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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19 年
“六一”晚会于6月1日晚在央视
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如约而
至。晚会以“快乐向未来”为主
题，涵盖歌曲、故事讲述、戏曲、情
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富
有童趣化、故事性、文化性、历史
感与情感张力的表达方式，呈现
出“红色基因”“家国情怀”“传统
文化”“科技未来”“快乐合家欢”5
大主题。

今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也是少年先锋队建队 70 周
年。晚会巧妙编排了情景故事表
演 《英雄》，还原“少先队主题
队日”场景。少儿频道主持人鞠
萍姐姐和3位观众熟悉的影视演
员，为孩子们献上一堂树立英雄
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人生课，充分
挖掘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红色基
因。情景表演《和新中国一起长
大》则邀请不同年龄、不同身份
的嘉宾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
对祖国的深沉情感，以不同年代
的人物故事和歌曲组合折射出新
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

今年“六一”晚会对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法进行了再
创新，将武术、戏曲、歌曲等传
统节目辅以时尚现代的包装。创
意武术 《更高更强》 以 2022 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这一体育盛事为
切入点，把传统武术与挑战极限
的冰雪运动结合，反映更快、更
高、更强的奥运精神对孩子们的
激励。戏曲节目《梨园花开》由
被誉为梨园“小冬皇”的新生代

京剧演员王珮瑜带领孩子共同表
演，将京剧传承的课堂搬上大
舞台。

今年晚会中还融入了更多带
有时尚感、科技感、未来感的科
技元素，利用 4K、5G、AI等总
台最新技术成果，提升节目的表
现力和吸引力。科技类节目《情
系未来》 以哈工大学生拍回的

“最美地月合影”照片以及八一
学校学生发射的少年科普卫星入
手，在孩子们心中植下科技兴
国、科技报国的种子。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海内
外大小朋友共同参与、共同分
享、共同融入的美好节日，晚会
通过推出短视频、H5、趣味长
图等不同类型的融媒体产品，联
手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
台，打造载体多样、渠道丰富、
覆盖广泛的移动传播矩阵。“童
声飘过 70 年”视频征集活动邀
请用户上传童年最难忘的歌曲，
讲述童年故事；“童年照相馆”
老照片征集活动面向全网用户征
集童年老照片，记录时代变迁。

5月26日至6月1日期间，来
自 13 个国家近 30 多所大学的学
生汇聚上海奉贤区，参与第三届

“美丽世界”国际学生公益媒体
艺术展。

本届艺术展由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上海奉贤东方美谷艺
术节组委会及青岛科技大学等联
合举办。艺术展设有大学生“年
度创作板块”“72 小时板块”，
并且特别增加了中、新、马、韩
四国中小学生漫画插画板块、剧
本和 VC短视频板块，以“人与
动物”为创作主题，以动画、漫
画、插画、剧本、VC 短视频等
为创作载体，讲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故事，增进人们对环
境、科技、动物、跨文化融合与
交流、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诸多问

题的关注。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张筱宗表示，艺术展的举办，促
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
交流交融与互学互鉴，已成为具
有鲜明特色的国际化人文教育交
流平台。艺术展总策展人杨建华
介绍，今年艺术展将联合美国中
田 纳 西 州 立 大 学 、 马 来 西 亚
KDU 大学等海外高校，将艺术
展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作品送进
校园进行巡回展出。

2017年6月，青岛科技大学
正式发起首届“美丽世界”国际
学生公益活动，先后吸引了“一
带一路”沿线 12 个国家 24 所知
名大学师生参与。活动自创建以
来，创作了数百部高水平的公益
主题作品。

每个人都期盼拥有健康的体魄，却在
不知不觉中消耗自己。据《2018年十大不健
康生活方式》统计显示：在中国，睡眠不足的
人占51%，饮食不规律的人占91%，更有45%
的人缺乏运动，30%的人为超重肥胖。一组
组庞大的数字背后，有着一群身心疲惫的亚
健康人群。

近日，《东方卫视》 开播了一档名为
《人生加减法》的综艺节目。节目邀请14名
超重的普通人，来到位于昆明的“加减学
院”开始100天的改变之旅。在此之前，学
员们曾长久地陷入人生的困境。21 岁的大
学生房欣燃总被同学孤立，33 岁的刘亚娟
失去了婚姻，创业者姚天玺身患重度脂肪
肝，公司职员张彬常常感到自卑。《人生加减
法》试图探讨一种可能，那就是通过100天的
努力改变，能否建立健康生活的样本。节目
找来了明星运动达人、减重励志偶像、营养
师、劳作老师，设立了“加减学院”，通过巧妙
的课程设置，带领学员寻找健康生活方式，
并最终将“生活优质化，人生加减法”的
概念传递给公众。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5 月 25 日，由中央音
乐学院、中国乐器协会、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合
作平台和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2019国民音乐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

本次活动聚焦音乐教育，以“快乐学习”为主题，
旨在针对目前我国音乐教育、艺术培训中的实用性、
短期性等背离音乐学习本质的问题，研究老师、学
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困惑与烦恼，用快乐学习的理
念和分享互动的方法，探讨音乐教育的真谛。大会

分设钢琴、民乐、管乐、合唱、舞蹈、远程音乐教育、音
乐启蒙教育、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九大版
块，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位知名专家学者为
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音乐教师，奉献了 123 场精
彩的主题发言、圆桌论坛、大师课和工作坊。

当天，2019 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同时举办。
3500 平方米的展区集中展示了中西乐器、智能音
乐教学设备、音乐培训课程、音乐教育软硬件、音
乐教育出版物、音乐游学等音乐教育相关产品。

本报电 （文 纳） 由中国
文化报社主办的第 27 期“艺海
问道”文化论坛日前举行。本期
论坛以“从高原崛起向高峰攀
登，艺术创作的时代精神，价值导
向与历史责任”为主题，邀请陈
醉、杨飞云、张建国、王勇、王一
川、梁鸿鹰等业界专家、学者、艺
术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创作出越来越多思想
性与艺术性相统一、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从高原
崛起、向高峰攀登已经成为艺
术工作者的共识。与会专家指
出，当下，在文艺创作方面还

存在着浮躁心态，在创作上追
求短、平、快，一味迎合市场
需求，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只
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的现象。
助推艺术高峰从高原崛起，需
要以沉静的创作态度、高度的
责任意识坚守艺术初心，一步
一个脚印地耕耘，最终推出彰
显时代精神、引导价值取向的
黄钟大吕式的艺术杰作。

“艺海问道”文化论坛是由
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推出的小型
研讨会。每期就艺术界当下的焦
点问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和艺术家，以沙龙、笔谈、对
话、研讨等形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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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音乐教育“快乐学习”
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同时举办

本报电 （邵鹏俐） 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新
时代首都演艺人才论坛日前在京举行。北京市高
校、行业协会、艺术团体领导、专家与代表近 400
人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以“以传承 助创新”为主题，以演
艺人才为核心，围绕“文艺院团管理人才的成长
与培养”“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如何激发艺
术人才的内生动力”“如何解决艺术人才断层困

境”等四个议题，组织行业内知
名 专 家 开 展 了 深 入 的 座 谈 交 流 ，
旨在为首都演艺人才队伍建设总
结积累经验。

2019 年是北京演艺集团成立十周年。作为国
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集团近年来
成功引进周涛、周炜、王二妮、云飞、阿云嘎、
周旋、李菁、何沄伟等艺术人才，充实壮大了专
业人才队伍。集团还先后与多所艺术高校进行人
才培养战略合作，举办戏剧人才交流培训、舞台
艺术人才交流项目等培训，为人才战略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

首都演艺人才论坛交流“人才经”

5月26日，一个普通周日的下午，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 （以下简称中国儿艺） 的小广场上满是孩子
们的笑声，一批观众刚刚走入大剧场中 《时间森
林》 的异想世界，另一批看完 《小吉普·变变变》
的观众就离开了小剧场。意犹未尽的孩子们抱着红
色吉普车的毛绒玩具，用剧中的方式欢快道别：

“再见，小吉普。”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天中，北京在售的48部话

剧、歌剧、音乐剧演出里有14部儿童剧，占比29%，越
来越多的儿童剧进入到家长与孩子的生活中。

亲子市场的新蓝海

带孩子看儿童剧，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会长、中国儿艺院长尹晓

东告诉记者，3 年来，中国儿艺每年演出都超过
600场，观众在30万至40万左右。在中国儿童戏剧
研究会的 38 家会员单位中，许多院团每年演出场
次也都超过300场。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
全国儿童剧演出场次为 1.85 万场，较 2013 年上涨
50.41%，票房收入7.40亿元，上升80%以上。到2017
年，儿童剧共演出 2.14 万场，观众人数达 331.70 万，
票房收入超过10亿元。

显而易见，儿童剧正在成为演出市场回报最好
的戏剧种类，亲子市场中的新蓝海。文化消费的活
跃、二孩政策的开放、学校与家长对孩子艺术教育
的重视，使得近年来的儿童剧市场呈现“井喷式”
的发展态势。

尹晓东说：“以前我们排了一部新戏，需要和学
校去谈，请他们包场观看。现在学校会主动找上门
来，和我们协调时间。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满足他们
的需求。”对儿童剧需求的不断走强，给剧院发展带
来了巨大的变化。2015年文化部第一次对九大直属
艺术院团试行包含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管理改革
情况在内的整体绩效评估时，中国儿艺排在第六

名，而到2018年，其名次已经上升至第一位。
活跃的市场也深刻影响着儿童剧本身的发展和

受众。据尹晓东介绍，以前中国儿童剧是没有年龄
层的细分的，但随着市场变化，近几年中国儿童剧
也开始有了年龄分层，出现了针对婴幼儿、学龄
前、中小学生等不同年龄段的细分。因为市场变
大，观众也能欣赏到更多的外国儿童剧。戏剧真正
为孩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

准入门槛并不低

“现在市场总的来说是向上向好的。很多专业
人士和真正爱孩子、关心孩子的人加入这个队伍，这
是好现象。”中国儿艺副院长、剧作家冯俐表示。

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儿童剧市场也面临着准
入门槛低的误读以及演出主体混乱、剧目质量参差
不齐等问题。“很多没有相关知识素养和技术储备
的人，只是因为看好这个市场而进入。”冯俐尖锐
地指出。

据尹晓东介绍，目前国内儿童剧创作和演出主
体可以分为几块：一是国有儿童艺术院团，二是与
儿童艺术院团合为一体的话剧院团，三是民营机
构。“有一些民营机构积累了不少经验，已经走上
专业化的道路，但还有大量创作和演出机构是不专
业的。”尹晓东表示，儿童剧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准
入门槛低的戏剧类型。“一个民营机构想去排一部
芭蕾舞剧、一部歌剧，不太可能。但是排儿童剧，
他们觉得太小儿科，太简单了。”

儿童剧真的是“小儿科”吗？
专注于亲子演出的浙江大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尤兴华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绝不能因
为作品面向孩子就放低标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
剧院 （以下简称中福会儿艺） 院长蔡金萍也严肃地
指出：“儿童剧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演的。”

上世纪70年代，蔡金萍曾在中福会儿艺自办的
学馆中跟着表演学院、舞蹈学院、杂技团、京昆剧团

的老师上课，接受了 5 年的扎实训练。她记得有一
次上海人艺的老师看到他们演出时说：我们剧院的
戏你们儿艺的演员能演，你们的戏我们还真演不了。

中福会儿艺老院长任德耀曾对蔡金萍讲：“儿童
戏剧不是小儿科。相反，儿童戏剧工作者就像儿童
医院的全科大夫一样，不仅要有高深的基本功，还要
有爱心和奉献精神。”冯俐对此也深有同感。在她
看来，儿童戏剧工作者的门槛不仅不低，而且很高
——需要对少年儿童的深入研究和认识，需要母亲
般的爱心和对弱小人群、人类未来的责任心，需要
最细腻的情感、最飞扬的想象力和最博大的情怀。

“儿童剧绝对不是儿戏，剧场也不是游乐场。
剧场是培养孩子们去欣赏美、甚至创造美的场
所。”尹晓东如是说。

好的儿童剧能影响孩子一生

“一部优秀的儿童剧能影响孩子一生。”这句标
语，挂在中国儿艺剧场显眼的位置上。

什么样才是好的儿童剧？尹晓东认为，一部好
的儿童剧要传递出真善美。蔡金萍认为，一部好的
儿童剧是思想性、艺术性、童趣性的结合。冯俐认
为，衡量一部好的儿童剧的标准，除了与成人戏剧
一样之外，还多了一重标准，那就是要能关照到孩
子们成长过程的心智需求。

现在儿童剧演出市场能达到这些标准的有多
少呢？

北京市民刘女士是一位三岁半孩子的妈妈，虽
然平时常带孩子去看儿童剧，每次也都精挑细选，
但她坦言没少“踩过雷”，遇到过几部劣质的童话
人偶剧，服道化辣眼睛，表演浮夸，台词无聊，

“对孩子的审美不是引导建设而是连根摧毁”。
类似这种情况，正是冯俐所担忧的。曾经有孩

子跟她抱怨过看到的一些儿童剧有多荒唐、多令人
烦躁。这些剧目“只是贴上儿童剧的标签，但故事
结构是混乱的，人物是模糊的，根本不能形成真正
的戏剧艺术，造成了孩子和家长对戏剧、对剧场、
对美的误读、厌恶和逆反”。

不仅如此，蔡金萍还观察到，当下一些所谓的
儿童剧不仅不知所云，还把票价卖得很高，演出结
束后和小观众搞互动，还以各种名义收费。“这种
唯利是图的做法，对来之不易的繁荣的儿童剧市场
来说，是一种伤害。”尹晓东严厉批评。

针对种种乱象，尹晓东建议家长们在选择儿童
剧时要多做一些功课，选择值得信赖的戏剧机构，
了解作品的故事内容和表现手法，让孩子们在合适
的年龄与合适的剧目相遇。蔡金萍呼吁有关部门能
够成立一个审查机构，最起码设立一个准入门槛，
避免粗制滥造的剧目毒害孩子的心灵。

“戏剧也好、文学也好，是安放心灵的地方，
这个地方只有做好了，才能构成我们的精神家
园。”冯俐说。对于已经进入和想进入儿童剧市场
的从业者，冯俐建议，要更多地走近孩子，发现孩
子，真正用心为孩子献上更多优秀的儿童剧剧目。

儿童戏剧——

不是儿戏，
是安放儿童心灵的地方
□ 郑 娜 周 缘

◎

独
家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经典咏流传》
第二季节目研讨会暨同名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传媒大
学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如何从流传走向流行”，
回顾总结电视节目受大众追捧的成功经验与相关图
书出版的社会意义。

《经典咏流传》 于 2018年新春首播，用音乐让
传统诗词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节目热播后，人民
文学出版社联手央视，充分发掘优秀节目资源，以

“在创新中传承、在继承中创新、源于节目、高于
节目，让经典再次流行”为编辑宗旨，推出《经典
咏流传》（电视版）《经典咏流传·娃娃读诗》《经典
咏流传·学生背诵版》《经典咏流传·我为诗狂》4个
满足不同年龄读者需求的版本。

《经典咏流传》同名新书发布

▲外国大学生与中国小朋友一同绘画▲外国大学生与中国小朋友一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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