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天，3场演出，7个小时，5400位观众。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由湖南省演艺集团主办，

湖南省演出公司、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联合

承办的“京戏入湘，国粹共享”演出活动在长沙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国家京剧院一团

以最强阵容为湖湘戏迷带来了一次难忘的国粹

艺术观演体验。

在湘期间，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于魁智、李胜素等一众名角为戏迷们带来了 3 场

演出：京剧大戏《帝女花》、经典折子戏专场和京

剧名家名段演唱会。于魁智和李胜素合作近 20

年 ，是 京 剧 舞 台 上 的 黄 金 搭 档 ，也 是“ 劳 模 典

范”。他们每年的正式演出不少于 100 场，2017

年演出了 147 场，同时还在不断推出新作。11 月

16 日晚，本次长沙演出活动的首场大戏《帝女

花》就是李胜素、于魁智的新作。该剧由内地与

香港文化界人士共同策划，根据清代传奇及同名

粤剧改编，于 2017 年底创排完成，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粤剧细腻，擅长演绎儿女情长；京剧大气，展

现多是王侯将相，剧情大起大落，《帝女花》如何

用京剧的形式演绎粤剧名剧呢？“这是一次极大

的挑战，我们以‘向经典致敬，尊重原创’为原则

进行创作，保留了粤剧版的故事、经典唱段、台

词、主要旋律等内容，在剧本架构、音乐唱腔、舞

美和表演等方面都有大胆突破。”执导该剧的国

家京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孙桂元介绍，“在这部剧

中，几乎所有的京剧板式都有，虽然做了创新和

改编，但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都是京剧的味道。”

孙桂元认为，戏曲是发展的，传承与创新并不矛

盾，只有在全面深刻了解传统的基础上，才有能

力塑造新形象、创造新内容。

在京剧《帝女花》中，于魁智首次突破老生的

行当，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才华横溢、铁骨铮铮

的美少年。当晚，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 1800 余个座位全部坐满，还应观众强烈要求加

座四排，戏迷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其中不乏多次

看过该剧的观众。谢幕结束后，应观众要求，李

胜素、于魁智还加唱了一出《四郎探母》中的“坐

宫”对唱，再次掀起高潮。

11 月 17 日晚，经典折子戏专场上演，文武兼

有、行当齐全，包括青年演员张志芳、马燕超领

衔的技巧繁难的《金钱豹》，花脸演员王越和老

旦演员郭瑶瑶合作的脍炙人口的《赤桑镇》以及

于魁智、李胜素等压轴演出的《大登殿》。在观

众久久不息的欢呼声中，于魁智、李胜素返场演

唱经典对唱《武家坡》。

11 月 18 日晚，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如期举

行。于魁智、李胜素携国家京剧院一团的名家新

秀献上一段段精彩又经典的唱段。来自湖南省

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湖南省昆剧团的 6 位戏曲名

家也登台献唱。最后，于魁智、李胜素以一曲《蝶

恋》为此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3 天的演出，座无虚席，更令人惊喜的是，现

场看戏的观众中，年轻人占了多数。

“现场的火爆，观众对演员的追捧，让我们看

到了湖南观众既懂戏又热情，有这样一批戏迷观

众，相信戏剧的未来必将生机勃勃。”演出结束

后，孙桂元说。

“此次演出在收获好口碑的同时，也有着良

好的票房收益，我认为关键原因是我们的演出是

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对高质量、高品位文

化艺术欣赏的需求出发的。”湖南省演艺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吴友云说，“本着用最好的演艺作

品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湖南省演艺集团在演出

项目的运营策划过程中，会深入地了解观众、分

析观众、面向观众，不断改进传统的方式方法，推

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演艺形式。”

良好的票房也离不开对本土年轻观众的培

育。“这几年，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在坚定

不 移 地 做 好 传 统 经 典 剧 目 的 学 习 和 排 演 的 同

时，也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创作了一批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戏曲作品，并积极做好京剧艺术在

湖南的普及推广，推动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

该中心主任陈争光介绍。

在 3 场演出之外，本次“京戏入湘，国粹共享”

演出活动还安排了一场“华人文化大讲堂·湘江艺

术+”于魁智·李胜素京剧艺术漫谈会，让活动招募

的戏迷观众得以近距离与京剧艺术家探讨京剧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

漫谈会上，于魁智表示：“从事戏曲工作，要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心里长草唱不了戏。”

但他同时也认为，“京剧要不断向前发展，必须跟

上时代的步伐，培养年轻观众，多条腿走路。如

京歌，既能让老戏迷听到原汁原味的京剧，又能

吸引年轻人慢慢向京剧靠拢，就是很好的创新。”

据了解，截至目前，于魁智已演唱了 157首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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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企业助力礼乐文化传播

京剧入湘，年轻人热捧老戏骨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

《《黄河黄河》》领衔首届全领衔首届全国国街舞创作街舞创作作品作品展演展演：：

红色基因 国色国韵
本报记者 张 婷

本报讯 （实习记者韩君怡）11 月

18 日，山东邹鲁礼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与群艺堂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在

山东邹鲁礼乐团举行联合出品签约仪

式，双方就 2019 年度礼乐舞台剧项目达

成协议。

本次项目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原则，充分挖

掘邹鲁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精髓要义，提

升“邹鲁礼乐”文化品牌价值，拓宽礼乐

文化的受众范围，提高礼乐文化在国内

外及行业内的影响力。

该项目中的原创礼乐文化剧《礼乐

复兴·邹鲁先行》已进入制作阶段，该剧

在叙事中融合礼乐，寻找礼乐文化的当

代性，契合当今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达到礼乐教化、成风化人的效果。

“欢迎大家来到阿拉郑氏十七房，

阿拉这里的人啊，世世代代面朝大海，

四海为家，每当海螺声响起的晨光，就

会有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了，今天就由我

来给大家讲讲，阿拉十七房的故事，各

位请跟我来……”大门缓缓开启中，只

见拱桥之上盛装打扮的主人公郑氏在

家丁护卫下，立于桥头，笑颜迎客。

这是 11 月 10 日晚 7 点，记者在浙江

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郑氏十七房景

区，观摩大型实景互动体验剧《梦回十

七房》开场时的场景。随后，记者从工

作人员手中领到了一张“千足黄金算盘

一把”的礼单，作为一名受邀参加婚宴

的嘉宾，以此礼单作礼金，跟着人群来

到大红灯笼高挂、喜庆锣鼓激越的古戏

台前，这里是清末民初的郑氏十七房，

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奏响进行曲。舞台

上，温馨的洞房之夜后，次日清晨，新郎

郑海生出海了，新娘王氏褪去嫁衣，担

起持家重任……50 分钟时间里，记者看

到，该剧通过音乐、舞蹈、华服、奇幻实

景等多种表演形式，结合各种舞台与影

视特技表现手法，打破传统的依托实景

山水、单向欣赏为主的观剧方式，在实

景中引导观众充分融入周边环境和故

事情节。“力求使观众沉浸于‘人在戏

中，戏在人中’的演绎环境，以乡音乡景

乡情呈现出一台融自然山水之美、民俗

文化之韵、现代科技之奇为一体的大型

实景剧。”该剧导演、浙江省文化馆研究

馆员辛冠中告诉记者。

作为一台互动体验剧，表演现场除

了逼真的场景，还设有 3 个舞台：从古戏

台走到水上舞台，再到明清街，共有好

日红妆、梦里合欢、行街过往等 6 个场

景。只见多彩灯光映现出美轮美奂的

街巷、舞台，梦幻般推动剧情的同时，也

抓住了观众的心。“这台演出太幻美了，

好像穿越了时光。”慕名前来的上海游

客陈雯说，本来预定住一晚的一大家

子，被这里美丽的风景、精致的两层楼

民宿以及晚上“有看头”的演出给吸引

住了，一连住了两晚。

行 走 间 ，月 光 下 轮 廓 清 晰 的 马 头

墙，夜色中安宁质朴的古村落，斯时斯

景让人如痴如醉。辛冠中介绍说，郑氏

十七房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存

较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落。《梦回十七

房》讲述的是以老凤祥创始人郑熙为原

型的“宁波帮”故事，展现郑氏十七房房

主郑海生一生的不凡经历。而正是一代

代像郑海生一样的宁波人诚信守善、敢

闯敢为，成就了史上“宁波帮”的称号。

“宁波帮”不仅拥有诸多商帮名人，更缔

造了经久不衰的商业传奇，传承商帮文

明，形成独特的“宁波帮”文化。而今年

正好是“宁波帮”杰出代表包玉刚、赵安

中百年诞辰。

“宣传‘宁波帮’精神，弘扬传统文

化礼仪，进一步推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发展，提升镇海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是我们推出这台演出的初衷。”镇

海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副局长刘观来说。

据了解，《梦回十七房》由辛冠中执

导，杭州新青年歌舞团股份有限公司制

作演出，演员团队曾参与 G20 杭州峰会

《最忆是杭州》文艺演出。“我们公司自

2004 年创建以来，已完成了国内外演出

4000 余 场 次 ，共 获 得 60 多 个 艺 术 奖

项。”杭州新青年歌舞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钎说。

辛冠中表示，《梦回十七房》还在互

动体验中添加诸多非遗文化元素，比如

宁波一带流传已久的“十里红妆”婚嫁

场面，还有澥浦船鼓、跑马灯、龙舞等本

地民间舞蹈，做足“文化+旅游”文章。

记者获悉，《梦回十七房》自今年国

庆长假期间每晚两场连演 6 天，一票难

求。据镇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

长俞静海介绍，《梦回十七房》实行“政府

补贴+企业运作”模式，镇海区文广新

局，实景演出所在地镇、街道和开元旅业

集团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协议明确该

项目的实际运作交由宁波十七房开元度

假村有限公司承办，该剧创作、演出及后

续经营经费由宁波十七房开元度假村

有限公司承担，政府给予开元旅业集团

一次性补贴 450 万元。此举意在通过打

造一台独具镇海特色的剧目，推动十七

房风景区的科学发展，开创镇海文旅融

合新局面。

广东省河源市日前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

演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首届全国街舞

创作作品展演”。

此次展演汇集了从全国 16 个省区市、100 余

部优秀作品中甄选出的 30 部剧目，其中包括刚刚

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奖的街舞交响作

品《黄河》等中国街舞精品，令观众大饱眼福。

作为国内权威的专业街舞舞蹈社团，中国舞

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动街舞在中

国的发展。此次，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广东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

会、全国街舞联盟携手广东省舞蹈家协会等单位

承办的“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首届全国街舞

创作作品展演”，既是街舞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入

中国以来，首次以集中展演的形式亮相剧院，也

是我国将街舞推向艺术化道路的有力冲刺，更是

改革开放 40 年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和重要体现，

如今，中国街舞已经有了“红色基因”，走出了一

条属于自己的特色道路。

在国际领域，街舞以舞蹈技巧比拼为主，鲜

见其叙事。因为，为街舞编排一个完整的艺术作

品太具挑战性，不仅要知晓舞蹈创作的基本原

理，还要深谙街舞的所有规则、语汇以及表演技

巧，如若不然，不是表达不清，便是跑题，一不小

心还可能偏离了舞种本身。

尽管如此，国内街舞人仍积极进行着街舞由

单纯舞蹈转向多重叙事，同时给街舞增添国色与

国韵的探索，创造了一个个充满时代感的人物形

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如本次展演的作品，有表

现现实生活的《邻里》《快乐的建筑工》《拯救不开

心》《打铜》《过年》，有回溯革命历史的《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黄河》，有演绎英雄精神的《盼君归》

《坚守》《木兰从军》，还有展现民族风情的《迎亲》

《竹林傣风》《阿里郎魂》《阿妹戚托》，抒写了现实

生活，展现了时代风采，反映了当下年青一代“积

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演出中，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河

南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黄河》以韵律动感十足

的街舞形式，展现了中国的“母亲河”在新时代迸

发出的时代活力，现场掌声雷动。《黄河》由夏广

兴任总编导，毛伟伟、夏锐任编导。据夏锐介绍，

该作品的创排过程非常不易，经历了传统编舞思

维、技法与现代街舞肢体表达、审美的“对抗”，反

复磨合最终找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方式：将街舞

的各个舞种有机融合，并将街舞 popping 舞种中

的肌肉震动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动作符号。如

作品伊始，舞者造型的抖动象征着黄河的战栗，

中段大幅度的抖动舞段象征着黄河的奋勇向前，

最后集体抖动象征着黄河的怒吼。“街舞这一舞

种很有特性，充满力量、张扬，情感丰富、表达直

接，用它来重新解读伟大的民族交响乐《黄河》，

代表了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对黄河不屈不挠、奔

涌向前的精神的追逐与向往。”夏锐说，这就是创

作街舞《黄河》的意义，“现代人该用现代的语言

和气质来诉说黄河的故事、来展现黄河的豪迈、

来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认为，街舞最不一样的

地方，是能代表中国年轻人最自由的艺术生命表

达，这也是青年人酷爱街舞的原因。据统计，目

前国内街舞从业人员已达 300 万，每年组织文化

交流活动、文化走基层、公益支教、专业赛事、教

学成果展演、电视综艺演出、街舞进校园等活动

近万场。为了保持街舞艺术的蓬勃生命力，展演

期间，“坚定中国街舞的文化自信”——纪念改革

开放 40 周年广东河源街舞展演暨 2018 首届全国

街舞创作精品座谈会同期举办。“中国舞协一直

关心支持街舞艺术的发展，团结引导广大街舞工

作者和爱好者，积极推动街舞沿着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前进。”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罗斌表示。

艺 术·行 走

街舞交响作品《黄河》剧照 黄凯迪 摄

◀李胜素、于魁智表演《大登殿》

▲ 演出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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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我AI你》思索人工智能

本报讯 （记者陈璐）近日，原创音

乐剧《我 AI 你》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媒体

探班活动。探班当日，李莎旻子、田依

凡、苑子豪等主演现身彩排现场，展示

《我 AI你》中的部分唱段。音乐剧导演樊

冲全程指导，仔细打磨每个细节。

《我 AI 你》是一部人工智能题材的

音乐剧，由樊冲导演并作曲、陈铭章监

制。该剧故事发生在 2050 年的未来世

界：“八顿”是孟笕菲家的老款机器人，

像父亲一般陪着她长大。父亲发生意

外后，孟笕菲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并面临一系列关于家庭、情感、工作的

危机。为解决这些 问 题 ，她 必 须 保 护

即将被召回的“八顿”，和它一起完成

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背后竟藏着巨大

秘密……故事塑造了迷失自我的孟笕

菲、叛逆少年孟笕翔等形象，反映了现代

都市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到珍惜和陪伴身边人

的重要意义。

据了解，作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

剧演出季”展演剧目之一，《我 AI你》将于

12 月 20 日至 23 日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本届演出季由北京市西城区政府、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西城区文化委

员会、北京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北京

天桥演艺联盟共同主办，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承办，于 10月至 12月在天桥演艺区

集中展演全国各地多家院团带来的 10部

不同风格的音乐剧，以及一部由中央音

乐学院在校师生创演的音乐剧。

本报讯 （记者罗群）由北京市文

联、天津市文联、河北省文联共同主办

的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2018 京津

冀文联原创优秀文艺节目（歌曲、舞蹈

类）展演日前亮相北京。

主办方为京、津、冀三地各级文联

报送的节目进行了评奖，在演出现场宣

布获奖名单并颁奖，精选了部分优秀获

奖作品进行汇报演出。歌曲《梦娃》、舞

蹈《初心》等节目令现场掌声不断。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京、津、冀三地

文联首次进行原创文艺作品展演，形

式涵盖音乐（原创歌曲）、舞蹈两个艺

术门类。作品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 神 、纪 念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为 主 题 ，

融 原 创 性 、思 想 性 、观 赏 性 于 一 体 。

京 、津 、冀 三 地 文 联 拟 定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次三地原创优秀文艺节目展演，举

办地实行轮换制度，下一届将在天津

举办。

京津冀文联举办原创优秀文艺节目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