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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经典 回望历史

自1790年起，以三庆、四喜、春台、和春
为代表的四大徽班先后进京，南腔北调汇聚北
京，众多名角同城竞技，孕育并催生了被后世
誉为“国粹”的京剧艺术。

2020 年正值徽班进京 230 周年，也是京剧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第 10
年。在时间的长河中，经过数代艺术家的改革
与创造，京剧已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集大成
者、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为纪念徽班进京 230 周年，自 8 月起，北
京京剧院精心推出了流派经典剧目展演。重点
演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 9位
京剧流派艺术大师，以及余、奚、杨、叶、
姜、李等20多种流派的经典剧目。

9月底10月初，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里好
戏连台、名家荟萃，京剧、昆曲、汉剧、徽
剧、秦腔等 11 大剧种轮番登台，20 位国家一
级演员如“同光十三绝”一般相约于此，十
三大戏曲院团赴京参演则犹如当年徽班进京
盛景再现。

10月底，大型展览“徽调京韵——纪念徽
班进京 230 周年京剧专题展”在天桥艺术中心
拉开帷幕，涵盖清宫戏画、剧本善本、名人书
画、老戏单、老照片、名家往来书信等诸多类
别的 200 余件珍品实物向公众展出，吸引游人
流连驻足。

继精彩纷呈的演出与展览之后，安徽省委
宣传部、中国戏剧家协会 （以下简称“中国剧
协”） 等联合主办的纪念徽班进京 230 周年座
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及安
徽等省市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徽剧进京的
历史渊源”“徽班对戏曲发展的贡献及启示”

“京剧和徽剧的传承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自今年下半年起，这一系列纪念徽班

进京230周年的主题活动，不仅唤起了人
们对京剧孕育、诞生、发展的历史回

望，也引发人们对戏曲艺术以及传
统文化发展的思考。

开放包容 活力之源

“迩来徽部迭兴，踵事增华，
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
致。”当年，众多戏曲艺人汇集京城

演出，为什么只有徽班蓬勃发展壮
大并最终孕育出京剧艺术？1830年成书

的《日下看花记》从声腔的兼容性、人才
的开放性、技艺的全面性，道出了其中答案。

“为了获得京城观众的认可，当年徽班进
京后，在声腔、曲调方面吸收了其他戏曲艺术
的长处，进行了创新，更符合当地观众的审美

需求。”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
表示。他认为，徽班自觉主动地从民间

获得艺术的智慧，因而拥有鲜活的民
间题材和生动朴实的百姓化审美。

徽班进京后对不同曲种之长的
吸纳、融合、再创作，使京剧在诞
生之初便把包容开放写进了基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龚和德说：“徽班进京后，并未因为

‘二黄’声腔受到欢迎就把昆曲元素
抛弃了。在行当上，早期的徽班是以小

旦取胜的，成熟以后，以老生为台柱、生

旦净丑得到了全面发展。声腔不仅充分行当
化，而且也充分个人化，出现了流派纷呈的景
象，促使京剧的表现题材、文化内涵变得非常
丰富。”

除了将二黄、昆曲、吹腔等多姿多态的声
腔汇聚一堂，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
认为徽班的重要贡献还有两个，一是其领军人
物的艺术成就，二是对剧目的贡献。

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每一条胡同都见证着
230 年来京剧的诞生和兴盛。大栅栏不仅是戏
班剧社的云集之地，也是早期京剧名家的聚居
区，更是培养后继人才的科班、戏园的聚集之
地。从清末到民国，在大栅栏这片沃土上，诸
多梨园世家人才辈出，流派纷呈，为京剧事业
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 世纪上半
叶，以梅兰芳等为代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推动
京剧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知往鉴今 守正创新

“徽班进京为后人留下金山般的富有矿
藏，徽班所体现的包容性、开放性、取长补短
等精神特质，仍然是发展繁荣当下戏曲不可或
缺的重要元素。”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陈彦如是说。今天，纪念徽班进京 230
周年就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徽
班留下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勇
于创新的优秀传统，为当下的戏曲艺术发展提
供更多有益的借鉴。

“当代戏曲艺术如何出好作品？如何赢得
观众？我觉得越是臻于完善的境地，越是面临
如何突破僵化的考验。即使是精华集大成者如

‘国粹’的京剧，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也需
要不断完善、推陈出新。”陈彦表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启动，京剧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
探索创新表达，更好地与当代社会融合，舞台
上注入了更多现代意识、现代审美，赢得了更
多新一代观众的喜爱。然而，随着文娱新业态
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戏曲的传承、传播依然
面临着不少新问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研究员毛时安认为，
当下戏曲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应该形成一种“吸
纳、消化、综合、反刍”的模式，从创新的角
度来讲，这样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徽班进京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动
荡与变革的时代。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文化的
根和魂如何进一步延展？徽班进京给了我们一
个思考——由徽班进京到京剧的诞生，传统文
化要延续生命，最重要的是要吸纳和融合。”
毛时安表示。在他看来，徽班进京的意义已经
溢出了戏曲，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启示。

徽班进京230周年

前不久上映的电影 《一点就
到家》，让很多网友感叹：原来
云 南 也 有 这 么 好 喝 的 精 品 咖
啡！近日，一条同样讲述咖啡
故事的短片 《一杯咖啡里的脱
贫故事》，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刷
屏。短短 3 分 34 秒，观众了解了
百年前的法国传教士如何把咖
啡 种 子 带 到 云 南 ； 时 至 今 日 ，
来自西方的咖啡豆如何让云南
咖 农 们 ， 走 上 脱 贫 致 富 之 路 。
故 事 清 新 动 人 ， 画 面 干 净 流
畅，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
立 坚 ， 中 国 驻 南 非 大 使 陈 晓
东，中国驻美大使馆官方账号
都纷纷转发。不少国内外网友
表示：这是个中西方文化交融
的动人故事，为中国政府的远
见和努力点赞，也感谢你们与
世界分享中国的精彩。

咖啡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有
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咖啡文化
背后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 内 涵 。 当 我 们 来 到 西 方 国
家 ， 步 入 香 气 四 溢 的 咖 啡 馆 ，
呼吸到的是热情洋溢、自由奔
放；感受到的是醇厚绵长的口
味 、 优 雅 迷 人 的 气 氛 。 可 以
说，咖啡文化是西方人文传统
的重要组成组分，是西方一个
国家、一座城市里不可或缺的
文化细胞和生活体验。用西方
人最熟悉的文化符号，来讲述
中国人的脱贫故事，用代表中
西文化经济交汇融合的生活类
商品，来展现中国社会的飞速
发展，可谓是知己知彼、匠心
独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互联网时代，在
海外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僵
硬地宣传不如柔性地输出，板
着面孔说教不如娓娓道来地讲
述。而其中的关键一招，就是
用对方最熟悉的元素，击中他
们内心那块最柔软的地方。

早在 1986 年，著名戏剧导
演罗锦鳞在北京排演古希腊悲
剧 《俄狄浦斯王》，旋即引起轰
动。那年夏天，应邀赴希腊德
尔菲市参加国际古希腊戏剧节
的中国戏剧人成为戏剧节的焦
点。演出结束后，很多西方观
众 持 续 鼓 掌 ， 迟 迟 不 肯 离 场 。
到了 2018 年，西洋歌剧也能讲
述中国传统故事。歌剧 《马可·
波 罗》 响 应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力邀中西艺术家共同参与
制作这部风云际会、兴衰更迭
的史诗。用世界语言歌唱中国
文化，用文化交融谱写国际友
谊，这样的创意值得我们鼓励
和点赞。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
向世界有着多重途径。求大求
全固然不可或缺，落细落小更
能感动彼此，信任无间，哪怕
远隔万里也觉不再遥远。小小
咖啡豆，缕缕咖啡香，写下的
是中国脱贫攻坚、奋力向前的
大文章。用心讲好咖啡脱贫故
事的短视频，打破了意识形态
的壁垒，看似无意却有意，让
不同种族、国籍、文化背景的
人，情相亲心更近。我们期待
更多这样的作品诞生。

专访电视剧《装台》主演张嘉益

与更多普通人产生情感共鸣
本报记者 苗 春

本报电（田立阳） 近日，由
中国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 （以下
简称“西安城墙”） 提议并联合
意大利威内托大区古城墙城市联
盟、英国约克市城墙管理机构共
同发起的国际古城墙 （堡） 联盟
签约仪式，在西安城墙通过线上
视频会议举行。

去年意大利威内托大区古城
墙城市联盟对西安市友好访问
时，就与西安城墙结下缘分，签
署了 《古城墙城市联盟合作意向
书》。当日，西安城墙与意大利威
内托大区古城墙城市联盟、英国
约克市城墙管理机构正式签署了

《国 际 古 城 墙 （堡） 联 盟 合 作
书》， 为 各 方 围 绕 加 强 古 城 墙

（堡） 保护与利用、研究城市融合
发展、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签约是世界遗产保护工
作的重要里程碑。今后，“国际古
城墙 （堡） 联盟”将联合世界范
围内的古城墙 （堡） 管理机构，
拓展交流合作渠道、关注遗产保
护现状、加强保护技术研究、推
广利用学术成果、丰富文化价值
传播、共同提升遗产管理水平，
进一步扩大国际古城墙 （堡） 的
全球影响力。

本报电 （记者郑娜） 近日，
由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线上“非
洲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
游融合发展研修班”在中央文化
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开班，毛里
求斯、坦桑尼亚两国文化和旅游
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从
业人员参加。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
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毛里求
斯、坦桑尼亚及其他非洲国家始
终相互支持、戮力合作、团结一
致、共克时艰。今年是中非合作
论坛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中非
双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
力于发展高质量的中非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积极打造中非命运共
同体、中非发展共同体，中非文
化和旅游合作达到历史新高。此
次研修班的举办即是双方文旅合

作的最新成果。
坦桑尼亚新闻文化艺术和体

育部文化司司长埃曼努埃尔·卢
卡斯·特穆作为学员代表表示，
本期研修班的举办促进了非中
务实合作，向世界证明非中友
谊冲破了全球疫情的束缚。坦
方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工作，也同样关注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旅游业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希望能够
通过培训，学习中国在文旅融
合方面的经验。

此次研修班以网络直播方式
进行在线讲座与研讨。来自中央
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中国
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机构
和组织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融合发展”

“疫情背景下旅游智慧化转型”
等主题与两国学员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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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徽调京韵”展览中展出的珍贵历
史文献、清代绘画 《同光十三绝》 真迹。绘
画展现了同治到光绪年间京昆 13位不同行当
的演员。

图片来自梅兰芳纪念馆
左上图：9 月 29 日，北京京剧院演员在

长安大戏院“纪念张君秋先生诞辰 100周年”
专场演出上表演《状元媒》。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左下图：9 月 28 日，京剧演员在颐和园

德和园大戏楼台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国际古城墙（堡）联盟合作书》

在西安签署

非洲国家非遗保护和旅游

融合发展研修班开班

▲电视剧《装台》剧照
出品方供图

问：这部剧表现的是装台的幕后人员的工作和生
活。之前您对他们有怎样的了解？对台前、幕后工作
的关系是怎样认识的？

张嘉益：有舞台演出就会有装台人，我们拍影视
剧时，前期的美术、置景以及到现场以后的很多工
作，和装台的工作性质也比较接近。幕后工作，我其
实也一直都在做。这部剧因为需要拍摄搭建演出舞台
的场景，摄制组请了很多装台人。在拍摄过程中，我
对装台这一行有了更深刻和具体的了解，也深深体会
到：我们演员在台前的呈现，确实包含着在幕后支持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一出戏、一部剧成功的
时候，无论台前幕后，每个人的自豪感是相同的。

问：剧中，顺子的生活状态似乎跟他的名字恰恰
相反，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您？您是怎么理
解和塑造这个小人物的？

张嘉益：现实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都不会是

一帆风顺的，顺子的生活恰恰能够折射你我真实又琐
碎的生活。当初一看到陈彦的原著小说，我马上就被
吸引了。顺子这个人物太真实了，他的善良、倔强都
是陕西人的性格特征。开拍之前，我们演员提前一个
月到西安的城中村，每天跟装台人一起干活儿、聊
天，体验生活。除了这些基本功，做演员的第一步是
先放下自己，再去想这个角色如何演绎。

问：顺子和妻子蔡素芬有一段关于装台的对话，
最重要的一句是：“人就是你给我装台，我给你装
台。”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张嘉益：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主角，但是又都
在为别人装台，不管彼此是朋友、亲人还是工作关
系，我们都要相互帮衬、相互取暖，这样才会获得人
生中的光和热。

问：《装台》 这部剧表现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
故事、人物和情感都很扎实。在艺术化还原生活方
面，作为这部剧的艺术总监，您有什么想法和做法？

张嘉益：首先要感谢陈彦的小说、马晓勇改编
的剧本，还有导演李少飞等组成的团队。我们不断
要求自己，也跟演员们谈，要不断地重新进入生
活。每个人物都生动地存在于生活情境当中，没有
现成的表演套路可以采用，要争取与更多普通人产
生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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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装台》正在中央电
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广受好评。日
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这部剧的艺术总
监、主演张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