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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京和：
韩国出生，美国学艺，当代最负

盛名的顶尖小提琴演奏家之一。2011
年在因伤隐退6年后，于韩国重启演奏
生涯。复出后 2013 年首次登上中国国
家大剧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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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小提
琴家郑京和在北京圆满完成了她的

“挑战”——近 3 小时的巴赫小提琴无
伴奏作品 （下称“巴赫小无”） 全集
的演奏。

巴赫小无被誉为“小提琴圣经”，
创作于 1720 年左右，包括 3 首小提琴
无伴奏组曲和3首奏鸣曲。这6部作品
中，巴赫设计了小提琴所能表达出的
一切和弦，使用了几乎不可能演奏的
对位技巧，它们构成了巴赫小提琴音
乐的巅峰。由于难度高，巴赫小无自创
作之初就鲜少有人敢演，直到现在，在
公开场合演奏全6部作品的小提琴家也
寥寥无几。

为何在功成名就、年届 68 岁时，
还要挑战这么高难度的演奏？郑京和
在演出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 13
岁就开始演奏巴赫小无的其中一些曲
目，20 多岁时录过其中的两部作品，
但觉得演奏得不好，没有继续下去。
当时她觉得太难了。

“我现在没有年轻艺术家的压力
——不用参加比赛，想着出名，讨好
观众。我觉得我准备好了，这是我实
现梦想的时候，如果现在不做的话，

可能再也没机会做了。我这个年龄还
能这么做，大概能进吉尼斯世界纪录
了。”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郑京和爽朗
地大笑。

在北京实现这个梦想，对郑京和
来说是一次机缘。2005 年因为手伤，她
暂别舞台长达6年之久，2011年复出后，
被乐界评为宝刀未老，音乐更见深度。
为了此次演出能达到最好效果，她特意
把6部作品的顺序做了下调整，编排成
一个组曲一个奏鸣曲穿插演出。

在 5月 8日的现场，她身着一袭紫
灰色礼服优雅登台。整个演出过程正
如她所希望的“像呼吸一样”不动声
色，演奏炉火纯青到让人感觉不到技
巧。琴弓行云流水般在弦上行走，时
而柔和，时而有力，时而紧凑，时而
疏朗。到最后两部作品时，她干脆脱
掉高跟鞋，赤脚上场，更是像孩子般
轻松无碍。这也让人想起她之前说
的：“用什么乐器演奏，是否复原历史
时期的演奏法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演奏者是不是全情投入，演奏最本质
的还是要最大限度地表达情感，触动
人心。”

当晚郑京和用 《奇异恩典》 作为
返场乐曲，以示对观众的谢意。在她
看来，音乐厅与剧院也许是世界上最
后一个安宁的避难所，一个可供观众
不被打扰的静坐、吸收与沉思的地
方。“在如今的现代生活里，这段全神
贯注的时间是有必要这样漫长，也是
愈发难得。学会聆听，是一种生活的
技巧。”郑京和说。 （郑 娜）

在表现救赎与维纳斯堡感官爱情世界并存的 《唐豪
瑟》 序曲中，国家大剧院制作瓦格纳歌剧 《唐豪瑟》 拉开
帷幕。

活跃在当今世界歌剧舞台一线的瓦格纳男高音歌唱家
恩德里克·沃特里希，以雄壮有力的声音塑造了中世纪游吟
诗人唐豪瑟在欲望之爱与圣洁之爱间的游移与抉择，第三
幕中一段叙述唐豪瑟在罗马寻求救赎曲折经历的“罗马自
述”，更被沃特里希演唱得充满张力、引人入胜。

在剧中饰演伊丽莎白的女高音歌唱家芭芭拉·哈维曼，
也以充满戏剧性又抒情温暖的声音，表现出人性的美好与爱
情的高洁。而朱赛皮娜·皮翁蒂以精湛的演唱与表演，传神地
塑造出妖娆又拥有强烈占有欲的维纳斯。

此外，在剧中饰演沃尔夫拉姆等游吟诗人与赫尔曼侯
爵的歌唱家马库斯·维尔巴、曼弗雷德·海姆、维森特·奥姆
布埃纳、卡斯腾·麦威斯、库尔特·阿泽斯拜尔格、赖纳·曹
恩，也以出色的表现，为观众倾述中世纪游吟诗人的心灵
世界。

除了一众国外艺术家的精彩表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
团与合唱团的演绎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长达近14分
钟、浓缩表现歌剧情节和精彩旋律的 《唐豪瑟》 序曲，被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得跌宕起伏，而且整部歌剧中，
乐队在与人声的紧密交融中也源源不断地释放出音乐能量。

执棒该剧的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兼管弦乐团首席指挥
吕嘉曾表示：“瓦格纳作品，人声与乐队、和声是综合的、

一体的，他的作品更像是音响的洪流，具有强悍的德意志风格，光彩夺目。”歌唱家与
乐团、合唱团在音乐上的相互“较量”与融合，带观众感受到了瓦格纳歌剧音乐的独
特魅力。

在舞台视觉呈现上，此版《唐豪瑟》充满了象征主义的色彩。担任该剧导演、舞
美设计的欧洲著名导演皮耶·阿里将舞台的核心设计为一座有着四个侧面的宏伟建筑。
这个独具匠心的“四面体”，不仅让剧中维纳斯堡、瓦尔特堡歌手比赛大厅、瓦尔特堡
的山谷等场景进行灵动的转换，同时充满了深刻的寓意。

皮耶·阿里也通过丰富的影像，极大地丰富了舞台的视觉。其中，第一幕维纳斯堡
海妖们的舞蹈、第三幕“朝圣者的合唱”等段落，都通过与舞台表演、音乐交融结合
的影像，将有限的舞台空间给予无限的拓展与延伸。皮耶·阿里表示：“这种丰富的舞
台视觉效果，并非仅仅为了在戏剧性上给人愉悦，而是始终在努力对作品的深层内涵
进行诠释。”

郑京和在华

中国孩子体验戏中人生
本报记者 郑 娜

闲暇看场戏，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仍
然是一件挺小众的事。演戏，就更是遥
不可及了。但与成年人不同，无论看戏
或者演戏，对青少年来说却正在变成

“家常便饭”。从课本剧到原创剧，从中
国剧到莎士比亚剧，从话剧到戏曲、音
乐剧、舞蹈剧，从校园舞台到各大剧
院，近几年随着戏剧进课堂理念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正得以体验戏
剧所带来的魅力和改变。

近日，华夏明德书院开院典礼在北京隆重举
行。书院坐落在交通便利的大钟寺，采用“一贯制，
家庭式”课外教育模式，囊括从学龄前到高中毕业
所学国学课程。课程体系不仅能满足孩子的应试需
要，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翩翩君子之风度，包容万
物之胸怀，虚怀若谷之谦逊，满腹经纶之才华。清华
大学钱逊教授出任书院首任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院长过常宝应邀作为嘉宾进行了开院第一讲

《项羽和刘邦》。

华夏明德书院开院

成功挑战
“小提琴圣经”
成功挑战

“小提琴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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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至1848
年间先后创作完
成的《漂泊的荷兰
人》《唐豪瑟》《罗
恩格林》，为瓦格
纳“ 浪 漫 主 义 风
格”歌剧。图为《唐
豪瑟》演出现场。

王小京摄

戏剧教育进课堂

“这世道真是改了，连个小财主也敢
跟我斗嘴皮子。”庞太监瞪大了双眼，提
极了嗓子！“我要把本钱拢在一块堆儿，
开工厂！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这才能
救得了穷人，这才能救国！”秦仲义的爱
国正气震遍全场……

这是北京灯市口小学生戏剧社排演
的话剧 《茶馆》片段。舞台上，孩子们俨然
化身成剧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表演得
一板一眼、字正腔圆。这样的戏剧表演，在
国内许多中小学里已经越来越普遍，并且
逐渐上升为重要的教学方式。

如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每个
孩子每周都要上一节话剧校本课，每位
教师同时兼任话剧课的授课任务。去
年，该校聘请中国儿艺专家开设7个戏剧
工作室，以便让在戏剧领域有不同特长
的孩子都能找到合适的课程。

在北京十一学校，从 2011 年开始学
生不再上传统的音乐课、美术课，取而
代之的是戏剧课。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特长，在戏剧课中选择表演、舞
美、配乐等不同的分工，边学习、边实
践。戏剧课程涉及了音乐、美术、影
视、舞蹈、文学等相关内容，期末汇报
演出，学生毕业需至少选择两个剧目。

据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特聘专家
刘斌介绍，自 2013 年以来，北京市引进
高校和社会资源，支持中小学多样化、
特色化办学，探索多种模式，如丰台区
通过专业戏剧教育机构引进，在几所学
校建立起戏剧教育实践基地，东城区与
知名剧院合作，海淀区建立起大师工作

室，更多专业团队和艺术专业人士走进
了校园。

去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
到 2018 年各级各类学校要开齐开足美育
课程。其中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要增设舞蹈、戏剧、戏曲等
地方课程，普通高中要创造条件开设舞
蹈、戏剧、戏曲、影视等教学模块。有
关人士表示，今后中小学戏剧课的普及
程度应该还会更高。

孩子们在戏里学什么

“戏剧教育”是源自英国的教育模
式，推崇儿童对戏剧的参与和学习。在
西方，儿童戏剧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方
式，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自己
表演戏剧。但在中国，“戏剧教育”毕竟
还是新生事物。除了学校，社会上有一

些教育机构也涉足戏剧教育和教学方法
的探索。

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注资的卓美教育
主要面向 4-18 岁的青少年，引入了全球
普及度最广的儿童英文戏剧课程，包含
一节舞台艺术课和两节戏剧课。舞台艺术
包括道具制作、服装设计、声乐、舞蹈、合
唱等，通常是配合要演出的剧目。戏剧课
包括热身练习、英文演讲、肢体韵律、即兴
表演、情境对话、戏剧游戏等。

通过角色扮演等形式进行自我学
习，学会主动思考，锻炼沟通表达、人
际交往、社会责任感等各方面的素质和
能力，被认为是戏剧教育的意义。

对此，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实验
小学副校长黄雅琴举例表示：“在戏剧课
堂上，学生通过排演 《将相和》 这一短
剧，不仅收获了戏剧排演中团队协作、
自信心和表现力等方面的成长，同时也
自主学习和了解先秦古典文化知识、礼

仪、人文、历史、自然经济等各方面的
知识，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常有家长问我，我的孩子可不可
以当演员？可不可以拍电影、当明星？
我想说，还是考虑一下我们的孩子有没
有叙述清楚事情的能力，有没有观察生
活的能力，有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北
京青少年戏剧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吴雨
桥表示，戏剧教育并不是以培养演员为
最终目的，戏剧是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都有必要学习的一门人生课程。

著名导演冯小刚也有类似的观点。
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中都在扮演不同
的角色，他们都要投入到角色中。人一
生中角色也会不断转换，小朋友不知道
自己一生会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表演可
以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生，演好生活
中的角色。

去年来中国参加过儿童戏剧教育研
讨会的英国戏剧教育学家乔纳森·尼兰德
兹，曾在 14 个国家做过一个调研，结果
显示，是否有戏剧学习的经历，孩子之
间的表现有很大差异。前者相对后者会
更自信，沟通能力更强，而且自己感觉
充满创造力，在解决问题方面能力更
强，抗压能力更好，对外国人和少数民
族更具包容性，更容易改变一些看法，
特别是对不同事情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

以英国学生学习中国经典作品《梁
祝》为例，尼兰德兹说，很多英国学生不了
解中国所谓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通过这个古老的故事，他们跨越了
文化障碍，了解了在当时的背景和历史环
境下一个父亲的痛苦。而通过扮演里面
的角色，他们也推己及人，意识到世界
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

为期一个多月的第 16 届
“相约北京”艺术节即将于 5
月 24 日落下帷幕。闭幕式当
天，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张火丁将在北京长安大戏
院上演京剧经典大戏 《白蛇
传》。

张火丁，是当今活跃在
京剧舞台上很受欢迎的中青
年表演艺术家之一，她师承
程派名家赵荣琛等人，是京
剧程派第三代优秀传人，自
上 世 纪 90 年 代 末 期 成 名 至
今，以其独特的魅力与精湛
的表演、既保留传统又富有
个 性 的 演 唱 ， 迅 速 征 服 观
众，红透大江南北。

作为亚洲春季最大的综
合性国际艺术节，“相约北
京”既为国外经典剧目提供
在中国展示的舞台，同时着
力打造让中国优秀舞台表演
艺术走向世界的平台。每届
艺术节期间，都有近千名艺
术家和近百场演出，为中国
观众献上异彩纷呈的世界文
化盛宴。在过去的 15 届“相
约北京”活动中，从未有过
同一个艺术团体、艺术家连
续两年作具有压轴意义的闭
幕演出。张火丁创造了这一
特别现象。

去年，张火丁首次应邀参加了第 15届“相约
北京”艺术节闭幕式活动，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京
剧程派经典剧目《春闺梦》和《锁麟囊》，再一次
创造了开票半小时即售罄的票房盛况。同年9月，
张火丁登上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演出两
部大戏《锁麟囊》和《白蛇传》。经过主办方的大
量宣传推广，加上张火丁粉丝的人际传播效应，
未演先热。张火丁的京剧艺术完美地呈现在世界
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纽约时报》《美国戏剧》 等中美媒体纷
纷报道演出盛况。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张宇称：“张火丁教授赴美演出的成功，
是中国文化‘人格化’走出去的成功。”

从美国载誉归来的张火丁，继续努力进取，
不忘传承。2015年11月18日，中国戏曲学院“张
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传承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
这是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京
剧人才培训机构。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说：“希
望在当前戏曲形势不好的情况下，珍惜难得的张
火丁现象。”张火丁本人则表示，每个人有各自的
使命，传承中心就是要培养出程派艺术的优秀人
才，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5 月 24 日，张火丁将演出其代表剧目 《白蛇
传》，她独自一人饰
演白素贞，文武兼
济，京昆俱长。本
场许仙一角，将由叶
少兰、宋小川、张尧、
张兵，老中青三代、
四位小生演员来共
同饰演，是张火丁和
同仁多年合作的一
次集中体现，也是
京剧演出史上的第
一遭，全面展示出
其个人魅力以及三
代同仁对她的充分
认可，十分值得期
待。 （文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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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举办了中英文学剧场连线之后，新蝉
戏剧中心于今年 5 月起开始再度与洋剧团“过
招”，以舞台创作和演出的方式继续开展中外民间
戏剧交流。新蝉戏剧中心艺术总监、导演易立明
和法国导演米歇尔·蒂迪姆，将用 5 部话剧和 3 部
歌剧，在舞台上探讨中法戏剧连线的主题——神
话与革命。

中法戏剧连线将由蒂迪姆导演携莫里哀剧作
《无病呻吟》揭开序幕。此后将呈现易立明全新排演
的3部歌剧：德彪西的唯一一部歌剧《佩利亚斯与梅
丽桑德》和原创歌剧《出关》《起死》，《出关》和《起
死》取材于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同名短篇小说，分
别重新想象了老子出关和庄子路遇髑髅的故事。

在话剧创作上，蒂迪姆将与中国演员合作创
作《阿Q正传》，用法国的视角审视中国革命中为
人熟知的这位主人公。与之相应，易立明选择了
毕希纳的名剧《丹东之死》，并以之呈现对法国大
革命的批判态度。对中法革命的换位思考最终将
在两位导演联合创作的 《革命外传》 中实现交锋
——被砍了头的阿 Q 和丹东相遇，切磋起二人对
革命的理解和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两部与阿 Q 相关的话剧的创
作都将采用“编创”的模式：在排练之前并不会
形成固定的剧本，而是导演在排练过程中把握主
题和艺术方向，与演员一起创作。

中法戏剧将精彩中法戏剧将精彩““过招过招””
本报记者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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