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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超百场 京城端午上演南腔北调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

借助声音展现具象城市建构

京剧《一蓑烟雨》再现苏东坡内心之旅

距离端午小长假正式到来已

进入倒计时，北京商报记者据大麦

网演出信息不完全统计，端午节期

间，北京市内将有超百场演出陆续

开演，其中既有上演多年已成经典

的话剧《我是余欢水》、京剧《白蛇

传》、杂技《丝路国香》、儿童剧《木

偶奇遇记》等，同时也有戏剧《我的

世界 非黑即白》、历史话剧《汉武

大帝》、话剧《长安第二碗》等令观

众眼前一亮的作品，让观众在家便

能欣赏多种特色文化，体验到南腔

北调。

新老作品同上演

端午节的到来，让京城的演出市场瞬

间火热起来，北京商报记者据大麦网演出

信息不完全统计，三天小长假间，北京市内

将有114场演出相继上演，平均每天便有

近40场演出在大大小小的剧院亮相。

在超百场演出中，经典作品是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如繁星戏剧村的经典话剧

《我是余欢水》，便正进行着第12轮演出，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镇院之宝”《马兰花》，

也将在端午节期间继续上演，为孩子带来

精彩的儿童剧演出。与此同时，京剧《白蛇

传》、歌剧《白毛女》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

品，也将一一登台。

除了经典剧目的上演外，端午节期间，

北京市还有多部新上演或经过重新改编再

次登台的作品。以戏剧《我的世界 非黑即

白》为例，公开资料显示，该剧改编自前苏

联作品《亲爱的叶莲娜希尔盖耶夫娜》，此

前曾在2017年以《青春禁忌游戏》为名，并

作为隆福戏剧节开幕大戏，累计演出了41

场。2021年6月11日-14日，该剧更名为《我

的世界 非黑即白》并升级为全新表现派戏

剧回归，登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新老作品中，观

众在京便能欣赏到不同地区的南腔北调，

体验多元文化的交汇。以西安话剧院的《长

安第二碗》为例，该剧故事围绕着西安一个

家庭40年的生活演进为核心，不仅将陕西

的民俗文化资料作为舞美的参考，演员角

色特征也展现了西安生活的细微之处。

目前不少观众已相继筹划了端午期

间的观演计划，其中观众耿女士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由于“五一”小长假刚刚

带着孩子进行一次短途出游，同时后期

暑假也即将到来，因此端午节便不再计

划带着孩子出游，选择在市内与孩子放

松一下，其中，已计划与孩子去电影院看

动画电影，另外一项活动便是带着孩子

看一场儿童剧。

观演与互动并行

与过去的演出只停留在空间有限的舞

台不同，现阶段不少作品通过互动的形式，

突破舞台的空间局限，不仅让演出拥有更

大的可能性，也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而在

今年的端午节期间，北京市内也有部分演

出将观演与互动并行。

开心麻花的《芳心之醉》便是一部酒吧

主题体验式喜剧，通过戏中戏的形式，让观

众不仅仅只是观看演出，还可以通过互动

参与到演出中，增强了现场体验感。

而若提到互动且爆笑的演出，脱口秀

则不可不提。且在端午节期间，北京市内将

在77剧场、青蓝剧场、枫蓝熙剧场、保利国

际影城（天安门店）等地上演10余场脱口秀

演出。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近年来，脱口秀

演出迎来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综艺等节目

的带动下，更多人从知道脱口秀变为愿意

去现场观看脱口秀演出，每到假期，脱口秀

也往往是热度最高的演出品类之一。

剧评人蒋颖认为，随着市场的发展以

及人们的观演需求，演出也有了更多的形

式，而增加的互动能够让观众有更高的参

与度，并获得更为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但并

不是所有演出作品都适合增加互动环节，

这还需要根据作品本身的题材内容、风格

定位、市场定位等方面进行决策，部分作品

通过互动能提升对观众的吸引力，但不适

合增加互动的作品反而会因为相关环节的

设置影响到本身的呈现效果。

假期红利成必争之地

今年以来，演出市场处于逐渐恢复的

状态中，大量新创作品和经典作品陆续上

线，而每到假期，往往令演出市场的热度实

现一个小高峰。

以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为例，据

北京市文旅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期间，北京市共举办134台442场营业性

演出，包括《凤还巢》《潞安州·八大锤》《锁

麟囊》在内的18台22场经典传统戏曲、北

京市属文艺院团带来的29台76场演出，还

有12台17场红色题材剧目，诸多演出共吸

引观众13.3万人次，票房收入1960万元，与

2019年同期相比，演出场次增长45.4%。

而在今年4月的清明小长假中，北京市

则共举办90台233场营业性演出，涵盖京

剧、昆曲、音乐会、话剧在内的多种演出品

类，共计吸引观众7.43万人次，票房收入则

达到1313.8万元。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当下

时期对演出行业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

在于演出市场正在涌现多元展现形式，同

时前期线上展演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培育演出市场，挑战则是仍会受到发展

环境的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作品

筹备或演出的进程，会重新进行决策。而

假期则是人们观演的高峰时期，从业者也

会选择在该时期推出更多作品来获得观

众与市场。

此外，蒋颖认为，演出市场的从业者需

要利用好假期的红利来为自己的未来发展

铺路，一方面是推出优质作品赢得市场口

碑，另一方面则是擅于利用多种宣传方式

获得更多观众的注意力。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文 贾丛丛/漫画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6月12日-13日，北京文
化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京剧《一蓑烟雨》将登

台上演，展现一场走向苏东坡内心深处的精神之旅，

同时也是一场与时光共舞悲喜交集的生命体验。

众所周知，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

坡、苏仙，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诗、

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是“唐宋八大

家”之一，同时也与书法家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合称

为“宋四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

府》《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而此次登台上演的京剧《一蓑烟雨》遥想了苏东

坡“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的三个夜晚，这三个夜晚，

有酒、有诗、有朋友，还有不期而遇的自己。元丰三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小酒馆内，心事深

藏的苏轼，竟听到说书人说的就是自己被贬的遭遇，

往事钩沉，不免买醉，更加迷茫自己该何去何从。求

佛问道或者嬉笑生死，也许是一条路，正走在这条路

上的苏东坡，被朋友侍妾的一句话点悟：此心安处，

便是吾乡。未来之路未必是坦途，无论何去何从，莫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蛰伏小城，苏轼获

得了与大地亲近的平静生活，从内心的困境走向新

的人生境界。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10月，《一蓑烟雨》曾作为

繁星戏剧村·第七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开幕大戏

与观众见面，当时有业内人士评价称，“《一蓑烟雨》

以苏东坡为主要人物在当今京剧舞台上具有开拓

性意义，虽然苏东坡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

是京剧舞台上还没有以他为题材的戏，这部戏在题

材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弘扬传统文化正能量。苏

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坚定和从容，正是中国

传统精神中最为可贵的文化自觉和人格自觉，是对

中国人追求高洁的品格和纯粹美好精神的正能量

的传递”。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6月12日，由北京演艺
集团出品，北京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民族管弦乐组

曲《中轴》将在国家大剧院登台奏响。

据悉，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由著名作曲家叶

小纲担任音乐总监并牵头创作，联合李劭晟、吴延、

赵曦、郑阳、刘力、杨一博、邹航7位活跃在一线的作

曲家共同完成。本场音乐会中，指挥家张国勇将领

衔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二胡演奏家宋飞、女高音

歌唱家王丽达等，为观众描摹浩浩汤汤的京城画

卷，祈佑华夏国泰民安万古永存。

《中轴》整体共有八个乐章，采用民族管弦乐合

奏、民族器乐协奏、声乐曲等不同形式，结构宏大，

集庄重、大气、谐谑、活泼等不同风格，融历史凝重

与市井文化于一体，通过流动的声音展现具象的城

市建构，阐释中国古老哲学和文化。

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助理、北京民族乐团董

事长董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这

部作品，带着观众沿着中轴的轨迹，在‘线上’感受

北京中轴线的内在精神与乐章之美，一同聆听中

轴的声音”。与此同时，叶小纲曾公开表示，“选用

大型民族管弦乐来表现《中轴》，是中国音乐家的

责任。我们身上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使命，希望能用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向世界

展示国乐之声”。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民族乐团于2015年9月

正式组建，隶属于北京演艺集团，其前身为北京

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是北京市属文艺表演团

体之一。北京民族乐团自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了

《北京回响》《追梦京华》《古都情怀》《国乐耀中

华》《国乐大典》等大型民族音乐会，创作推出了

《燕京八景》《新国门畅想》等大型民族管弦乐作

品，同时乐团在演出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先

后创作推出了多媒体情景音乐会《五行》、打击

乐儿童剧《寻找最后一滴水》、国乐剧《春江花月

夜》、现代民族音乐会《土地的吟诵》以及互动体

验音乐会《疯狂动物城》等一系列时尚现代的精

品演出项目。

舞剧《五星出东方》用舞蹈展现千年织锦魅力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生 葛婷婷）6月8

日，舞剧《五星出东方》宣布于6月19日在天桥艺术

中心首演，用一部舞剧读懂一件国宝，绽放千年织

锦魅力。

公开资料显示，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站演出

演员阵容已经确定，由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古丽米

娜饰演精绝首领之女春君，北京歌剧舞剧院演员罗

昱文饰演汉朝戍边将领奉，索朗群旦饰演北人首领

之子建特。此外，演员程一帆、张剑斌、高德瑞分别扮

演奉和建特的助手。据介绍，该剧演员总数超过60

人，阵容庞大。同时，该剧也汇聚优秀主创人员，包括

导演王舸、编剧许锐、作曲杨帆、舞美设计刘科栋及

服装设计阳东霖等。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创

作中深度发掘汉代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独特文化审美

用舞蹈“讲”故事。将文物考古现场原貌再现舞台，将

千年前精绝古城的繁荣富庶真实呈现，剧中服装从

颜色、样式、纹样等设计都结合了出土文物中的元素

和色彩；舞美设计也在研究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艺术

化处理，在舞台上还原历史真实场景。灯光设计同样

以护臂的颜色为着力点，以此贯穿剧情发展。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杰群表示，舞剧

《五星出东方》这部作品立意高远，题材独特，以舞剧

的形式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人与人融合、

民族与民族融合的故事。在近两年的创作过程中，团

队深挖内涵、不断打磨，呈现一部展现多元文化交流

与认同的作品。

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赵佳琛谈到该舞剧创作

历程时表示，“此次舞剧编排的艰难程度不亚于一次

深入沙漠的考古。这部作品从酝酿、孵化、创排到联

排呈现近两年时间里，北京演艺集团先后7次邀请史

学、文学、舞蹈等各领域多位专家召开研讨会，对剧

本内容进行细致讨论，带领主创团队十二易稿，给观

众带来一部有内涵、有力量、有美感的舞剧。”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