来黑龙江省曲

艺团在闯市场、树品牌方面有了一

些成绩，这取决于曲艺团有一批过

硬的人才队伍，但不能小富即安、

满足现状。为此，他们面向全国招

收优秀学员，让学员在学到曲艺技

能后，能够实习有基地、就业有出

口，这样黑龙江的曲艺事业才会走

向大繁荣。

黑龙江首次将曲艺

纳入艺术招生范畴

做了两季《伶人王中王》的评委，我对

这个利用广大观众喜欢的综艺“真人秀”的

形式来推广传统戏曲的节目有了深厚的感

情。对于山西卫视和节目制作人白燕升，我

充满了感谢；对于在两季节目中有着精彩发

挥的各个剧种的艺术家，我充满了感动。

在《伶人王中王》之前，除了在多年

前录制过一期“燕升访谈”之外，我与白

燕升没有过多交往。所以，当他邀请我

在节目中担当评委时，我诧异又惶恐。

之后，听他介绍自己策划这档节目已有

10 余年时间，才最终得到山西卫视的支

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又遇到了诸多困难

后，我被他深深感动了，欣然应允。

作为一名戏曲工作者，在电视上只

要看到有关戏曲的节目，我都会自然地

停下遥控器。近几年来，各地电视台制

作的戏曲类综艺节目不少，一些综艺节

目也已发现了国粹的特殊价值，会在节

目里请来戏曲名家加入，以提升节目的

质量和档次。在这些节目中，戏曲名家

十分亮眼，而节目的评委、嘉宾也对戏曲

名家格外青睐。比如北京卫视的《传承

者》，于魁智、李胜素、胡文阁都参加过，

他们都是当期节目的第一名。

相比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伶人王中王》

显得更为厚重。这厚重首先在于参加节目

的选手都是各个剧种的领军人物，他们都获

过中国戏曲梅花奖，有些还是二度梅和梅花

大奖获得者，也是院团或学校的管理者。可

以说，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艺术家。

《伶人王中王》的厚重还表现在，参

加节目的艺术家拿出的都是看家的本

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这些艺术家都

会在有限的表现时间内充分展示自己，

所以他们拿出的都是自己的艺术精华。

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也让《伶人王中王》成

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巅峰会。

节目中，我第一次知道山东聊城还

有一个豫剧院，而且看到了 60 多岁的豫

剧名家章兰的精彩表演；我欣赏到了川

剧名家陈巧茹一出《打饼》的精湛做功；

我看到了黄梅戏名家杨俊在《夫妻观灯》

中眼神里都是戏……

我时常为这些艺术家的表现而落

泪，因为作为一名演员，我深知从事艺术

道路的艰辛，深知他们为台上的这十几

分钟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我也时常感

叹，感叹这些地方戏艺术家的精湛技艺

和创新能力，很多京剧人远远不及。

在《伶人王中王》的节目中，白燕升

还会为观众讲一些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这些故事或感人、或有趣，将舞台的角儿

还原成老百姓身边的普通人，让观众觉

得和他们并没有距离，是可以亲近的。

这也是节目厚重的表现之一。

舞台与电视节目的受众群体和数量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戏曲演员通过电视

综艺节目所达到的推广效果是非常可喜

的。我真诚地替戏曲演员感谢白燕升、

《伶人王中王》和山西卫视，感谢他们为

戏曲的传承和推广所做的努力。

（本报记者 刘 淼 整理）

这个戏曲“真人秀”不一般
沈健瑾

《叮咯咙咚呛》节目请演员跨界体验戏曲 （资料图）

京剧名家孟广禄在《伶人王中王》第二季中表演《铡美案》选段 罗 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