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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档大型政论节目，具有中国立场、世界胸怀。
东南卫视的 《中国正在说》 从 2016年 11月 4日开

播，至今已经播出30多期。它以讲好中国故事，发出
中国声音为定位，面向世界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节目大胆
设置议题，内容涉及一系列全球化核心问题，同时紧
扣中国百姓关心关注的重大严肃议题，直面尖锐问
题，正面回应热点，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成
风化人，润物无声。

《中国正在说》的成绩既是因为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非常精彩，也得益于所有参与节目制作播出的嘉宾以
及为节目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张维
为、温铁军、韩毓海、罗援、陈平、郑若麟、金灿
荣、李希光、汪三贵、王文……来自中国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录制，无
私奉献，提供了一场场思想盛宴。节目为人民立心，
包含着人民的情怀，节目传播形式上实际上是一个人
民公开课形式；它为时代立传，关注的是时代大问
题，回应的是时代的大困惑；它为社会主义立信，讲
的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或者是民族
自豪感的故事，它还讲述了中国成功的故事、社会主
义成功的故事，对于人类有超越性的意义。

这个节目也是一次突破，使媒体摆脱了吃喝拉撒的
娱乐，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狭隘，以主动对话和谈话的形
式全面探讨我们民族发展的辉煌历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这
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刻阐释和讨论了中国文化、
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新时代，人民需要有思想、有信仰，需要坚定文
化自信。而文化是需要深入挖掘的。福建省广播影视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祥辉表示，希望东南卫视

“思想立台、文化兴台”，《中国正在说》是我们要向世
界说，是将以往中国被人说的状况，改变为中国正在
说、中国说给全世界听。作为地方媒体，东南卫视体
现了可贵的担当和媒体的责任感、使命感。且看未来
福建广电人如何向这个方向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日前，中国侨基会艳泓公益基金联手姜昆公益基金及史家
小学等共同发起“关注留守儿童帮扶贫困大学生彩泓音乐计
划”，并将与百位公益明星共同启动“博领爱之旅公益行”暖冬
公益行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史家小学举行。

艳泓公益基金发起人、知名歌手周艳泓携中央电视台主持
人张蕾、北京卫视主持人彩虹姐姐以及关凌、张秋歌、孙茜、
刘晓晔、汪正正、光头李进、李琼、金波、眉佳、柏文、魏金
栋、黄越峰、段林希、李菁、张大礼、宋宁、何军、刘全利、
刘全和等百位公益明星，牵手数位留守儿童，与史家小学的孩
子们一同参加了仪式。

周艳泓介绍，彩泓音乐计划重点帮扶留守儿童和贫困大学
生中有音乐天赋的孩子，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实现音乐梦想。据
悉，12 月中旬，周艳泓将携手郭峰、文章等公益明星，沿着

“一带一路”的路线，从西安出发，途经甘肃，最后到四川，开
启暖冬公益行动。他们将给孩子们带去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
也将用音乐的力量，去引领孩子的精神世界。 （宋娟娟）

一人、一扇、一醒木、一方帕，便
可演绎千军万马、浩瀚苍穹。评书以简
单而又深奥的艺术形式即将踏上新的征
程。《北京评书大会》 将于 11 月 28 日
起，在北京卫视与观众见面。

评书作为一种讲故事的传统艺术形
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印记。2008
年6月7日，北京评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次北京卫视潜心打造《北京评书
大会》，将把评书艺术重新请上电视舞
台，还原传统京味书馆的真实风貌，并
大胆融入书画、音乐和纪实真人秀等视
觉元素。节目还将邀请老中青少四代评
书表演者同台，为观众带来新老结合的
经典书目，演绎四代同台、师徒联袂的
传承故事。节目中将设置“书童”的角
色，贯穿全篇。

北京评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共

4 位：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刘
兰芳、田连元和连丽如。他们都对这一
节目非常支持。连丽如一直致力于把评
书艺术带到国外，她表示，海外华人非
常喜欢中国故事。曾经在东南亚和美国
等地说书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同样重要。她
激动地说：“我今年 76岁了，说书、传
承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份责任我一定
会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北京评书大会》是北京卫视继推出
《传承者》《传承者之中国意象》《非凡匠
心》等聚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节
目之后，再次为观众输送文化清流。北
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主任马宏表示：

《北京评书大会》 是北京卫视致敬艺
术、致敬匠心、致敬大师的诚意之作。
北京卫视将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传
播者，为时代留住经典，留住匠心。

“我出生在北京，是一个梨园世
家，弟兄有三个，大哥是武生，二哥青
衣花旦，我是老三。三是我的幸运数
字。我是老三，从事的行当，生旦净
丑，我是花脸，净也是老三。我曾经在
北京、西安和上海工作过，也是三个城
市，得过三次梅花奖，得过三次白玉
兰。我自己也有三个男孩，也有三个孙
子，所以三确实是我的幸运数字。还有
一个更重要，欣逢十一届三中全会，没
有三中全会，哪有现在的盛世。”

日前，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北
京青年报社主办的“谈艺说戏话北京”北
京戏曲文化分享会在梅兰芳大剧院启
动。中国剧协名誉主席、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被称为“活曹操”的尚长荣，作为
首期嘉宾，介绍了自己对北京浓浓的乡
愁和乡恋，也分享了他创作演出新编京

剧经典《曹操与杨修》的心路历程。
“我们要敬畏传统、继承传统、研究

传统，还要激活传统。在继承传统上，我
们不能僵化，在创新的道路上，也不要犯
异化的毛病，这些是我最近这几年琢磨
出来的。”尚长荣语重心长地说。他还讲
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1995年京剧
节结束后，我们进京为首都高校表演。
青年文体部长就说，发票可以，不能保证
学生们来不来。我当时就说，即便只有
一半人，我们也要演。那天的演出，从来
没得过那么多掌声。谢幕之后，从台子
两边下去，一大堆观众前呼后拥，把我们
几个人分别围住。这是 22年前，当时没
有现在这个氛围。现在不仅硬件好，各
个院团的待遇和那个时候非常不同。现
在是最好的时期，我们要铆足了劲，出好
戏，出人才，传帮带，要把年轻人推出

去。”尚长荣一个多小时的讲述，娓娓道
来，兴之所至还哼唱几句，听众们被深深
吸引和打动，不时陷入思索。

戏曲节目主持人白燕升从大众传播
的角度分享了媒体介入传统文化传扬的
意义以及他对当今戏曲现状的感想和思
考。热情的戏迷和尚长荣的粉丝也纷纷
上台交流他们观看《曹操与杨修》等剧目

的美好回忆以及对尚长荣戏曲艺术的喜
爱和对京剧的普及、弘扬的一些建议。

中国剧协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濮
存昕讲述了他对京剧、对传统文化的认
知以及他和尚长荣的深厚情感。“戏剧悟
道，艺术修身。”濮存昕说，“焦菊隐先生
有句名言：戏剧是与观众共同创造的。
咱们还应该择善固守，以待来者。”

国产动作犯罪片 《引爆者》 目前正在公映。先睹为快的观
众纷纷表示，该片在同类型国产片中创造了新高度，有望成为
今年国产电影的一匹黑马。

影片由“第七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常征编剧并执导，段
奕宏、余男、成泰燊等具有出色演技的演员主演，讲述了男主
角在一次意外中陷入重重危机，为求生而化身爆炸高手再度归
来，展开绝地复仇的故事，峰回路转的剧情让人热血沸腾。同
时，影片的动作设计出色，场面颇具视觉震撼效果。

该片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太合数娱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风月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田艳华）

雄姿英发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说：
“上海民营剧团是一支生机勃勃的团队，
被称为‘上海原创大剧当中的生力军’。”

据介绍，目前上海注册登记的民营
院团注册数量已达 253家，运作良好的
有100多家，将近60家能够以演出作为
主要生存方式。它们在市场上已经积累
了自己的作品，也形成了自己的生产
链，目前总年度演出场次过万，演出剧
目超过 100部。这些民营院团有的长期
活跃在基层乡村，有的走进大剧院，以
国际化的人才组合创演各类作品，不少
优秀院团创排的剧目巡演国内各大省
市，还走出了国门。尤为可喜的是，上
海民营院团涵盖了 30多种艺术形式，除
芭蕾之外，国有院团有的，民营院团全部
都有，甚至交响乐团都有好几家。

上海现代人剧社已经成立 24 年，
总监张余介绍，上海民营院团运作有几
种模式：最早是二三十年前的“拾遗补
缺”型，由一批著名老演员退休后成
立，以便发挥余热；后来是大约 15 年
前，一些青年演员离开国有院团，独自
出来组团打拼；接下来是社会办团，随
着市场的繁荣，一批文化公司成立剧
团，加入了演出市场；还有一种是一些
大型企业也创办了剧团。

现在演艺市场上有“北麻花，南锦
辉”的说法，“北麻花”指北京开心麻
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锦
辉”指上海锦辉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它
们都是国内舞台剧领域颇具市场号召力
的民营机构。上海锦辉传播由知名沪剧
演员孙徐春十几年前下海创办，目前已
在新三板上市。总经理孙徐春说，他们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积极购买IP （指
知识产权），并进行多种形式的衍生开
发与改编，多产多销。上海恒源祥戏剧
发展公司则是大企业办剧团的样板。剧
团已经成立 3年，这次带来的话剧 《永
远的尹雪艳》 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
几轮公演获得了戏剧界好评。

民营院团的特点是与国有院团相比
对市场的灵敏度更高，能在基层捕捉热
点，以最快的方式再现在舞台上。如上
海现代人剧社的《汇贤坊》以旧房动迁
题材反映了上海的市民生活状态，折射
了上海对石库门建筑的保护和城市文化
之根建设，锦辉传播的儿童剧《新葫芦
兄弟》根据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知名
动画片改编，上海安可艺术团的禁毒题

材音乐剧《致命咖啡》讲述了一个为爱
救赎的故事，都是贴近观众的作品。

重点扶持

上海优秀的民营剧团能够稳定健康
地发展壮大，与上海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环境是分不开的。

据韦芝介绍，2014 年至 2017 年是
上海民营院团走向演出市场和自身良性
循环的关键 3年。上海市文广局设立了
800 万元的民营院团专项扶持资金，通
过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绩效评估机
制，从场租补贴、创作孵化、人才培
养、文化交流、服务基层、剧目展演、
绩效评估、宣传推广等 8个方面对民营
院团开展全面扶持。每年还出资举办

“上海市民营院团展演”，要求全部参演
剧目均为原创新编，展示当年创排演出
的新剧目。同时，每届展演都评选出当
年的“优秀剧目”并予以嘉奖。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也有目的有组
织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举行“民营
演艺发展论坛”“民营演艺产品交易
会”，组织区、街道、剧场等 100 多家
单位作为买家，让“文化配送”、政府

采购参与进来，推动民营院团的新剧目
和演艺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甚至举
办民营院团长培训班，帮助民营院团申
报国家艺术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
推荐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导演和一些主
要演员参评高级职称，协调解决外来优
秀艺术人才的上海户籍问题等。

跟上时代

“京沪两地作为中国演出行业两大
主力阵地，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具备深
度交流的条件，联合的时代到来了。”
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张海君说。借上
海民营剧团来京演出的机会，北京演出
行业协会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联合主
办了“京沪民营院团创新发展论坛”，旨
在让京沪两地民营剧团相互加深了解，
带动两地民营院团乃至整个演艺产业的
深度交流、联动、合作、共享。

据介绍，北京目前有民营院团 600
多家，演出经纪机构突破2000家。2016
年，北京营业性演出场次达 25000 场，
票房 17 亿元人民币，民营院团已经占
据了北京50%以上的市场份额。

通过交流可以看到，无论京沪的民

营院团，都在着力抓内容、抓创作，夯
实基础，用戏说话。

据介绍，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每年
组织剧本评选，针对基础好的剧目进一
步组织孵化提高，请专家学者指导修改，
助推民营院团的剧本原创能力，尤其重
点推进现实题材的优秀舞台剧作品。近
3年来，有30余部原创现实题材的舞台
剧经过孵化搬上了舞台。

此次上海文慧沪剧团的沪剧《绿岛
情歌》描写了崇明生态岛建设中一位“捕
鸟人”转变为“护鸟使者”的故事。团长
王慧莉说，文慧沪剧团一直致力于原创，
他们将有弘扬价值的先进人物故事改编
成沪剧，打造了“郊县三部曲”。

北京中间剧场总经理杨云、北京厚
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田旭认为，
内容打造是很重要的，要努力生产高质
量剧目，并且培养、孵化观众群。为了
提高原创力，上海锦辉也已经成立编剧
公司，开始了“挖井”创作。

京沪两地民营院团当家人一致认
为，作为新文艺团体的民营院团，只要
能创作反映出我们所处时代面貌的作
品、建立创新机制、融入新型业态，就
能发展前行，跟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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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扇、一木、一帕

北京卫视将播《北京评书大会》
□高 菲

聆听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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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长荣在“谈艺说戏话北京”活动现场尚长荣在“谈艺说戏话北京”活动现场

11月14日至19日，北京保利剧院连续
上演了由来自上海的艺术院团奉献的5部新
作：话剧《汇贤坊》、沪剧《绿岛情歌》、话剧《永
远的尹雪艳》、儿童剧《新葫芦兄弟》和音乐剧
《致命咖啡》。与众不同的是，这5场演出是由
5家民营院团带来的。

上海市文广局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主
办的“上海民营院团优秀剧目首次赴京展演
活动周”活动，既体现了主旋律和正能量，
又富有上海地方特色风格样式。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张燕生在节目现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张燕生在节目现场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
（左一）、田连元（中）和连丽如联袂
支持北京评书大会

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儿童剧《新葫芦兄弟》

话
剧
《
汇
贤
坊
》

周艳泓、姜昆等启动彩泓音乐计划

国产电影《引爆者》引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