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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游客10万余人次，全网全媒总浏览量超过5.6亿，集结名团名剧名家，跨界融合，非遗亮相

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彩不断 戏韵悠长点亮文化繁盛之光

编者按：9月28日至10月4日，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举办。20个省市区近50个优秀院团院校，围绕梨园精品、梨园荟萃、梨园嘉年华三大板块，联袂奉上120余场演出、百余场次讲座导赏对谈、近200场次互动活动，现场吸引来自全国的游客10万余人次。本届戏曲文化周全网全媒总浏览量超过5.6亿，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场场丰盛

的戏曲文化盛宴，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闪耀时代光芒，进一步焕发生机与活力。
有戏园博

本报讯（记者 林瑶 原梓峰 实习记者 申思琪 王

一彤 通讯员 谢麒 乐天）本次戏曲文化周引入了多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爱上戏曲、爱上非遗文化。

庙山二胡亮相戏曲周 
拉出乡村振兴“幸福乐曲”

在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期间，由山东省郯城

县市级非遗工艺制作的庙山二胡，经过演奏家的拉

奏，或激昂或悲壮的琴声引来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而这一把把二胡的背后，也正上演着乡村振兴的

“幸福乐曲”。此次中国戏曲文化周上，郯城乐泉

二胡展位邀请到了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高云

山等二胡乐界名家献上听觉盛宴，除了《一枝花》

外，还有气势磅礴、热烈奔放的《赛马》，清新优

美、明快爽朗的《葡萄熟了》等曲子引得听众拍手

叫好。乐泉二胡展位除了名家展演外，还有弦乐展

品、文创手伴等，黄花梨、老红木、小叶紫檀等各

品类二胡，另设有京胡、板胡、三弦等传统乐器。

“这是我们庙山二胡第一次参加中国戏曲文化周，

它为民族乐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让

戏曲周的游客在看大戏之余，也能了解、关注乃至

喜欢上民族乐器。我们也借助戏曲文化周这一国家

级活动，充分宣传和展示庙山二胡的制作技艺和文

化底蕴，进一步叫响庙山二胡这一文化品牌”，高

云山说道。下料、抛光、打蜡、组接、调试……在

山东省郯城县庙山镇乐泉村，二胡制作有100多年的

历史。庙山二胡制作工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人，山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1人。庙山镇二胡制作现已发展民族乐器制作专

业户120余家，从业人员1万余人，著名二胡工艺美

术大师、非遗传承人高振保多次在国家级二胡工艺

制作比赛中获金奖、一等奖等。目前，乐泉村的乐

器产业以二胡为主，制作户达105户，占全村总户数

的85%以上。“平均下来，每家每个月能制作上百

把，种地的农民也逐渐成为制琴的专家。”乐泉村

党支部书记高庆林说。庙山镇党委书记赵安宁说，

“我们正在打造集生产、展览、物流等为一体的国

家级二胡（非遗）文化产业集群，实现从‘一个人

的技艺’发展为‘一个镇的产业’，辐射并带动周

边村庄共同振兴”。

当内画与戏曲结合 
精益与国粹共同传递文化之美

“精益方寸间，掌中有乾坤……”国家非遗传

承人、北京内画第四代传承人铁华正拿着笔在鼻烟

壶中作画，并向来往游客介绍着内画鼻烟壶与戏曲

相连的文化。“内画代表着中华文化是咱们中国独

有的特色技艺，自从把鼻烟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

有了鼻烟就有了内画，从1816年到现在已经有200多

年的历史了，内画鼻烟壶跟戏曲一样也是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戏曲是画脸谱，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

瓶子中画图案，也希望能在戏曲文化周上让更多的

人了解咱们内画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加入

到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铁华说。

当戏曲遇见雕漆 
“时间的艺术”共同惊艳千年时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传承人、明古

斋雕漆第四代传承人杨之新正手拿精美绝伦的雕

漆作品，仔细地与往来的游客介绍着雕漆与戏曲密

切的联系。杨之新说，“雕漆工艺是一种典型的工

繁料贵的工艺美术品，制作技术不但程序复杂、耗

工繁巨，技艺亦高难”。杨老师介绍，雕漆与戏曲

有着深刻的联系。戏台上放置的桌子、椅子在古时

候都是雕漆的；戏剧中人物的扮相所需的装饰品皆

是雕漆作品；戏中所需道具，例如酒杯、盘子等，

也是雕漆工艺所制成的作品。

当非遗风车遇上戏曲 
传统文化融合再“破圈”

非遗风车传承人刘文填挥动着一人多高的巨型

风车，向来往游客介绍着风车与戏曲的不解之缘。

“我们的风车由四种颜色的蚕丝纸制作而成，绿色

代表春天，红色代表夏天，黄色代表秋天收获，白

色代表冬天，象征着一年四季。12条放射状的线条

则象征着12个月，随风转一圈就代表一年。”刘文

填说，“这个百风轮由100个风车设计组合而成，每

挥动一下都有祝福百年的美好寓意。”“风车在中

国已经有3300余年的历史，和戏曲一样，都是我们

国家的文化瑰宝。希望能在中国戏曲文化周上让风

车与戏曲联动，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

与到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来。”刘文填说。

铁枝秀技木偶戏 
方寸之间演绎人生百态

位于锦绣谷下沉广场的明天剧场已成为孩子

们的乐园。在这里正上演的非遗一绝铁枝木偶戏，

令人叹为观止，小舞台上演绎大艺术，在这方寸之

间，演绎着人生百态。铁枝木偶戏是中国现有的古

老的木偶戏品种之一，孩子们在这里近距离体验、

学习我国木偶艺术的稀有品种。正在上演的是《麻

姑献寿》经典木偶戏剧目，惟妙惟肖的表演动作和

戏曲唱腔完美融合，这一非遗记忆也必将成为孩子

们美好的童年回忆。

本报讯（记者 张馨予 通讯员  张新月）10月

4日，随着“国风超有戏”国风戏曲音乐会的结

束，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为期七天的主场活动

在北京园博园圆满落幕。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丰台区相关领导及艺委会

专家代表出席闭幕式。闭幕式上，优秀青年学术

论文获得者、中国戏曲票友大赛金奖选手、“第

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人气之星”称号获得者、参

演单位代表先后获颁荣誉证书。

9月28日至10月4日，20个省市区近50个优

秀院团院校，围绕梨园精品、梨园荟萃、梨园嘉

年华三大板块，联袂奉上120余场演出、百余场

次讲座导赏对谈、近200场次互动活动，现场吸

引来自全国的游客10.14万人次，观众年龄构成更

加年轻化。其中，线上30场直播展播，借助线上

形式登陆多家网络平台，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的观

众需求，累计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随着戏曲周

热度的上升，也吸引了众多网络达人游园打卡，

通过自媒体分享他们在戏曲周的“赏、游、玩、

购”，中国戏曲文化周相关话题的视频浏览量、

阅读量累计超过8000万。相关媒体新闻报道覆盖

全球86个国家，更有200余家海外主流网络媒体

进行多语种转载。据统计，本届戏曲文化周全网

全媒总浏览量超过5.6亿。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

场场丰盛的戏曲文化盛宴，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闪耀时代光芒，进一步焕发生机与活力。

集结名团名剧名家 
场场好戏精彩不断

本届戏曲文化周在坚持艺术品质的同时，对

题材、观演模式、艺术表达等方面作出创新探索，

生动展示了新时代中华戏曲繁盛多姿的景象。阵

容强大、星光璀璨是本届戏曲文化周的一大看

点。本届戏曲文化周汇集了20个省市区近50个优

秀院团。尚长荣、李玉芙、杨少春、岳美缇、谷

文月等戏曲名家或在现场或以视频形式亮相，让

观众近距离聆听戏曲“大师课”。

在阳光剧场，京剧《四郎探母》、昆曲《牡

丹亭》、评剧《秦香莲》、北京曲剧《四世同堂》

等经典剧目与原创少儿京剧《红楼梦》等原创新

编剧目交相辉映，赢得观众掌声、叫好声不断。

本届戏曲文化周演出的剧目风格多样、异彩

纷呈，尤其是一些地方园结合地方文化，演出了

很多充满地域传统文化特色和鲜明艺术个性的

剧目，令观众大呼过瘾。忆江南园，黄梅戏等江

南地区广为流传的戏曲剧种纷纷登场，让人在亭

台楼阁中感受江南戏曲之美。闽园里，每天都以

不同英雄人物为主线讲述三国故事，京剧《空城

计》《斩马谡》《辕门射戟》《白门楼》让观众

沐浴在厚重的三国文化中。晋中园里，山西省晋

剧院的《吃盒子》《戏叔》《渭水河》《挡马》

等剧目充满民间艺术韵调，体现了山西戏曲文

化的精髓。岭南园里，四川省川剧院带来的《变

脸·吐火》《滚灯》等节目惊艳展示川剧绝活，

观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如醉如痴。

除了演出之外，本届戏曲周还精心组织了

学术活动，包括以“传承戏曲文化加强创新转

化”“戏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中国戏曲中

的美学追求”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及青年论文征集

活动，搭建戏曲行业交流互鉴的平台，让广大戏

曲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从而推动戏曲艺术鉴

赏交流、传承发展。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全国

政协京昆室副主任谭孝曾至今已经参加了六届

戏曲文化周。“观众进入园博园，就可以随处看

戏、赏戏，无论是京剧、昆曲、梆子还是其他剧

种，能欣赏到各剧种的优秀剧目。可以说，本届

戏曲文化周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为普及京剧、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谭孝曾说。

以戏会友切磋技艺 
迷上戏曲圆梦舞台

本届戏曲文化周坚持专业性和群众性相结

合，进一步发挥戏曲文化品牌服务大众的特点，

通过多种活动形式让资深票友和戏曲“小白”

圆梦舞台，各得其乐，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幸福

感、获得感。

“太热情了!”在北京园博园的剧场舞台上，

端庄俊秀的舞台形象、行云流水的戏曲程式、流

光溢彩的舞台呈现，吸引了观众争相打卡。来自

票社、儿童社团的青年才俊与小小少年各展才

华，拿出了看家本领，为大小观众奉上了诸多精

彩好戏。舞台上，他们展示技艺，弘扬国粹。舞

台下，他们相互交流各行、流派唱腔，传承并传

播戏曲艺术。

明天剧场的“嬉戏”亲子剧场上演的戏曲

儿童体验剧《新三打白骨精》以孩子的视角全新

演绎经典西游故事，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感

知戏曲魅力。铁枝木偶戏《江湖情仇》《杏元出

塞》《共保家国永安泰》把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

通过木偶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激发孩子热爱戏

曲艺术的热情。

在园博园的各个舞台上，戏曲艺术的群众力

量正悄然迸发着蓬勃生机。北京邮电大学在读研

究生韩婷说，“戏曲艺术需要我们年轻人发扬。

以后，我希望好好学唱腔、声调，练好基本功，

能够顺畅地把身段做好，唱腔唱好”。

中国戏曲票友大赛一直是票友的盛会。本

届戏曲文化周戏曲票友大赛首次实现“零门槛”

开放，参赛选手不限地区、不限国籍、不限剧

种、不限行当，均可报名，受到了广大票友尤其

是青少年票友的热烈欢迎。据统计，本次活动

中，少儿选手占选手总数的46%，涉及20个剧

种，显示戏曲艺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青少年群体

的喜爱。

“本届戏曲文化周有一种沉浸式、参与感

和融入感，使得整个园博园变成一个戏曲的世

界。”国家京剧院一级编剧、中国梅兰芳文化艺

术研究会副会长池浚说，无论是各个院团的展

演、路演、教学，还是互动游园活动，都让老百

姓感觉戏曲就在身边，不再遥远、专业和高不可

攀。“不论男女老少、戏迷还是票友，都能够在

这里打开戏曲的围墙，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有

的人受到了戏曲文化的熏陶，也有的人从戏曲本

体上得到了启迪，每个人都获得了戏曲融入生活

以后带来的幸福感。”池浚说。

跨界融合合力破圈 
文化惠民共谱新章

新时代，戏曲艺术传承面临诸多新机遇、新

挑战，如何借力技术与其他艺术优势合力实现戏

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戏曲”

到“戏曲+”合力推动“破圈”传播，本届戏曲文

化周展现了一些新想法、新形式、新表达，架起

了戏曲与青年观众之间的良好沟通桥梁。

为了将优秀传统戏曲送到更多地方，本届戏

曲文化周联动山东郯城、福建厦门等戏曲资源丰

富的城市设置分会场，多点联动。同时，充分发

挥线上演播便捷化的优势，在“戏曲中国”等平

台对16场精彩的线下演出进行网络直播，还展播

了豫剧《苏武牧羊》、越剧《红楼梦》等14台优

秀剧目，让观众透过小屏幕最大化地欣赏到舞台

细节，感受梨园文化。

作为一大特色和亮点，本届戏曲文化周推出

了很多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戏曲跨界融合活动。台

湾园、5号门广场、北京园门前广场惊喜上演“戏

曲快闪”，从《战马超》中的“快枪”、《虹桥

赠珠》中的“出手枪”到《国粹芳华》中的“彩

唱”“舞绸”“武打荡子”等戏曲绝技绝活一一

亮相。“有些场面我光顾着看了，都没录像！明

天还要再来一次！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内容这么

丰富的戏曲快闪。”有现场观众直呼没有看够。

知名歌手、戏曲名家、网络达人联手献上的

国风现场音乐会，将国潮体验与戏曲艺术完美融

合，让观众感受到别样浪漫。

天津评剧院院长、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曾

昭娟说，通过本届戏曲文化周，希望吸引更多

年轻人走进戏曲、爱上戏曲、推介戏曲、传承戏

曲，以文化自信引领戏曲艺术繁荣发展。

来自天津的评剧少儿组金奖获得者杨淑雨

小朋友激动地告诉记者，小时候因为奶奶是评剧

发烧友，从小被带着听戏，耳濡目染爱上评剧，所

以决定把评剧传承下去。来到戏曲周感觉打开了

戏曲大门，找到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对于将来的戏

曲学习更加充满信心，对未来也是一种鞭策。

本届戏曲文化周还举办了戏曲行业展示交

易会，促进民族乐器、优秀剧本、戏曲服饰等行

业交流。面向游客，开展“以戏观城”、戏趣梨

园市集等活动，搭建戏曲特色消费场景，促进文

化消费。在国风雅韵·戏曲行业交易会的乐泉二

胡展会，展出的二胡种类有京胡、板胡、月胡等

十几种。

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周主场活动结束

后，还将在北京园博园、市内外专业剧场以及

学校、街镇等地，组织开展不同剧种的戏曲演

出、曲艺专场、传统乐器培训、戏曲进社区、

戏曲进学校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常态化活动。

未来，中国戏曲文化周还将继续扩大剧种覆盖

面，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348个剧种全覆

盖。同时，在总结前几届的基础上，立足北京、

面向全国、走向国际，联动全国广大戏曲人共

同擦亮这张亮丽的名片。

当戏曲遇见非遗……
传统文化融合再“破圈”

非遗风车传承人刘文填向游客介绍风车。 原梓峰 摄 庙山二胡亮相戏曲周。

国风音乐会助燃戏曲文化周，古典与现代碰撞火花。白石 摄

昆曲课堂开讲，来园博园不只有戏
本报讯（记者 曹言湖）10月2日，北方昆曲剧团经典剧目

《游园惊梦》《玉簪记·偷诗》接连在北京园博园闽园内上演。

昆腔雅韵搭配闽园内有着浓郁闽南特色的园林建筑，收获了在

场戏迷观众的阵阵掌声。《玉簪记·偷诗》正式开始前，北方

昆曲剧院演员李欣正以互动问答的形式向台下观众普及着昆曲

知识。在场观众听得兴致勃勃，热情高涨地参与着互动。这样的

互动形式不仅弘扬和普及了传统艺术，更让在场观众直观地了解

到了昆曲的魅力所在。“我们希望通过向大家普及这些基础性的

内容，让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少年儿童，能够从小感受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文化传承，爱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李

欣说。

“开门、扶门、拉开门栓、迈门槛……”现场，李欣还邀请

在场观众走上舞台，从开门关门的无实物表演，让观众了解昆

曲，走进昆曲。“讲了这些，我相信大家坐下来看昆曲就不会

觉得枯燥无味了，在进行深入了解以后，能看懂戏中的悲欢离

合，就会觉得更有意思了。”李欣告诉记者。

戏曲+非遗

北京园博园650面国旗组成国庆大道。 戚连民 摄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昆玉曲社的同学们在梨园市集上向过往游客展示昆曲唱腔，将由昆曲
角色衍生出的文创产品展示给“戏迷”游客们。石萌 摄

“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韵·绣梦’国潮时尚秀、戏曲元素的跨界应用（论坛）”
在北京园博园依文时尚欧洲园举办。

大V丰台行，共赏戏曲盛宴
本报讯（实习记者 石萌）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期间，丰

台区委网信办组织11名戏曲、历史、绘画、文创、科普、摄

影等领域网络大V开展“高质量发展看丰台”—中国戏曲

文化周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网络大V的影响力，向广大网友展示

丰台区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以及丰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通过这次活动，将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戏曲艺术，

同时也为北京“演艺之都”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园博园中，网络大V们观赏到精彩的戏曲表演，体验丰

台区的文化氛围，欣赏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知名历史博主

告诉记者，“园林整洁，活动有序，我看到今天还有很多小朋

友来参与活动，也许一开始看不懂戏曲，但是来这里感受到

戏曲就会有很大的收获。我会借助美丽的景色展现戏曲的魅

力，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把戏曲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将丰台

区的发展成果和戏曲艺术的魅力传递给更多的网友”。

小V蜂志愿者扮靓戏曲文化周
本报讯（记者 林瑶 原梓峰）在这场为期七天的戏曲文化盛宴上，有这样一

群身穿蓝马甲的小V蜂志愿者利用假期时间从事志愿服务，在服务奉献中充分

展现青春风采，为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的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身着蓝色马甲的志愿者们为游客引导指路，讲解主要活动内容和地点位

置，还帮助需要的人找距离最近的游客中心、热水供应点，忙得不亦乐乎。十余

个岗位，50名小V蜂志愿者，真正做到了有服务需求的地方就有志愿者的身影。

参加本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小V蜂志愿服务队由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丰台院区各个院

系的大学生组成，小V蜂持续上岗7天，累计志愿服务时长1400小时，预计将为5

万余名观众提供志愿服务。台上，戏曲演员唱念做打，尽显底蕴；台下，志愿服

务温暖人心，传递力量。每一位来到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活跃在

园博园内身穿蓝色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用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热情细致的服务，热

心帮助游客、倡导文明游园，已经成为北京园博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