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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昆曲剧院直播“网戏版”《望江亭中秋切■》

68岁老人艺的新活法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延安往事》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10场
线上音乐会点击量超3亿

一场演出观演人次超500万

北京人艺于日前迎来了建院68周年的

纪念日，对此，北京人艺通过线上实时同

步直播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一台云集老中

青多代艺人的演出。观众可通过全网十余

家网络平台进行同步收看，而这也是首都

剧场的舞台与观众暂别近5个月后，第一

次重启。

不同于以往的舞台演出，此次纪念演

出从形式到阵容，都来了一次大胆的新尝

试。演出并没有选择一整台完整的戏剧，而

是浓缩了数部经典剧目的片段，以此来向

经典致敬。与此同时，这台演出打破了正式

演出版本的原班阵容，既有《雷雨》《哈姆雷

特》《日出》等这些相同剧目的不同演出阵

容来上演剧中不同片段，又有《上帝的宠

儿》《骆驼祥子》《北京人》《家》《蔡文姬》等

同一段演出中演员们打破版本甚至跨代同

台，也有《莲花》《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哗

变》等剧目片段原班上演，还有老舍散文、

叫卖组曲等节目的亮相。

当晚演出刚一开始，便吸引不少观众

的驻足。其中，观众宋新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今年初，曾计划与朋友观看北京人艺的

演出，但因疫情的影响，线下演出均已暂

停，因此一直未能达成看演出的心愿。自从

得知北京人艺将68周年建院纪念演出搬到

线上后，便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并在6月

12日晚间早早打开网络平台，与家人一起

观看这台演出。

据北京人艺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演出结束，这场线上同步直播的演出，仅

实时观看人次就达到500余万人。同时，北

京人艺还推出了面向观众的《独家记

忆———我的北京人艺收藏》短视频征集活

动。北京人艺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观众通

过自己的讲述，或展现一件物品，或分享一

份心情，或道出一个故事，把自己值得留念

和收藏的记忆讲给大家听。

线上线下同标准高要求

建院纪念演出只是北京人艺在线上的

尝试之一，近两个月来，北京人艺还通过将

剧本朗读同样搬到线上，让观众能够继续

欣赏到演出作品，同时也是在保证剧院的

演职员持续保持最好的状态时刻准备着。

北京人艺演员队队长冯远征看来，“停

工不停练”，任何时候演员的基本功都不能

丢。在这样的目标下，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

们通过报名组成了3个剧本朗读的剧组，分

头进行线上排练。截至目前，包括《天之骄

子》《八美图》《上帝的宠儿》《天下第一楼》

等作品纷纷通过剧本朗读的方式，走到了

线上。

据《天之骄子》导演唐烨执导剧本朗读

时透露，“《天之骄子》这部剧本身就很难，

剧本当中有很多生僻字，有时甚至需要我

们去查字典。而我们并不是因为这次不能

在剧场演出，就放松了要求，我们所有的状

态都是为了舞台而准备，因此从分寸到节

奏，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松。此外，剧本朗

读不是广播剧，怎么找到话筒前说话的感

觉，这和舞台上是不一样的，我要求演员的

语速要符合我们首都剧场的舞台”。

在演出行业分析人士黎新宇看来，当

下所处的特殊时期让整个演出行业均看到

了线上布局的可能性。“此前从业者总是担

心线上演出无法提供更好的观演效果，沉

浸感不足，但近段时间的种种尝试，证明了

线上演出虽然实际的体验效果不如线下，

但并非不可实行，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与观

众保持持续联系的有效渠道。”

多渠道融合已成大势所趋

如今不只是北京人艺，越来越多的剧

院已开拓线上渠道，将旗下的经典作品甚

至是新创作的演出作品，均放到线上与观

众见面。

就在一周前，北京京剧院便将打造的

红色题材现代京剧《许云峰》进行了“云首

演”，并尝试了付费观演的方式。与此同时，

在全国多地，有多部演出作品如《最美逆行

者》《热干面之味》等，也实现了自己的“云

首演”。

除此以外，演出剧院也将旗下举办的

多种活动放在线上，探索“演出+直播”融

合发展新模式。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例，

为开拓多渠道推广平台，该剧院联合中央

电视台少儿频道创新举办爱心汇“剧”、云

中送福———欢庆“六一”线上嘉年华，实现

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尹晓东表示，“这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

次以线上的方式与大家共同欢度‘六一’儿

童节，希望通过跨越地域限制的直播形式，

把精彩的演出和祝福传递给孩子们，让更

多的孩子感受戏剧的魅力，从戏剧中汲取

养分和力量”。

北京人艺也持续在线上进行更多布

局，并将人艺戏剧博物馆搬到线上，制作

“云展览”，其中一场名为“纪念北京人艺建

院68周年云展览”的活动将上线，让观众通

过另外一种方式与北京人艺以及戏剧进行

亲密接触。据悉，该展览分为“现实主义奠

基”“艺术风格确立”“构筑艺术殿堂”“树立

文化自信”四个板块。人艺戏剧博物馆将通

过珍贵的图文资料、独家手稿、视频及艺术

家朗读的音频等形式，为观众线上展示北

京人艺的历史和发展方向。

剧评人蒋颖认为，伴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大众熟悉的剧团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不只是主要的视频网站，抖音等短视频上也

都有剧团的身影。尽管线上演出不会成为常

态，但是艺术创作需要拥抱时代的变化，除

了作品主题上推陈出新外，也需要寻找多样

化的途径展现自身的魅力。通过短视频创作

与传播，不仅能让大众在此时感受到艺术的

力量，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艺术特色

的创作作品，对剧院自身的文化传播也具

有积极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耿文婧）
6月12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前一天，北方

昆曲剧院在快手和陌陌平台进行了以“云游北

昆看‘网戏’”为主题的网络直播，这是该剧院首

次网络直播互动。在直播中，北方昆曲剧院出

品、北京观其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网戏

版”昆曲作品《望江亭中秋切■》首次亮相，成为

北方昆曲剧院对传统戏曲艺术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持续传播和推广的一种全新探索。

《望江亭》是一部由元代戏曲巨擘关汉卿创

作的作品，于2019年被搬演上昆曲舞台，“观其

复”版复古风格的舞台呈现以及实验性“京高

腔”的追溯和复原，使其备受关注，此次网络直

播的版本，将是之前舞台剧的浓缩版，以“小电

影”的形式，通过更多的镜头语汇，展示这部流

传700多年的剧作精华。在直播中亮相的“网戏

版”《望江亭中秋切■》时长30分钟，缩减了原剧

时长，聚焦主线内容，较多地使用了镜头语汇，

使剧目有更大的信息量。

为了把剧院创排的精品剧目与直播、短视

频进行嫁接，北方昆曲剧院在前期策划阶段就

已经引入外部专业人士咨询，与导演和主创充

分交流，借助影视表现手段，将昆曲舞台的节

奏按照短视频快节奏的特性拆解，展示容易

被观众忽略的表演细节，创造一种全新的戏

曲艺术传播形式———网戏，借助镜头一点一

点地将观众引入昆曲的人物身边，跟随人物

的情感起伏理解昆曲艺术所包涵的文化底蕴。

同时，借助录音棚专业音频设备对声音进行整

理，让观众可以仔细聆听感受昆曲演员的优美

唱腔和音乐。

除了这出“网戏”，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

一还率领各位年轻主创一同亮相直播间，由杨

凤一院长担任主播，介绍和分享“网戏版”昆曲

的台前幕后，并为网友们答疑解惑。这场直播不

仅拉近了演员和戏迷们的距离，也开启了后疫

情时代戏曲艺术拥抱互联网的新篇章。

据了解，北方昆曲剧院的“网戏”创新未来

或将推广到其他剧目，将合适的剧目改编成不

同版本，通过互联网演出的形式逐步培养观众

的兴趣，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院，推动昆曲艺术

的保护与传承。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耿文婧）
据2020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入

选作品列表显示，国家京剧院出品的现代京剧

《延安往事》榜上有名。《延安往事》是2019年国

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闭幕大戏，既是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也是为国家京剧院

成立65周年而推出的重点剧目。

现代京剧《延安往事》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

文艺工作者的故事。留法归国的话剧女演员任

曼丽，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这是她梦寐

以求的人生舞台。然而，以同校教员符一达为首

的一批京剧（时称“平剧”）工作者，却无意间牵

动起她心底的京剧情结，使她逐渐走上了本不

以为然的京剧舞台，任曼丽与符一达的爱情也

随之开花结果。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任曼丽、符一达与新成

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一起，扎根民众，投入到新

剧目、新角色的艰苦创造中。当新编大戏的开

场锣鼓响起，即将登台的任曼丽从容豁然，回

首艰难过往，面对终于找到的人生舞台，不禁感

慨万千。

公开报道显示，导演熊源伟称《延安往事》

是京剧舞台上的一篇散文诗。熊源伟认为，《延

安往事》讲述了一个旧剧革新的故事，也描摹了

一群怀揣理想的青年。“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探寻

者在乱世中寻找方舟，在方舟中寻找坐标，在集

群中校正方位，终于，在淬火后发热发光。”

国家京剧院为该剧组成了以本院人员为班

底的主创阵容，其中，宋洋、陈卓任编剧，徐孟珂

任执行导演，邱小波任唱腔设计，主演为郭霄、

秦梁木、毕小洋、金星、魏积军等优秀青年演员。

为使该剧更加严谨，剧院特邀张小果、李春喜担

任文学顾问，杨林担任剧本指导。

此外，在2018年12月开始剧本创作后，主

创、主演团队曾多次分批前往延安采风。这让演

职人员更加贴近生活、了解历史，也更加理解追

寻信仰的先辈们。演员们与他们讲述的前辈们

一样，上承传统、下启革新，怀揣理想的青年不

断寻找人生坐标。在《延安往事》的舞台上，每位

演职员都将对京剧事业的热爱、对先辈的敬意、

对初心的坚守倾注其中，正是这份精神的传承

让《延安往事》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
习记者 杨菲）自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以来，全国各地的演

出场所及演出院团均暂停线下

演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

不例外，并选择通过线上直播

的方式，再次与观众见面。而作

为国家大剧院的常驻乐团，国

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自今年4月

开始，至今已参与了10场线上

音乐会，形式涵盖室内乐、交响

乐、歌剧音乐会，累计获得3亿

多次在线点击量。

就在6月13日晚间，国家

大剧院“声”如夏花系列线上

音乐会第九场———四季留声

刚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

演。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

音乐艺术总监吕嘉的执棒下，

奏响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

奏曲》以及观众耳熟能详的维

瓦尔第《四季》协奏曲，演绎

“四季留声”的传世篇章。该场

音乐会也通过多个线上平台

进行同步直播，受到不少观众

的欢迎与喜爱。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相

较于线下实地观看演出，线上

直播的方式在体验感上略有欠

缺，但在特殊时期，则是满足观

众观演需求，并与观众实现良

好互动的方式，今后线下演出

恢复后，也能通过线上的渠道

持续保持与观众的联系，形成

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与互补。

据了解，现阶段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正招募新团员，涉

及的职位包括圆号、低音鼓声

部首席，大提琴、低音提琴、大

管、小号的声部副首席，以及小

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打击乐

的声部演奏员。

据招募通知显示，演奏岗

位需获有器乐表演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语交流能力，能够适应以英语

进行的日常排练和专业交流，

同时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

业道德及招聘席位所要求的专

业技能和履职能力，此外，身体

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有海内

外专业乐团工作经验者优先。

报名者在递交材料完成初

审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招

聘办公室将通知通过初审的报

名者参加考试。而考试曲目包

括自选作品和规定作品，其中

在自选作品为各乐器专业指定

的作品，时长10分钟，不需偕钢

琴伴奏，规定作品则为各乐器

专业指定的若干乐队困难片

段。此次招募的报名截止时间

为6月28日，考试时间则为7月

2日-3日。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艺术院

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

“北京人艺”）因独特的表演风格，

已成为中外闻名的专业话剧院，

每年登台上演的剧作均受到观众

的普遍欢迎。今年以来，在特殊环

境背景之下， 北京人艺只能暂停

线下演出， 但该剧院却通过其他

多种渠道时刻与观众保持互动，

不仅将68年建院纪念日以实时直

播的形式搬到线上， 还通过剧本

朗读、 线上带领观众参观戏剧博

物馆等另外的方式展现话剧魅

力。 这对于已近70岁的北京人艺

而言， 也是跟随着市场及环境日

益变化的脚步，迈向新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