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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院团战“疫”
进行时

中国评剧院：逆势按下快进键

感受评剧的独特艺术魅力

背景链接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评剧，流传于中国北方，汉族传统戏

曲剧种之一，也是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

的剧种之一，位列中国五大戏曲剧种。

公开资料显示，评剧习称“蹦蹦戏”

或“落子戏”，又有“平腔梆子戏”“唐山落

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等称谓，但

最终以“评剧”之名闻名全国。评剧名称

的由来，说法不尽统一。其中一个说法为

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对口莲花

落”基础上形成，先是在河北农村流行，

后进入唐山，称“唐山落子”。

据了解，评剧是一种长期流行在民

间的说唱艺术。评剧就是在莲花落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东北民间歌舞

“蹦蹦”传进关内，于是河北的莲花落艺

人便迅速地吸收了这种艺术，开始演唱

如《王二小赶脚》《王二姐思夫》《杨二舍

化缘》《王大娘锯大缸》《丁香割肉》《安

安送米》等一类剧目，深受当地的农民

喜爱。这些艺人随后又由农村进入工业

城市唐山，唐山的工人，特别是煤矿和

钢铁工人成了这个剧种早期的热心观

众及积极支持者。但是，它成为较完整

的戏曲艺术则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舞

台上已有文明戏和话剧演出，它们都拥

有自己的剧作者，同时，进步的民主思

想已传播到了文艺圈子，这就促使评剧

这个新兴的剧种也产生了第一代的剧

作家成兆才等。

评剧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流行于东

北地区，出现了一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

代以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子等剧

种影响下日趋成熟，出现了李金顺、刘翠

霞、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流派。1950

年以后，以《小女婿》《刘巧儿》《花为媒》

《杨三姐告状》《秦香莲》等剧目在全国产

生很大影响，出现新凤霞、小白玉霜、魏

荣元等著名演员。评剧仍在华北、东北一

带流行。

剧场推荐

蓬蒿剧场 场制合一的独特剧场

蓬蒿剧场，又称蓬蒿人剧场，江湖

人称蒿子杆剧场，位于东城区交道口

南大街东棉花胡同35号，一个由民国

四合院改造的黑匣子剧场并附设咖啡

馆、图书馆、展览厅，也是中国内地第

一家民间投资建设的非营利性独立剧

场。“蓬蒿”的名字出自李白的诗“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公开资料显示，蓬蒿剧场是北京

第一家民间非营利性小剧场，在民国

四合院基础上改建而成，可容纳100人

观看演出。蓬蒿剧场是场制合一的剧

场，同时具备制作、创作、出品的资格

和功能。以戏剧创作、推动国内戏剧创

作者及与国际联合制作戏剧，同时开

展国内/ 国际讲座、沙龙、工作坊及论

坛等活动的模式试图建立一个有机、

生态型的剧场，更准确地说是具备独

立精神的实践戏剧中心。

自2008年成立以来，蓬蒿剧场每

年演出约300场，沙龙、文学朗读、工作

坊及讲座等公益性文化活动100多场，

合计演出及活动2000多场，每年策划

及组织2-3个大规模的行业内的戏剧

节及论坛。出品制作的保留剧目包括

话剧《锣鼓巷的故事》、话剧《塞纳河少

女的面模》、话剧《我是海鸥》、话剧《曹

操到》、话剧《寻找剧作家》、话剧《灵魂

厨房》、纪录戏剧《向雪松的故事》、悲

闹剧《顾不上》、文学剧场《一双眼睛两

条河》、实验戏剧《暮然回首》、纪录戏

剧 《日常_非常日常》、纪录戏剧

《25.3km童话》等。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104路、108

路等北兵马司站下车。

国话先锋剧场 剧场界的“行业标兵”

国话先锋剧场坐落于东方广场建

筑群落的东北角，是国家话剧院下属

的剧院之一。剧场可容纳观众320名，

是目前北京地区小剧场设施最完备、

最先进的小剧场。剧场可以演出戏剧、

现代舞、室内音乐会等，还可以承办各

种报告、讲座、产品展示及发布会等。

时尚气息浓郁，先锋性极强，是可以跨

国交流的艺术平台。

公开资料显示，国话先锋剧场主

动把握了当下戏剧消费者以年轻化的

白领阶层为主的特点。首先在演出剧

目的选择上坚持做到既考量戏剧的艺

术品质同时又兼容市场的文化消费趋

势的原则。并且在几年的销售经验中

逐步积累剧场自己的会员机制，建立

剧场在观众心目中的行业品牌形象。

使观众建立了“想看当代时尚先锋戏

剧、想看国际实验先锋戏剧就要到国

话先锋剧场”的明确消费心理。自2011

年10月起，通过建立微博、网站等新型

宣传平台加强与观众的交流互动。

据了解，国话先锋剧场演出场次

之多、销售业绩之高也是行业内的领

军者。2009年全年演出（包括白天的儿

童剧场次）共计332场，全年共演出剧

目23个。演出收入150余万元。2010年

全年演出共计273场，全年共演出剧目

27个。演出收入120余万元。2011年全

年演出共计269场，全年共演出剧目24

个，演出收入170余万元。以上三年的

演出上座率均在70%以上，

国话先锋剧场是孟京辉、田沁鑫等

先锋戏剧人的固定演出地，《两只狗的

生活意见》《隐婚男女》《豪猪式恋爱》

《未完待续》《下班抓紧谈恋爱》《向上走

向下走》等先锋剧目都曾在这里上演。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106路、108

路、110路、111路、116路、128路、684

路东单路口北站下车。地铁1号线、5号

线东单站下车。

合力创作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北京演艺集团的

倡导下，中国评剧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歇，

并早在大年初二便策划推出了“隔离不隔

爱，评剧在身边”的主题线上活动，通过微

信、微博、抖音公众号等官方自媒体以及其

他多家网络媒体平台展开多种活动，让观

众足不出户便欣赏到各式精彩作品。

以抗疫为主题背景的原创作品为例，

中国评剧院在短时间内已先后创作了歌曲

《天使·英雄》、戏歌《九州同心》《同心战

“疫”》《防疫歌》、现代体诗《兄弟》、快板书

《战“疫”必胜》等多部作品。与此同时，中国

评剧院还制作并上线一批评剧经典唱段短

视频，并推出中国评剧院春节线上演出季，

精选《秦香莲》《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十

余部优秀剧目。

多种形式活动相继上线的背后，则是

中国评剧院统筹集结旗下多方力量共同推

动的结果，不仅剧院演员、编剧在第一时间

便行动起来，迅速进入创作状态，同时视频

剪辑、排版等工作也一环接一环地高效进

行，从而保证相关活动的稳步实施。

侯红表示，创作不是单打独斗，自剧院

针对实际情况明确此时应该做什么并部署

工作安排后，剧院的工作人员便开始各司

其职，如分头搜索资料，或与团队商谈作

品，或是对视频、音频的制作进行讨论与修

改，在保证时效性的情况下，实现多种形式

活动的最终上线。

尽管因疫情的原因，人们只能通过隔

空的方式进行交流，但这并未阻碍中国评

剧院的脚步。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韩

剑光表示，与此前均是当面研讨不同，此次

的特殊情况是大家见不了面，尽管沟通过

程并不如面对面那么顺利，但也要在保证

作品质量的同时，更快地将作品创作出来，

贡献出文艺工作者的一份力量。

迅速调整

为了能够让剧院的工作高效实施，中国

评剧院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机制，并以

链条化的方式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应对这一突发情况并保证执行

力，大年初二时，剧院便迅速组建了两支队

伍，其一是策划团队，涵盖剧院的主创人

员，负责寻找相关作品的落点与主题，规划

作品的创作等；另外一支队伍则是执行团

队，在策划团队完成作品的规划后，执行团

队的演员便会进行拍摄，此后负责包装的

后期人员再进行制作，通过链条化的工作

模式完成所有环节。”侯红如是说。

而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尽快把优

质的活动视频奉献给观众，中国评剧院参

与此次“隔离不隔爱，评剧在身边”活动的

工作人员近30人，且均放弃了春节休息时

间，全天候投入到工作中，经常会在深夜讨

论创作构思、录制效果、创意形式等情况。

特殊条件下的创作困难虽然不能避免，很

多问题无法一次性解决，此时便需要将一

个工作任务分解成不同环节进行，剧院的

演职员通过不断地沟通，反复交流，完善创

作机制，以保证作品的发布。

除此以外，中国评剧院知名编剧冯静

表示，疫情期间国内不少院团均在创作战

“疫”作品，大家的情感诉求较为相似，因此

这也对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避免作品

出现雷同的现象，并寻找到新的角度，同时

更加精益求精。

持续探索

通过多种形式活动的上线，截至目前，

中国评剧院已先后推出了数十条短视频作

品和十余部优秀剧目进行展播，点击总量

近百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评剧院日前还携

手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22家戏曲院团

利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网络平台”开

展了“心在一起”全国地方戏曲展播月，该

活动也是全国性地方戏曲首次通过互联

网进行集体展播。这也意味着，疫情期间

中国评剧院并未按下“暂停键”，反而是按

下“快进键”，实现各项工作拓展出更大的

发展空间。

侯红表示，未来中国评剧院将会进行

更多形式的探索，比如在线上线下联动方

面将进一步加强布局，“线下演出的主要受

众为传统意义上的戏迷，而线上平台则能

对接更多戏迷之外的受众，通过将评剧进

行特殊包装，并跨界其他艺术形式，能够吸

引更多受众的关注，推动评剧的进一步发

展”。而此次中国评剧院在抖音官方账号上

也发现，不少关注者均为年轻人，因此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能够让人们发现评剧实际离

大家很近。

据悉，现阶段中国评剧院还在加紧进

行今年的剧目创排，除了《蒲柳人家》《钟离

剑》《目连之母》等作品正按照计划向前推

进外，抗疫题材重点大戏的创作也受到业

内外的较高关注，而该作品目前已多次召

开主创会议，就选题、方向、主题等内容展

开研讨，并已基本完成创作构想，编剧、导

演正按照既定方向继续翔实内涵，开展艺

术创作。

经过此次特殊时期，创作者们也已有了

更深的感受。在冯静看来，“作为文艺工作

者，创作的作品仍要立足于百姓，反映百姓

的情感诉求与内心感受，这样的作品才是真

正留得住的”。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图片来源：官方网站、抖音截图

剧空间剧场 佳作满满的新兴剧场

剧空间剧场是京城新兴的演出场

所，剧场于2013年落成，位于西城区

新街口北大街74号。剧场落成后即与

北京华仁鼎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迦楼

兰戏剧工作室签订了长期合作运营协

议。传奇导演李欣磬曾携新作《大刑伺

候》登陆剧空间舞台，此次演出成为剧

空间隆重的处女秀，并成为该剧场长

期驻场演出剧目。

据了解，迦楼兰戏剧工作室出品

的舞台剧都将在剧空间上演，成为迦

楼兰主场的剧空间，未来发展不可小

觑。剧空间内可容纳390名观众，按票

价分区就座。值得一提的是首排特设

的情侣沙发卡座、6K超清3D投影大幕

和怀旧主题咖啡厅等与众不同的设

施。醇香的咖啡搭配舒适的沙发，更为

情侣或友人聚会提供不同腔调的乐

趣。如此独特的设计，在京城各剧场中

独树一帜。

剧场不远就是西单和后海商业娱

乐中心，无论你是小资青年还是文艺

少年，剧空间都是离你最近的演出场

所。剧场附近的餐饮店铺也广受吃货

们的好评，其中剧空间渝香汇在各大

点评网上名列前茅，真正做到逛街看

戏两不误。同时，剧场地处地铁4号线

新街口站附近，交通十分便利，剧场为

观众提供了充足的停车位。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22路、331路、

508路等可以到达。

为配合抗疫工作， 北京演艺集团旗下的中国评剧院与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在除夕前便取消了105场演

出，但线下演出的取消并不代表着各项工作也相继停止，中国评剧院反而在该时期按下了“快进键”，不仅作

品的创作并未停歇，还联动线上线下尝试多种创新形式的活动。据中国评剧院院长侯红透露，此后剧院将在

更多领域进行全方位探索，尝试将演出与其他形式融合，满足观众需求，并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评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