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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市场大环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掉队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原创歌剧《道路》
展现工人力量

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线上线下同展演

木偶剧《拇指姑娘与青蛙王子》将童话搬上舞台

作品精打磨

本月初，打磨后再次登台的历史题材

话剧《香山之夜》完成了二轮演出，这不

仅让观众跨时空地通过舞台回顾中国革

命的重大历史时刻，也让该剧制作方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向着满足市场及观众需

求，塑造更多类型作品和角色的道路上

迈进了一步。

在《香山之夜》饰演毛泽东的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演员队副队长王斑表示，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此前是以塑造小角色、小人物，

通过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而铸成的剧院，

如《小井胡同》《骆驼祥子》等话剧，通过展

示市民的街景生活反映那个年代的生活状

态，而此次编排《香山之夜》则是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第一次塑造大人物，塑造历史题

材话剧，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历史人物

超越时空对话方式，全面回溯新民主主义

时期的革命史。

毋庸置疑，演出作品若要在台上站得

稳、站得久，保持内容品质至关重要。为了

让《香山之夜》更加符合当时的历史，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对各处细节精雕细琢，仅编

排就酝酿了两年的时间。与此同时，王斑不

仅在外部形象上增重了十几斤以更加贴合

毛主席在香山时期的形象状态，还为了追

求神态形象上的相似，历时一年多的时间

学习历史材料和阅读人物著作，并先后三

次到达香山革命纪念地进行采风学习。直

到现在，王斑还保持着每天阅读书籍《毛泽

东选集》的习惯。

而不只是《香山之夜》，近年来，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诸多剧目，《社区委员

会》《朱丽小姐》《骆驼祥子》等话剧作品，之

所以每次上演均受到观众的追捧，也都是

有着口碑作为保证。

冯远征表示，“话剧演出不是快餐文

化，一个好作品是需要时间酝酿的，需要采

风、构思、创作的时间，除了前期的剧本创

作，还有给予编导体验生活的时间”。

鼓励式培育新人

无论是优质演出作品的打造，还是剧

院的长久发展，背后均离不开专业人才组

成的团队。如何实现人才的培养，也成为包

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内的院团必须考虑

的重要问题。

冯远征表示，选拔大量有用人才是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重要任务，选拔的人才

要会演戏，且比起演技的水平，更看重的是

未来发展的潜力。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在人才选拔中延续了往日的培

养传统，在原有“团带班”以及与高校联合

办班的人才培养形式上进行了创新，首度

从专业表演人才中进行选拔，依托北京人

艺院内的导表演艺术家和院外曲艺、戏曲、

民俗、戏剧理论等各方面的专家一起组成

的教师团队，通过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形

式开办表演学员培训班，培养适合人艺舞

台的演员。

而在面对应届毕业生上，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则会提前半年进行招募，如果能进

入复试，未来半年就会在剧院实习，并参加

小角色的演出。这一过程一方面考察演员

的吃苦耐劳精神，另一方面也在推动演戏

的水平。

以由王斑执导的话剧《天边外》为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便大胆启用新人演员，

以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和曝光度，为作品

及剧院注入鲜活力量。且为了让青年演员

们能够更好地在舞台上展现，王斑在排演

过程中逐个动作、逐句台词为青年演员示

范指导，传授舞台经验。

中国表演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会长濮存昕认为，每个话剧演员都

有成长的过程，现在回看自己曾经出演过

的作品也是十分的青涩，对青年演员应该

给予支持鼓励的态度，让青年演员能够不

断地突破自我。

公益与文化传播并行

不止步于演绎优质作品，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还投身于公益事业之中。除了本职

演艺事业，濮存昕还参加了很多公益事业，

并先后担任了中国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

员、国家禁毒委员会宣传形象大使、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社会职务。舞台上，

他是鲁迅、弘一法师、李白……；舞台下，他

是文化推广者、戏剧传承者、社会公益者。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字里就带着

人民两个字，一直走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

纵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历史，每一个关

键时间都没有掉队，除了当下根据话剧市

场大环境的发展相继推出了《社区居委会》

《香山之夜》等作品外，未来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还会推出更多红色主题剧目，只是需

要创作的时间。”冯远征如是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好的主旋律话剧是

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观看主

旋律话剧一方面有助于学习那个年代的历

史知识，另一方面也会丰富观看者和表演

者的精神世界。而此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从小人物到大人物角色的转变，也对剧院

的剧目内容、题材选择上进行了扩充，让观

众有了更多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演出作品蕴含着

较大的文化价值，因此成为国际文化交

流的重要载体之一，此前由濮存昕参演

的《茶馆》《李白》《原野》等多部剧目便曾

远赴德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等国

参加文化交流演出或巡演。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如今也不仅将目光局限于中国市

场，国际市场也是其瞄准的方向。对此，

业内人士认为，将作品带到更大的市场，

不仅能扩大发展空间，也能通过交流获

得新思路、新灵感，使得更多优质作品源

源不断地诞生。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葛婷婷
图片来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供图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7月16日，
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式开幕。本

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持续至8月15日，

以“共享戏剧 健康成长”为主题，历时

31天，汇聚全国29家儿童戏剧团体的

53台线上线下展演剧目，预计演出133

场，将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演，惠及更

多的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观众。

据悉，本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虽受

疫情影响，没有外国作品参演，但有来

自国内数家知名儿童戏剧团体齐聚北

京，不仅设有济南、成都、辽宁分会场，

同时还有部分剧目在海口、淮安、大

连、沈阳、潍坊、烟台等地进行巡演，以

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

戏剧节期间，十余部来自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优秀的精彩剧目与来自西

安演艺集团·西安儿童艺术剧院的《风

筝》、河北天明传媒有限公司·精英剧

场的《小兵张嘎·幻想曲》、济宁艺术剧

院有限责任公司的《荡起双桨》、浙江

话剧团有限公司的《抓马西湖》、蒙古

艺术学院乌兰剧社的《英雄·海力布》、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的

《红军的战马》、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

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北京保利票务

发展有限公司及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

司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穿越

平行世界》将为孩子们打开通往优秀

儿童剧的戏剧之门，同时也展示了我

国近年来儿童剧发展的丰富成果。

此外，马鞍山市艺术剧院有限公

司的《烽火皮影团》、北京丑小鸭剧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飘扬吧！五星红旗》、

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的《奔跑吧！少

年》、吉林艺术学院的《小英雄雨来》、云

南艺术学院的《小萝卜头》、广东广播

电视台少儿频道的《红布带》、济宁艺

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等你回家》、

安徽省话剧院的《革命的种子》、西安演

艺集团·西安儿童艺术剧院的《火印》等

戏剧节期间也将陆续在线上推出，为

全国儿童青少年观众提供免费的线上

观剧福利。

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组委会主

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表示，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演

出场次最多、参演范围最广、最具影响

力的儿童青少年戏剧活动，中国儿童

戏剧节经过连续九年的举办、积极探

索、不断创新，已成为国内外优秀儿童

戏剧艺术精品交流、展示的最高平台。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7月23日
至24日，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推出的大

型童话木偶剧《拇指姑娘与青蛙王子》

登上舞台与观众再次见面。该作品根

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而成，并融入

多媒体提升舞台表现力。

公开资料显示，《拇指姑娘与青蛙

王子》的故事围绕着拇指姑娘小伊达

和因魔法变为青蛙的哈利展开：拇指

姑娘小伊达与花儿们住在一起，小伊

达每天带着蝈蝈乐师波尔卡穿行于百

花园中，为花儿们唱歌、浇水。哈里是

一只身上长着怪疱的蛙，每天都会怪

声怪气地大喊大叫，吓跑了湖里的所

有居民。当它看到美丽的小伊达时，便

抢走了她。老蟾蜍道尔告诉小伊达，哈

里原来是一位淘气的小王子，是被魔

法变成现在的样子，只有找到最美丽

的东西才能帮助它解除魔法。而在魔

法解除前，哈里不能伤害任何有生命

的东西，每伤害一次，就会在身上长出

一个怪疱，当长到18粒时，哈里将无可

救药地变成一只癞蛤蟆，永远不能变

回王子。小伊达决心帮助哈里寻找最

美丽的东西……

《拇指姑娘与青蛙王子》自2006

年首次登台以来，受到不少小朋友的

欢迎。值得注意的是，《拇指姑娘与青

蛙王子》除了传统的木偶剧外，还增

加了融媒体手段，使得舞台元素更加

丰富。

该剧编剧王珏此前曾在作品首演

时接受媒体采访，并称“在安徒生童话

中，《拇指姑娘》和《小伊达的花》是两部

非常美的作品，花儿会开舞会，会变成

蝴蝶，拇指姑娘虽然弱小，却具备了人

类最完美的优点。而在格林童话《青蛙

王子》中，青蛙王子的故事也非常美。

我们把这三个故事的精华部分融为一

体，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创作，赋予了

青蛙王子新的内容。希望在这个新的

故事中，给孩子一些更美、更加充满神

奇色彩的东西”。

图片来源：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官网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7月30日-31日，由中
央歌剧院、山东省委宣传部出品，中央歌剧院歌剧

团、合唱团、交响乐团和舞台美术设计制作中心制

作演出的原创民族歌剧《道路》将登上北京天桥艺

术中心的舞台，展现工人力量。

资料显示，歌剧《道路》是我国第一部以重工业

为题材创作演绎的原创民族歌剧，并已入选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

目。该剧讲述了一家大型工业企业胜利发动机厂与

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故事，展现了主人公高航和父亲

高如泰两代胜利人，历经仿制重组的困境，引进消

化的涅槃，自主创新的突围，接续奋斗的牺牲……

以新中国工业人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与世界发动机

豪门保罗公司的全球化竞争中，为实现国产重卡发

动机之梦心无旁骛、勇攀高峰的故事。

2019年10月，歌剧《道路》实现在北京天桥剧场

首演，被称为“我们工业人自己歌剧”。该剧导演廖

向红曾公开表示，四幕歌剧《道路》是一部以重工业

改革为题材创作的歌剧。该剧以中国发动机更新换

代为线索，呈现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所走过的

“道路”，展现了以高航为代表的当代企业家、国企

改革的领跑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的阵痛、探索、创

新与贡献！把人物的命运、工厂的命运、国企改革道

路的选择紧密地纽结在一起。

此外，该剧作曲捞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这是一部为数不多的描写工业题材的歌剧，描

写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打破铁饭碗、改革自

强、最后扬帆出海，走向国际的一个感人至深、极具

震撼的故事。在作曲的设计上，以山东民间小调、劳

动号子为元素，借鉴西洋歌剧的一些表现手法。本

剧人物比较丰富，除不同年龄层的工人、家属外，还

有外商等，故音乐设计上也是民族西洋相互融合，

力图在音乐上体现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融入世

界、世界接纳中国的情况。

提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无论是今年登台亮相的话剧

《香山之夜》，还是《骆驼祥子》

《茶馆》《龙须沟》等一部部经典

舞台作品， 均浮现在人们的脑

海中， 但这些作品远远不是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终点。 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近

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紧跟当下市场环境

推出相应剧目， 从小人物话剧

走向演绎《香山之夜》这类大人

物剧目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剧

院将会进一步丰富创作题材，

培育更多专业人才， 把更多作

品带到观众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