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19年7月18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李 雪

艺 术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6375

廿
载
瓯
剧
路
，一
颗
赤
子
心

—
—
记
温
州
市
瓯
剧
艺
术
研
究
院
院
长
蔡
晓
秋

本
报
记
者

罗

群

最近，浙江省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蔡晓

秋忙得很，结束了“浙江戏曲北京周”的演出和专家

研讨会，又率队奔赴吉林长春演出。

记者见到蔡晓秋时，是在北京演出瓯剧《杀狗

记》的前一天，虽然多日奔波、连续排练，但其人依旧

充满神采、平和从容，这大约是一个剧种、一方舞台、

一腔热情所赋予演员的最好滋养。

▶▶投身瓯剧不离不弃

蔡晓秋从小就是班上的文艺骨干，1991 年正式

考入艺校的瓯剧团代培班。“上世纪 60 年代初，当地

政府办过一届瓯剧班，之后出现人才断层，直到 1991

年才又办起来，当时教我们的老师最年轻的都 50 多

岁了。”蔡晓秋说，瓯剧的现状和老师的谆谆教诲使

她一接触瓯剧就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肩上的责任。

学戏很苦，但蔡晓秋 1997 年参加工作后所遭遇

的困难更苦。那时候瓯剧的生存环境不理想，待遇

堪忧不说，蔡晓秋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演出。

“当时农村没有像样的剧场，只能临时搭起草台，四

面透风，晚上就打地铺，睡在水泥地上。”蔡晓秋回

忆，有一次她随团到村里演出，晚上住在一座祠堂

里，头顶上吊着村里老人备下的寿材。“我家境还不

错，有很多种职业选择。如果我是一名老师、医生或

者银行职员，遇到那么多困难，可能早就离开了。但

遇到的恰恰是钟爱的瓯剧，就不能随便放弃。”蔡晓

秋强调。

《装疯》《洗心记》《高机与吴三春》《橘子红了》

《杀狗记》……蔡晓秋在舞台上挥洒智慧和汗水，收

获掌声和幸福，一坚守就是 20 多年。她把最好的年

华献给钟爱的事业，终于等来了戏曲发展的好时

代。一路艰辛，她自己倒看得平淡：“每个人都应该

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挺正常的。”

▶▶学昆曲，拓宽表演天地

蔡晓秋不喜欢说漂亮话，但对自己的表演有极

高的要求。2010 年前后，她一度感到遭遇瓶颈，必须

想办法突破，便想到向百戏之祖昆曲学习。几经辗

转介绍，蔡晓秋找到了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洵澎。“先

跟张老师学了两折戏，也是老师对我的考查，然后才

正式拜师。”蔡晓秋说，瓯剧的表演很接地气，但有时

不免随意、粗糙或过于夸张，而她所接触到的张洵澎

的表演艺术规范、细致、严谨，起初自己还不太适应，

学到第三出，才进入状态。“昆曲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从举手投足、身段、眼神到表情管理，我的收获非常

大。”蔡晓秋说，她认真学习、演出了不少昆曲大戏，

心里有了底，才着手将张洵澎的拿手戏、昆曲《百花

赠剑》移植成瓯剧，成为瓯剧常演的保留剧目。

张洵澎给予蔡晓秋的不仅是舞台上的技巧，更

是对人物深刻、准确、独到的理解与表现。“比如塑造

《狮吼记·跪池》中的柳氏，我就不把她演成悍妇，也

不把陈季常简单理解为怕老婆的懦弱男人，而是演

成一对相爱的夫妻在逗趣，充满生活气息，这样的人

物才可爱。”蔡晓秋说，“再比如塑造貂蝉，决不能轻

浮，一定要演出知书达理的修养，戏才能好看。即便

是演《磨房产子》这样悲苦的戏，贵气也是不能少的，

这是行当给演员提出的要求。”

除了艺术精湛，张洵澎的平易乐观也给蔡晓秋

带来很大影响。“老师特别单纯，永远开开心心的，这

个我暂时还做不到。”蔡晓秋说。

▶▶培养瓯剧后备军

蔡晓秋没法像张洵澎那样永远开开心心，这与

她肩上的担子有关。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是“天

下第一团”，用蔡晓秋的话说“几十条好汉肩负着一

个剧种传承发展的使命”，需要她操心的事太多了，

人才培养就是重中之重。

目前，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有 20 多名青年演

员，他们业务过硬、面貌清新，在浙江乃至全国已小有

名气。2008年艺术研究院招聘演员时，当时蔡晓秋还

不是院领导，但她坚持提议，一定要深入温州的县、

镇、村中物色瓯剧苗子。“我是温州苍南县人，当时就

和几名同事一起到苍南去招生。”蔡晓秋回忆，“城市

的孩子大多不能吃苦，家长也不肯让孩子学戏，所以

我把目光锁定在农村。我们一所所学校地走，孩子们

做操，我们在边上看，看到有灵气的就如获至宝，赶紧

跟学校、家长和本人沟通。”这批年轻人就是蔡晓秋和

同事们这样地毯式搜索选拔出来的。

如今，年轻人的发展让蔡晓秋欣慰。“像对自己

的孩子一样呵护、培养他们 10 年，他们现在爱瓯剧、

爱表演、爱舞台，瓯剧后继有人了。”蔡晓秋说，瓯剧

的很多戏年轻人已经能接过来了，《杨门女将》《白蛇

传》等大戏也演得有模有样，有的青年演员拿了“白

玉兰”新人主角奖，还有的准备在今年举办个人专场

演出。“青春不等人，我想帮助他们快速成长，扶持他

们早日成才，把瓯剧传承好。”蔡晓秋殷切地说。

2019 年 2 月底，中国歌剧舞剧院开启民族舞剧

《孔子》第二轮全国巡演。在国家大剧院 300 场纪念

演出现场，近 300名年轻“粉丝”身着古典服饰礼服观

演；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开票后，1300多张票 23

分钟售罄……

2019 年 3 月，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民族舞剧《昭君

出塞》赴美国演出 6场，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掌

声经久不息。一位女观众说：“我看懂了！昭君是和

平使者的化身。”

从民族舞剧《孔子》《昭君出塞》《赵氏孤儿》《李

白》，到民族歌剧《刘三姐》《林徽因》《玉堂春》，再到

民族音乐会《国之瑰宝》《国韵流芳》，中国歌剧舞剧

院近年来聚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以歌剧、舞剧艺术彰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传递中华美德。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014 年至今，中国歌剧舞剧院累计创作剧目 20

多部，超过过去 10 年总和，艺术质量和影响力大幅

提升。

五年来，《孔子》《林徽因》《国之瑰宝》等 23 个项

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5149万元。参与评选的专

家评价，这些剧目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相统一”，在艺术表现中努力弘扬“民族精

魂”铸就“民族脊梁”。

以《孔子》为例。被观众称赞为“展现中华风韵，

满载家国情怀”的这部剧于 2014 年首演，讲述了孔

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展现了其对大同社会的期

盼和传道授业的情怀。五年来，《孔子》创下演出佳

绩：在国内外演出 300 余场，吸引观众超 45 万人次，

累计总票房过亿元；2017 年，作为“中华风韵”项目，

在美国连续演出 7 场，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文

化名片”。

解析《孔子》等剧目的成功之道，中国舞协副主

席罗斌说，中国舞剧从民族性、传统化的建构延伸到

现代性、当代化构造，无论表现方式如何变化、美感

逻辑如何迁延，中华文脉之自成一统、中国精神之古

今一体，历久弥新，根性不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近年来，我

们坚持‘红色记忆的革命题材’和‘优秀传统文化题

材’两条创作主线，以新时代的格局和情怀讲好中

国故事。”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说，“作为国家

院团，我们有义务用文艺精品凝聚炎黄子孙的共同

价值追求和梦想期待，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志气。”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精品奉献人民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努力攀登艺术高峰。五

年来，我们在探索民族歌剧、民族舞剧发展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陶诚说，剧院紧紧扭住“打造精品”这根

主线，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每创作必“深

扎”。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主创团队赴山西左权，

民族舞剧《昭君出塞》主创团队赴内蒙古呼和浩特

等，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尽可能使历史

积淀和民族特色相结合，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有

机融合。让剧目接受观众检验，坚持边演边改，不断

打磨提升，精益求精，回归艺术本体，凝炼艺术精华。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髓。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复排民族歌

剧《白毛女》，在致敬经典、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融合

时代元素，彰显经典民族歌剧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民族歌剧《刘三姐》展现美丽的绿水青山和美好的传

说，成为推动文旅融合的有益尝试。民族歌剧《玉堂

春》用时代之法、提传统之萃，尝试将戏曲经典改编

成歌剧。如专家所说，以传统文化为本，将现代意识

融入其中，重塑当代中国精神，是这些剧目取得成功

的原因。

营造勇攀高峰的创作环境，激励演员争做一流

艺术家。剧院有针对性地为青年艺术人才授课，同

时，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舞剧《孔子》

《赵氏孤儿》等起用剧院青年编导。加强业务考核，

将年度考核成绩切实落实到平时角色挑选和演员优

胜劣汰中。“考核对演员来讲是压力，也是动力。”考

核评委、歌唱家杨洪基说，“中国歌剧舞台要求是非

常高的，通过考核把业务再提高，向唱得好的演员学

习，才可以在歌剧舞台上胜任重要角色。”

开拓海内外市场实现两个效益双丰收

在舞剧《孔子》全国巡演中，有一个可喜现象：购

票观众以“90 后”为主，“铁粉”群已近 4000 人。据群

主统计，近四成“粉丝”观看演出 10场以上，七成观看

5场以上。

在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上，中国歌剧舞剧院

账号成为青年网友关于中国风艺术讨论的主要阵

地，《孔子》舞段《采薇》的播放总量已达到 300 万次；

在新浪微博上，“我要去看舞剧《孔子》”话题 1.3 亿人

阅读，16.5 万人讨论；在腾讯、优酷、抖音、网易音乐

甚至国外的 Facebook、Youtube 等平台也有大量《采

薇》视频，被广泛模仿。

年轻“粉丝”助力舞剧《孔子》成为演出界“爆

款”，这让陶诚思考良多：观众尤其年轻观众的艺术

审美需要好的作品来引导；对于一出剧目而言，曲高

和寡是无法真正实现社会效益的，只有在不断地为

人民群众演出中，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

以精品开拓市场、培养观众，剧院的改革之路

越走越宽。自 2014 年 6 月以来，剧院组织 55 个大中

型团组赴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希腊、法国、韩国、

日本等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181 场，观众总人数

约 27 万人次。《孔子》《昭君出塞》《赵氏孤儿》等剧目

在德国威斯巴登国家歌剧院、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

心、悉尼歌剧院等世界级艺术殿堂亮相，基本实现

“在主流剧场、面向主流人群、不靠送票”的对外商

演模式。

为基层送文化种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剧

院近年赴基层开展公益演出 200 余场，观众近 30 万

人次；在浙江嘉兴、河南兰考等地设立大型创作采风

和文化帮扶基地。探索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创作

精品剧目在当地驻场演出，以“演艺+旅游”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如舞剧《昭君出塞》已成“昭君冢”驻场演

出，舞剧《李白》成为马鞍山市的文化旅游名片。

四川交响乐团2019—2020音乐季

精彩纷呈

本报讯 （驻四川记者付远书）

近日，记者从四川交响乐团举办的

新 闻 发 布 会 获 悉 ，四 川 交 响 乐 团

2019—2020 交 响 音 乐 季 将 于 9 月

12 日 在 成 都 的 中 国 — 欧 洲 中 心

Icon云端天府音乐厅拉开帷幕。

四川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

家洪毅全介绍，作为四川交响乐团

的第三个音乐季，本次音乐季将更

深入地带观众了解音乐中丰富的

内涵，探索 20 世纪的音乐大师们富

有挑战性的音乐语言，如斯特拉文

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埃尔加以及

具有强烈古典主义风格的海顿、贝

多芬和勃拉姆斯等作曲家。其间，

四川交响乐团还将上演作曲家叶

小钢、郭文景的作品专场音乐会，

并为王德龙、张天阳等中国年轻作

曲家的新作品举行全球首演。乐

团还将继续与左章、黄滨和秦立巍

等年轻的中国独奏家合作，为观众

献上精彩演出。

四川交响乐团团长吴灵峰透

露，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

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西部交响

乐周将于 11 月 1 日至 7 日在成都

举行。届时，西部 12 个省区市的

交响乐团，以及特邀的杭州爱乐乐

团、天津交响乐团等 16 支乐团将

连续上演 16 场交响音乐会。活动

还将举行 2019 中国交响乐（成都）

峰会以及大师课讲座、进校园、进

社 区 惠 民 服 务 等 多 项 活 动 。 其

中 ，2019 中 国 交 响 乐（成 都）峰 会

则邀请来自全国 80 多家职业交响

乐 团 的 团 长 、总 监 以 及 专 家 学 者

百 余 人 ，分 享 中 国 交 响 乐 发 展 的

经验和成果。中国歌剧舞剧院：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中国的文化名片”
新华社记者 周 玮

本报讯 7 月 15 日，上海市黄

浦区委宣传部与上海大剧院艺术

中心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对外推

出“艺 树 ”计 划 公 益 品 牌 ，该 计 划

以“艺 术 让 生 活 更 美 好 ”为 宗 旨 ，

致力于向零基础群体开展艺术普

及活动。

“ 艺 树 ”取“ 艺 术 ”谐 音 ，表 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2019

年首届“艺树”计划以民族乐器古

琴为载体，8月至 11 月间，该计划将

汇集上海各流派古琴艺术家，携手

诗词、国画、昆曲、评弹等领域艺术

家进行跨界交流，将讲座、导赏、体

验课、工作坊不同形式的古琴活动

送进消防、医护、环卫、邮政等行业

工作者群体中。作为首届“艺树”

计划的压轴节目，“百人古琴联弹”

将于 11 月下旬在上海大剧院广场

以快闪形式举行，参与活动的古琴

爱好者与专业演奏者将呈现百人

联弹古琴的壮观场面。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

记、总裁张鸣表示，“艺树”计划在

内 容 上 聚 焦 民 族 艺 术 ，活 动 对 象

上 聚 焦 零 基 础 群 体 ，希 望 通 过 各

方努力切实有效地向广大市民普

及健康高雅又富有情趣的生活方

式 ，从 而 提 高 当 代 都 市 人 的 精 神

气质。

本次“艺树”计划除针对特定

群体开展活动外，还将向市民开启

“我与古琴”线上招募行动，挖掘大

众日常生活中因文化艺术带来的

点滴改变。即日起广大古琴爱好

者 可 围 绕“我 与 古 琴 ”主 题 ，以 征

文、摄影作品、手绘漫画、短视频等

形式，讲述自己与古琴的故事，主

办方将在征集作品中选拔优秀作

品在官方平台进行推送。（黄艺芹）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7

月 15 日，由陕西省文联、陕西省戏

剧家协会主办的陕西戏剧创作研

修班在陕西省汉中市开班。5 天时

间内，除集中授课外，参加学习的

剧作者还将得到专家针对自己作

品的意见和专门辅导。

本次研修班将剧本创作、编剧

研修与采风活动相结合，将以往的

单一宣讲变成双向乃至多向互动，

有 助 于 讲 师 与 学 员 的 对 话 交 流 。

研修班邀请到马也、丁科民、胡安

忍、雒社扬、仵埂 5 位专家进行现场

讲座和作品点评。遴选出的 30 余

位剧作者的 30 余件戏剧作品将作

为教材，由专家进行剖析点评，提

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本 次 活 动 参 与 人 数 多 、范 围

广，除了入选参评作品的作者外，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基层文艺院团

编剧班的 30 余位学员和来自汉中

市剧协、市作协的戏剧创作爱好者

近百人参加学习，加强了陕西省创

作队伍建设，尤其是培养和提高了

中青年戏剧人才的业务水平，同时

为 2019 年陕西省第七届校园艺术

节征集作品，力争推出一批优秀作

品和人才。

瓯剧《杀狗记》剧照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郜磊）

7 月 5 日至 14 日，由中华世纪坛艺

术馆、安徽博物院主办的“中国艺

术新视界 2019——国家艺术基金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书法、摄

影、工艺美术）作品巡展”亮相安徽

博物院。

本次展览以“意象古今”为主

题，在安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

中追寻中国的精神意象。主办方从

国家艺术基金 2014—2018 年度美

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创作人才、

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结项成果中遴选

出 110件优秀作品，生动展现了青年

艺术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为人民

抒写、为时代画像的创作实践成果。

开幕式后的艺术创作研讨会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界、学术

界代表围绕“艺术创作中的意象观

与写意手法：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

化中寻求当代艺术精神表达的途

径”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7 月的长白山绿意正浓、游人如织，位于吉林省长白山景区的“秘境

长白山演绎秀”正火爆上演。

演出创作团队以长白山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背景，为游客呈现出

木帮文化、满族民俗文化、朝鲜族文化、关东文化等特色地域元素，成为

游客了解长白山起源、领略关东风情的窗口。

图为“秘境长白山演绎秀”中的满族战马表演。

费 菲/文 长白山景区供图

上海：“艺树”计划传播民族艺术之美

陕西戏剧创作研修班力推新人新作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以作品展现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