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四川方言如何诠释京味儿《茶馆》

公播音乐渐成音乐产业新动能《断金》演绎民国版“中国合伙人”

颇具老北京特色的话剧《茶馆》也

有了新的演出方式。11月30日，由北京

人艺李六乙导演，四川人艺出品的四川

话版《茶馆》将在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国

内首轮演出。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110

周年，也是老舍名著《茶馆》发表60周

年，向经典致敬的四川话版《茶馆》，也

试图通过对剧本内容进行川话版移植、

凸显原著人物形象地域性表达等创新

演绎形式，使文化基因得到传承。

老戏演出新看点
1958年3月29日，由焦菊隐、夏淳导

演的话剧《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

公演，这部以老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

为背景，通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的描

写，反映了从清末到抗战胜利，三个不

同时代、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风貌的话

剧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于1980年

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话剧远渡重洋。

1999年10月12日，由导演林兆华

执导重排的《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

场公演，并让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

冯远征、吴刚等中年演员挑起了大梁，

使“大演员”担当“小角色”，可以说，《茶

馆》不仅是北京人艺的看家戏，也是中

国话剧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

但有大师版本珠玉在前，国内甚少

有其他院团排演《茶馆》，而历经半个多

世纪，这碗“茶”又该如何飘香依旧？为

了让经典作品再次焕发出新的光芒，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携手北京人艺导演李

六乙打造的四川话版《茶馆》，将于11月

30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全国首

演，用新的看点让经典作品在舞台上继

续延续生命力。

创新而非“描红”
有业内人士指出，用四川话排演

《茶馆》可以看做是一次极具意义的创

新性尝试，但剧目最终的呈现效果应该

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还能表现出强

烈的川味特点，这样才能收获市场的认

可，如果仅是对经典版本的“描红”，观

众恐怕不会买账。

为了凸显川话版《茶馆》的特点，作

品内容的全盘“四川化”成为剧组主要

的突破口。四川人艺艺术总监贾建立指

出，四川茶文化相比北京毫不逊色，与

此同时，四川话还具有诙谐、幽默、表现

力强等特色，因此，剧组首先对剧本进

行“移植”，在不脱离本义的前提下用四

川话加以表达，让观众一听就知道是四

川的茶馆。“北京方言‘移植’成四川话

并不容易，所有的台词都一定忠实于原

著，写的依然是北京地域的故事，但其

中有些话，确实找不到相对应的更准确

的四川话，就暂时保持老舍先生原话。”

除了四川方言，无论是场景中正在

采耳的茶客，还是背景音中“冰粉儿、凉

糕”的吆喝声，都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了

浓浓的川味儿，再加上“春熙坊”、“德仁

堂”、“钟水饺”等一个个地标性名称的

出现，观众仿佛和老裕泰茶馆一道经历

了那个时代的兴衰悲喜，还原了一个闲

散慵懒的市井生活四川茶馆印象。

舞台设计彰显地域特色
随着演出市场不断发展，不同内

容、题材、表现的相互移植已成为市场

中的一股潮流。虽说此类演出总能引发

不少话题与讨论，一些老剧借此重新焕

发生命力，但是这样的移植方式同样具

有风险，若是操作不够专业，难免会有

不伦不类之感，有时甚至会因为用力过

猛，不但没有打开市场，反而毁掉了长

期积累的口碑。而在当下的演出市场

中，口碑对演出票房的持续增长有很大

的影响，一旦失去口碑效应，后期再多

的营销也难以补救，由此可见，内容移

植创新的演出方式也需量力而行，不能

过度任性。

为了保证剧目质量，优质的剧目制

作班底往往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

悉，此次执导四川话版《茶馆》的，是曾

打造出《四川好人》、《北京人》等名剧的

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舞美设计严文

龙，灯光设计胡耀辉，服装造型设计门

晓光等都是业内专业人士，合力在尊重

原著的基础上，体现川话版的地域特

色；而老、中、青三代演员同样执着追求

高品质的艺术水准，对剧中人物的性格

与情感等方面能够准确把握，注重每个

细节。在多个专业团队的相互配合下，

四川话版《茶馆》才能更好地在舞台上

呈现。 北京商报记者 王嘉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在公
播音乐市场中，音乐作为一种增值

服务、情感连接被各类商业机构循

环使用。业内人士认为，版权环境的

优化、公播音乐成为新的“商业通

货”，再加上音乐与新技术加速融

合，有望打开音乐产业的付费消费

瓶颈，助推我国音乐产业实现弯道

超车。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

的《2017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指

出，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逾3253亿

元。与此同时，如今在咖啡厅、超市、

商场、饭店、公园、公交车等，任何能

联想到的场景都流动着音乐，且根

据场景不同，公共场所播放的音乐

类型也不同。美国相关机构调查显

示，背景音乐选择恰当可以使营业

场所的营业额提升38.2%。

公播音乐也成为WCEC-2017

世界电子商务大会的热议话题，在

本次大会上，由太合音乐集团战略

投资的爱工场 ， 自主 研 发 了

LavaRadioApp，并获得《中国互

联网音乐最具影响力奖》。LavaRa-

dio负责人陈曦表示，“中国的公播

音乐市场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从

市场规模到收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

国家。而在新的版权环境推动下，中

国公播市场或将迎来井喷”。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滕艺菲）
12月6日-9日，由黄盈执导、邹静之编剧的话剧

《断金》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此次演出的三位

主演是素有“铁三角”之称的张国立、王刚、张铁

林三位演员，三人相聚话剧舞台，演绎性格不

同、命途迥异的三兄弟的悲喜人生。时代剧变，

世事无常，人生在世当“处处拔尖儿，争上游”？

还是“小溪漫流，不争先”？借由《断金》，对人生

重新思辨。

这是一个民国版“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故

事讲述的是1903年，岳小莲、魏青山和贵宝三个

素昧平生的男人，在王府井的井边相识，结为兄

弟。三人为了能多赚些钱决定一起摆摊做生意。

几年后，生意做大了，有了自己的字号“东升

玉”，兄弟的情分却淡了。魏青山要出人头地的

野心越来越大，而贵宝则只想着说相声和靠着

铺子吹牛，只有岳小莲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给

人写信……

话剧《断金》是编剧邹静之历经十年创作，13

次易稿最终诞生。该剧的背景时间跨度颇大，从

清末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旨在表现时代大背景

下，三个穷途末路的青年人对欲望的一场展演。

据悉，本次《断金》的演出是该剧的第二轮巡演，

在数月前进行的首轮巡演中，该剧场场爆满，为2

万余名观众展演了一出现实主义京味儿大戏。

中国爱乐乐团亚洲巡演开启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卢扬 实习

记者 滕艺菲）中国爱乐乐团日前于
新加坡开启了“2017亚洲巡演”的

首场音乐会演出。由邹野改编自理

查·施特劳斯《最后的四首歌》中的

《晚霞》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

响曲》等作品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

心音乐厅奏响。据悉，此次巡演除该

场演出外，中国爱乐乐团还在日本

川崎音乐厅、东京三得利音乐厅以

及中国台北两厅院音乐厅带来交响

音乐会的表演。

对于演奏德奥音乐作品方面，

中国爱乐乐团素有传统。在本场音

乐会上，中国爱乐乐团方面表示，之

所以选择邹野改编的理查·施特劳

斯《最后的四首歌》中的《晚霞》，除

了因为这首作品是出自德奥音乐家

之手之外，更重要的是该曲目是经

中国作曲家重新诠释之后的新作

品，融合了原作的精神与邹野新的

思考，能够从东方视角重新审视西

方经典。与此同时，本场音乐会上，

中国爱乐乐团还与年仅12岁的小提

琴家苏千寻合作，演奏了圣桑的《第

三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的下半

场，中国爱乐乐团由总监余隆指挥

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

曲》，这部具有悲剧性与哲学内涵的

交响巨作充分得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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