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余家演艺新空间拓宽“演艺大世界”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戏曲舞台传统戏向来讲究
“行当齐全”， 生旦净丑各自对
应独特的程式唱腔， 在舞台呈
现上能够满足观众视觉与听觉
双重的丰富性，因此“三个老生
一台戏”给主创人员出了难题。

但相比于高难度的课题攻坚，

上海京剧院更看到了其中的机
遇与优势，一切为作品服务，从
演员出发，从人物出发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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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三大展首次“同框”，上海准备好了！

5 月 21 日至 8 月 14 日， 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全国优

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 全国优秀摄影作品

展览将同时亮相中华艺术宫。 这是中国艺

术节历史上的创举， 首次在同一场馆同时

呈现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三个国家级专业

展览， 大大丰富了艺术节的整体格局。 目

前，展览正进入紧锣密鼓的布展冲刺阶段。

昨天，本报记者先睹为快。

一出中华艺术宫地铁口， 便能看见印

有十二艺节三大展览信息的竖条幅高高悬

挂，展馆外围的展览宣传板布置一新，热烈

的氛围扑面而来。

此次三大展共将展出包括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和水彩（粉）画等门类的美术

作品 600 件左右、 书法篆刻作品 300 件左

右、摄影作品 300 件左右。 展厅里，数量如

此庞大的展品大多已完成定位，摆放就绪，

等待挂上墙壁。 其中，美术展占据 0 米层 8

个展厅，书法篆刻展占据 5 米层 3 个展厅，

摄影展占据 B2 层全部。眼前的井然有序告

诉人们，上海准备好了！

记者留意到， 展览汇聚了不少与时代

气象相契合的鸿篇巨制。仅以美术展来看，

大多数作品高度在 2 米以上， 宽度在 3 米

以上， 部分作品的尺幅几与展厅的一整面

墙相当，给予人们大气、酣畅的观展体验。

这些作品都是近三年的新作， 从作品题材

上看，反映的多是近年来的时代变迁、民生

大事。大飞机制造、南极科考、菜篮子工程、

楼宇党建……尽管现场很多作品还未配有

名称说明， 人们却轻而易举能够从中捕捉

到现实的光芒，体味到生活的温度。这些画

作既有反映大都市城市化进程的， 也有涉

及边疆、农村题材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品

展现出了不同地域现实生活的丰富性。

几位有作品入选此次展览的上海画

家昨天也出现在布展现场。《饮水思源》是

李向阳的入选作品，聚焦长江口青草沙原

水水源地向上海市民供水这件实实在在

的惠民工程 ，只见画面中的青草沙 ，美得

像长江口中一颗祖母绿。 他告诉记者，自

己特意借助航拍的视角来观察，想要用一

种恬静、平和、优雅、灵秀的田园诗般的语

调，抒发自己对青草沙的感受。 洪健此次

呈现的是《永不拓宽的街道》，作品将主要

视点落在复兴西路上的柯灵故居 ， 一幢

有故事的老房子 。 据他透露，画面特意将

一座其实已不复存在的红色电话亭与几

辆共享单车并置，由此展开现代与历史的

对话。

踱步于展厅， 人们将切身感受到艺术

与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的深度连接，而这

也正是艺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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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首演不过四个月，上海京剧院《北

平无战事》 剧组的修改打磨经历了颠覆

性变化———剧中主要角色方孟敖由花脸

改为老生行当， 青年老生演员蓝天接下

这一角色。这一改变背后是剧本、唱腔设

计、音乐服装等一系列调整。 距 19 日参

演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还有 10 天，被导

演王晓鹰称为升级版的《北平无战事》率

先于 9 日在上海城市剧院全新亮相。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但对于

戏曲舞台，“三个老生” 可给主创人员出

了一个难题。 要知道， 传统戏向来讲究

“行当齐全”，不必说文武兼备的大戏，即

便是生旦唱主角的爱情戏， 也总会安排

若干角色以花脸、丑角应工。 这不只是一

种创作的定势思维，要知道，生旦净丑各

自对应独特的程式唱腔，在舞台呈现上能

够满足观众视觉与听觉双重的丰富性。

但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北平

无战事》注定是一部充满阳刚气的“男人

戏”。 剧中忍辱负重的谢培东、热血勇敢

的方孟敖以及老成持重的方步亭， 对照

京剧舞台规律来看， 由老生行当演员饰

演，更为符合人物形象。

不过，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是主

要角色的变化。 方孟敖一角的唱腔几乎

全部来过。进组一个多月，蓝天很快进入

状态， 自己首先为人物表演和唱腔设计

提出不少构想。 此外与其他角色的对手

戏部分，也要进行唱腔布局的整体调整。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对唱行当相同时，因

为差异不够突出而带给观众雷同感。

相比于高难度的课题攻坚， 上海京

剧院更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与优势， 一切

为作品服务，从演员出发，从人物出发。

上海京剧院老生资源丰富，不仅涵盖老中青人才梯队，同时也呈

现流派纷呈的特点。单从这次的三位老生来说：刚迈入古稀的陈

少云是当今京剧舞台上“麒派”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花甲

之年的何澍博采各流派众长；而青年演员蓝天宗“余派”。舞台上

三人从唱腔上就能带给观众丰富的享受。

在流派艺术的呈现上，三位老生也给出自己对传统的“创造

性转化”。比如此前陈少云在雨夜黄包车救女的一场戏中，将《徐

策跑城》中的“跑圆场”“高拨子腔”等具有“麒派”特色的唱腔表

演融入其中，将人物焦虑不安的情绪充分外化。 表演唱腔之外，

“升级版”《北平无战事》在故事上也有所调整。首演后，编剧龚孝

雄再度进行多次调整， 突出和平解放是为普通百姓免受战争之

苦。一边是贪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一边是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流

血牺牲的共产党员，“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一主题呼之欲出。

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吕祥说：“十二艺节的两场演出将是一次阶

段性的汇报，未来该剧还将根据观众反馈与专家意见，进行进一步

的打磨调整，以更好的面貌在 10月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

“演英雄母亲，让我实现了自我超越”
———记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得主王平

中国评剧院旦角演员王平， 是我国评

剧艺术舞台上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 从艺

37 年来， 她扮演的角色丰富而多变 ， 有

穿云裂帛的好嗓子， 更有收放自如、 细腻

传神的演技 。 此次凭借评剧现代戏 《母

亲》 中邓玉芬这一感人至深的女性形象，

王平获得第十六届文华表演奖， 这一备受

业内专家推崇和戏剧观众喜爱的角色， 却

曾一度让她 “唱不下去”。

回首 《母亲 》，让王平收获的并不仅

仅是奖项和荣誉 ，更是演唱和表演上的

一次提升 。 “出演 ‘邓玉芬 ’这位伟大的

抗日母亲 ，让我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 。 ”

她说 。

不因情失声，不因情废声

评剧历史上并不缺少悲情戏 ， 一出

《苦菜花》 曾唱得几代戏迷泪水涟涟， 但

对王平来说， 《母亲》 的故事和角色是前

所未有的 “虐心”。 剧中， 邓玉芬的丈夫

和四个儿子在抗战中为国捐躯， 而她又为

了保全众乡亲和抗日部队而牺牲掉襁褓中

的小儿子。 王平从邓玉芬的十八九岁演到

七十多岁 ， 角色戏份重 ， 全剧两个多小

时， 几乎没有下场休息的时候。

尤其在 “认子 ” “产子 ” “失子 ”

“盼团圆” 这几个场次里， 有几段高难度

唱段， 考验着戏曲演员技巧、 表演、 体力

等综合水平。 作为一名母亲， 邓玉芬一直

在失去自己的孩子 ，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苦， 直到今天 230 场演出后， 王平仍深陷

其中。 刚开始进组排练时， 王平根本唱不

下去。 “每次唱到一半就梗住了， 声音也

发不出来， 眼泪哗哗地流。” 她不得不跟

导演张曼君叫停 。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

整， 她才慢慢地从过度悲伤的情感中 “脱

敏 ” ， 将这种情感转化为表演的力量 。

“不因情失声， 不因情废声。 在舞台上最

能打动观众的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悲伤的

隐忍。”

结束 《母亲》 全国巡演后， 王平立刻

全身心投入了剧院新戏 《藏地彩虹》 的排

练中 ， 这是一部讲述北京援藏事迹的现

实主义题材作品 。 近半年来 ， 王平的工

作节奏就是在 “一周巡演 ” “一周排

练 ” 中交替 ， “连双休日都是在排练厅

度过的。”

评剧“大青衣”要有“含
蓄的激情，内敛的张扬”

王平出生在天津宝坻这个戏曲之乡 ,

这里也是评剧的发源地之一。 从 12 岁入

行起， 她先后师从筱少舫、 杨淑芳、 李忆

兰、 花月仙、 谷文月、 筱紫玉、 孙毓敏等

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 ,深得北京 、 天津 、

河北等地不同评剧流派精髓， 但一直没有

正式归派。 直到 2013 年， 她正式拜著名

评剧表演艺术家、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白

派传承人刘萍先生为师， 成为白派艺术的

第四代传人。

“我一直有着 ‘大青衣 ’ 的梦 ， 而

白派青衣的代表剧目格外丰富 、 风格也

特别突出 。” 除了王平自身坚定的心愿 ，

成为刘萍的弟子也离不开一段机缘巧合

的促成。

在评剧界素有 “男怕 《回杯 》 ， 女

怕 《开店 》” 的说法， 这是因为剧中没有

道白 ， 都是唱腔 ， 极显演员功力 。 2009

年 ， 中国评剧院对 《马寡妇开店 》 进行

改编复排 ， 并以 《良宵 》 的全新名字让

这出老戏重新登上舞台 。 剧中人物李玉

茹的唱腔就以白派为主 ， 重视青年演员

培养的中国评剧院 ， 特意请来刘萍为王

平指导把关 。 经过三年多的磨合 ， 王平

终于真正地和白派艺术走到了一起 ， 成

为第四代传人。

“如果让我来形容白派艺术的特点，

那就是 ‘含蓄的激情， 内敛的张扬’。” 王

平认为， 任何流派都是在不断继承中发展

的。 在艺术的传承与创造中， 王平展现出

她独特的个性， 将评剧舒展大方， 酣畅淋

漓的声腔艺术与个人高低自如、 沉厚深厚

的个性风格做了完美的融合。

不因情失声， 不因情废
声。 在舞台上最能打动观众
的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悲伤
的隐忍

王平近照。

文华表演奖系列报道⑨

“麒派”表演艺术家陈少云将《徐策跑城》中的跑圆场、

高拨子腔等流派唱腔表演手段融入《北平无战事》这一现代

戏的人物塑造。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

●

■ 此次三个国家级专业展览将展出包括
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和水彩（粉）画等门
类的美术作品 600 件左右、 书法篆刻作品
300 件左右、摄影作品 300 件左右，展品大
多已完成定位，摆放就绪等待挂上墙壁。 踱
步于展厅，人们将切身感受到艺术与现实生
活 、与人民大众的深度连接 ，而这也正是艺
术应有之义

制图：冯晓瑜

▲工作人员在展厅装裱书法作品。

荩中华艺术宫周边，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

品展览、 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的宣传旗已经

早早挂上。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视点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5月15日在京开幕

（上接第一版）

“大会立足亚洲、 面向世界， 覆盖了

亚洲各个国家， 又向世界各文明开放， 体

现了兼收并蓄、 共同进步的文明理念。” 徐

麟说， 希望通过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个平

台， 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人

民创造的文明成果， 同时更好促进不同国

家、 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相互借鉴，

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今年继第二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又一场重要外交活

动， 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盛会， 将进一

步推动亚洲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在取

长补短中实现共同进步。

徐麟说， 大会将在广泛凝聚各方共识

基础上 ， 发布有关会议文件 ， 展示大会

取得的丰硕成果 。 同时 ， 在媒体 、 智库 、

旅游 、 影视 、 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将签

署一系列多边双边倡议 、 协议 ， 发布一

批重大项目成果和研究报告 ， 拿出落实

会议成果 、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务

实措施。

（上接第一版）对于这些展现上海文化

的 “新窗口”， 新出台的 “演艺新空

间营运标准” 在硬件、 管理和价值引

领上均提出了规范： 演出场次至少每

年 50 场 ， 并积极参与组织各类艺术

讲座、 艺术辅导等， 真正推动艺术走

进人民大众的生活。

常住人口 2400 万， 入境游客 893

万人次、 国内游客 3.4 亿人次———上

海是一座 “规模大” “流量高” 的城

市， 文化消费需求旺盛。 “演艺新空

间将成为上海演艺市场的一支生力

军。” 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主席韦芝认

为， 演艺新空间是在城市文化演艺发

展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新业

态、 新领域， 它们对于丰富上海的文

艺舞台、 增加演出场次、 “点亮” 上

海夜晚的文化生活将起到积极作用。

注入新的文化内容， 建
设新的城市空间

作为上海文化地标之一的大世

界， 曾是上海戏曲发展的平台、 曲艺

新人的孵化地， 也是带动现代娱乐产

业发展的标志性场馆。 如今， 在重新

开园的大世界， 市民不仅能感受到传

统戏曲的活态传承， 还能观赏长三角

和全国各地的专业戏曲演出 ， 不过 ，

这在大世界文化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轩眼里， 还远远不够。 此次， 大世

界加入 “演艺新空间” 的行列让他倍

感振奋： “相信这一定能为大世界注

入新的文化内容， 提升大世界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2018 年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

告》 显示： 去年上海年演出场次超过

3 万场， 观众人次逾 1600 万， 演出收

入达 18 亿元 。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潜

力不断释放， 实现增加值 61.49 亿元。

随着消费内涵升级， 以及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文化消费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 这意味着更多的平台

需求、 内容需求和服务需求。

今天， 仅仅作为单一演出功能的

剧场、 音乐厅和演艺场所， 已经不适

应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了。 上

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林宏鸣认

为， 演艺空间的复合性和社交性将在

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功能。 这

一观点， 也获得了其他学者认可。 上

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徐

清泉认为， 建设集文化演艺、 休闲娱

乐、 商业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活消

费集聚区， 将是未来演艺空间发展的

主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