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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美踢踏绽放魅力

2 月 6 日至 10 日，爱尔兰国家舞蹈团踢
踏舞剧 《舞之韵》 将炫舞亮相，恭贺新春。
作为爱尔兰的文化名片，踢踏舞一直以繁复
的舞步、整齐的队列、悠扬的音乐著称于
世，是国内外观众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之
一。此次，由爱尔兰国家舞蹈团带来的《舞
之韵》 是与 《大河之舞》《舞之王》 齐名的
一流踢踏舞制作，被誉为“历时两个小时的
艺术奇迹”。舞剧讲述了一段极富传奇色彩
的自由传说——相传多年前，莱恩斯特和乌
尔斯特两个凯尔特部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两个部落赖以生存的
翡翠绿岛被毁灭，部落的勇士们只好开始联
手重建失落的家园。渐渐地，和平代替了战
争，勤劳换来了希望，自由与祥和也终于降
临到广袤的凯尔特土地。

除了以传统的爱尔兰踢踏舞为主轴，该
剧还融合了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舞，并吸取
了古典芭蕾、现代舞和百老汇音乐剧等多元
艺术精髓，配合传统的爱尔兰民族音乐，为
观众缔造出一场气势如虹、异彩纷呈的踢踏
舞佳作。

中外经典奏响旋律

经典旋律，辞旧迎新。2 月 6 日至 7 日，
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将带来两场主题分别为

“拉德斯基进行时”和“春之声”的新春音
乐会，这支坐落于故宫太庙的现代管乐交响
乐团将为观众们演绎 《春节序曲》《西区故
事》《金色年华》《胡桃夹子组曲》《春之声
圆舞曲》《雷电波尔卡》 等中外经典曲目，
王闯、马弘玉两位演奏家还将带来精彩的小
号和长号独奏。两场演出分别由指挥家理查

德·尼克逊和李方方执棒，脍炙人口的旋律
和激荡人心的演奏，将为新春佳节增添亮丽
而丰富的音乐色彩。

2 月 8 日至 10 日，中国电影乐团将在指
挥家张冰冰的带领下，连续上演三场“中
外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8日，在新年音乐
会“标配”施特劳斯家族的经典作品中，乐
团将与观众共舞欢快浪漫的波尔卡和圆舞
曲。9 日，《春节序曲》《火把节》《我的祖
国》 等中国节日庆典乐曲，将描绘出华夏
大地热烈欢腾、互庆互贺的动人图景。10
日，《拉巴姆巴帽子舞》《迈阿密海滩伦
巴》《樱花樱花》 等曲目则会使观众置身于
多彩迷人的旋律，近距离感知世界民族音
乐的独特魅力。

梨园名家献唱大戏

对于广大热爱戏曲艺术的观众来说，看
戏是迎接农历新年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活
动。在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国家大剧院也将一
如既往地为观众献上“京剧名剧贺新春”，2月
6日至9日，即大年初二至初五，北京京剧院杜
镇杰、张慧芳、迟小秋、常秋月、谭孝曾、朱强、
李宏图等名家名角将分别带来《四郎探母》

《锁麟囊》《红娘》《龙凤呈祥》四台传统名剧，
让戏迷朋友们在皮黄京韵中过足戏瘾。

2 月 8 日至 10 日，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将
迎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 《鹬·蚌·鱼》
的亮相。该剧由冯俐编剧，吴旭导演，重新
演绎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家喻户
晓的中国成语故事。都说“鹬蚌相争，渔翁
得利”，那若是渔翁夫妇相争呢？令人哭笑
不得的反转剧情、充满奇妙童趣的表演以及
中国传统艺术语汇的传神表达，让整场演出
极具形式感又十分富有哲理，陪伴小观众们
欢欢喜喜过大年。

（本文图片均由国家大剧院提供）

在田村站感受京西初春梅花盛开、
大地复苏的惊蛰时节，在廖公庄站观赏
北京夏日里荷塘月色的美丽景象，在西
黄村站与金黄的银杏共舞，在杨庄站看
尽冬日里的燕京八景……日前，随着北
京地铁 6 号线西延段的开通，由中央民
族大学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创作团队设计
的地铁公共艺术项目也一一亮相。

北京地铁6号线西延段此次共开通5
站，由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公共艺术
创作团队负责设计 7 幅公共艺术作品。

它们分别是田村站的《京西访梅》《白夜
森林》《大漠丝雨 海上生花》，廖公庄站
的 《荷塘月色 荷塘黄昏》《海洋之星》，
西黄村站的《闲影留金》，杨庄站的《燕
京八景》（见图） 等。艺术家怀着对北京
深深的情感，围绕“春、夏、秋、冬”
主题，运用多种艺术表现语言进行创
作，既有引古喻今的大型壁画，也有充
满童趣梦幻色彩的钢板镂刻，还有充满
遐想的马赛克镶嵌拼贴作品。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城市公共艺

术创作团队成立于 2013年，至今已为北
京地铁7号线、昌平线、6号线创作了10
余幅公共艺术作品。其中，7号线的欢乐
谷站被评为最受北京市民喜爱的地铁
站。此次北京地铁 6 号线西延段的公共
艺术项目设计历时两年之久。通过设计
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把实际课
题引入教学体系，鼓励学生参与，去工
厂调研、考察，进行课堂创作、现场设
计，极大激发了师生的创作热情，很好
地实现了教学与实践的相结合。

芒果 TV 《明星大侦探》（见
图） 第四季日前收官。作为以悬
疑推理为特色的综艺，节目以强烈
的风格和独特的表现手法独树一
帜，连续四季受到广大网友的喜
爱和好评。

强大的推理力和逻辑力是
《明星大侦探》的一大看点。第四
季节目通过创新微剧短视频，采
用电影化的画面表现手法和叙事
手法，将复杂的人物关系、悬疑
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侦探线索放
置其中，引领了一场线上线下、
荧屏内外互动的侦探推理风潮。
剧情中设置的虚拟的平行时空双
线，双时空对话方式，让观众得
以用“编剧视角”宏观观察玩家
的全局盘算，从而拼凑线索，联
合推理，感受强大推理力和逻辑
力的激烈碰撞。

《明星大侦探》 以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人们在获得娱乐体验的
同时，关注并思考现实生活中的
问题，传输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
正能量。节目坚持每期围绕一个
社会话题，如网络暴力、理智追
星、疾病检控防疫、天文与空间
科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等，邀请
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进行解读科
普。其中，节目通过虚拟背景的
设定，向公众科普了 PUA （搭
讪艺术家） 这一违背公序良俗和
法律规定的欺骗行为，成为国内
首个教育防范 PUA 欺诈的综艺
节目。

得益于鲜明的特色，更得益
于对表达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对正
确价值理念的长期坚守，《明星大
侦探》 成为少有的反向输出卫视
的网络视听节目、网台联动的新
案例，也因此实现了综艺节目的
常做和常青。 （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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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如何常做常青综艺节目如何常做常青
公共艺术让地铁享有“四季”
□ 刘 威

因具有诗
意和美感的公
共艺术设计，
北京地铁 6 号
线西延段在网
上被誉为“美
得可以拍婚纱
的地铁站”。

近年来，在传统的戏曲艺术
之外，话剧、音乐剧、舞蹈剧
场、实验演出等多元戏剧形式均
在中国迅速发展。与此同时，随
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范围愈
来愈广，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频
次逐年增加。在英国爱丁堡国际
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等著
名国际戏剧节现场，中国戏剧的
身影随处可见。通过丰富多元的
表现样式，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
交流日益密切，打破了国外，尤
其是西方观众将戏曲、杂耍等同
于中国戏剧的刻板认知。

事实上，当下中国戏剧人正
有意识地利用科技手段创新讲述
中国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方式，并
得到国际戏剧界的认可。这体现
在国内文化机构邀请国外名导排
演中国故事、中外优秀剧院携手
打造中国题材，以及中国艺术家
运用集体智慧合力传达中国声音
等层面。

此前曾亮相第二届老舍艺术
节的戏剧作品《酗酒者莫非》，根
据史铁生作品 《关于一部以电影
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改
编，由陆帕执导。与这位波兰导
演来华演出的多部作品一样，《酗
酒者莫非》 的理念、手法均属于
欧洲当代文学剧场，影像与心理
两个时空的结合方式带出欧洲戏
剧大师与中国当代文学碰撞出的
火花。另一部在艺术节上登台的
戏剧《铸剑》，文本取材自鲁迅同
名小说及中国民间传说 《干将莫
邪》，由波兰知名导演格热戈日·
亚日那与中国演员联合创作完成。

早在 2013年，由中国国家话
剧院与苏格兰国家剧院联合出
品、田沁鑫担任编剧与导演的话
剧 《青蛇》 甫一首演便获得良好
口碑。该剧以青蛇的视角重新解
读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白
蛇传》，由德国舞美设计、英国灯
光设计等国外创作人员用三面高
墙、多台投影等技术手段，营造
出颇具江南风情与气韵的舞台氛
围。这部戏剧是外国艺术家利用
当代技术，助力中国艺术家重塑

中国故事的范例。
另一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联

合上海戏剧学院出品的新版话剧
《狂飙》，是2017年纪念中国话剧
110 周年诞辰时，导演田沁鑫对
2001 年话剧 《狂飙》 首演版的重
排。考虑到新版演员多为上海戏
剧学院的在校学生，田沁鑫与视
觉总监萧丽河等主创团队运用 8
台摄像机和即时摄影手法，即时
捕捉剧中洋溢着的超越世俗的青
春与热情，展现出中国话剧先驱
田汉激荡奋进的创作历程与鲜为
人知的情感经历，从而成就一部
经典的“半电影化”戏剧。

这些作品在国内演出收获好
评，登陆国际舞台亦赢得诸多掌
声。2014 年，美国最高艺术殿堂
肯尼迪艺术中心首度举办世界戏
剧艺术节，旨在展示最高水准的
世界戏剧作品，《青蛇》连同其它
18部国外作品应邀参加，在中国
戏剧对外交流史上留下浓重一
笔。同年，《青蛇》又应邀亮相爱
丁堡艺术节，完成 6 场演出。当
地主流媒体给予极高评价，其中
英国演出界权威评论报纸 《舞
台》 以封面头图加两版专稿的大
篇幅，向世界观众介绍中国戏剧
的美好与魅力。去年10月，为纪
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
年，《狂飙》应邀赴日本演出，再
度赢得好评。

科技手段是助力中国戏剧走
出国门的鲜亮“外衣”，然而究其
根本，鲜明承载的厚重中国文化
与艺术传统才是中国戏剧能在国
外赢得赞誉、获得尊重的根本原
因。从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访
美、1980 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
典话剧 《茶馆》 巡演欧洲，到近
几年由陈佩斯、黄盈、赵淼等执
导的 《戏台》《黄粱一梦》《罗刹
国》 等作品在国外引起的特别关
注，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的魅力。这些都在提醒中国的戏
剧创作者，中国戏剧未来若想在
世界戏剧版图上占据重要席位，
理应深入民族艺术的核心地带，
创排出彰显中国气象和文化气
息、有格局、有品质的优秀作品。

中国戏剧
走出去的思考
□ 梅 生

2019 农 历
新 年 即 将 来
临，为让广大
观众在节日气
氛中尽享艺术
之美，大年初
二至初六，国
家大剧院汇聚
了“乐舞剧戏”
四大门类共五
台 精 品 演 出 。
从歌剧院上演
的爱尔兰踢踏
舞，到响彻音
乐厅的美妙旋
律，从戏剧场
唱念做打的传
统京戏，到小
剧场充满童真
童趣的儿童戏
剧，中外名团
名家将以精彩
纷呈的演出点
燃激情，为观
众们送上诚挚
的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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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麟囊》

▲《舞之韵》

▲中国电影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