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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 ( 记者 

应妮 )
   话剧《红高粱家族》
日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上演。作为 2023 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该剧根据莫言同名长篇
小说改编，以舞台艺术
诠释文学经典长盛不衰
的生命力，带领观众领
略原著中生生不息、不
屈不挠的“红高粱精神”。

    演出结束后，由《文
艺报》社和江苏大剧院
共同主办了话剧《红高
粱家族》专家研讨会。
　　1986 年，莫言中篇
小说《红高粱》在《人
民文学》杂志发表，引
起巨大反响。随后他又
创作发表了系列中篇《高
粱酒》《高粱殡》《狗道》
《奇死》，五部分共同
组成了莫言的第一部长

《百年巨匠》京剧篇“龙凤呈祥”及名家名段
演唱会亮相梅兰芳大剧院

西安华清宫《长恨歌》迎来第五千场演出 邂逅
冬日浪漫

　  中新网北京
  “世纪回响 源远流
长——《百年巨匠》京
剧篇‘龙凤呈祥’及名
家名段演唱会”12 月 2
日和 3 日接连在北京梅
兰芳大剧院上演。
   此次演出编排精心，
阵容强大。《百年巨匠》
京剧篇“龙凤呈祥”由
李军、史依弘、朱强、
袁慧琴、魏积军、宋小
川、杜喆、舒桐、李博、
吕昆山等出演。《百年
巨匠》京剧篇名家名段
演唱会由叶少兰、陈少
云、谭孝曾、尚惠敏、
孟广禄、王蓉蓉、迟小秋、
李海燕、朱强、赵秀君、
史依弘、耿巧云、胡文
阁等出演。剧目包括叶
少兰携弟子演唱的《壮
别》“浩然正气冲霄汉”，
陈少云演唱的《萧何月
下追韩信》“三生有幸”，
谭孝曾携弟子演唱的《打
渔杀家》“父女打渔在
河下”，尚慧敏演唱的《双
阳公主》“远望长亭旌
旗整”，孟广禄演唱的
《坐寨》“将酒宴摆至
在聚义厅上”等经典选
段。名家名段荟萃一堂，
合作默契，相得益彰，
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赢得阵阵掌声。
   这是继在国家大剧院

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在京首演

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剧照。江苏大剧院供图

《龙凤呈祥》剧照。　车梅 摄

图为演出现场。张远 摄

　 中新网西安 ( 张远 
石芙蓉 )
   “斯山为大幕，斯水
作舞台，斯地真历史，
借 我 入 戏 来 ……” 自
2006 年以来，华清宫大
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
歌》在历史文化的深度
挖掘及当代呈现中，打
造了文旅融合的典范，
演出了陕西旅游的特色
风采。
 　1 日晚，在位于西安
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
九龙湖畔，由临潼区委、
区政府主办，区委宣传
部、区文化和旅游体育
局、陕西华清宫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承办的临潼
区打造中华传统文化演
艺之都暨 2023 冰火《长
恨歌》首演、《长恨歌》
演出 5000 场纪念专场活
动拉开帷幕。
　　在演出现场，霜雪
覆盖在宫殿之上，寒冰
倒挂在屋檐之下，火把、
火海特效把冬日的骊宫
夜空渲染得火热而浪漫。
冰火《长恨歌》主要依
托现代科技，让观众穿
越时空切身体验唐明皇
与杨贵妃在华清宫的避
寒生活，直观感受二人
的爱情故事。
　　据悉，舞剧《长恨歌》
已连续演出 18 个年头，

篇小说《红高粱家族》。
30 多年来，这片火红的
高粱地早已蔓延出了文
学的地界，以不同艺术
形式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
华栋指出，文学是一切
文艺形式间的“硬通货”，

是一切艺术形式的重要
母本，为其他艺术门类
的发展供应了不竭的原
动力。“文学作品的戏
剧改编已经成为当下戏
剧创作的‘热点’，尤
其是多部茅盾文学奖获
奖作品被轮番搬上舞台，
更体现了文学和戏剧的
紧密关系。”
　　他表示，小说《红
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
文学史中的一部名作，
通过这部作品，莫言把
他的“高密东北乡”安
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红高粱”也成为高密
的文化关键词。从文学
经典到舞台精品，江苏
大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发掘文
学经典优秀精神内核，
将原著经典桥段呈现于
话剧舞台上，塑造了有
血有肉的人民史诗，较
好演绎了原著中生生不
息、不屈不挠的“红高粱”
精神。文学作品的戏剧
改编也给舞台带来了新
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激活了演出市场。
   “二刷”该剧的莫言
谈到，小说《红高粱家族》
曾被改编为舞剧、京剧、
评剧、豫剧、晋剧等多
种舞台剧类型在国内外
演出，但受舞台演出时
长所限，改编内容多以
《红高粱》和《高粱酒》
为主，对其他 3 篇小说
内容很少涉及。在江苏
大剧院和牟森导演的共
同努力下，话剧《红高
粱家族》首次对小说内
容进行了完整呈现。这
次在北京的演出相较于
去年在江苏的首演有了
很大改变和提升，整体
更为流畅，衔接紧密，
感谢台前幕后所有演职
人员的付出与努力。
　　导演牟森表示，话
剧《红高粱家族》已经
演出了 41 场，从第一场
到现在，主创团队不断
吸收现场观众的直接反
馈，经历数轮打磨和调
整，如今呈现在舞台上
的样貌与首演时已有了
较大改变。“也许 2 个

小时的时间对于普通读
者而言可能看不完一部
长篇小说，但可以让他
们在剧场看到形象立体
的整个故事被完整演绎，
深切感受文学和艺术的
魅力。”制作人李东也
强调，舞台剧是打开文
学作品非常好的方式，
它区别于影视作品的一
点就在于可以直接跟观
众进行反馈和互动，而

且可以随时进行不断地
修改和打磨。
   与会专家认为，话剧
《红高粱家族》还原了
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质
朴面貌，创造性地将小
说原作中的人物和故事
情节进行了重新分割、
镶嵌和拼接，大胆探索
了现代舞台艺术的表现
形式，实现了小说戏剧
化改编的有益探索。

研讨会现场。　屠景清摄

举办的“世纪旋律伟大
灵魂——《百年巨匠》
音乐篇经典作品音乐会”
和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
“百年巨匠百年史诗——
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后，
大型文化项目《百年巨
匠》的又一次成果呈现，
旨在致敬《百年巨匠》
京剧篇 10 位巨匠，弘扬
传承京剧艺术。
　　纪录片《百年巨匠》
京剧篇共拍摄梅兰芳、
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
谭鑫培、周信芳、马连良、
叶盛兰、裘盛戎、张君
秋 10 位人物。《百年巨
匠》京剧篇旨在展现京
剧之美，呈现京剧的舞
台特色，用独特的影视
镜头语言对他们进行全
方位的影像解读和人物

诠释，真实生动再现大
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历程与历久弥新的艺术
魅力。
   两场演出由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国家京剧
院主办，北京京剧院、
梅兰芳大剧院、百年巨
匠 ( 北京 ) 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并获得全
国政协京昆室、中国戏
剧家协会等的支持。
　 《百年巨匠》是聚焦
20 世纪为中华文明作出
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的
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
片，由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百年巨匠 ( 北京 ) 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演出近 5000 场，接待约
1000 万 人 次。 从 2016
年以来连续五年入选“中
国实景旅游演艺十强”，
2023 年《长恨歌》又入
选“全国首批旅游演艺
精品名录”。
　　“早已听闻《长恨
歌》一票难求，今天来
看 2023 冰火版的首演感
觉非常幸运。漫天飞雪
的特效让整场演出的观
感更好，火焰特效及景
观树木展现出水中有火、
火中有水的震撼景象，
灯光舞美的推陈出新让
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歌
舞升平的大唐盛世。”

前来观看演出的“90后”
张亚茹笑称。
   陕西华清宫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高洁表示，华清
宫将在持续拉动包括经
典《 长 恨 歌》、 冰 火
《长恨歌》、实景影画
《12·12》、多媒体影
像剧《玄境长生殿》在
内的演艺产品高质量发
展“强引擎”的同时，
积极深入参与临潼区其
他文旅项目运营，延伸
华清旅游产业链，扩大
华清旅游生态圈，打造
更多“高颜值”“文艺
范儿”的文旅项目。

　　“近年来，临潼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高标准编制全域旅游规
划，大力推进文旅资源
转化，加速构建‘一体
两翼’文旅产业发展格
局。”临潼区文化和旅

游体育局局长段明表示，
下一步，临潼区将紧扣
勇当文旅融合发展先行
示范的定位要求，聚力
打造中华传统文化演艺
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