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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

70 周年。6 月 12 日院庆日前后，北

京人艺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出

一系列活动。

70 年来，北京人艺上演了古今

中外不同风格的 300 多部作品，形

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留下了北京

人艺的创作精神，打造了一部部经

典，滋养了一代代观众。

幕起幕落

人民的剧院，艺术的殿堂

6 月 12 日，北京东城区王府井

大街 22 号，首都剧场的大幕再次开

启。70 周年纪念专题片首发，专家

和业内人士探讨人艺艺术创作的主

旨 和 追 求 ，《茶 馆》现 场 高 清 直 播

……持续 9 小时的网络直播活动丰

富多彩。

北京人艺副院长霍志静说，为

回顾总结剧院发展的光辉历程，展

示“出人、出戏、出精品”的艺术成

就 ，北 京 人 艺 策 划 了 以“ 人 民 的 剧

院，艺术的殿堂”为主题的建院 70
周年系列活动。

6 月 5 日起，北京人艺推出包括

经典剧目线上推送及导赏、剧本朗

读、院庆纪念晚会实时直播等院庆

活动。《阮玲玉》《鸟人》《海鸥》3 期剧

本朗读活动陆续推出。《雷雨》《蔡文

姬》《白鹿原》《窝头会馆》等经典剧

目网上放送，剧中主要演员进行剧

目导赏，向观众介绍剧目背景、创作

心得。网友纷纷留言：“北京人艺将

最好的剧目免费分享给人民大众。”

“经典就是经典，历久弥新！”院庆活

动在线上和社交媒体掀起热潮，累

计播放量达 1.4 亿人次。

此外，北京人艺还召开建院 7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举办专题学术研

讨 会 ，改 造 升 级 戏 剧 博 物 馆 ，出 版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推出专题

纪 录 片《国 家 记 忆 —— 北 京 人 艺》

《档案——回眸人艺七十年》《我在

人艺学表演》，以多种形式向观众展

示北京人艺的建设发展。

幕起幕落，《龙须沟》《蔡文姬》

《雷雨》《茶馆》《天下第一楼》……一

部部剧目，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轮

番 上 演 ；台 前 台 后 ，剧 中 的 众 生 百

相、时代的沧桑巨变、人性的美好温

暖 ，铺 展 成 万 千 气 象 的 时 代 画 卷 。

70 年来，北京人艺创作了一部部人

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形成了具有鲜

明艺术特色的演剧流派，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留下了

北京人艺创作精神，奠定了北京人

艺在中国话剧领域的独特地位。北

京人艺党委书记王文光说，剧院致

力打造“人民的剧院，艺术的殿堂”，

“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的中心

基调，始终贯穿于北京人艺的发展

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人艺用

一 部 部 剧 作 、一 台 台 演 出 ，描 绘 了

中 国 文 艺 的 精 神 气 象 。 北 京 人 艺

院长任鸣说：“近 10 年来，我们努力

传 承 剧 院 的 优 秀 传 统 ，坚 持 以‘ 人

民性’‘民族性’‘时代性’为中心的

创作理念；坚持‘戏比天大’‘对艺

术怀有敬畏之心’‘精益求精’的创

作精神；坚持走北京人艺的现实主

义创作道路。”

植根人民

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

1952 年 6 月 12 日，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正式建立。北京人艺表演、

导演艺术家蓝天野成为建院之始第

一批演员。“北京人艺表演风格的形

成，很重要的一点是重视深厚的生

活 积 累 。”蓝 天 野 曾 说 。 到 生 活 中

去、到人民中去，成为北京人艺一直

秉持的理念。

北京人艺是“人民”的剧院。从

建院之初的下厂下乡，到今天的深

入社区，北京人艺最鲜活的创作、最

生动的表演，始终来自生活、来自人

民。70 年来，在一代代文艺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人艺坚守人民

立 场 ，与 人 民 共 呼 吸 、与 民 族 共 命

运、与时代同步伐。党的十八大以

来，北京人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

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积

极 推 动 我 国 戏 剧 艺 术 的 繁 荣 和 发

展。近 10 年来，北京人艺排演古今

中外大小剧目 87 部 3649 场，其中大

戏 56 部演出 1951 场，小戏 31 部演出

1698 场，国内外巡演及深入基层演

出 41 部 413 场。

与此同时，北京人艺初步构建

了“演出+展览+普及+教育”的公益

戏剧矩阵，坚持戏剧普及。依托菊

隐剧场、戏剧博物馆、首都剧场等平

台，北京人艺以巡展、讲座、创排、剧

本朗读等多元形式深耕艺术普及。

配合演出和艺术家纪念诞辰，举办

海 内 外 巡 展 近 百 场 ；开 发“ 戏 剧 永

恒”“剧场艺术课——大家面对面”

“ 新 戏 创 作 分 享 会 ”“ 致 敬 与 传 承

—— 群 众 戏 剧 公 益 演 出 ”“ 剧 本 朗

读”等多个自有公益品牌，举办活动

上百场；同时积极与基层组织联动，

与属地联合开展“爱心文化种社区”

活动，已培养 17 个街道的戏剧普及

项目带头人近 400 人，受益 50 余万

人次。北京人艺还建立“人艺戏剧

教育基地”，与多校开展深度合作，

通过教学、辅导编排剧目、建立戏剧

课程体系、大师进校园等途径系统

开展戏剧教育，10 年来先后走进 30
多所学校。

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曾说：

“ 北 京 人 艺 与 祖 国 同 在 ，与 人 民 同

在。”北京人艺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

府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喜爱、社会各

界 的 关 心 ，“ 续 写 北 京 人 艺 新 的 篇

章，要传承北京人艺创作精神，爱人

民、爱艺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濮存昕说。

传承创新

排演经典，重视原创

去年 9 月 2 日，历时逾两年建设

的北京人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迎来

第一批观众。夜晚，北京国际戏剧

中心在灯光照射下流光溢彩，与古

朴厚重的首都剧场相互呼应。新排

的《日出》《雷雨》《原野》一一上演，

一票难求的场景再次出现。

70 年来，北京人艺不断守正创

新 、传 承 发 展 。 在 剧 院 建 设 方 面 ，

2012 年，集创作、制作为一体的北京

人艺艺术创作中心投入使用。2015
年，揭幕运营的菊隐剧场经过数年

运营，成为重要的文化场所。 2021
年，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落成并投入

运营，北京人艺再添曹禺剧场、人艺

小剧场等两座现代化专业话剧场，

成为国内唯一拥有 5 个剧场的国有

艺术院团。

在剧目创作方面，北京人艺一

方面不断排演保留经典剧目，让作

品常演常新。一方面重视原创，继

续话剧民族化探索实践，着力打造

新京味作品。在人才培养上，北京

人艺立足多剧场运营模式下的人才

需求，坚持多措并举。北京人艺副

院长冯远征说，这些年，剧院始终关

注人才队伍建设，用表演学员培训

班、青年演员培训计划等科学体系

培养人才，用绩效改革等制度机制

留住人才，人才队伍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人艺推动

完善艺术生产机制，细化艺委会制

度和生产流程，健全激励机制，提升

剧目质量。任鸣说，新的格局进一

步激发了人艺人在艺术创作上的活

力，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北京人艺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

高义说，北京人艺要进一步增强做

好新时代文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坚持人民至上，努力书写新时代

的人民史诗，秉承艺术追求，不懈攀

登新的时代文艺高峰，弘扬光荣传

统，不断提升剧院创造力和影响力，

加强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德艺双馨

的艺术家，“希望北京人艺用心用情

用硬功、出人出戏出精品，为推进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作出更大贡献，在文明交流互鉴

中释放夺目光彩。”

70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300多部作品

为人民而歌 与时代同行
本报记者 王 珏 王 瑨 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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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场 话 剧 可 以 有 多 少 观 众 观

看？最新的答案是 5000 万人次。

6 月 12 日晚，首都剧场上演北

京人艺建院 70 周年纪念版《茶馆》，

院方首次开通 8K 高清实时直播，创

下了 5000 万次播放量的纪录。冒

雨赶到剧场的观众与天南海北的用

户一起，完成了一场盛大的演出。

继在线音乐会、在线演唱会之

后，人艺话剧直播再次刷新了我们

对于“在线”的想象，也让我们看到

了数字时代文化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线看话剧直播，是一种什么

体验？直播间里，有人因演员精湛

的表演而沉醉，也有人对音效机位

等提出更高要求。话剧，尤其强调

现场体验。客观地说，以现有技术

条件，在线观看尚不能完全达到身

临其境的效果。但因为“在线”，那

些无缘到达现场的观众看到了“话

剧舞台是什么样子”，而有些观众则

通过直播重温了美好回忆。通过

“在线”的形式，人们获得了“在场”

的可能。

从“在线”到“在场”，既是数字

技术进步为当下文化生活创造的可能，也是未来文化产

业可以着力发展的方向。前不久，《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印发，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发

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

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数字时代，获得

“在场”的体验感，已不意味着一定要到现场。

根据第四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73.0%，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接近 100%。从

媒介演进的角度来看，“在线”最早意味着上网获取信息，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渗透和普及，“在线”则成了

数字时代人与人、人与场所连接的基本状态描述。只有

那些切中用户需求、具备充足技术支持的内容，才能吸引

人们参与其中，从而获得“在场”的体验感。

当然，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好的内容仍不可或缺。近

些年，在线演出已经越来越常见。以国家大剧院为例，从

2020 年 4 月 11 日推出首场线上演出开始，至今推出 120
余场线上演出，全网总点击量累计超 34 亿次。“拆掉剧院

的围墙”“为文艺作品插上数字化的翅膀”，无论是艺术普

及的愿望还是产业发展的需求，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

持。而此次北京人艺直播火爆则给了我们进一步启示：

无论技术形式如何更迭，在不缺信息的数字世界，内容依

然为王。真正的好作品，不缺流量。

数
字
世
界
，变
在
线
为
在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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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茶馆》剧照。 李春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