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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书香

中国故事，既指自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尧舜禹传

说时代以来，历史长河中的故事；也指从巍峨的世界

屋脊到浩瀚的东海岸边，从北极光点缀的北方边陲

到如珍珠散落的南海群岛，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正

在发生着的故事。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体现

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性，附丽着泱泱华夏的气质和

风华。中国故事世代相传，塑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

神世界；中国故事流播海外，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民族历

史与现实的媒介，也丰富了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

站在百年大党再启新征程的历史节点，我们需

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内

可进一步凝聚民族向心力，外可传播中华文明，准确

描画出中国形象。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

心，更易沟通世界，文艺作品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有着

天然的优势，而戏曲艺术又是最具有民族特性的文

艺形式，应该在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中大有

作为。

精于选材，择取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代伟

大变革的中国故事进行书写，这是戏曲的一个重要传

统。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依靠两个系统，

一是精英文人集团及经史子集等典籍，二是民间社会

及流传其中的戏曲曲艺等通俗文艺，这两个系统的思

想观念交互发生作用，共同形成中华民族文明内涵。

自古以来，戏曲是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舞

台上为古人传神写照，观众借此熟悉本民族历史，并

浸染于忠孝节义的历史精神和道德传统之中，因此，

不识字的渔樵村夫与精英文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认同。

古代的“时事剧”，如《鸣凤记》《清忠谱》《桃花扇》

之类，及时反映当下重大社会政治变革，戏曲对现实

的把握和表现，并不因为其超越生活的形式美感而受

到限制。新时代戏曲发展，应该继承戏曲艺术这一优

秀传统。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采撷蕴含着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和人物，艺术再现民族的历史文脉

和精神内涵。同时，戏曲更需要面向当代，择取正在发

生的伟大变革中的故事，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中的求索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戏曲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在艺术表达上下功夫。中国故

事，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故事，只有将这个人塑造得有情感

有温度，活生生地立于舞台之上，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自古以

来的戏曲作品中，往往奸佞小人被写得栩栩如生，而忠孝节义的

人物写得比较呆板，这是因为忠孝节义之人似乎只是被贴上了

标签，缺乏作为一个有血有肉鲜活人物的生气。古人讥讽这种写

法，就像“做年谱”，只不过是一些材料的堆砌。因此，需要“出

之贵实，用之贵虚”虚实相生的构思，还需要更新塑造正面人物

的理念和方法。近年来豫剧《焦裕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等，这些主旋律题材中被歌颂被赞

美的正面人物，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英雄劳模，不再是一个概念化

的人物，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不再那么“假大空”，人

物塑造时细腻的肌理显得真实可感，观众理解了“这个人”并进

而接受了故事所宣扬的主题。无论是时代背景的差异，还是不同

国家的文化差异，人的丰富内心世界和细腻情感是共通的，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讲好故事。

如何用戏曲讲好中国故事 

富博洋曾担任北京非遗传承人戏曲组评委、北京中轴线申

遗助力团评委、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评委等，多次受邀或上级指

派以主讲人身份，为外国访华政要名流、国家行政学院驻外外

交官、全国各大剧院、街道社区、大中小学等普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国粹京剧艺术。

富博洋代表作品包括：北京交通广播103.9兆赫主题曲《徐

徐道来话北京》、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主题曲《弟兄》、戏

歌《新霸王别姬》《入香茗》、抗疫京歌《中国脊梁》等。曾担任

国家大剧院、北京京剧院联合出品制作、张艺谋导演大型新编

京剧《天下归心》制作人，郭宝昌导演新编京剧《大宅门》制作

人、舞台监督。

他热爱阅读，坚持阅读，在自身专业知识通过阅读不断提

升的同时，还通过阅读不断加强自身综合文化修养，已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并热衷在普及京剧讲座中与广大观众进行分享。

中国京剧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集大成

者。戏曲艺术讲的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忠孝节义、仁善礼智

信，皆在其中，也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好载体。在日常的阅

读和京剧知识讲座普及分享中，富博洋会根据聆听讲座受众人

群的年龄和职业，分别设计不同的传统文化知识普及点和细化

具体分享内容。在市教委主办的京剧艺术进校园的讲座与普及

中，发现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就先以分享阅读《西游

记》中的故事来吸引他们，并伴以动画片视频来引导孩子们，把

京剧孙悟空的人物形象、脸谱特点和中国卡通人物代表孙悟空

的性格“真善美智趣”来重点讲述，并伴以教学示范。亲自为孩

子们表演耍猴棍等京剧技巧，效果超赞，深受孩子们、老师和家

长的喜爱。

当受众多是年龄大的京剧爱好者、戏迷票友时，他就会以

另一种讲法来普及京剧艺术，增加互动、答疑解惑。从唱戏的

发声、喊嗓子的方法、区分唱京剧里面的尖团字、上口字等方

面入手，为业余爱好者普及知识。有时候，他还会现场示范教

授老年观众一些京剧的简单身段，比如“云手”“脚步”等，这样

对于老年人平时的户外锻炼、家里健身，活动颈椎、肩膀和腰部

都是很好的帮助。富博洋的这种阅读普及分享讲座广受欢迎，颇

有益处。

传统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在面对青年观众或大学生群体

时，他会结合一些有代表性的、带有戏曲元素的经典电影来进

行分享和普及。比如陈凯歌导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从喜

连成的小豆子入手，来给大家讲解一名戏曲演员“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的不易。1992年的冬天，富博洋作为“小演员”参

与了电影拍摄，很有发言权，还能跟大家一起交流回顾当时各

位艺术家及故去演员（张国荣）的点滴故事。

富博洋助力“书香丰台 全民阅读”品牌，结合丰台区图书

馆戏曲馆藏资源，为丰台区读者朋友带来《快乐学京剧》等系列

讲座。京剧无处不在，他也参与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综艺节目

和网络游戏（手游）等京剧方面的策划和制作，所以很了解年轻

人喜欢的方向，这样通过手游里面的京剧服装、造型等为切入

点，为年轻人普及并交流分享。他为腾讯游戏《王者荣耀》制作

的京剧人物皮肤“甄姬”，里面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台词“不

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还有他为完美

世界游戏《神雕侠侣2》策划制作的京剧人物动漫造型，都深受

年轻人的喜爱。

富博洋认为，树立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

定要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吸引年轻受众，这样也是为传

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延续打好坚实基础。

热爱阅读，热衷分享，他坚持不懈面向多元群体开展文化

活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断努力。

吴新苗

吴新苗，九三学社社员，教授。现任中国戏曲学院科研处处长、《戏曲艺术》主编、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艺
术学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戏曲史（北京卷）》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戏曲学会理事，第十一届丰台区政协委员。

戏曲是有着鲜明民族特色的舞台艺术，讲好中国故事，需要

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方式。古代的时事

剧虽然也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但因为古代社会变迁比较缓慢，

而且同处于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内容和形式上的矛盾并不

特别明显。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物质文化和现代文明与古代社会

有着极大差异，因此，古代社会土壤中诞生发展的戏曲艺术，在

表现现代生活时陷入困境。二十世纪初开始，就有汪笑侬、梅兰

芳等人以时装戏的方式表现现代生活，海派京剧中也多有这方

面的尝试。抗日战争爆发后戏曲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新中

国成立之后，现代戏的探索从未停止脚步，其中也有《朝阳沟》

《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等脍炙人口的成功之作，但既能表现

现代生活又不破坏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戏曲现代化仍是一个

任重道远的任务。守正创新，是解决戏曲现代化问题的根本原

则。戏曲现代化并不存在一个预设的固化目标，它是一个展开的

过程，坚持戏曲艺术思维，广泛吸纳现代艺术的营养元素，借鉴

西方舞台艺术有益经验，对戏曲传统表现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戏曲才能在与时代同行时、在不断实践中，探索

出表现当代生活的最佳艺术呈现方式。

阅 读 榜 样北京 金牌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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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化报》 

富博洋，1997年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京剧表演
专业，攻净行（高级职称），师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夏韵龙、张德华、席裕身、孟广禄等。他曾任北
京京剧院演出培训中心主任、市场部主任、梅兰芳京
剧团副团长，现任文旅部中国艺术发展促进会戏曲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理事、北京吉
祥大戏院董事长、艺术总监。

富博洋

▲豫剧《朝阳沟》 ▲京剧《奇袭白虎团》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豫剧《焦裕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