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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艺地标
出发游北京

梅兰芳大剧院：老牌剧院的京剧新传承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戴口罩：外出活动要继续佩戴口罩，配合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求进行体温监测，必要时进行复测。
少聚集：非必要时尽可能减少去人员密集场所，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
做防护：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肘或纸巾遮住，不要用手接触口鼻眼。口鼻分泌物或吐痰时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注保暖：在外出活动时，一定要根据气温条件注意保暖，儿童户外活动时要注意活动量，避免高强度活动后受风着凉。
勤清洁：户外活动回到家后，要及时脱去外套，清洗双手，适当补充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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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广大剧院青年积极响应“停演不

停练”号召，在家开展各式各样的练功活动，积淀力

量、蓄势待发；发挥艺术工作者的特长，创作出大量

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工作者们， 为隔

离在家的人们输送精神食粮。 而梅兰芳大剧院背后

国家京剧院的各位演员也积极响应， 创作《青春战

“疫”国粹情》等十余部微视频。自成立至今，梅兰芳

大剧院努力打造国粹精品演出场所的第一品牌，剧

院中的每一处附属设施都带有京剧演出元素， 为观

众展现京剧传承的魅力。而在停演期间，梅兰芳大剧

院也发挥线上新媒体的作用，积极拥抱新传播形式，

当好京剧传承者。

为线上开唱搭平台

值此五四青年节之际，仍在停演时期

的梅兰芳大剧院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了新

一期“文旅青春战疫·国家京剧院”艺术战

疫作品《青春战“疫”国粹情》，截至5月5日，

该作品已经达到上千次播放量。

《青春战“疫”国粹情》并不是梅兰芳大

剧院唯一的线上作品呈现，近3个月以来，

梅兰芳大剧院在线上推出相关作品《天使

的容颜》《那一纸蓝色》《等君归来》等近十

部作品，日前推出的由国家京剧院打造的

原创京歌《号令一出千军动》更是吸引外界

的关注。

主唱魏积军表示，在举国抗疫之时，积

极参与歌颂一线英雄的创作是文艺工作者

的责任和义务，“《号令一出千军动》有一种

直击心灵的震撼，和以往创作过程大不相

同，我们无法到专业正规的录音棚录制、无

法与其他主创人员面对面深入交流，一切

都只能通过手机完成。虽然这些因素会对

音质等造成一些影响，但是相信大家一定

能感受到我们的真心”。

在停演期间，作为隶属于国家京剧院

的著名剧院，尽管不能在线下开业迎接观

众的到来，但梅兰芳大剧院依然通过保持

社交平台的更新为观众们在线上搭建舞

台，展现演员们停演不停练、停演不停工的

风采面貌。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迎接

2020年下基层、进校园等演出任务，国家

京剧院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员们一直加紧

在家练乐。大家分声部练习难度较大的片

段，分小组通过线上视频进行合奏训练，并

将剧院一些经典代表作品中的音乐片段反

复推敲练习，结合剧目延展至相关历史文

化背景的学习，以便更好地诠释艺术经典，

而这些幕后片段都能够通过梅兰芳大剧院

的公众号欣赏到。

跨界文创拓展品牌

近几年来，除了利用新媒体平台展示

京剧的魅力以外，梅兰芳大剧院也积极探

索文创破圈之道。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自

2019年9月起，梅兰芳大剧院文创旗舰店

就正式开店，主要销售推广国粹艺术的“京

剧脸谱面膜”文创产品。

据梅兰芳大剧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京

剧里不同行当人物的妆容有着不同的特

征。京剧脸谱面膜既忠实地展现了生、旦、

净、丑四个行当的脸谱造型，同时又做了

适应性改造，以确保最大限度地适用于普

通消费者。从前，一个完整的戏曲扮相需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敷上

面膜，就可以让你在生、旦、净、丑四个行

当的妆容中切换自如，感受京剧各个行当

的艺术魅力。

“京剧等戏曲类演出一直在不断尝试

扩大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通过让

京剧等戏曲元素与更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的文创产品相结合，能加深消费者对于戏

曲的关注度，扩大市场的覆盖面。”在演出

行业分析人士黎新宇看来，推出面膜产品

是借助该类产品让京剧文化拓宽圈层的

一种方式。

跨界美妆已经成为文化行业开创文创

产品的一个比较多的尝试方面，北京商报

记者发现，尽管目前梅兰芳大剧院文创旗

舰店中并没有具体展示已售出的文创产品

数量，但在社交平台上关于京剧脸谱面膜

文创产品的讨论依旧不绝于耳。

做好京剧文化传承

一直以来，坐落在北京西城官园桥东

南角黄金地段的梅兰芳大剧院被认为是

展现京剧魅力的一流剧院。这是一座以京

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命名，传统与现代

艺术完美结合的现代化表演场所。公开资

料显示，梅兰芳大剧院面积1.3万余平方

米，地上五层、地下两层，有观众席位980

座，具有演出、展览、会议、声像录制等多

种功能。

截至目前，包括京剧《龙凤呈祥》《遇皇

后打龙袍》《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在内的

多部经典剧目，均已在梅兰芳大剧院登台

亮相。而除了京剧外，梅兰芳大剧院还会上

演昆曲、舞台剧、话剧、芭蕾舞等作品，以满

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而在梅兰芳大剧院四楼，还设立了京

剧艺术馆，长期展览具有代表性的京剧人

物造型的人偶。

据悉，人偶的扮相是模仿国家京剧院

的演员在自己的代表剧目中所饰演的角

色的形象，如京剧演员邓敏在《图兰朵公

主》中所饰的图兰朵公主、袁慧琴在《杨门

女将》中所饰的佘太君、张建国在《泸水彝

山》中所饰的诸葛亮、李文林在《红灯记》

中所饰的李玉和、李阳鸣在《三打祝庄》中

所饰的石秀、唐禾香在《悦来店》中所饰的

十三妹等人物造型。观众在欣赏京剧演出

的同时，还能通过展览零距离地走近京剧

文化。

大连京剧院院长杨赤曾经以“我心目

中非常理想的展示京剧艺术的剧场”来

形容梅兰芳大剧院。在戏迷陈先生看来，

梅兰芳大剧院满足了自己对于京剧艺术

的审美需求，足不出门的日子虽然很漫

长，但是相信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精彩京

剧剧目汇聚线下，让大家共同品味京剧

的魅力。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伍碧怡

线路1：动静结合 相得益彰

□北京展览馆
北京展览馆建立于1954年，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

字、周恩来总理主持剪彩的北京第一座大型、综合性展

览馆。展馆位于北京西直门繁华商业区，西邻动物园交

通枢纽，东侧为西直门地铁站、城铁总站和北京火车站

北站，北靠中关村科技园区，南邻金融街与各大部委，地

理位置优越。北京展览馆主要从事国际性展览及专题性

展览的组织与实施，是以会展为主，集演出、餐饮、住宿

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企业，倾注于担当起各行业新产

品、新技术、新成果最优发布地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发

展进程中最坚实的见证者。

路线：从梅兰芳大剧院出发，向西北步行约1.8公里。

□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东邻

北京展览馆和莫斯科餐厅，是中国开放最早、饲养展出

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饲养展览动物500余种、5000

多只；海洋鱼类及海洋生物500余种、1万多尾。每年接待

中外游客600多万人次。3月23日，北京动物园在关闭58

天后正式恢复开园。目前，园内仅开放室外公共游览区

域，全园采取无接触入园方式，并启动了春季客流管控，

实行网上预约购票。

路线：从梅兰芳大剧院出发，向西步行约240米。

□紫竹院公园
紫竹院公园位于北京西三环内、海淀区白石桥附

近、北京首都体育馆西侧。紫竹院公园始建于1953年，因

园内西北部有明清时期庙宇，“福荫紫竹院”而得名，有

蜀南竹海的竹园别致，又有兔耳岭的灵石草甸景观。全

园占地47.35公顷，其中水面约占1/3。南长河、双紫渠穿

园而过，形成三湖两岛一堤一河一渠的基本格局。它是

一座幽篁百出、翠竿累万，以竹造景、以竹取胜的自然式

山水园。2006年7月1日起，紫竹院公园免费参观。

路线：从北京动物园出发，向西步行约660米。

线路2：感受历史人文气息

□官园公园
官园最早被称为“瓜园”“官菜园”，久而久之便有“官园”之名。官园

公园是一处有着广泛绿地的公园，改建后改名为青年宫，在没有过多的

破坏下，东部保留着原来特有的绿地性质，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以及

提升。增加了草坪，扩大了绿化分布的面积。在合理的规划和调整下，这

里的人造景观和健身设备融入环境，形成了一处休闲观光的游玩去处。

路线：从梅兰芳大剧院出发，向北步行约850米。

□钟鼓楼
北京钟鼓楼是坐落在北京市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凝聚着中国

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钟鼓楼作为元、明、清代都城的报时中

心。在城市钟鼓楼的建制史上，北京钟鼓楼规模最大，形制最高。

路线：从官园公园出发，向东步行约3.8公里。

□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

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也是最赋有老北京风

情的街巷。周边胡同里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厚重深邃。南锣鼓巷及周

边区域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明清时期则更是一处大富大贵之地，这里的街街巷

巷挤满了达官显贵，王府豪庭数不胜数，直到清王朝覆灭后，南锣鼓巷的繁华也跟

着慢慢落幕。

路线：从钟鼓楼出发，向东南步行约1.5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