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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京剧院与西安秦腔剧院结对共建

《安国夫人》：把国粹精华移植到秦腔舞台上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文/图

旅游数据与旅游统计人才在京研修

2019中国—东盟博览会
文化展和动漫游戏展开幕

湖南岳阳召开推进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会

秦腔版《安国夫人》剧照

“快马加鞭出临安，思想起朝中

事心似油煎……”7 月 3 日至 7 日，一

个能唱能打、扮相俊俏的“梁红玉”活

跃在陕西西安易俗大剧院的舞台之

上，赢得众多秦腔戏迷的喝彩。由国

家京剧院与西安秦腔剧院共同出品

的秦腔版《安国夫人》在西安首度与

观众见面，这是两家院团结对共建的

合作成果，也是国家京剧院京剧《安

国夫人》首次移植到其他剧种的成功

尝试。

文武兼备受好评

“ 唱 得 动 情 震 撼 ，打 得 酣 畅 淋

漓。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文武场都

非常精彩的演出了。”7月 6日晚，因票

友口碑相传而前来观看秦腔版《安国

夫 人》的 戏 迷 陈 建 民 这 样 评 价 。 当

晚，西安秦腔剧院三意社的演员用精

彩的表演征服了现场的众多观众，最

后一场武戏“梁红玉擂鼓退金兵”，观

众席上爆发的掌声多达 20余次。

作为文武戏兼备的优秀戏曲作

品，京剧版《安国夫人》是由国家京剧

院创作的大型新编历史剧，由梅派第

三代表演艺术家董圆圆与奚派表演

艺术家张建国领衔主演。该剧讲述

了巾帼女英雄梁红玉在国家危难之

时，毅然抛下襁褓中幼子夜行数百里

急驰秀州，与丈夫韩世忠里应外合平

息叛乱，让不可一世的金兀术兵败黄

天荡的故事。

看完秦腔版《安国夫人》，不少观

众都觉得该剧“很秦腔”。该剧作曲

郭全民表示，秦腔不像其他剧种只有

一种声腔，而是分欢音和苦音，特别

适 合 表 现 大 开 大 合 、大 起 大 落 的 情

绪，它的音乐和旋律大气，能充分表

现巾帼英雄梁红玉的气概。

“看过之后，我特别激动，这就是

观众特别爱看的那种戏，它把国粹的

精华移植到了秦腔的舞台上。”戏曲

评论家王小康认为，秦腔的武戏与京

剧相比还较弱，而这部戏做了很好的

尝试。

“陕西的戏总体上文戏多、武戏

少，而传统戏又必须做到文武两条腿

走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

秦腔剧院三意社社长侯红琴表示，排

演《安国夫人》这样一部文武兼备的

戏，也是想把秦腔的武戏捡起来，让

观众看得过瘾。

青年演员挑大梁

“主演都很年轻，西安秦腔剧院

给年轻人这么好的机会和这么大的

舞台，非常让人敬佩。”作为秦腔版

《安国夫人》的艺术总监，董圆圆很高

兴把自己人物塑造的想法和心得与

年青一代交流。在该剧近一年的排

演过程中，包括董圆圆在内的多位国

家京剧院的艺术家多次前往西安进

行现场指导。

“《安国夫人》的剧目移植是国家

京剧院与西安秦腔剧院双方合作共

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秦腔剧院

党 委 书 记 、执 行 董 事 兼 总 经 理 雍 涛

介 绍 道 ，三 意 社 发 扬“ 老 为 绿 叶 衬

新 红 ”的 风 格 ，为 青 年 演 员 搭 建 起

施 展 才 华 的 艺 术 平 台 ，包 括 侯 红

琴 、张 涛 等 在 内 的 一 大 批 知 名 演 员

甘 当 绿 叶 。 比 如 ，这 部 戏 中 ，梅 花

奖 获 得 者 张 涛 饰 演 了 一 个 报 子 的

角 色 ，台 词 不 到 5 句 ；王 战 毅 、李 康

定 、李 小 伟 等 三 意 社 台 柱 子 也 都是

龙套的角色，台词基本上就是“杀”

“啊”等一两个字。他们除了自己排

戏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年轻演员进行

唱腔和表演 方 面 的 指 导 。“ 艺 术 ，就

是传帮带，舞台上永远只有小演员，

没 有 小 角 色 ，任 何 角 色 都 要 认 真 去

诠 释 ，这 样 才 能 成 就 整 台 戏 的 精

彩。”张涛说。

结对共建谱华章

5 年前，国家京剧院创排了京剧

版《安国夫人》，自首演以来，备受全

国戏迷、观众的喜爱。“对于这部塑造

巾帼英雄形象、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

义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戏，西安

秦腔剧院曾数次组织演职人员观摩

学习、分享体会。”雍涛说，“这部戏在

各方各面都非常契合秦腔剧种，最终

成为两家院团结对共建、成功移植的

首部大戏。”

2018 年 10 月，国家京剧院与西安

秦腔剧院签署结对共建合作协议，双

方发挥各自剧目资源优势，选取合适

题 材 进 行 剧 目 移 植 创 作 。 同 时 ，双

方将在文化惠民及戏曲进校园等方

面 开 展 合 作 ，进 行 演 职 人 员 之 间 的

交流观摩，促进剧院整体艺术水准的

提升。

“秦腔和京剧都是我国古老的戏

曲剧种，结对共建为两个悠久辉煌的

剧种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戏剧创

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移植。在移

植过程中，国家京剧院充分发挥了国

家院团的导向性、示范性、代表性作

用，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院团建设，

有效提高了西安秦腔剧院青年演员

的整体艺术水准。”雍涛说。

“戏曲院团在时下该怎么发展？

我觉得合作是一条好路径。”国家京

剧院党委副书记魏丽云认为，挖掘和

移 植 借 鉴 ，会 让 双 方 都 焕 发 新 的 活

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为进

一步 推 进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推 动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和 旅 游 供 给 侧 改

革 ，改 进 旅 游 数 据 与 旅 游 统 计 工

作 ，7 月 2 日 至 5 日 ，由 文 化 和 旅

游部人事司委托中国旅游研究院

举 办 的 2019 年 旅 游 数 据 与 旅 游

统计人才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在

京举行。

研修班邀请了中国旅游研究

院院长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

长唐晓云、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教

授杜子芳、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李享、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高

级统计师张记高等专家学者和业

界资深人士，围绕文化和旅游统计

方向与要求、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统

计 、旅 游 经 济 形 势 分 析 及 数 据 支

撑、旅游领域的智能应用等内容进

行授课。来自全国 31 个省区市负

责文化和旅游数据与统计的相关

专业人员及技术骨干共计 158 人参

加了研修。

研修学员表示，研修班给全国

旅游数据与统计工作人员提供了

宝贵的学习平台，为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开展数据与统

计工作开拓了新的思路，培训内容

理论联系实际，解答大家在旅游统

计中存在的困惑。他们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继续砥砺前行，不断

提高文化和旅游统计数据的质量，

稳步推进统计数据工作的精准化

水平。

本报讯 （驻广西记者郭凯倩）

7月 5日，2019中国—东盟博览会文

化展和动漫游戏展在广西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集中展示中国和

东盟各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创 意 、工 艺 美 术 、影 视 动 漫 、新 闻

出版、书画艺术、文化旅游、文化金

融、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成果。

展览以“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促进中国—东盟文化合作”

为主旨，其中，文化展集中展示了

中国和东盟特色文化形象、旅游文

化、演艺文化、创意文化产品、期刊

出版物等，动漫游戏展集中展示了

动漫游戏及相关产业的服务外包、

开发制作、版权交易、出版发行、译

制播放、衍生品等。

展会还举办了行业论坛、商务

洽谈会 、项 目 签 约 、东 盟 风 情 表

演、次元文化大赏、电竞嘉年华等

活动，邀请了 200 多家来自“一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优 质 买

家 参 会 ，开 展 精 准 的 贸 易 配 对 与

现场洽谈。

作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

重要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

展和动漫游戏展积极寻找更多开

展文化合作的机会，为推进文化、

动漫和游戏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搭建专业平台。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7 月 3日，湖南省岳阳市推进文化旅

游 融 合 发 展 工 作 会 在 平 江 县 召

开。会议提出，加快推进文化旅游

强 市 建 设 ，落 实“以 文 促 旅 ，以 旅

彰文”总体工作思路，以创新驱动

为引领，以重大项目为突破，以融

合 发 展 为 主 线 ，推 出 文 化 旅 游 精

品 ，打 造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力 争 到

2023 年全市文化和旅游产业产值

实现“双千亿”，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达到 6%。

会议印发了岳阳市委、市政府

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该

实施意见，岳阳市将成立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岳

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总体规划

（2020—2030）》，建 立 联 席 会 议 制

度，推进文化旅游与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完善智慧旅游平台、旅游

厕所等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加

大文化旅游宣传营销力度，打造文

化旅游创意园区，创新开发具有独

特创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

品体系，引进和培养一批懂经营、

会管理、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

游人才，加大财政金融对文化旅游

的支持力度。

会前，岳阳市重点文化旅游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湖南洞庭国

际文旅综合开发项目、君山影视小

镇等 7 个文化旅游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达 257.2亿元。

本报讯 （记者连晓芳）日前，

大型多媒体话剧《兰若寺》在北京

师范大学上演。《兰若寺》由教育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话剧传承基

地扶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等单位联合出品，以蒲松龄所

著《聊斋志异·聂小倩》为原型，将中

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元素、现代戏

剧形式与当代科技手段融合衔接，

充分展示了跨界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兰若寺》创作历时 3

年 ，剧 本 策 划 与 创 作 、舞 美 设 计 、

视觉设计和主要演员多为北京师

范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编导

赵晓宇积极探索新颖立体的舞台

语 言 ，表 达 永 恒 的 主 题“情 与 爱 ”

“美 与 善 ”；扮 演 宁 采 臣 的 特 邀 青

年 舞 蹈 家 朱 晗 、扮 演 树 妖 姥 姥 的

秦 腔 演 员 朱 佩 君 ，将 舞 蹈 和 戏 曲

表 演 特 色 与 理 念 融 入 了 剧 情 ；担

任演员的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生

凭借生动的人物刻画获得了业内

专业人士的认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院长胡智锋说：“这是一次经典

剧目的现代化演绎与话剧创新尝

试，作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打造的品牌话剧，《兰若寺》彰

显了高校在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上的不懈努力。”

多媒体话剧《兰若寺》展示跨界艺术魅力

（上接第一版）

此外，我们还将努力提升良渚古

城遗址的展示阐释水平，在做好遗址

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考古

研究成果，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进

行更加专业、生动、深入的呈现。在

此过程中，将统筹好专业化和大众化

两个维度，推进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

的创造性转化，树立大遗址保护利用

典范、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样板，通过

引导发展文化产业、文创产业、民宿

经济等，积极助推遗址周边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为遗址保护赢得更加广泛

的 支 持 和 理 解 ，使 周 边 群 众 更 加 自

觉、坚定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中来。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

大的责任和义务”

问：截至目前，我国已拥有 55 项

世界遗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

国。您如何看待我国近年来申遗工

作取得的成绩？

答：我国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

是由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

历史发展，留下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

特征鲜明、分布广泛的各类不可移动文

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我们更关

注 的 是 世 界 遗 产 的 保 护 责 任 与 义

务。保护和管理好这些珍贵的世界

遗 产 是 中 国 政 府 作 为《世 界 遗 产 公

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世界遗产公

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对世界遗

产的保护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每一

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都必须接

受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监督。

因此，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

着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落实主体责

任，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和人力开展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快解决当前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法律体系不

完备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妥善保护遗产

本体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升展示阐释水

平和遗产保护融入社会发展的程度。

同时，世界遗产大国地位进一步

巩固，也意味着我国在相关领域要承

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今后，我

国将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以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

修复研究中心的深度合作，在相关平

台上发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

用，进一步推广世界遗产保护理念，

也将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与中国理念，通过

各种形式分享给世界同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我

国将进一步参与国际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实践，推进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

际行动，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震

后文物抢救工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

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加

强协调、合作，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乌兹

别克斯坦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展示阐释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世界上一些

遗产大国相比，我国在文物保护、法规

建设、文物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

一定差距，需要各部门之间进一步加强

交流、沟通与合作，积极吸收国际理念，

学习各国成功经验，不断加强能力建

设，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努力成为与世界

遗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家长放心，孩子开心。暑假来临，浙江各地的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孩

子们的学习乐园。

图为浙江龙游詹家镇的孩子们在镇文化站站长裴马冲的辅导下，练

习二胡、笛子等乐器。

本报驻浙江记者 徐继宏 摄

从新农村建设的典型长江村到

欧亚大陆桥头堡连云港，从泰州梅兰

芳纪念馆到徐州马庄文化大院，工厂

车间、海港渔村、特色小镇……7 月 2

日至 8 日，来自江苏省艺术创作一线

的 40 名文艺工作者，从长江之滨江阴

启程，参加了为期一周的 2019 年江苏

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

风活动。火热的江苏大地留下了艺

术家们深深的脚印，也激发了他们进

行艺术创作的灵感。

长江村是此行第一站。7月 2日，

采风团一行在这里参观了长江钢管

公 司 、长 达 中 板 厂 生 产 线 及 亚 洲 最

大 的 长 江 拆 船 厂 ，艺 术 家 们 被 眼 前

宏大的气势所震撼，纷纷拿出相机、

画 笔 记 录 下 这 生 动 的 场 景 。 刘 海

粟 美 术 馆 馆 长 李 庆 创 作 了 一 幅 水

彩 画 —— 开 阔 的 江 面 上 ，橘 红 色 的

吊 车 高 耸 入 云 ，正 在 往 巨 大 的 船 舶

上 传 送 货 物 。 画 面 构 图 饱 满 ，线 条

凝练传神，色彩鲜亮，呈现出水彩画

特有的效果。

“这幅画是我晚上回到酒店完成

的。当时房间里灯光偏暗，我就借助

卫生间明亮的灯光完成了这幅作品。”

李庆说，“古代著名画家石涛说‘搜尽

奇峰打草稿’，说的就是深入生活写生

的重要性。在徐州马庄听村支书讲

建设马庄的种种艰辛时，我忍不住眼

眶湿润了。艺术家一定要走到火热

的生活中，只有亲眼所见、亲身感受，

才能创作出有温度、有力量、有感染

力的作品。”

7月 4日，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露

天舞台上演了一场精彩的京剧互动

表演，江苏省京剧院青年演员高飞和

票友戏迷共同表演了京剧《智斗》选

段。唱腔醇厚流丽，身段优雅端庄，

尽显梅派气度，与票友默契的配合更

是赢得满堂彩。与高飞搭档的票友

黄平今年快 70 岁了，演出结束后，他

兴奋地说：“我们平时学戏都靠视频，

今天能和省京剧院的艺术家搭档真

是太幸运了。专业演员开口就不一

样，嗓子特别亮，特别好听。”

“这次采风活动让我感受到扑面

而来的生活气息，体味到不同群体的

真性情，带给我很多创作灵感，在将

来 塑 造 人 物 的 时 候 会 有 很 大 的 帮

助。”高飞曾在新编现代京剧《向农》

中饰演向农的妻子，生动诠释了一位

农村妇女的善良朴实。“作为一名京

剧艺术传承者，我将亲身感受、深挖

素材，肩负起传承、发扬国粹艺术的

责任。”高飞说。

在梅兰芳纪念馆，江苏省昆剧院

新生代小生演员周鑫意外发现了一

张民国时期的海 报 ，这 让 他 兴 奋 不

已 ：“ 我 一 眼 就 看 到 了 梅 兰 芳 和 王

凤 卿 在 上 海 丹 桂 第 一 台 演 出《太 真

外 传》的 海 报 ，赶 紧 拍 下 照 片 留 作

纪念，回去以后要慢慢琢磨。”今年

国 庆 期 间 ，江 苏 省 昆 剧 院 将 上 演 昆

曲 现 代 戏《梅 兰 芳》，周鑫饰演王凤

卿 ，这 段 时 间 他 一 直 在 认 真 准 备 这

一角色。

《牡丹亭》是昆曲的经典之作，7月

7 日，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徐州市窑

湾镇，周鑫现场演唱了《牡丹亭·拾

画叫画》中的唱段，“则见风月暗消

磨，画墙西正南则左”，婉转悠扬的

唱腔将昆曲水磨调的细腻表现得淋

漓尽致。周鑫说：“采风团里有很多

艺术家，这些天我们相互交流，我学

到 了 很 多 东 西 ，对 将 来 的 创 作 大 有

裨益。”

在 连 云 港 连 岛 渔 村 时 ，写 生 的

画 家 太 过 专 注 ，都 没 有 留 意 到 海 水

涨 潮 浸 湿 了 鞋 子 ；在 欣 赏 柳 琴 戏 之

后，画家即兴创作戏剧人物速写；一

路前行的大巴车上，大家相互交流、

切磋，受益匪浅。7 月的江苏大地热

浪 滚 滚 ，但 挡 不 住 艺 术 家 们 的 创 作

热情，大家认真参观、仔细聆听、用

心欣赏、交流互动，用手中的画笔和

相机记录下所思所感。

“参 加 采 风 的 这 40 位 艺 术 家 都

来 自 江 苏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系 统 ，是 全

省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江苏省文

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标军介绍，

组 织 这 次 主 题 采 风 活 动 ，是 推 动 艺

术 创 作 出 精 品 、攀 高 峰 的 重 要 抓

手。艺术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走到生活深处，走到人民中

间 ，广 泛 运 用 和 提 炼 人 民 群 众 喜 欢

的语言、风格、样式，努力创作出一

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

作 ，为 构 筑 文 艺 精 品 创 作 高 地 作 出

新贡献。

搜 尽 奇 峰 打 草 稿
——记2019年江苏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活动

本报驻江苏记者 王 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