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的到来， 令北方昆曲剧院此前计划的数十场演出受到了影

响，但演出暂停，剧院的工作一直未停。一部部融合了传统昆曲与战

“疫”元素的新作现已相继上线，同时剧院演职人员也在为疫情之后的

演出而进行准备。在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看来，对于演出行业而

言，最大的挑战并非是现在，而是疫情结束后如何令各方快速恢复状

态，因此剧院现阶段也在通过远程指导演员在家练功、并科学安排时

间来推进今后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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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院团战“疫”
进行时

北方昆曲剧院：最大的挑战在疫情后

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

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现又被称

为“昆剧”。

公开资料显示，昆曲发源于600多年

前，由昆山人顾坚草创。到明代嘉靖年

间，杰出的昆曲音乐家、改革家魏良辅对

昆山腔进行大胆改革，吸收了当时流行

的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的特点，形成

了新的声腔，广受欢迎。因为这种腔调软

糯、细腻，好像江南人吃的用水磨粉做的

糯米汤团，因此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

“水磨调”，这就是今天的昆曲。明代万历

年间，昆曲出现爆发式发展，涌现了大量

优秀的剧本，演出也非常繁荣。据记载，

当时仅苏州一地，昆曲的专业演员就有

好几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剧种都是在昆曲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其也被称为

“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有“中国戏曲之

母”的雅称。且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

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

遗产丰富，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

史、舞蹈史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昆曲的表演有着独特的体系、风格，

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

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并以

鼓、板控制演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

要伴奏乐器。而昆曲演唱的特点是“以字

行腔”，腔跟字走，在演唱上也有一定的腔

格，不同于其他戏曲可以根据演员个人条

件随意发挥，而是有严格的四定：定调、定

腔、定板、定谱。此外，昆曲唱腔华丽婉转、

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

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

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许多地

方剧种，如晋剧、蒲剧、湘剧、川剧、赣剧、

桂剧、越剧、闽剧等，都受到过昆曲艺术多

方面哺育和滋养。

而昆曲中的许多剧本，如《牡丹亭》

《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

学中的不朽之作。昆曲曲文秉承了唐

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曲牌则有许

多与宋词、元曲相同，这为昆曲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造就了

一大批昆曲作家和音乐家，这其中梁辰

鱼、汤显祖、洪■、孔尚任、李玉、李渔、

叶崖等都是中国戏曲和文学史上的杰

出代表。

国家大剧院是新“北京十六景”之

一的地标性建筑，位于北京市中心天

安门广场西，人民大会堂西侧，由主

体建筑及南北两侧的水下长廊、地下

停 车 场 、 人 工 湖 、 绿 地 组 成 。

2007-2019年，国家大剧院共组织了

10480场商业演出，共开展各类艺术

普及教育演出及活动近1.3万场。与此

同时，国家大剧院还在2007-2019年

共制作剧目91部，其中原创剧目30

部。而12年间，国家大剧院共计实现

超过2200余万人次观众走进大剧院

（含参观约591.1万人次）。

为了能够带给观众更好的体

验，国家大剧院近年来广泛邀约国

际国内名家、名团、名作登上舞台，

以国际化视野搭建艺术生产制作体

系。而在戏曲方面，国家大剧院也不

断布局，不仅曾相继策划并主办了

“黄梅戏艺术周”“越剧艺术周”等兼

具社会效益和市场收益的特色戏曲

演出板块，还在2015年举办首届

“昆曲艺术周”，全方位多角度立体

呈现昆曲艺术魅力，并有国内7支昆

剧院团齐聚“昆曲艺术周”，盛况空

前，老中青三代昆曲名家展现古老

昆曲的勃勃生机。

而在2019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了

第二届“昆曲艺术周”，以迤逦之声唱

响水磨雅韵的意蕴悠长，在15天的时

间里，三大昆曲名团轮番上演4台8场

昆曲经典，用曼妙昆音将《红楼梦》《风

雪夜归人》等文学著作重新演绎，挖掘

古老昆曲里的人文内涵。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车1路、5

路、52路、观光1线、观光2线、旅游公

交1线、旅游公交2线至天安门西站下

车，或乘坐地铁1号线至天安门西站

下车。

昆曲“百戏之祖”的秘密

剧场推荐

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原为中国

评剧大剧院，建筑面积共达10544平

方米，建筑风格则具有古典与现代相

融合的鲜明特色，端正典雅，内外装

修装饰精美豪华。数据显示，全国地

方戏演出中心拥有800个座位，二楼

还有18个贵宾包厢，是国内唯一的地

方剧剧院。

据悉，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主舞

台设施先进，功能齐全，舞台、灯光、

音响均由电脑控制台自动控制，并装

有国内一流的6声道电影设备。该演

出中心以现代化的设备、科学的管理

和优质的服务，为戏剧、歌舞、音乐、

电影等各种舞台演艺、文化娱乐和社

会活动提供最理想的功能环境。而全

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的三楼排演场也

已改装成一座拥有200个座位的小剧

场，天井则改建成了花园式的茶座。

此外，小剧场又推出了多种形式的演

出，以低票价、送出去、走进来为宗

旨，在为社区居民和京郊农民服务的

同时，将把小剧场打造成年轻演员的

实践基地。

近年来，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先

后承接近百个剧种300余个演出院团

演出，并承办“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

演”等多项国家级的戏曲展演活动。同

时，多部经典昆曲演出登上了全国地

方戏演出中心的舞台，如《牡丹亭》《狮

吼记》《墙头马上》等，为观众带来精彩

的演绎。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车14路、

40路、66路、70路、102路、106路至陶

然桥北站下车，或乘坐公交车专18路

至西罗园路下车。

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 经典剧目轮番上演

国家大剧院 广邀名家再现昆曲魅力

隆福剧场位于东城区隆福寺大

街47号，始建于1954年，隶属东城区

工会，毗邻中国美术馆、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三联书店、中国书店，是隆福

寺街区标志性建筑之一。2011年9月，

拥有近60年历史的东宫影剧院开始

了新一轮的改造，大放映厅实现大变

身，通过降低并扩大舞台，优化座椅

布局，装配更专业的灯光舞美等演出

设备，一个有500座席的全新剧场由

此诞生。

在戏剧演出市场火爆的当下，以

“戏剧东城、文化东城”为主旨的东城

区戏剧氛围尤其浓厚。2018年3-5月，

隆福剧场曾发起主办了2018首届隆

福戏剧月，20多个演出剧目相继带来

6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举办6场免费的

戏剧工作坊、讲座和沙龙，进一步扩大

了隆福剧场的影响力。而在2019年

2-6月，戏剧东城·第二届隆福戏剧月

正式举办，共有51个剧目入选，并带来

演出154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戏剧月

活动中，均有昆曲登台亮相。在首届活

动中，包括《琵琶记》、全男班昆曲《牡

丹亭》便为观众带来多场演出，尤其是

全男班昆曲《牡丹亭》，再现了明朝昆

曲古法的样貌，剧中男女老少均由青

年男性演员扮演，遵循着中国戏曲大

写意的传神之美。而在第二届活动中，

《西厢记》和《拜月亭》也相继上演，赢

得不少观众的叫好。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车58路、

101路、109路、112路、128路至美术馆

东站下车，或乘坐地铁8号线至中国美

术馆站下车。

隆福剧场 从影院变身的专业剧场

背景链接

创新融合推新作

作为长江以北唯一的专业昆曲艺术

表演团体，自春节以来，北方昆曲剧院原

本计划在梅兰芳大剧院、天桥剧场、国图

艺术中心等场馆为观众带来40余场演

出，来满足昆曲爱好者的观演需求。然

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以上演出

均已取消。为了弥补戏迷的遗憾，同时借

助昆曲艺术的力量鼓舞战胜疫情的信

心，北方昆曲剧院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来实现演出。

短短数日，北方昆曲剧院安排创作并

演唱的三首昆曲唱段《端正好·楚江吟》

《丹心映日护人寰》《苍生大医》便亮相在

观众面前，表达了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所

有医护人员的崇高敬意。与此同时，北方

昆曲剧院的年轻创作者们还排练了话剧

《2它0她2他0》。

杨凤一表示，昆曲有着600多年的历

史，而在诸多作品中，演绎现代的作品较

少，此次推出的多部作品也是剧院创作

者的一次创新尝试，以《2它0她2他0》为

例，该作品便是将话剧与锣鼓点、昆曲的

身段等融合在一起，包含了诸多昆曲的

元素。

在推出新作的同时，北方昆曲剧院还

通过官方微信等平台推出了“文艺抗

‘疫’，‘云’赏雅集”专题，并自2月10日起

陆续更新昆曲中的经典传统剧目或新创

排的精品剧目，让观众依托网络便能欣赏

到昆曲演出。截至目前，包括传统昆剧《续

琵琶》《白兔记·出猎》，经典剧目《牡丹亭·

游园》，新创昆剧《赵氏孤儿》以及原创昆

剧《李清照》，均已相继上线，获得不少昆

曲爱好者的认可。

停演不停基本功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消失，演

出行业何时才能恢复线下舞台表演也未

能有明确的时间表，因此北方昆曲剧院的

演员们均在家练习基本功，且在杨凤一看

来，尽管现阶段演出行业面临着停演的损

失，但更大的挑战并非是现在，而是疫情

结束后，因此剧院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由于疫情持续一段时间，因此疫情

结束后，假若要让剧院的演职员们马上进

入工作状态，难免会遇到困难，因此这需

要在前期对演职员进行预警。同时，剧院

每年需要完成200-300场的演出，且今年

有2部大戏、若干部中戏和小戏计划登台，

因此也要对今年后续的演出计划提前做

好相应安排，并科学安排时间以实现更好

的效果。”杨凤一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现阶段北方昆

曲剧院每日均会通过多个网络渠道与演

职员们进行沟通，包括微信、抖音、OA系

统等，一切能够传递信息的平台均已上

阵，一方面督促演员把自己的基本功练

好，保持好状态迎接今后的演出；另一方

面便是为后续登台的作品进行各项准备

工作，如服化道等，使得疫情结束后剧目

马上便可登台表演。

剧评人蒋颖认为，昆曲之所以能够传

承数百年，与其具有特色的唱腔、身段密

不可分，而这均需要持续地练习来获得扎

实的基本功。在特殊时期，尽管演员们可

在家练习，但状态与平日难免会有所不

同，此时便是考验院团的时刻，如何在现

阶段布置好演员们的练功，此后又该如何

安排让演员们迅速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均

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功课。

多渠道吸引年轻观众

当下北方昆曲剧院进行的一系列工

作，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疫情期间的特殊调

整，但实际上也是对昆曲能够实现进一步

发展与传承而作出的努力。

杨凤一表示，昆曲由于受到剧种的限

制，在创新方面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挑战。

但通过多年来的努力，现在已经可以欣喜地

看到，年轻观众正在逐步回归剧场，同时昆

曲的观众也慢慢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这对

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令从业

者受到鼓舞并充满希望。因此北方昆曲剧院

会进一步通过继承与发展并进，推出多层

次、多形式、多题材的作品来吸引观众。

公开资料显示，北方昆曲剧院近年来

在剧目上不仅继承、整理了一大批优秀传

统剧目，还创作、改编、移植了一大批历史

题材和现代题材剧目。以昆剧《清明上河

图》为例，为了能够用昆曲这一传统戏曲

样式诠释《清明上河图》的深刻寓意，在有

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再现《清明上河图》的恢

宏气象，北方昆曲剧院为该作品酝酿了四

年之久。

昆曲爱好者梁义是一名“90后”戏迷，

在他看来，近年来可以看到昆曲的元素出

现在不少新事物的身上，如游戏《王者荣

耀》推出的“游园惊梦”甄姬皮肤，便融合

了昆曲的元素，当时令身边的不少朋友也

欣赏到昆曲的魅力。

与新近事物的融合能够让昆曲获得更

高的关注，而不可否认的是，昆曲实现进一

步发展的关键仍与演出质量密不可分。杨

凤一表示，此次疫情也让青年演员能够静

下心来，多学习剧目，掌握更好的技术来提

升自己。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