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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2019 年度戏剧关
东·全国话剧优秀剧目
展演正在沈阳如火如荼
地进行，不仅有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开炉》《祖传
秘方》《最后的卡伦》陆续上演，大
庆话剧团的《远航》、赤峰市民族歌
舞剧院(赤峰市话剧团)的《热土》
也应邀在沈阳展演。11月23日、
24日，《热土》在沈阳中华剧场上
演，尽管天气寒冷，但观众热情不
减，纷纷慕名前往欣赏这部优秀话
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热土》
中有多名主创来自我省，既有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也有我省的
编剧及舞台艺术工作者，体现了我
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之间的艺术交
流与合作。该剧作为国家艺术基
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已在全
国巡演80余场，广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月
26日晚，山东省淄博市首部获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的大型舞台剧——五音戏

《紫凤》在盛京大剧院上演。国家一级
演员、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吕凤琴饰演的紫凤一开腔，
便惊艳了沈阳的观众，掌声经久不息。

《紫凤》由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
保护中心创排，曾获山东省第十届泰
山文艺奖音乐作品奖。该剧讲述了一
个“因情换魂”的故事，塑造了紫凤这样
一个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敢于斗争、纯
真善良的女性形象。《紫凤》故事情节、
表现形式、风格特点都与《聊斋志异》一
脉相承，地域文化特色浓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五音戏原
名肘鼓子，又名周姑子，发源于济南，
兴盛于淄博，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五音戏唱腔婉转、妩媚，
素有“北方越剧”之称。值得一提的
是，《紫凤》虽然取材于一个古老的传
奇故事，但剧中人物却融入了现代人
的思维，虽是一部传统戏，但具有现代
气息，是一部接地气的戏。

主演吕凤琴十几岁开始演这部
戏，到现在还在演，已经演了30多年。
她的表演融合了长水袖、戏曲程式基

本功、乌龙搅柱、小翻身、平转、下叉、
耍水袖花等动作。吕凤琴说，这部戏
是五音戏创始人、五音戏泰斗邓洪山
口传下来的，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把原
来戏名《换魂记》改为《紫凤》，即剧中主
角的名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角
色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舞台上不是
用肢体在演，而是用灵魂在演。

《紫凤》由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副
院长、作曲家毕金奎作曲，音乐唯美
动听，在五音戏传统音乐基础上融入
了新时代的音乐旋律。

在现场，观众被五音戏唱词极具民
间口头文学的特点所吸引。该戏台词和
唱词多使用方言、歇后语、倒装句，语言
风格亲切、形象、生动，唱词中常使用的
方言，有着浓厚的北方地方文化特色。

30多名演员，20多名乐手，两个
小时的演绎，让沈阳观众意犹未尽。
一名李姓观众说，能有机会近距离了
解五音戏很高兴。这部戏立意深刻，
通过紫凤死而复生的传奇故事，体现
了自由平等、讲求公正的价值观，彰
显了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著名指挥王乃光评价：“作为一
个地级文艺团体，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能演出如此水平难能可贵，无论从演
员、乐队、舞美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
的水平。”

淄博市五音戏剧院院长马光舜
说，此次巡演在淄博市委宣传部、淄
博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通
过政府与知名院线合作，将淄博地方
戏推上了全国舞台。

此次演出，还有专题展览，观众在
观看演出前，在盛京大剧院一楼走廊可
观看“盛世天籁 梨园芬芳——五音戏
艺术专题展”，此展是“北方神韵”保利
院线山北区五音戏《紫凤》巡演系列活
动之一，由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承
办。整个展陈运用了大量图片、文字，
详细介绍了五音戏的悠久历史、演进嬗
变和艺术特色；展示了五音戏由一个小
剧种发展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知名剧种
的艰辛历程；介绍了五音戏创始人、五
音戏泰斗邓洪山（鲜樱桃）的生平事迹、
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展示了近年来淄
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通过创
新发展五音戏“五位一体”传承保护模
式，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辉煌业绩，让观
众更加了解五音戏。

五音戏《紫凤》在沈演出获好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22 日，由沈阳音乐学院、国家大
剧院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
办的《中国歌剧百年——精选唱段
集萃》新书发布会在国家大剧院艺
术资料中心举行。

《中国歌剧百年——精选唱段
集萃》由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赵德
山主编，副教授王硕和沈阳大学音
乐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赵楠担任
副主编。全书以年代为编辑原则
分为九册，收录了 117 部歌剧中的
355 首唱段，是一部系统化、专业
化，集乐谱、伴奏、讲解于一体，且

国内收录曲目最全、时间跨度最
大、择录作品时间延至今日的歌
剧教材。其内容包括作品的创作
背景、剧情介绍、音乐本体分析和
演唱技术指导等，从中国歌剧的源
头寻起，将零散的歌剧作品进行
统计整理，在诸多优秀作品当中提
炼精选唱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
值、学术价值、实践价值和文献史
料价值。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长
征》《西施》《赵氏孤儿》等 8 部作品
中的 35首唱段入选，体现了业界、
学界对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制作
水平的认可。

《中国歌剧百年》收录355首唱段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让
边疆不再遥远”——中国儿艺优秀
儿童剧赴丹东公益演出启动仪式
及首场演出日前在丹东市文化宫
举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
表演了现实题材儿童剧《特殊作
业》，400 余名师生观看了首场演
出。为推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持
续服务基层，受文化和旅游部委
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此次携两部
优秀作品来到丹东，将优秀儿童剧
送到基层。

《特殊作业》曾获第七届全国
儿 童 剧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优 秀 剧 目
奖、2012 年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

目展演优秀剧目奖。该剧以亲情
为主题，讲述了几名初中生因为
一次“特殊的家庭作业”——为爸
爸妈妈洗一次脚，而在他们各自
家庭中引发的故事。通过 5 个特
殊家庭面对“特殊作业”的不同反
应 ，折 射 出 孩 子 们 的 成 长 历 程。
另一部趣味益智儿童剧《小吉普·
变变变》将在丹东市多个幼儿园
上演。该剧注重与孩子们的互动
交 流 ，将 水 果 、动 物 、汽 车 拟 人
化，通过儿童剧激发孩子们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据了解，此次公益演出活动共
演出14场，5000多名学生观看。

中国儿艺优秀儿童剧
在丹东巡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最
后的莫西干人印第安音乐会”——
亚历桑德罗全球巡演将于 12 月 1
日在盛京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届时
沈阳古琴演奏家韩柏将应邀参加
演出。

莫西干人系北美印第安人的一
个分支，居住在哈德逊河流域上游
的卡兹奇山脉。作为当代印第安音
乐的代言形象，亚历桑德罗生于秘
鲁利马，18岁移民波兰。这个从秘

鲁安第斯山脉走出的音乐家，对曲
调有着与生俱来的听辨能力和记忆
能力。他擅演各种笛箫类吹奏乐
器，如盖纳笛、马耳他排箫等，擅用
南美洲丰富的音乐元素表达悲伤与
幸福。亚历桑德罗近年的演出地点
里多了中国，受到中国乐迷的欢
迎。作为特邀嘉宾，韩柏将在这场
音乐会中用古琴与亚历桑德罗的盖
纳笛合奏中国动画片《大鱼海棠》的
主题曲《大鱼》。

“最后的莫西干人印第安音乐会”
全球巡演莅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016—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艺
术人才培养项目系列成果《音乐剧
中国》《动漫中国》《西南戏剧》三部
作品集，日前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发
行。

《音乐剧中国》是 2016 年度全
国音乐剧编剧人才培养项目成果，
包括38位音乐剧戏剧专家、学者的
金句和学员的 30 部原创音乐剧剧
本，是第一次由国家层面对音乐剧
编剧人才进行培养的艺术结晶。

《动漫中国》是 2017 年度青年
动漫编剧人才培养项目成果，由中

国戏剧文学学会与中国动漫集团有
限公司等单位合作，收集了学员创
作的45部原创动漫剧本，是中国动
漫文学剧本最集中、最完善的一次
成果展示，也是中国动漫创作体量
最大的一部作品集。

《西南戏剧》是 2018 年度西南
地区基层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培养项
目的成果，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联
合四川大学实施培训。

据了解，国家艺术基金于 2013
年12月正式成立，旨在繁荣艺术创
作，培养艺术人才，打造和推广精品
力作，推进艺术事业健康发展。

《音乐剧中国》
等三部国家艺术基金作品集出版

话剧《热土》在沈阳连演两场，
获得观众热烈好评。不少观众来
自省内各市，鞍山观众李先生告诉
记者，他是慕名而来。他兴奋地表
示：“早就听说《热土》是部好剧，终
于到辽宁来演了。我看过之后，觉
得这部话剧振奋人心，曾经在那片
炽热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深深打动
了我。演员的表演充满艺术激情，
我们观众的内心也是激情澎湃。”
该剧已在全国巡演 80 余场，收获
了各地观众的热烈反响。央视《新
闻联播》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

等媒体纷纷报道该剧创排过程及
演出反响。话剧《热土》还参加了第
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展演，不仅入选
了 2017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还成为2017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话剧《热土》取得的成绩中，也
有辽宁戏剧人的辛勤付出。话剧

《热土》的剧本出自我省剧作家黄伟
英、艺风之手，该剧的导演由中国话
剧协会副主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前院长、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
家宋国锋担任。该剧主演齐欣昕以
及灯光设计与音响设计均来自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他们的加盟，保证
了《热土》的艺术品质，呈现了我省
与内蒙古自治区之间的艺术交流与
合作成果。

宋国锋接受采访时表示，话剧
《热土》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手法，深刻探讨艺术与人
民、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揭示了文
艺必须根植热土、情系人民的时代
主题。“艺术服务于人民”这一主题

贯穿全剧。
据了解，2019 年度戏剧关东·

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活动由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承办。
本次展演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及内蒙古自治区的话剧院团搭建了
交流平台，同时，也使得辽沈观众在
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来自不同省区
精彩纷呈的话剧作品。接下来，还
将有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
好戏陆续上演。

辽宁戏剧人担任主创

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在沈展演

辽宁戏剧人助力赤峰话剧《热土》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广
局出品、赤峰市民族歌舞剧院（赤
峰市话剧团）演出的话剧《热土》
取材于抗战时期，鲁迅艺术学院
在赤峰办学的真实历史，讲述了
以安波为代表的鲁艺人在战争环
境的艰苦条件下，扎根人民，深入

生活，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教育引
导群众的感人故事。

《热土》是一部弘扬主旋律，体
现艺术生命之根深扎于人民的优
秀作品，以话剧艺术形式传承鲁
艺 为 我 们 留 下 的 宝 贵 精 神。《热
土》中演员的表演生动感人，舞美

色调浓郁，还运用了大量民族民间
艺术元素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比
如蒙古族舞蹈、声乐、器乐等，丰富
了舞台艺术手段，具有很强的艺术
感染力。

据话剧《热土》总导演宋国锋
介绍，为了真实再现历史，剧组聘

请了史学顾问，全体主创人员还
深入当年鲁艺人曾经生活、学习
的几个村镇，走访曾经在鲁艺学
习的学员以及了解那段历史的当
地 群 众 ，并 听 取 了 相 关 专 题 报
告。在采风学习的基础上，演职
人员认真研读剧本以及史料。

根据鲁艺办学历史创作话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全
省公共数字文化融合创新发展培
训班近日在鞍山开班。本次培训
班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鞍山
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鞍山市
图书馆协办。来自全省各市、县

（区）公共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的馆
长和公共数字文化工作负责人 16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国家图书馆信息技

术部总工程师、研究馆员邢军以
《凝聚共识 创新思路——共创公
共数字文化工程创新发展新局面》
为题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
新发展实施方案进行了解读。国
家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高级工程师
苏明忠详细阐述了公共数字文化
工程两微一端建设及图书馆移动
服务实践。大连、鞍山、朝阳、盘
锦、葫芦岛等 5 个市的 6 个图书馆
结合本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实践
做了经验分享。

全省公共数字文化
融合创新发展培训班开班

五音戏《紫凤》剧照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

▶

话剧《热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