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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演员扮演的屠岸贾、韩厥大

将军讲希腊语，中国演员扮演的医生

程婴、程武讲汉语，双方演员各自用

母语表演，但对话流畅，无缝衔接；演

出中，汉语儿歌与希腊语童谣水乳交

融……11 月 18 日晚，用希腊语和汉语

共同演绎的中国名剧《赵氏孤儿》在希

腊国家剧院举行首场演出，艳惊四座。

据悉，这是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家

首次在国外国家剧院排演中国经典

剧目，由中国导演指导西方大剧院的

专 业 演 员 讲 述“ 中 国 故

事”。参与该剧演出的只

有两名中国演员，即扮演

程 婴 的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著 名 演 员 侯 岩 松 和 扮 演

程武（即赵氏孤儿赵武）

的北京理工大学教师、青

年演员余凤霞，其余 13 名

参演者都是希腊演员。

当 晚 ，拥 有 700 个 座

位 的 希 腊 国 家 剧 院 基 本

满座，观众全程投入，通

过 现 场 屏 幕 上 实 时 打 出

的 希 汉 双 语 字 幕 了 解 剧

情，随着剧情发展不时发

出会意的笑声。

曾于去年 9 月在北京

见证了中国国家话剧院与

希腊国家剧院《赵氏孤儿》

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一

个月前刚卸任的希腊文化

和体育部部长利蒂娅·科

妮奥尔都，在看完演出后

说，该剧不仅有中国传统

戏剧的艺术特点，也有很

强的现代性和国际性。

“这是有着悠久戏剧

文 化 传 统 的 中 国 和 希 腊

之 间 交 流 与 合 作 的 成

果。”戏剧演员出身的科

妮奥尔都说。

许多当地观众被侯岩松的表演

所折服。观众阿弗洛狄忒·卡普拉鲁

说：“这是一次非凡的表演，特别是扮

演医生的演员非常棒。刚开始我担

心看不懂，但观剧过程中发现这不是

问题。医生的表演深深打动了我。”

演出结束后，很多希腊观众围着

侯岩松，向他道贺并合影留念。“我听

不 懂 他 们 说 什 么 ，但 从 他 们 的 眼 睛

里，我看到了感动。这是对演员最好

的鼓励。”侯岩松说。

演话剧主要靠语言交流，这次两

国演员用各自的语言进行合作，给双

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经

过两个多月的排练磨合，所有演出者

都跨越了语言障碍，配合默契。

在剧中扮演屠岸贾的希腊演员

塔纳西斯·沙伦托斯说，起初大家有

一种恐惧感，但在排练过程中发现东

西方戏剧有共同的艺术灵魂。“灵魂

是一体的，剧院充满了情感，所以语

言 不 是 障 碍 ，对 于 观 众 来 说 也 是 如

此。”沙伦托斯说。

扮演公主的希腊女演员埃莉塔·
库纳迪表示，能够参加演出对她来说

是极大的荣幸，通过排演

她 开 始 理 解 中 国 的 伟 大

文明。

将 该 剧 带 到 希 腊 的

中国导演王晓鹰说，双语

版《赵氏孤儿》是中国国

家 话 剧 院 与 希 腊 国 家 剧

院的交流项目，王晓鹰在

希腊执导、排演《赵氏孤

儿》；希腊国家剧院著名

导演斯塔西斯·利瓦色诺

斯 将 前 往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以类似形式排演古希

腊悲剧《阿伽门农》。

王晓鹰说，此次使用

的 是 杭 州 剧 作 家 余 青 峰

改编的剧本，该剧没有仅

仅停留在传统上，而是注

入 了 对 故 事 内 涵 和 悲 剧

价 值 的 当 代 理 解 。 执 导

过程中，他有意让两国演

员各自用中、希方式去演

绎人物、表达感情，让人

感受到两种戏剧的碰撞，

而 背 后 则 是 东 西 方 两 种

文明的碰撞和交流，其文

化 和 内 涵 大 大 超 出 了 戏

剧演出本身。

即将到中国执导《阿

伽门农》的希腊导演利瓦

色诺斯认为，《赵氏孤儿》

在 希 腊 上 演 是 两 种 文 化 的“有 趣 相

遇”。“在戏剧制作文化和语言中，两种

文明共存。语言是文化，反之亦然。”

编剧余青峰说，该剧是中国和希

腊两个文明古国友谊的最有仪式感

的表达方式，是中国古典悲剧和古希

腊悲剧超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无缝

交融。

据悉，该剧将在希腊至少上演 11

场。王晓鹰说，戏剧创作必须依靠演

出来体现其文化意义和影响力，所以

他希望中希双语版《赵氏孤儿》能在

希腊乃至欧洲有尽量多的演出，更希

望能有机会在中国演出。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薪火相传中，如何让历史说话，让文物

说话？日前，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

会（以下简称“博博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受中国博

物馆协会邀请，由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出演的舞蹈诗《物

华天府》亮相第八届博博会，让沉默厚重的文物变身活泼

灵动的“戏精”，在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展会上一展天府文

化魅力，赢得满堂喝彩。

文物讲述天府历史文物讲述天府历史，，艺术传递文物价值艺术传递文物价值

“成都，成都，我爱成都！”演出谢幕时，现场如潮的掌

声已不能表达赞许之情，观众开始自发地齐声高喊。11

月 23 日、24 日，舞蹈诗《物华天府》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

连演两场，大获成功。这是全国范围内率先尝试以综合

舞台艺术的形式让文物“活起来”的创新之作，令观众耳

目一新。

“我比你大 1000 多岁！我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

爷爷……”舞台上，四川出土的说唱俑变身“戏精”，蹦跶

着跳起了群舞。活灵活现的说唱俑令人忍俊不禁，仿佛

成都博物馆展览厅里那尊令人捧腹的陶俑穿越而来。动

静虚实之间，转眼千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雨雾漫漫，《浣

花溪月》轻声吟唱，身着唐装的美女站在月牙形的道具上

踏歌起舞。烟雨淡淡，盈步蹁跹，一叶扁舟，无尽诗意，带

领观众游历了一番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回顾了蜀地在

杜甫心中的宁静美好。

“掺茶了！”高亢的呼声之后，茶客、茶倌，川剧变脸悉

数登场。听一曲川戏，唱两支小曲，看千秋雪岭，品万里

江天。舞台上的《成都茶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成都的民

情风俗之美。画风一转，顿时刀光剑影、叱咤风云，《武侯

大义》又以雄浑壮美的舞蹈，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展现

了三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忠义、智

慧和勇武精神。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成都永陵博物馆

的国家级珍宝唐代二十四乐伎，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丝绸

之路上的蜀锦、蜀绣，还有惟妙惟肖的皮影，两小时的时

间里，《物华天府》用诗一样的舞蹈语言，成功展现了蜀地

3000 年的巨变，把浩瀚的天府文化、悠久的古蜀文明、古

老的历史文物搬上舞台，生动有趣；又把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文化精髓唯美地展示出来，引人入胜，给人们带来无尽

惊喜。

《物华天府》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

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指导，

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市文物信

息中心、成都博物馆协会联合出品，从博大恢弘的文物

家族中选取极具典型的文物代表，让它们走上舞台，

“活”了起来……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让文明传下去让文明传下去

“我朋友说，这个一定不容错过。”演出开始前，带着

儿子观看演出的祝女士十分期待。像她一样的人还不

少。退休检察官崔先生对当晚的演出盛赞不已，结束后

仍回味无穷，用手机把剧场门口的背景板挨个拍了一

遍。一位长者，在谢幕全程高举大拇指，令人动容。时

值第七届福建艺术节，各类赛事演出层出不穷，《物华天

府》在福州的“艺术盛宴”中脱颖而出，成为不少当地观

众的首选。

24 日晚，作为第八届博博会重头戏的《物华天府》吸

引了大量博物馆爱好者，其中不乏外国友人。来自摩洛

哥的奥马尔连竖大拇指，称赞演出“有趣”“让人感觉舒

适美好。”

中国 航 海 博 物 馆 的 忠 实 观 众 武 世 刚 认 为 ，《物 华

天府》这类演出的尝试，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形式

的完美结合。四川博物院“粉丝”李江涛则得到了新

的启发：“从前的文物多从科学和历史学视角来介绍，

成都首度尝试艺术解读方式，这对普通观众而言理解

起来将会更加生动，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博物馆人的想

象力。”

“用舞台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文物故事，希望

用‘活’起来的文物，激发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了解、认同和热爱！”谈及创作初衷，《物华天府》出品

人张晓俊介绍，这台演出融合音乐、舞蹈和诗词于一

体，是全体创作者满怀温情和敬意的诚意之作。《物华

天府》串起来的，不仅是这些文物精品，而且是天府文

化的代表，更是它们生长的这片土地上久远而神奇的

故事。祖先的勤劳智慧，先辈创业守业的艰辛，开山

劈石的勇敢精神，所有种种，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当全体演员

谢幕时面向“太阳神鸟”鞠躬致敬的时候，观者无不动

容，泪湿眼眶，这是涌动在人们心中对古老文明的真

挚情感，无关地域和语言。

《物华天府》讲述了从远古到今天的历史，用金箔

炼成的哲学，用青铜铸就的精神，用岩石记录的审美，

用木牍书写的情怀，用武侯三国的智慧、说唱俑的幽

默、二十四乐舞的华丽、杜甫草堂与都江堰等，织就了

瑰丽的天府文化新篇章。在今天，仍然被人铭记、传颂

和推崇。

六十年、一甲子，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过一瞬，而对一个艺术团体来

说，则相当漫长，需要许多的智慧、

努力、付出和坚守，才能在半个多世

纪的涤荡中，保持优秀、保持进步、

保持先进。

今 年 是 天 津 评 剧 院 建 院 60 周

年，11月 18日、19日，《莲花香远——

天津评剧院建院 60 周年纪念主题晚

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6 代艺术家、

演员同台献艺，辅以视频、音频等资

料的展示，天津评剧院 60 年的辉煌

历程如在眼前，这是开创与发展的

60 年，是传承与创新的 60 年，是耕耘

与收获的 60年。

传统是一笔宝贵财富

天津评剧院的主要奠基人当属

大口落子代表人物鲜灵霞，她嗓音清

脆嘹亮、韵味醇厚，善于以声传情，形

成独特的鲜派艺术。评剧刘派第一

代传人新翠霞，以字正腔圆、刚柔相

济见长的六岁红等前辈名家与鲜灵

霞一道，奠定了天津评剧院的艺术风

格及其在全国评剧界的重要地位。

上世纪 80 年代，天津评剧院在

继承鲜、刘两派风格和剧目的基础

上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涌现出以李

秀云、崔莲润、马淑华为代表的一批

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风采以多种

形式在纪念主题晚会上展现。“他们

和他们创造的伟大艺术，是天津评

剧 院 的 宝 贵 财 富 。”天 津 评 剧 院 院

长、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说，“他

们对待艺术、对待事业的执著与奉

献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成为天

津评剧院的精神烙印。”

评剧表演艺术家李秀云已经年

逾古稀，纪念主题晚会的每一次走

台、排练，她都认真参加，并在正式

演出中奉献精彩的演唱。观众为她

宝刀不老而高兴、喝彩，但或许不知

道，她的老伴、天津评剧院导演赵国

忠生病入院，正需要她的照料和陪

伴 。 可 是 赵 国 忠 却 一 再 叮 嘱 李 秀

云，不要分心，全力配合剧院、好好

演出。当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感

动、惊讶之余，也更加明白了身为院

长、获奖无数的曾昭娟为什么依然

能沉下心来，以那样专注、谦逊的态

度在排练场中为一个出场、一个亮

相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打磨，这是天

津评剧院的态度和精神，代代相传。

走精品之路、创新之路

天津评剧院从深厚的传统中走

来，近年来再创佳绩，推出的《凤阳

情》《寄印传奇》《赵锦棠》《红高粱》

等作品，一戏一格，叫好又叫座，不

少 业 界 人 士 将 天 津 评 剧 院 的 这 种

“一出手、即精品”视作一种文化现

象。曾昭娟把天津评剧院成功的秘

诀归纳为在守住剧种特色、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兼容并包、积极发展，

走精品之路、创新之路。

曾昭娟对剧本要求很高，既要

符合评剧、剧院、演员的艺术特性，

又要人物立得住、故事打动人。把

剧本搬上舞台，就要用生活的体验

来激活传统的程式，实现由“真”到

“美”，舞台表现既不能脱离传统，

又 要 有 新 的 内 涵 ，让 评 剧 的 新 、老

观 众 都 能 接 受 。“我 们 剧 院 排 戏 注

重从生活出发，戏剧呈现以真切的

情感、逻辑、体验作为支撑，让观众

产生强烈的真实感、参与感。”曾昭

娟说，“我们不排‘仓库戏’，这些剧

目都演过上百场甚至数百场，经过

观 众 、市 场 的 检 验 ，且 仍 将 继 续 演

下去，这是天津评剧院一直以来的

坚持。”

天津评剧院传承创新、打造精

品，常演剧目多达 40 余部，形成了以

传统剧目为塔基、经典剧目为塔身、

精 品 剧 目 为 塔 尖 的 金 字 塔 式 剧 目

库，演出上座率通常在八九成。日

前，天津评剧院携《赵锦棠》赴江苏

昆山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江 苏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共 同 主 办 的

“2018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当

地观众冒雨赶到剧场观看演出，鼓

掌、喝彩 40 余次。评剧作为诞生、流

行于北方的剧种，以其真、其美突破

了地域限制，打动了南方观众。

人才是动力和源泉

无 论 是 继 承 传 统 还 是 开 拓 创

新，都离不开人才。天津评剧院始

终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出长幼

有序、代不乏人的人才梯队。这一

点，从 6 代艺术家、演员同台的纪念

主题晚会阵容上，就不难看出。

然而，可喜的局面并非一蹴而

就。据介绍，天津评剧院的演职员

也曾出现因为市场不景气、剧院收

入不高而在外面开顺风车、干私活

儿的情形，甚至有一位青年旦角演

员想到过离开剧院、离开评剧，到某

公司担任文秘。曾昭娟爱惜人才，

苦口婆心地挽留，同时想方设法切

实提高演职员的收入水平，解决他

们的困难，留住他们的心。“现在，我

们排练、演出、出差、加班等，都有相

应的补助，必须要让大家过得有保

障、有尊严，才能把艺术事业做好。”

曾昭娟说，她管理剧院的理念是规

则建设与情感温暖相同步，互相尊

重 、将 心 比 心 ，剧 院 上 下 拧 成 一 股

绳。现在，剧院演职员的心思都放

在业务上，当年那位险些辞职的演

员，也已成长为担纲两三部大戏主

演的成熟演员了。

以曾昭娟、剧文林等为代表的评

剧名家，堪称天津评剧院的中流砥

柱，在他们的培养、呵护下，一批评剧

新星正在天津评剧院冉冉升起。

“90 后”评剧演员齐梓路是曾昭

娟心爱的弟子，在纪念主题晚会上

演绎曾昭娟的名剧《凤阳情》选段。

齐梓路用“脱胎换骨”形容自己来到

天津评剧院之后的变化。“这是一种

认识层面的提升——不仅规范了唱

腔、身段，而且渐渐懂得揣摩人物，

通过评剧来追求美、表现美。”齐梓

路说，她对未来的规划很明确也很

单 纯 ，就 是 在 天 津 评 剧 院 学 戏 、演

戏，将评剧坚持到底。

天津评剧院：

走过传承与创新的一甲子
本报记者 罗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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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评剧院院长、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在纪念主题晚会上演唱戏歌《粉墨

春秋》

“““文物戏精文物戏精文物戏精”””跨跨跨越越越时空时空时空，，，文物珍文物珍文物珍品品品“““活活活”””起来起来起来

成都成都《《物物华华天天府府》》闪耀博博会闪耀博博会
王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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