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林瑶 校对/荣文静 徐伟

■ 本报地址：丰台区文体路2号
■ 总编辑：乔晓鹏

■ 邮 编：100071
■ 执行总编辑：赵智和

■ 电话（传真）：63868091
■ E-mail：tougaoftb@126.com

■ 印刷：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排版：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审校：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投诉热线：67613292（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丰台区分公司）

44妙笔生花看丰台

丰台戏曲文化历史悠久、戏韵悠长，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戏曲考源》
开篇写道：“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
间。”金中都是金代戏曲文化的中心，中国
戏曲在此蓬勃发展，而当时金中都西南地
区所在地便是今天的丰台区。金中都城
墙在地表仅存南城墙万泉寺、凤凰嘴和西
城墙高楼村3处均在丰台区。因此，考古
学家齐心提出，丰台是“中国戏曲文化的
发祥之地”。如今，丰台区戏曲资源密集
而丰富，人才聚集，不仅有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为专业戏曲人才
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汇聚了北京京剧院、
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市曲剧
团等北京市主要戏曲院团。

“丰台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对于
中国戏曲的传承和发展，从古到今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文化区域。中国戏曲学院也坐

落在丰台。多年来，中国戏曲学院参与‘戏
曲进校园’‘戏曲进社区’等活动，努力服务
周边区域的社区、学校。同时，通过戏曲文
化周及其他文化项目的合作，也让丰台戏
曲之城的品牌更加响亮。未来，我们希望
能有更多机会与丰台合作，携手把丰台打
造成为首都独一无二的戏曲之城。”中国戏
曲学院院长尹晓东表示。

近年来，丰台区着力整合院校、院团、
媒体等各方资源不断凝聚壮大传承发展
戏曲文化之合力。2021年服贸会开展当
日，丰台区与中国戏曲学院在展会现场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资源共享、
项目共建强化联动协作。同样在今年服
贸会上，丰台区融媒体中心、丰台区戏曲
文化发展中心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
听客户端，分别与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京
剧院、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北京市

河北梆子剧团签署云听客户端戏曲频道
共建协议，全面布局戏曲文化赛道，为戏
曲文化的全民普及提供更优质的平台和
服务，探索戏曲文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10月1日，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
北京园博园盛大开幕的当天，位于园博梦
唐园的“戏曲·薪火”专题展同日开展，中
国戏曲学院艺术实践基地、戏曲文化创意
设计基地一同揭牌，由此，在园博园开展
戏曲、曲艺演出以及建设集教育培训、互
动体验、成果展示为一体的戏曲基地。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指出，丰台区将结
合中国戏曲学院艺术实践基地和戏曲文
化创意设计基地建设，依托园内空间，合
作开展多剧种、多形式的戏曲常态化演出
活动、戏曲培训活动、戏曲体验和普及活
动、戏曲学术交流活动及教学研究成果展
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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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为振兴戏曲艺术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对传承

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望。在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进程中，北京市充分发挥资源集聚、名家荟萃的优势，扎实推动戏曲文化发展。作为首都中心城区，

丰台区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以弘扬戏曲文化艺术为己任，充分依托区域戏曲资源禀赋，在推进戏

曲文化建设、打造“戏曲之城”新征程中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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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闭幕式上演京梆双演《红鬃烈马》
▲中国戏曲学院艺术实践基地、

戏曲文化创意设计基地揭牌仪式

“好！好！明年我们还来看你们演
出！”，10 月 7 日，在广大观众的热烈掌声
和一片喝彩声中，由杜镇杰、张慧芳、王洪
玲、康静等京剧与河北梆子名角联袂主演
的京梆双演《红鬃烈马》在洒满阳光的阳
光剧场完美收官，而园博园内众多游客却
仿佛依然沉浸在剧情中不能自拔，只好意
犹未尽地与本届戏曲文化周主场活动依
依惜别……

“这个‘戏曲周’真是一年比一年有看
头，一年比一年更精彩！我已连续关注了
5年，非常期待明年的票友大赛活动我也
可以一试身手！”现场戏迷兴奋地说。

作为国家级戏曲文化盛典，中国戏曲文
化周自2017年以来持续在丰台举办，迄今
已成功举办五届。五年来，戏曲周秉承“中
国戏曲嘉年华”的活动定位，彰显“园林中的
戏曲、戏曲中的园林”活动特色，累计邀请表
演团体260余家，表演1800多场次，涉及近
30个剧种，吸引约80万观众到现场参与活
动，名列“北京文化品牌新势力30强”“2020
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十大文化艺术活动”。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赞扬地表示：“中
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举办，既是戏曲界的
一个盛事，也是北京广大市民的一个盛
事。在集中七天时间里，在一座恢弘的园
林中，展示国家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当代传
承和发展，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在北京做中国戏曲文化周这种大型活动，
对中国的戏曲行业也是一个提振。对于戏

曲文化周，我们要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向全
国展望，向全国各个剧种进行征集，使它能
够成为全国戏曲的荟萃园地，成为我们全
体戏剧人的一个大家庭。”

2021年国庆期间，第五届中国戏曲文
化周主场活动如期在北京园博园亮相，240
余场演出、近 300 场次讲座导赏对谈、近
500场次互动活动让观众过足戏瘾。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届戏曲周
以“英雄·奋斗”为年度主线，在剧目选取和
内容设计上，聚焦“建党百年”，推出《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大型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
乐演唱会和“风华百年颂”系列演出，着力
讴歌时代、礼赞英雄。同时，专门设置“冬
奥曲苑”戏台，营造喜迎冬奥的浓郁氛
围。作为国家级展演平台，来自京津冀三
地的23家专业院团轮番登场，名团名剧名
家云集，引得观众连连叫好。北京园、忆江
南、闽园等园林中秋日美景与戏曲交相辉
映，园林版京剧《书说·沙家浜》融入评书元
素，引发众多新老观众“追着”看戏。梨园
大道两侧“票社雅集”“百姓戏台”依次排
开，中国戏曲票友大赛群英荟萃，明天剧场

“英雄出少年”戏曲竞演扣人心弦，票友们
粉墨登场，展现戏曲艺术的群众力量。

戏曲周期间，众多穿着汉服的年轻游
客园内穿梭，体验“英雄召唤令”有奖打卡
游戏和岭南园中大型园林实景戏曲游戏

“大破天门阵”，通过知识问答、身段模仿、
唱段模仿等互动任务完成挑战，在轻松活
泼的氛围中学习戏曲知识、感悟戏曲文
化。这是戏曲周为了丰富活动样态，探索
的“戏曲+”模式，旨在以戏曲为核心，综合
立体展现戏曲文化的魅力。除了“戏曲+游
戏”之外，还设置了《戏构》《旗阵》《十八般

武艺》等艺术装置，开展了戏曲亲子剧《新
三打白骨精》、戏趣营、戏曲传习营等互动
活动，推出了戏曲徽章盲盒、3D立体笔记
本等文创产品以及AR虚拟现实摄影和AI
戏曲换妆小程序，“戏曲+装置”“戏曲+教
育”“戏曲+国潮”等多元化、时尚化的表现
形式，让游园观众意兴盎然、流连忘返。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能领略戏曲文化风
采，今年戏曲周构筑全媒矩阵，拍摄制作国
内首部 8K 戏曲公益宣传短片《遇见·有
戏》，依托15家网络平台进行演出直播和
互动直播，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
民日报、学习强国、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
等30多家媒体平台形成联合报道矩阵，助
力戏曲文化传播推广，全网全媒总浏览量
超8600万。为了持续推广戏曲文化，主场
活动落幕的同时，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和区
文促中心携手央广网启动第一届“云端戏
台等你来”线上戏曲征集展演活动，共同传
承优秀文化，传唱经典戏曲。

“中国戏曲文化周与观众的关系犹如
种子、土壤与墒情的关系，孩童时期的兴
趣，往往伴其终身，即便在成年之后未能
从事戏曲演出或戏曲研究等工作，但他们
至少也不会对戏曲断然失趣，就像今年戏
曲文化周的盛况一样，我们随处可见‘大
手牵小手’的观众走进北京园博园看戏，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就是中国戏曲
最好的传播者。”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麻国钧感慨地表示。

作为《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明确提出
要办好的品牌活动之一，丰台区将继续围
绕服务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积极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努力把中国戏曲文化周打造成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知名文化活动品牌、首都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和振兴
戏曲艺术的展示平台。

“我要上台！”“我也要学金箍棒！”丰台区“嬉戏”亲子剧场
演出现场的互动环节，一个个小观众纷纷站起，高高地举起手
迫不及待地要上台参与互动。现场还有演员为小朋友们化好
看的戏曲妆，一时间小悟空、小仙女遍布剧场，气氛热烈。一位
家长说：“这出戏跟想象的戏曲演出不一样，真的很适合孩子，
没想到孩子这么开心，这么有热情。”也有家长在微信留言说：
希望还能到现场观看。

一直以来，戏曲文化在丰台区拥有丰厚的群众基础，戏曲
氛围浓郁。据了解，自1949年丰台万泉寺鹅凤营的村民自发成
立“和平剧团”以来，目前丰台全区拥有“隆韵戏迷社”“长虹京
剧团”“和韵京剧团”“赵辛店评剧班”等群众戏曲社团70余支，
剧种涵盖京剧、评剧、越剧、豫剧等，依托丰台悠久的戏曲发展
历史和深厚的戏曲文化积淀，各类群众性戏曲活动非常活跃。
戏曲文化传承发展的根基在群众。近年来，丰台区通过一系列
扎实有效的措施，涵养戏曲生态，让“戏曲之城”根基更加牢固。

“嬉戏”亲子剧场是丰台区文促中心精心策划推出的经典
剧目亲子化项目。“‘嬉戏’亲子剧场”活动借助辖区戏曲院团优
势，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等院系对接开展剧本征集活动。评
选作品收集进入原创剧本资源库。其中，新编戏曲儿童体验剧

《大闹天宫》《东海夺宝》《新三打白骨精》等搬上舞台，截至目
前，已经演出了40场，反响强烈，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的
种子。

此外，丰台区大力推进“戏曲进校园”，培养学生兴趣爱好，
营造起戏曲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早在2008年，丰台区就发出

“戏曲教育从娃娃抓起”号召。2018年，丰台区教委公布《丰台
区戏曲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在中国戏曲学院
等专业院团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全区有18所区级戏曲教育特色
校，50多所中小学开展戏曲教育、学生戏曲精品社团30余个、接

受戏曲教育的学生达15000多人，有力促进了戏曲普及教育。孩子们在校内接
受到戏曲教学，在校外也有机会参与戏曲互动体验活动。

清晨莲花池公园已经热闹起来，人头攒动中，时有一两声京胡传来。循声
望去，湖畔廊亭处，票友踱步开嗓，琴师温谱调音，一切准备停当，开始“嗨戏”！
站在中央的洋桥东里京昆艺术社的老旦票友右手一扬，琴声响了起来。票友们
从《打龙袍》唱到《坐宫》，再唱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驻足倾听的市民趁间隙
叫好鼓掌，其乐融融。

丰台区通过“戏曲进社区（村）”“小戏台”等项目，开展常态化展演和戏曲培
训，面向票房票友举办戏曲传承活动，形成以点带面辐射带动的良好态势，让戏
曲文化走进百姓日常生活。2020年以来，先后组织票友培训60场次，开展线上、
线下票房演出19场，依托“小戏台”项目鼓励票房到辖区公园“嗨戏”近千场次。
通过戏曲进校园、“云端戏台等你来”活动、小戏台展演、“有戏”戏曲体验坊以及
戏曲周常态化活动等形式，为戏曲爱好者提供提升水平、展示自我的平台，让民
间社团也成为戏曲传承的一个重要阵地。

依托区域专业优势，在马家堡、西罗园、右安门等戏曲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开
展戏曲特色活动，并大力改善周边环境装饰，设置戏曲墙画、雕塑等凸显戏曲氛
围，打造戏曲特色“升级版”街区，以更加靓丽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市民眼前，热闹繁
华依旧、“烟火气”依旧，更增添了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

未来，丰台区将继续支持戏曲社团发展，通过普及教育、开展展演、打造票
房联动活动线上阵地、营造戏曲文化立体传播环境以及戏曲周常态化活动等形
式，让百姓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形成浓郁的“戏曲之
城”文化氛围。

怡海艺术团京剧队的一位票友说：“丰台大大小小的公园或者公共休闲场所，
几乎都有戏曲票友活跃的身影。疫情期间，还特意为我们举办线上戏曲联欢会。
天天有好戏，天天在唱戏！”这位票友形容，这样的日子“快活得就像神仙一样”。

大戏看北京，戏曲在丰台。丰台“戏曲之城”建设踏上新征程。丰台区将继
续坚定文化自信，厚植文化资源，传承历史文脉，把握时代契机，不断拓展戏曲
文化发展空间，为戏曲文化繁荣发展注入丰台力量，为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
之美、文化之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姚菲 张新月/文

◀“戏曲进校
园”演出活动

▲“嬉戏”亲子剧场观众互动

▶第一届
“云端戏台等
你来”活动颁
奖仪式

▲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
昆曲演出与园林美景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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