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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守护着祖国南疆的戏曲阵地
本报记者 李 雪

电影《生根》展现民族团结

戏曲文化周学术活动聚焦中国戏曲 70年发展成就

重视价值开掘 推动国际共享
本报记者 程 佳

10 月 26 日，由指挥家徐东晓执

棒，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演出《中国·赞歌——经

典合唱作品音乐会》。

音 乐 会 以 混 声 合 唱 、男 生 合

唱 、女 生 合 唱 和 女 高 音 独 唱 等 形

式，展示了《茉莉花（序曲）》《祖国

慈祥的母亲》《游子情思》《铁蹄下

的歌女》等 10 余首爱国歌曲、抒情

民歌和地方民歌，让观众一览经典

合唱作品的风采。

本报记者 刘 淼/文

中国交响乐团供图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

政府主办的 2019 中国戏曲文化周在

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 2019 中国戏

曲文化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聚焦中

国戏曲 70 年发展为主题的系列学术

活动同期举行。

戏曲文化周上演的许多在北京难

得一见的剧种令专家学者如获至宝，

经过两天的参观体验，中央戏剧学院

教授麻国钧感叹：“戏曲来源于民间，

中国戏曲文化周把戏曲还给了民间。”

本届戏曲文化周学术活动以促

进中国戏曲艺术的守正创新与融合

发展、加快中国戏曲“走出去”、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通过

举办中国戏曲发展国际论坛、中国戏

曲 70 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和青

年论文征集等活动，围绕“中国戏曲

的国际共享”“新时代戏曲创作的现

状特点及问题”“戏曲流派与戏曲发

展研究”“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等热

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在中国戏曲发展国际论坛上，来

自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京剧院、武

汉大学、东南大学等 30 多家国内戏剧

院团、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俄罗斯、意

大利等国家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此次活动。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

长崔伟认为，中国戏曲当下最紧迫的

任务是强化对戏曲演员表演艺术的吸

引力和创造力的重视。戏曲有其自身

的独特性和艺术规律，不能因为创作

理念、环境上的变化，就把最有看点、

最本质、最能够体现民族性的东西抛

弃掉。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表示：“纵

观历史，中国戏曲在中国人民的文化

生活中、在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热情方

面展现了持久的影响力，中国戏曲艺

术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思 想 宝 库 、精 神 宝

库，我们应该在新时代将中国戏曲艺

术进行广泛深入的推广，特别是中小

学校园里，让这门艺术进一步影响广

大青少年的成长。”

麻国钧认为，戏曲研究者应该重

拾中国戏曲的信念和自信，把中国戏

曲放在东方文化中加以审视，重视对

中国戏曲价值的开掘。

知名舞蹈艺术家、视觉艺术家沈

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他近些

年 创 作 的 现 代 京 剧 舞 蹈 剧 场《二 进

宫》以中国戏曲古典舞和现代舞的构

成方式，从韵律、形态、节奏等方面，

让观众了解中国音乐、中国韵律、中

国戏曲。而戏曲的未来是什么、如何

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也成为他在不断

尝试中着力思考的课题。

意 大 利 汉 学 家 、翻 译 家 李 莎 认

为，中国戏曲有一种“奇特”的精神，

它没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但是

有其自身的悲剧特色。中国戏曲对

于带有悲剧性的情节内容更多是肯

定而不是完全否定，这样乐天知命、

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很值得推广。

在中国戏曲 70 年回顾与展望学

术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原所长王安奎就中国戏曲艺术

70 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思考谈了自

己的看法；武汉大学教授郑传寅就现

代戏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建议；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

柱以民间戏曲剧团的发展为例，阐述

了戏曲艺术的民间性特点。

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认为，坚守

文 化 自 信 是 戏 曲 发 展 的 重 要 基 础 。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艺术审

美传统精髓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对作

为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审美符号之

一的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韵味、表演

绝技的深刻理解与精深传承，才能更

加坚定文化自信。”邹元江说。中国

戏曲学院教授颜全毅进一步就文化

自信背景下的戏曲生态与发展分享了

自己的看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

长王馗表示，中国戏曲已经成为人们

的一种生活方式，参与到中华民族性

格的塑造中，也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

艺术标识。2017 年全国戏曲普查有

348 个剧种处于活态传承之中，而随

着京剧、昆曲、粤剧等戏曲剧种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戏曲也逐渐被世界认知、共享。

“之所以能够共享，不仅因为中国戏

曲是一种民族艺术，更因为它包含着

很多共通的情感。”王馗说。

沿着中国的戏曲版图一路南下，

从粗犷俏美的龙江剧到高昂激越的

梆子腔，再到软糯细腻的昆曲……可

谓各美其美，再向南深入直到八桂大

地 ，扑 面 而 来 的 全 然 是 另 一 种 风 情

了。广西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

民族自治区，壮、汉、瑶、苗、侗等 12 个

世居少数民族会聚在这片热土，创造

出丰富多元的文化。壮剧、桂剧、彩

调剧等地方戏在这片土地传唱，还有

一家自治区级的京剧团，与国家京剧

院保持着密切联系。

2012 年 8 月，广西戏剧院成立，剧

院以保护壮剧、桂剧、彩调剧等国家

级 非 遗 剧 种 为 重 点 ，开 展 戏 剧 的 创

作、演出、研究、教育、传承、保护等工

作，守护着祖国南疆的戏曲阵地。

攒底气
连续三年进京演大戏

北京到广西，遥遥千里相隔，然

而，自 2017 年广西戏剧院京剧团与国

家京剧院同唱一台戏开始，广西戏

剧院在 2018 年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和

今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连续 3

年 进 京 演 出 ，奉 献 了 彩 调 剧《刘 三

姐》、新编历史桂剧《七步吟》、现代壮

剧《我家住在铜鼓岭》、壮剧《百色起

义》《冯子材》等优秀剧目，展示了一

家多剧种院团传承发展的实力。今

年 10月 20日，现代桂剧《赤子丹心》亮

相北京长安大戏院，当演员深情唱起

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观众纷纷起立

加入，使主旋律更加深入人心。

不仅如此，每次进京，广西戏剧

院都会举办研讨会，请业内人士为剧

院发展把脉。专家从早期广西戏剧史

上的优秀剧目开始梳理，对比今朝，有

肯定也有建议，让广西戏剧院院长龙

倩很是感动。“4家剧团刚合并时，一台

完整的大戏都没有，彩调剧团只有一

个《刘三姐》，领导让我们做周末剧场，

可没有剧目根本演不起来。还有的领

导认为，排那么多戏干吗，到了剧目展

演时就让人看笑话了。”龙倩说，4个剧

种都是宝，4 家剧团的发展要相对平

衡。6年以来，广西戏剧院新创作剧目

20 台，很多剧目以扶贫攻坚、民族团

结、红色教育为主题，加之每年在基层

500场的演出，最终积攒起接受首都观

众检验的底气。

“广西的演出市场歌舞是强项，但

戏剧从未缺席。广西戏剧人接续了抗

战时期的优良传统，在本土题材、本土

剧种和本土风情上精准对接，用广西

风情讲述广西故事；借船出海、高台起

跳，引进优秀团队进行创作；同时，对

现实生活的关注，《第一书记》《大山妈

妈》《赤子丹心》等剧目均以真人真事

为题材，反映新时代新气象新面貌。”

《剧本》杂志副主编武丹丹评价。

长志气
多剧种互相反哺出精品

今年 4 月 26 日，第 29 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颁奖晚会现场，广西戏剧院壮

剧团演员哈丹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

代表中国戏剧人最高荣誉的玉白色

梅花奖瓷盘，从艺二十余载，她不负

期待，凭借在壮剧《牵云崖》中的精彩

表演跻身“梅”园。

哈丹出身戏剧世家，初中毕业后

考 取 广 西 艺 术 学 校 学 习 壮 剧 表 演 ，

1993 年分配到广西壮剧团。“那个年

代，戏曲人的生存已经很困难了，看

戏的观众渐渐少了，我也很迷茫，感

觉理想难以为继。”哈丹回忆，几经思

量，她决定北上求学，白天跟声乐老

师学习，晚上就到当时北京著名的顺

丰歌舞厅驻场演出。直到 1996 年，哈

丹因出演黄梅戏《红楼梦》中的林黛

玉获得巨大反响，让她下定决心回归

壮剧舞台：“我是爱壮剧的，再多的浮

华都无法让我抛弃戏剧理想。”

为充分展现哈丹的潜力，2017年，

广西戏剧院为她量身打造了《牵云崖》，

早年闯荡社会积累的一身技艺也开始

反哺她的表演。“艺术是相通的，每一

个剧种我都爱。壮剧的包容性很强，

如果把别的剧种好的地方融入我的艺

术生涯中，表演空间就更大了。”哈丹

说，现在剧院的氛围很好，领导希望演

员在舞台上尝试不同的角色，每个团

只要有好本子，所有演员都能到台上

竞演，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坚守戏曲

舞台的信念也更强了。

彩调剧团团长蒋剑在桂剧《赤子丹

心》中跨界挑战饰演科学家黄大年，

为了拿捏好桂剧的唱腔，蒋剑向剧组

请来的桂剧表演艺术家曾定国请教，

一腔一调接受辅导。前期创作阶段，

作为该剧总导演的龙倩还带领主创团

队，在黄大年的弟弟黄大文的陪同下，

前往吉林大学采风，了解黄

大年的工作环境及事迹，搜

集鲜活的一手材料。

沉住气
新作品要经得起检验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

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

险弯又多……”上世纪 60 年

代，《刘三姐》五进中南海，四

进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演出。2016 年，彩调歌舞剧

《刘三姐》作为国家艺术基金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赴泰

国、柬埔寨等国演出。因为观

众太多，承办方在外面架设起

大屏幕，用直播的方式供买

不到票的人欣赏。

今年，广西戏剧院再次

挑 战 创 作 彩 调 剧《新 刘 三

姐》的任务。7 月，创作采风团一行 17

人赴广西河池采风。

《新刘三姐》“新”在哪？据悉，该

剧主创团队由广西本土专家与国内知

名专家联合组成，既保留彩调剧本土

韵味，又展现了戏剧语言上的“新”；打

破戏曲固有的程式化，让演员有自由

发挥的空间；剧中融入电商、网络等

时代元素；彩调剧山歌体与现代流行

音乐的综合运用，体现了艺术手法上

的“新”。

采访中，广西戏剧院党委书记陈

国禄提到的一个现象也引起记者的注

意，即剧院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演

出场次，这倒不是演员吃不了苦、不想

进基层或演出市场不好，而是要为新

作品打磨和演员技艺的提升留下充足

时间，使搬上舞台的作品经得起检验。

“艺术是以质取胜，传承上要有

定力，好戏要抓住不放、反复打磨。

当下有的院团搞一个戏丢一个戏，首

演之后便鸣金收兵、马放南山，是对艺

术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仲呈祥强调，“广西戏剧院的

发展首先要遵循剧种的艺术规律，高

扬广西特色。在剧本创作上，要自觉

地践行编剧、导演、演员等各要素的优

化组合，推动精品的诞生。”

本报讯 （记者卢旭）10 月 24

日，中国美术馆举办第八期“大师

讲大美”学术讲坛，邀请知名导演

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围绕“大美情

怀与电影品格”的主题分享了他们

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

两位导演合作的影片有《佩剑

将军》《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

庆谈判》《七七事变》等 20 余部，共

同执导的影片 6 次荣获“中国电影

华表奖”优秀影片奖，5 次荣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开国大典》

参加第 62 届奥斯卡外语片展映并

荣获香港亚洲十大影片奖。

两 位 导 演 在 国 画《新 中 国 诞

生》作品前，结合正在举办的“伟大

历程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美术作品展”，

从电影《开国大典》拍摄中台前幕

后的故事讲起，追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几代电影人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的艺术实践，畅谈他们多年来在

绘画艺术上的探索与尝试。两位

导演非常感慨：“《开国大典》能在

上映 30 年后，通过 4K 修复技术以

更完美的视听效果与公众见面，是

电影导演的幸事，也让更多观众有

了一次重温经典的机会。”

回顾电影创作历程，两位导演

表示，这些影片虽然题材不同、内容

各异，但都体现出对国家命运和民

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也是“中国

梦”在文艺创作上的具体反映。将

镜头聚焦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

创造历史的人民呐喊，是文艺工作

者的使命和责任。

全国政协 常 委 、中 国 美 术 馆

馆 长 、中 国 美 协 副 主 席 吴 为 山 表

示 ，大 美 情 怀 是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情

感 境 界 ，它 同 样 决 定 着电影的艺

术品格。李前宽导演和肖桂云导

演不但擅长运用电影语言讲好故

事，更有着为国家、为民族创作史

诗的雄心。

《开国大典》导演伉俪：

镜头聚焦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凝聚青春力量

戏剧东城·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简彪）由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等主办的“戏剧东城·
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10 月 24 日

在北京市东城区启动。11 月 13 日

至 12 月 29 日，首都剧场、国家话剧

院、天桥艺术中心、北京喜剧院等 8

家剧场将集中展演来自全国 11 个

省区市的 23部优秀剧目。

据介绍，本届展演季以“戏剧·
城市·未来”为主题，展演剧目按照

不同的题材内容划分为不忘初心、美

好生活、东城原创、特别邀约四部分，

既包括《红岩魂》《守护》《沙变录》

《三湾，那一夜》等主旋律大制作，也

有《过客》《花好月圆》《幸福国际庄》

《运河 1935》等现实题材力作，还有

《茶馆》《暗恋桃花源》《玩偶之家》等

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作品，为观众

奉献一场内容多元、阵容强大、佳作

荟萃的话剧盛宴。值得一提的是，展

演季坚持文化惠民原则，最高票价

380元，最低票价 50元（学生票），100

元及以下低票价总计1万余张，占本

届展演季总票数的 40%。

展演季期间，主办方将举办“戏

剧与城市”国际戏剧文化高端对话，

以及戏剧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各

类公益性戏剧教育普及活动，并开

展戏剧讲座、主创分享、剧本朗读、

表演体验等活动。

从 2007 年起，北京市东城区立

足戏剧文化资源，努力打造“戏剧东

城”文化品牌，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目前，东城区已成为全国戏剧

产业链条最完整、戏剧生态最好的

区域之一，形成了集戏剧孵化、演

出、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养为一

体的戏剧文化生态体系。

本报讯 民族团结进步题材

《生 根》近 日 登 陆 全 国 院 线 热 映 。

该片故事发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相关情节根据兰州市政协

常委丁目迪在甘南州的真实生活经

历创作，艺术化地再现了汉、藏、回等

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和睦相

处的生活场景，热情讴歌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团结进步。

该片由甘南飞天雄鹰文化传

媒 有 限 公 司 筹 划 拍 摄 ，洪 宝 生 执

导，洪剑涛、德姬、刘勇希等主演，

是一部人物立体、感情真挚、影像

感丰富的民族特色电影。甘肃省

委统战部、省民委确定该片作为全

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宣传

片予以推广。

据悉，该片开展“一票一元钱”

公益活动，每卖出一张电影票，出

品方即向甘南州教育事业捐赠一

元，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为民

族团结进步贡献力量。 （欣 文）

本报讯 （记者程晓刚）10 月

28 日，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启

动发布会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

举行。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传媒大学

联合主办，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

以“青春榜样，凝聚力量”为主题，

计划覆盖全国各省区市高等院校，

以“大学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创

作、大学生参与”为特色，引导青年

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传播社

会主流核心价值观。本届电视节

包括“最受大学生瞩目”推选、主题

论坛、优秀电视作品展示推介、电

视艺术家进校园等 6项主体活动。

其中，“最受大学生瞩目”推选

包含电视作品推选和大学生原创

影像作品推选两个部分。电视作品

推选分为网络投票、专家复评、大学

生代表投票 3 个步骤。网络投票工

作于10月29日至11月12日进行。

据悉，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创办

于 2009 年，旨在彰显当代大学生价

值主张、打造青年影像梦想的助推

平台。经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协商，

并报中国文联审批同意，第八届至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将在成

都市举办。

广西戏剧院进基层演出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三届音乐舞蹈花会举行，3 个专场 42

件原创音乐舞蹈作品为市民献上了一场艺术盛宴。

中山市音乐舞蹈花会 3年一届，本届活动由中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山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主办，中山市文化馆承

办。此次音乐舞蹈花会征集活动于今年 7 月正式启动，共收到原创音乐舞蹈

作品 95件，经遴选共有 42件作品进入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花会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设立了廉洁专

场，以音乐舞蹈的形式呼唤清风正气，歌颂优良家风，倡导廉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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