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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凌晨，青岛市话

剧院“2018话剧跨年盛典”在 170位观

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幕。《嫁

给经济适用男》《隐婚男女》《何事惊

慌》3 部话剧，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晚

上 18 点一直演到了 2018 年 1 月 1 日

零点，足足 6个小时，这样的跨年演出

形式让观众过足了话剧瘾。

话剧跨年辞旧迎新

“往年参加过跨年音乐会、跨年

晚会，但像青岛话剧院小剧场这样的

话剧跨年演出却还是第一次看，3 部

话剧连着看很过瘾。”来自青岛市南

区的观众李小姐说。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让青岛

市民的节日过得越发热闹。今年，

青岛市话剧院首次推出的“2018 话

剧跨年盛典”演出则为市民提供了

更加丰富多元的选择，吸引了 170 名

观众走进剧场，成为青岛市的跨年压

轴大戏。

说到选择这 3 部剧的理由，青岛

市 话 剧 院 董 事 长 苗 青 给 出 了 两 个

字 ：创 新 。 爱 情 三 部 曲 是 话 剧 院

2015 年引进的李伯男导演工作室的

作品，这个系列的话剧包括《剩女郎》

《嫁给经济适用男》和《隐婚男女》，另

外还有一部番外篇《何事惊慌》，每一

部都独立成戏。“‘80 后’‘90 后’作为

社会的新兴力量，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至关重要。我们应时代而变，为这

一代青年人承续一种文化，这是创新

所在，更是责任所在。”苗青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

刻，能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受到浓郁

的节日气息。”苗青告诉记者，话剧

跨年不仅能给老百姓生活增加富有

艺术气息的仪式感，也让大众了解

戏剧、培养市民的文化自信，提升民

众的文化艺术素养，从而拉近高雅

艺术与市民的距离，引导观众欣赏

观念的转变，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剧

场、走近戏剧，让戏剧成为文化生活

的一部分。

3部戏演足6小时

话剧演出，2 小时是标准长度，有

时也会有 3小时的演出。但此次跨年

大 戏 连 续 上 演 3 部 话 剧 ，长 达 6 小

时。这台演出颇为抢眼是，3 场演出

中 有 两 部 戏 是 由 相 同 的 演 员 演 出

的。“为了让观众看得不沉闷，演出中

也会穿插演员的即兴表演，让大家跨

年哈哈一乐，放松一下。”苗青说。

据了解，2015 年青岛市话剧院引

进李伯男导演工作室的爱情三部曲

以来，至今演出近百场，受到岛城话

剧迷的热烈追捧。而作为爱情三部

曲的番外篇《何事惊慌》在去年的跨

年夜演出中也赢得观众口碑。

虽然近年来青岛市成人剧市场

不断升温，但与一线城市仍有不小差

距。苗青表示，此次以话剧的形式跨

年，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

场，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戏剧视野和观

看体验，带动岛城话剧市场的繁荣。

“原本我们打算只要有 100 个观众能

买票看戏，这场演出就必须演。没想

到，距离演出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

还有观众在购票。”苗青说，看到观

众的热情，自己对话剧的发展更有信

心了。

除了保证高质量的演出品质之

外，苗青也向记者透露，爱情三部曲

能走这么远，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坚持低票价，全场票都是 60 元，完

全 在 普 通 工 薪 阶 层 的 承 受 范 围 之

内。这次跨年演出也推出了低价惠

民措施，199元的观剧套餐不仅能看 3

部戏，还能享受一份简餐。

观众感动惊喜跨年

“6 个小时感觉一下子就过去了，

非常过瘾。主办方还给准备了简餐和

礼物，这样的跨年演出我还想再来一

次！”薛女士是青话小剧场的铁杆粉丝，

经常和家人一起到剧场看戏，演出当天

恰好是她爱人的生日，两人在剧场度过

了一个美好的跨年夜。观众宋先生则

称这是他 29 年来最好的跨年，每一

位演员的表演都让人感动。“6个小时

很长又很短，这份丰盛的新年大餐令

我此生难忘。”宋先生说。

据了解，在跨年演出结束后，青

岛市话剧院将迎来 2018 年儿童剧全

年演出季，经典童话剧、新创剧目和

外邀作品三大主线共 12 部高品质儿

童剧，将在今年陆续登陆青话小剧

场。整个演出季融入了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通过艺术的形式激发孩子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普及和传播中华文

化知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弘扬传

统文化，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如果在

教育过程中缺少了这些滋养，孩子们

很难建立起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深

入骨髓的情感。”苗青说。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是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北京市文化局经过一年

多的深入调研，为支撑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搭建的公

益性平台。该平台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政府出

资购买剧场资源，以零场租或低场租的方式提供给文艺院团，从而推动更多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进入剧场演出；引入专业运营公司进行整体宣传营销、实行惠民票

价的运营模式，降低演出成本和演出票价，将其建设成为北京市优秀剧目的推介

平台、北京市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平台、北京市剧院资源的统筹平台、北京市精品

剧目的营销孵化平台。

《与艺术面对面》是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打造的重点板块之一，每期活动

遴选精品舞台艺术走进社区、学校、剧场等场所，为普通观众普及艺术知识，与观

众分享剧目创作台前幕后的故事，推动优秀剧目的宣传和推广，实现剧院平台文

化惠民的宗旨。2017 年剧院平台秉承繁荣首都文艺的理念，继续用心打造年度

《与艺术面对面》线下活动：

第一期：评剧《母亲》走进卢沟桥社区

2017年 3月 3日，卢沟桥街道社区活动中心人头攒动，这里进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社区活动——中国评剧院经典评剧《母亲》剧组与观众面对面讲述这部经典

剧目诞生背后的故事，使观众感受到了红色经典与戏曲艺术的完美融合。

评剧《母亲》荣获了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获评 2016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参演了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并成为 2017 年北

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开幕季的开幕大戏。

评剧《母亲》讲述的是北京密云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中国最普通的母亲邓玉

芬，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将丈夫及 5 个儿子送上战场，丈夫和儿子最终英勇牺

牲。在活动现场，主创们分享了自己在角色塑造方面的心得和创作背后的种种故

事，看到观众对剧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主创们临时决定加码表演，为观众现场展

示了剧中的“认子”片段。他们饱满精彩的演唱和生动细腻的表演，引发了全场观

众的共鸣，不少观众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活动结束后，有观众向剧院平台的工

作人员表示，希望能参与每一场《与艺术面对面》活动，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更了解

一部剧的诞生过程，更贴近艺术。

第二期：话剧《麻醉师》走进菊隐剧场

2017 年 3 月 9 日，西安话剧院重点打造的话剧《麻醉师》在菊隐剧场进行了一

场分享活动，讲述这部感人至深的优秀剧目诞生背后的故事，向观众普及了话剧

艺术知识，展现了优秀话剧的艺术魅力。《麻醉师》荣获了第十五届文华大奖，参演

了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也是 2017 年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开幕季的

演出剧目，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艺术性和现实感的文化盛宴。

《麻醉师》根据已故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陈

绍洋从医 30 余年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麻醉手术无一失误的感人事迹创作而

成。西安演艺集团董事长寇雅玲在活动现场介绍，在打造这部剧的过程中，主创

们本着向上向善的原则进行创作，希望向观众传递正能量。

在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积极与主创交流，有观众很专业地点评了剧中的一个

场景，受到主创们的认可。现场有位从河北来的观众表达了自己对剧目的喜爱，

他本打算当天回家，但听完这次分享，决定等第二天看完演出之后再走。

第三期：芭蕾舞剧《八女投江》走进北京舞蹈学院

2017 年 3 月 12 日，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组主创走进北京舞蹈学院，与同学

们亲密互动，分享《八女投江》创作背后的故事，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艺术教

育课。本剧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抗战故事“八女投江”，是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的获奖

剧目。

在活动现场，同学们积极与主创互动，感受到了优秀芭蕾舞剧的艺术魅力，

也了解到主创们在追求艺术理想道路上的艰辛和坚持。作为中国舞蹈教育领域

的高等学府，北京舞蹈学院表达了对艺术交流活动的欢迎，希望推动更多精品艺

术走进校园，与高校师生面对面交流。

第四期：话剧《独自温暖》走进菊隐剧场

2017 年 7 月 25 日，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纪念中国话剧 110 周年演出季”

入围剧目话剧《独自温暖》的主演吕丽萍率李晔、哈森等主演一起来到菊隐剧场，

与观众、剧迷朋友展开了亲切而有趣的交流互动，现场笑声连连。在活动现场，有

位在读研究生带着自己的生活困惑向主创发问，希望能够在戏剧中找寻到答案。

吕丽萍像剧中的睿智老妇人一样为她提供了诚恳的建议。

第五期：京剧大师尚长荣携《曹操与杨修》走进国戏学堂

2017 年 11 月 20 日晚，中国戏曲学院综合楼的多功能厅座无虚席。京剧四大

名旦尚小云之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尚长荣，携其为

艺术指导的京剧名作《曹操与杨修》剧组主创——主演董洪松、陈圣杰，以及上海

京剧院院长单跃进和戏剧评论家梧桐，共同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有关文化传承的京

剧课。

《曹操与杨修》被誉为京剧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称为

“中国现代戏曲的标志”，兼具极高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树立了上海京剧院

的创作标准和历史标杆。2014 年 5 月，杨东虎、陈圣杰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接过

经典版接力棒，承担起传承版《曹操与杨修》的演出。在传承过程中，尚长荣担任

艺术指导，从“眼睛怎么瞪”“什么时候瞪”开始教起，每一个细节都做到精准，同时

严格要求青年演员不断挖掘角色，体味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活动现场，尚长荣表示，《曹操与杨修》传承版推出以后，通过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的“传帮带”，带动了剧院一批青年人才的进步与提高，彰显了戏曲人自觉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该剧的幕后故事更是打动了不少在座的学生观众。

在互动中，尚长荣和主创们向戏曲学院的学生提出了独到的学习建议——要成为

既能承续传统，又能激活传统，有主动创作意识的表演人才。

第六期：芭蕾舞剧《鹤魂》尽展芭蕾艺术之美

2017年 12月 23日，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英携芭蕾舞剧《鹤魂》及剧

组主创——编导张镇新，主演马晓东、张剑，以及戏剧评论家梧桐，在中央芭蕾舞

团四层礼堂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芭蕾艺术盛宴。他们把这部对珍贵生命崇高礼赞

的时代作品深入地传播到观众中间，为观众普及了芭蕾舞剧艺术知识，展现了芭

蕾舞剧的艺术魅力。

作为中央芭蕾舞团的诚意之作，《鹤魂》自 2015年 9月首演至今广受好评。该

剧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真挚激荡的情感、轻盈优美的舞步、深情悠扬的乐曲打动亿

万观众的心。在活动现场，《鹤魂》的两位主演张剑、马晓东带来了精彩片段的展

示，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声。“这部剧真是太好看了，演员们跳得真好，一

定要去看一下整场演出。”观众赵女士在活动结束后对剧院平台的工作人员说。

在分享环节，冯英介绍：“《鹤魂》成功创排以后，中芭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将舞

剧推向了全国的舞台，更走出了国门。精彩的舞剧、精湛的演绎得到了广大观众

的认可与喜爱。”通过分享，观众对芭蕾舞演绎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展现出极大的

兴趣。主演张剑告诉大家：“虽然芭蕾在中国仅有 60 年的历史，但是要在国际平

台上展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就需要拿出自己的精品力作。当我们站在汉堡的

舞台上，看到台下观众的热情，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中芭一定会打造出芭蕾领

域的精品力作。《天鹅湖》是家喻户晓的，我们希望《鹤魂》也能够像《天鹅湖》一样，

久演不衰。”将具有民族精神的芭蕾原创精品推向国际舞台，使其具有世界品牌

效应并被国外知名舞团移植，是每一位中国芭蕾舞者的梦想。

未来，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将不断更新理念，创新模式，在持续推出优秀剧

目、演出的同时，遴选出更多精品舞台艺术作品走出舞台，走进社区、学校、剧场，推动

优秀剧目的宣传和推广，利用平台的剧目资源优势，普及艺术知识，传播艺术精品，营

造全民共享优秀艺术创新发展成果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扩大剧院平台精品剧目在北

京的群众基础，推动文化公益事业的大力发展，为院团和观众搭建优秀作品演出和欣

赏的金桥，为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扬帆助力。

与观众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
2017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与艺术面对面》普及艺术理念 助力文化传承

掌声过后，已是新的一年
———青岛市话剧院首创话剧跨年演出—青岛市话剧院首创话剧跨年演出

苗 青

《何事惊慌》剧照 《嫁给经济适用男》剧照

跨年演出现场观众

《隐婚男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