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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近年来，舞台艺

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

大量优秀作品，不断在文艺创作、文艺活

动 、文 艺 惠 民 等 方 面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

——编 者

一连串精彩演出汇聚中外经典：维也纳交响乐团、以

色列爱乐乐团、奥登萨默单簧管三重奏等知名交响乐团

体，多名国际钢琴家，维也纳童声、国王歌手等国外合唱

团，将陆续登陆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国际

钢琴系列、中国交响乐之春等艺术节，都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围绕世界读书日、国际博物馆日，策划推出丰富多彩的

艺术演出和普及活动……今年以来，国家大剧院吸引了国

内外的目光。

自 2007 年成立至今，国家大剧院有力推动了高雅艺

术走向大众。国家大剧院的最新数据显示：10 年内音乐

项目的平均销售率由 77%提升至 90%以上，参与艺术消费

的人群不断扩大。

一个共享的平台层串联起歌剧院、戏剧场和音乐厅，

极具动感的曲面造型和屋顶轮廓，既是对通州古粮仓屋面

曲线的写意勾勒，也抽象再现了古运河上运输船只扬帆远

航的盛况……坐落于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屹立在

“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畔，北京艺术中心将于今年开

幕，并推出开幕演出季。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说，随着北京艺术中心开幕运

营，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国家大剧院、通州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运营新格局也将形成。这将进一

步丰富大剧院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吸引更多不同年龄

段的观众。

“北京艺术中心和国家大剧院进行差异化运营，探

索音乐剧、现代舞、爵士乐等艺术门类，为观众文化消费

提供新选择。高雅艺术也要与现代文化同步，不断满足

观众的新需求。”王宁说，我们要一手抓传统文化，一手

抓现代文化，不断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不断吸引

年轻观众。

演出前艺术家进行导赏，覆盖歌、乐、舞、剧、戏等多种

艺术门类，让线上演出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每周六晚

上，国家大剧院的线上演出都会吸引不少观众。

北京市民马越是大剧院线上演出的忠实观众。“节目

设计精心，可以让我们利用闲暇时间收听收看。”马越说。

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自 2020 年 4 月推出至今，已成功播出

近 180 场，全网点击量累计超过 47 亿次。近年来，国家大

剧院保持“科技+”创新活力，持续探索“线上线下”双演模

式，同时发挥“智慧剧院”主力作用，提升文化艺术数字化

水平，推动高雅艺术更好地亲近大众。

每到周末，国家大剧院精心打造的周末音乐会便会吸

引很多家庭一起观看。国家大剧院常年开展的经典艺术

讲堂、周末音乐会等已经成为品牌。坚持公益性、高品质、

全覆盖的美育理念，国家大剧院在全民美育方面做了许多

有益探索。丰富多元、经典精湛的艺术普及教育活动承继

艺术精神、深化艺术品质、引领时代话题、拓新艺术边界，

不断推动高雅艺术“走下去”。

国家大剧院的最新数据显示：54 万购票观众当中，25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仅为 10%。这说明从全民教育的角

度来看，青少年的艺术普及教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结

合国家大剧院多年来的美育实践经验，表演艺术机构应

努力成为全民美育的重要阵地，文化和教育行业要携手

表演艺术机构共同发挥全民美育作用。

“以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表演艺术机构应推出更

加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作品，滋养人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还应通过青年人喜欢的文化形式，培养更多年轻

观众。”王宁说。

国家大剧院

经典艺术，更好亲近大众
本报记者 王 珏

大幕落下，掌声热烈……日前，江苏苏州芭蕾舞团原

创大型舞剧《壮丽的云》举行公开首演，苏州工业园区培训

管理中心职员王亦乐看完演出后十分感动：“芭蕾的浪漫

唯美与满满的科技感相融合，让人耳目一新。在情感上，

既有儿女情长，又有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此前不久，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资助项目名单正

式公布，《壮丽的云》入选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

目。“整整一年时间，我们一次次打磨、排练，对细节精益求

精、认真严谨，才拿出这样一件作品。”回顾创作历程，苏州

芭蕾舞团（以下简称“苏芭”）团长王全兴表示，“应该说，我

们舞出了中国风范。”

《壮丽的云》以倒叙的形式铺展开来，通过对苏州籍

“两弹一星”元勋、部队指战员等典型人物的艺术性塑造，

讲述了新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们不断突破身体、精神和技术

极限，圆满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感人事迹。

用芭蕾舞演绎科学题材，是一次开创性的探索。在很

多人的印象中，芭蕾是唯美、柔美的，如何用其表现“硬核”

的科技，对创作者而言极具挑战性。苏芭决心啃下这块

“硬骨头”。创作的过程充满艰辛，主创们一次次地深入生

活，进行了大量的采风调研、资料搜集，仅剧本创作就长达

8 个月。最后，发现粒子、“九次运算”、提炼等科技工作，

通过一幕幕融合了芭蕾舞、现代舞、民族舞等不同舞种的

舞蹈呈现出来。

“在充满科技感的舞美装置中，表现江南特色的雨帘

舞、苏绣舞，在给观众带来唯美的江南雅韵之外，也将科学

家的剧情融入其中。科学家的情绪与舞蹈一同表现，更加

自然地将家国情怀融入江南舞韵之中。”王全兴谈道，“让

西方芭蕾穿上了‘江南嫁衣’，是苏芭建团以来始终坚持的

创作理念之一，也是我们的魅力所在。”

近年来，苏芭不断探索进行现实主义题材芭蕾作品创

作，2021 年创作的现实题材舞剧《我的名字叫丁香》在全

国巡演，也收获了许多荣誉和点赞。

“丁香”的扮演者、苏芭主要演员苏钰琳，是 2007 年苏

芭成立时首批进团的演员。苏钰琳回忆，她进团不久便参

与到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的排练、演出中，“我们不

跳芭蕾，而是原汁原味学习昆曲，深入体会其中的程式和

韵味。”这段经历让苏钰琳收获满满，在此后演绎《西施》

《唐寅》《我的名字叫丁香》等原创芭蕾舞剧时，“自然而然

地加入了一些昆曲的韵律，让芭蕾语境下的本土故事表达

更加顺畅、贴切。”

“李莹和潘家斌为苏芭排演的《西施》《唐寅》，奠定

了‘ 江 南 芭 蕾 ’现 代 简 约 中 式 的 风 格 基 础 。 于 我 来 看 ，

‘江南芭蕾’是演员舞台表演时的细腻、柔美、婉约，音乐

上的江南小调、昆曲、苏剧元素，舞美道具中的小桥、流

水、油纸伞、乌篷船……”王全兴说，这与苏州文化、城市

气质有机交融，所以观众反馈“一看就是苏州味，一听就

是江南风”。

“10 多年来，一批批懂芭蕾、爱芭蕾的忠实观众，与

我 们 共 同 成 长 起 来 。”究 其 缘 由 ，苏 钰 琳 说 ，“院 团 经 常

组 织 我 们 下 基 层 演 出 ，进 行 芭 蕾 艺 术 普 及 是 一 个 重 要

原因。”

常年来，苏芭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为基层群众送

去高雅艺术；又主动将观众“请进来”，邀请市民看排练、听

讲座、观摩彩排等，进一步拉近艺术与人们的距离。

“攀登文艺高峰离不开切磋互鉴。今年下半年，我们

将举行第二届苏州国际芭蕾艺术节，这将加强苏芭演员与

国际知名芭蕾舞团的交流、切磋，提升我们的艺术水准。”

王全兴说，“更重要的是为广大观众带来实惠，那就是让他

们能在‘家门口’欣赏国际演出，并看到苏芭在不断成长中

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

苏州芭蕾舞团

“江南芭蕾”，舞出中国风范
本报记者 郑海鸥

近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正红旗下》在首都剧场

再次上演。本剧以作者老舍为第一视角，讲述庚子年间发

生在京城老百姓身边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正红旗

下》于今年 1 月首演，当时就引发了观演热潮。此次二轮

演出刚一开票便售罄。

北京人艺近年来的多部剧目都是一票难求，这离不

开北京人艺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北京人艺坚持以“人民

性”“民族性”“时代性”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坚持走现实

主 义 创 作 道 路 ，排 演 了 古 今 中 外 大 小 剧 目 80 余 部 、近

4000 场，国内外巡演及深入基层演出 40 余部、400 余场。

这些剧目中，有大型历史题材话剧《司马迁》《杜甫》，有

“新京味戏剧”《玩家》，还有对经典作品《日出》《原野》

《雷雨》的全新解读。今年，北京人艺有多部新作陆续与

观众见面。

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说：“人民的剧院用一部部贴近

生活的文艺作品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切，用

一部部贴近百姓的舞台作品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北京

人艺将持续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

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每当夜幕降临，北京王府井大街 22 号灯火璀璨，外观

简约现代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与外观庄重大气的首都剧

场相互呼应，吸引着人们走进北京人艺、走近戏剧艺术。

随着 2021 年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投入使用，首都剧场、曹

禺剧场、菊隐剧场、实验剧场和人艺小剧场等北京人艺 5
座剧场大小错落、各具风格，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剧场集群，

成为北京文化新地标。

“北京人艺最大的生产力是人才。”冯远征说，“编剧、

导演、演员、舞美等各艺术领域的人才，我们都需要引进与

培养，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4 月 19 日，北京人艺第二期表演学员培训班正式开

班。自 2019 年开办第一期以来，已经有 10 余名

学员顺利毕业，充实了演员队伍，并在舞台上迅

速成长。这一举措继承了北京人艺历史上“团

带班”的人才培养传统，结合当下发展的实际

需求，开启了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此外，北

京人艺还开展了剧本朗读、剧本沙龙、专家讲

座等青年演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年度艺术

考核、绩效工资改革等机制留住人才，用经典

作品培养、滋养人才，通过合作、引进的方式吸

引优秀人才……

同 时 ，北 京 人 艺 还 始 终 致 力 于 戏 剧 教 育

和戏剧普及的公益事业。4 月下旬，坚持多年

的“戏剧的力量——北京人艺进校园”系列公

益活动再次启动，将《香山之夜》和配套展览、

图书、大师课一起送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受

到一致好评。

近日，北京人艺新创排的剧目《海鸥》上

演，导演濮存昕和李越、李小萌、周佳钰、孙翌

琳、曾泳醍、李劲峰、王雷等青年演员联合演绎

这部作品。“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中，青年人也

迎来了一场场舞台蜕变。”濮存昕对青年演员的

表现表示肯定。

冯远征说，70 多年来，北京人艺在“戏比天

大”和“一棵菜”精神的引领下，培养出了一代代

艺术家。“我们要利用好、发扬好剧院的艺术精神

和优秀传统，做到养德、修艺并重，注重加强青年

戏剧人才的思想引领、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艺

术训练，搭建好培训与实践的平台，培养出一批有

信仰、有真才学、有好德行、有使命担当的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守正创新，践行使命担当
史 诺

话剧《茶馆》线上直播吸引 5000 万人次观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百

场仍一票难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持续“圈粉”。

苏州芭蕾舞团成立不过十几年，年轻演员苏钰琳见证了当地观众的变化——

从一开始观演时的“台上演出、台下聊天”，到如今的穿着得体、讲究礼仪；从对艺

术一知半解，到主动走进剧场、分析点评头头是道；从要求赠票送票，到掏钱买

票。与此同时，苏芭也走出了一条让西方芭蕾穿上“江南嫁衣”的独特道路。

实际上，这样的变化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发生着——伴随着一个个艺术院团

的成立与发展，一部部高雅艺术作品的诞生与成熟，一批批懂艺术、爱艺术的观

众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

观众群体规模的日渐扩大，离不开高雅艺术在基层的普及推广。之前，不少

人以为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曲高和寡”，局限于服务大城市、小群体，没有一定

经济实力和艺术积累的普通人难以接触和欣赏。怎么办？广大文艺工作者选择

把舞台“搬出”灯火辉煌的剧场，他们于基层社区起舞，进工厂车间放歌，在青少

年的心中播下艺术的种子……久久为功，高雅艺术不断亲近和感染更多人，广大

群众开阔了眼界、获得了心灵的滋养。很多艺术工作者坦言，观众的热情让他们

“感受到自身价值的更大实现”“直观深切地体会到，人民需要高雅艺术，高雅艺

术更需要人民。”

基层有广阔舞台，更能带来不竭的创作灵感，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

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较早之前，一些文艺作品以想象代替现实，或者找个采风地转一转、与相关

人员谈一谈、拿材料看一看，就上马搞创作。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市场不欢迎。

近年来，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深入调查研

究，捕捉源于生活、动人传神的艺术瞬间。话剧《谷文昌》、舞剧《天路》、歌剧《道

路》、交响音乐会《浦东交响》、音乐会歌剧《张富清》等一部部艺术作品应运而

生。这些作品的内容形式更接地气、文化品质更饱满、时代气息更浓厚，观众的

认可度持续提升。

艺术积累须向下扎根，艺术追求则要有“攀高峰”的精品意识和经典追求。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 5 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 3 个月”；曹雪

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

晶，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

一丝不苟方能丝丝入扣。新时代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更需要有孜孜以求、精

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一针一线缝制艺术作品，塑造更多精彩的舞台形象和经典场

景，使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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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苏州芭蕾舞团《烟雨江南》剧照。 苏 炫摄

图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剧照。 李春光摄

图③：北京艺术中心外景。 张寅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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