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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3 期) 

主办：天津市艺术研究所                           2015年 11月 30日 

 

【深度观察】 

我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10月，市文广局组织召开了局系统“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交流推动会，对主题实践活动进行再部署、

再动员、再推动，推动会上各单位回顾总结了开展主题实践

活动的情况，交流了各自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功经验。 

    首先，惠民演出更接地气。歌舞剧院的李瑛，通过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受鼓舞，再加之多年

随剧院下基层的演出经历，萌发了举办“百场惠民公益演唱

会”的想法。自今年 4 月至今，李瑛已举办了 20 多场“百

场惠民公益演唱会”。每场音乐会在曲目安排，音乐会筹备

等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为了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课余

文化生活，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精心筹划了 2015 年“儿童

剧下基层”各地巡演活动，并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将儿

童剧送到了新疆省的克拉玛依市。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指定

专人同戏迷联系，邀请戏迷免费看戏的同时，听取他们对演

出的要求与意见，不仅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盛果，还让艺术

为了人民进一步落到实处。 

    其次，结对帮扶形式多样。为使帮扶工作更加深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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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院团在与基层文艺团体结成帮扶对子，对其进行文艺辅

导培训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方法。天津歌舞剧院将替换下

来的乐器赠送给帮扶单位，以增强他们的演出实力。天津京

剧院优秀演员将国粹京剧送到课堂，让传统艺术种子播洒在

校园。环湖中学京剧兴趣班的同学们长期向天津京剧院的演

员老师学习京剧唱段和身段表演，学生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京

剧艺术的博大精深。 

    再次，民间采风体验生活。天津歌舞剧院的舞剧《泥人

的事》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资助项目。为做好对该

剧的加工提高，主创人员先后赴杨柳青、静海、汉沽、霍元

甲故居、石家大院、天津五大道和起士林等地区进行采风。

创作人员同当地民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民风、民俗，将切

身感受到的天津地域特色和人文风貌，融进了艺术创作中。 

    一年来，我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人民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

能将人民的伟大实践和火热生活变成作品中的生动情节和

感人形象，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撰稿：苏坦) 

今下天津舞台艺术中青年观众哪去了 

随着天津演出市场的繁荣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受众群体

——观众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笔者采用随机采访及问卷

调查的方式，对天津舞台演出观众群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

显示，无论是戏曲、曲艺表演，还是话剧、歌舞演出，在天

津均拥有一大批老年观众,且年龄在 60岁以上的观众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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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银发群体，中青年观众数量十分“匮乏”，特别是 30

岁以下的青年观众。 

观众年龄梯队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为：中青年人群平日

的文化娱乐休闲以电影、电视为主；对演出信息了解不多；

演出剧目吸引力不够强；工作繁忙、压力大能够分配给观摩

的时间有限。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如何培养出

一批喜欢舞台艺术、素质高的中青年观众成为我们要思考的

问题。 

第一，了解中青年观众的文化需求和观摩心理，有针对

性地推出学生票、情侣票、亲子票、组合套票等促销方式。

并结合高雅艺术进校园、送戏下基层、小型演出进社区、演

出单位与大型企事业单位联谊等方式增加潜在观众群对演

出的了解。在随机采访中有青年朋友向笔者介绍，“由于工

作繁忙，自己对天津的演出信息一无所知，也不会特别关

注。”所以，加强演出单位与企事业单位间的交流就显得尤

为重要，一定要多创造机会，努力打通中青年观众亲近舞台

的通道。 

第二，加强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调研中发现，网

络媒体是观众了解天津演出市场、剧团演出信息的主要渠

道。因此，在加大网络媒体宣传力度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其

他宣传媒介，如电视、广播、交通媒体、报刊等宣传渠道的

利用，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将天津舞台演出信息进行推广，

推广的内容简明生动、具有时代感，以此吸引中青年观众的

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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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上演的剧目要贴近生活，关注当下，为广大观众

喜闻乐见。为拉近舞台与普通观众，特别是中青年观众的距

离，要加强演出前导引和上演后信息反馈工作。采取多种方

式介绍演出内容、演出团体和主要演职人员，帮助观众更好

的理解演出内涵，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样演出结

束，不意味着演出任务的完成，只有与观众进一步交流，了

解到观众的反馈意见，才能使演出更加完善，不断推陈出新。 

    第四，大力提倡剧院与观众、演员与观众交朋友，建立

互动平台，演出主体多听取观众意见，并以加微信群，点评

有奖等形式鼓励新老观众为天津舞台谏言献策，让更多的中

青年观众参与到天津舞台演出的市场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有更多的中青年观众关注并喜爱舞台艺术，更希望舞台艺术

能为广大的中青年观众带去生活中的快乐与精彩。                        

                                        (撰稿：齐悦) 

 

【媒体观点】 

观众审美需求是中国戏曲振兴的命脉 

2015 年 9 月 23 日的《中国艺术报》刊登于海阔的文章

《观众审美需求是中国戏曲振兴的命脉》。文章指出：戏曲

艺术是民族瑰宝，却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渐式微。戏曲的衰落

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观众审美需求的改变却是戏

曲衰落的根本原因。传统舞台样式不符合现代观众审美标

准。戏曲的语言和动作本是具有写意性的，舞台真实感是通

过演员的“四功五法”将环境、时间、条件展现出来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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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大多数观众是对接近生活真实的艺术更有亲切感，空荡

荡的舞台显然已不符合大多数现代观众的审美标准，应该重

视处理好舞台的“虚”与观众审美的“实”之间的矛盾问题。

振兴戏曲艺术应首先解放思想。应该科学，合理运用其他剧

种及艺术形式的元素，探索出一条能被大多数观众接受的创

新之路。戏曲衰落的现实从观众数量及演出次数的锐减就可

以表现出来，用戏曲研究的增多来证明戏曲并未衰落是在偷

换概念。观众的审美要求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达到观众

的审美要求、缩短与观众的心里距离才是文艺工作者努力的

方向。 

           （靳冉编） 

别把儿童剧创作当作儿戏 

   2015 年 6 月 23 日《中国文化报》发表祝静的文章《别

把儿童剧当作儿戏——第八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观

察》。针对目前剧本质量低下，盲目走市场的现象，作者提

出长此以往，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儿童剧未来的发展。儿童剧

创作要改变现状，首先，从好剧本抓起。为缓解剧本缺乏问

题可以采取“征集新创一批、整理改编一批、买断移植一批”

的办法，政府或民间资本出资扶持剧本创作，逐步建立覆盖

全国的儿童剧剧本共享资源库。其次，互动要符合剧情。剧

本创作中互动环节的融入已习以为常，但“戏不够互动来凑，

戏不热互动来逗”的现象始终存在。互动情节的设置应和戏

的本体有关联，紧贴戏剧冲突，只有符合剧情的互动才自然。

为互动而互动不仅失去了设置互动环节的价值和意义，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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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干扰观众观剧。再次，儿童剧创作不可小视。中国儿

童剧已然形成的舞台样式不应被抛弃，无需非得以西方音乐

剧为范本，对外来戏剧元素的吸收应考虑是否适合剧情和观

众审美。儿童剧创作也应深入生活、细分观众市场。中国儿

童剧与学校教育应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并应根据受众年龄

段进行细分，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观众量身打造作品，书写

他们自己的生活，反映他们的需求，走出属于中国儿童剧自

己具有特色、从实际出发的发展道路。 

                                        （郝天石编） 

 

【文艺评论】 

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象---历史话剧《伏生》观后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历史剧《伏生》，令人耳目一

新。 

 该剧取材于历史人物伏生的经历，背景从“焚书坑儒”

到“独尊儒术”，极具历史韵味。当然，对于伏生而言，这

是一个穿越，如果他活到汉武帝时期，算来得有一百六，七

十岁了。伏生致力儒学，是《尚书》权威。秦始皇“焚书”

期间，他将《尚书》藏之于墙，然后随方就圆，享年九十多

岁，波澜不惊。 

 若无伏生，《尚书》绝响。 

《伏生》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焚书

令下，伏生徒唤奈何，将所藏儒家典籍付之一炬。不久，又

因畏惧秦法，出卖儿子，致其惨遭杀害，气得夫人自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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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出走。一介名儒，竟落得筚路褴褛，痴儍呆苶。只为留得

三寸气，毫无尊严，残喘人间。一味叨念：“我不能死呵！

我不能死”。引得天谴地咒，人骂狗咬。 

 伏生这般模样，只因焚书之前，闭门二十多天，把《尚

书》通篇背熟，将《尚书》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这就意

味着只有活下去，才能薪火不灭。否则，这一儒家经典便会

淹没在历史长河。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宁舍老命，不失

颜面的名儒，陷入了极致困境。死，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

活，则是一种痛苦的磨难。最终，伏生做出了选择，以苟且

偷生的方式，扛起历史责任，以苟且偷生的方式，体现生命

价值。出卖儿子，气死老婆，泣血椎心，含悲忍愤，只为往

圣继绝学。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大灾大难，经历多多。之所以

败而不亡，亡而不绝，今又赫赫巍巍，浩浩荡荡。既有赖于

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刚劲；也有赖于屈而不死，弯而不折

的柔韧。伏生的命运，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不同侧面的一个历

史写照。中华民族曾发出无数次悲叹，但没有一次绝望的悲

叹，她的悲叹透着隐忍，透着期望，透着一种信念：“明天

会好起来的”。伏生，正是这样，他是中华民族性格艺术化

的展现。伏生的经历，似一串长长的脚印，从久远的过去走

来，沉重而又扎实，凹藏着一种底蕴，凸显着一种精神，包

含着基于理性的文化特征、文化自信和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的文化力量。 

“士可杀不可辱”。古来鸿学巨匠，都有极其强烈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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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倘若面对无道昏君或生不逢时，宁可一死，也要保全

人格尊严。所以，千百年来的文学作品，从未出现过忍辱偷

生的通硕大儒。而《伏生》创造性地刻画了一个活着比死了

更加痛苦，活着比死了更加勇敢，活着比死了更加感人的艺

术形象。这一艺术形象，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更是

话剧舞台的一个开创。以前，既使舞台上出现类似伏生的人

物，也是配角，或用于丰富作品，或用于反衬其他人物。而

将其作为剧中的核心人物打磨，尚属首次。将其刻画的极为

鲜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更是前所未有。伏生的贡献，非

英雄不能。但他又打破了不是胸藏百万，指点江山，便是刀

头舔血，吆五喝六的英雄模式。塑造这一人物的角度之奇巧，

立新之新颖，必将拓宽许多作者塑造艺术形象的思路。 

在作者笔下，伏生很柔，但柔中有刚；伏生很弱，但弱

中有强。伏生的窝囊，传递的却是坚毅；伏生的卑微，折射

的却是高尚。伏生的酗酒、狼狈、荒唐举止，隐寓着哲理思

辨。伏生被嘲讽、辱骂、欺凌，埋下的却是惊叹、推崇、景

仰。 

无数观众，看惯了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英雄。忽然，

又走来一位宁屈不死，宁弯不折的俊杰，怎不耳目一新。 

 作者让这一艺术形象，以一己之身，担起沉重的文化守

望。其中包含社会的变迁，人生的曲折，外界的压制，内心

的定力。作者呈现给观众的伏生，不止历史上的伏生，而是

承前启后，使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万千先贤。伏生带给观众

的，不止对历史的回首，更是对现实的审问，对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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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余音绕梁，它将一个古老的人物和古老事件

注入了当代气息，使之成为近年来难得一见，过目不忘的历

史剧。不过，该剧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配角形象少有亮色，

秦始皇、李斯、闽姜、子勃、羲娥、隐兮，要么直白，要么

突兀，要么斧凿。一哨人马，围绕伏生，似陪太子读书。这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核心人物更高层次的发挥，影响了这部

作品的整体效应。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部戏剧作品更不可能面

面俱到，尽善尽美。 

    总而言之，《伏生》讲述了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具有

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整个华夏民族的影像，令人游怀古今，一

叹沧桑。 

                                    （撰稿：陈洪起）  

《金玉奴》的人物形象与人生价值观 

日前，在中国大戏院观看了由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

《金玉奴》，在孙毓敏的艺术指导下，主演刘红雁的表演极

具荀派特点。《金玉奴》，也叫《鸿鸾禧》、《豆汁记》，

取自古典小说《三言两拍》。除了河北梆子，该剧目还被京

剧、评剧、蒲剧、锡剧、黄梅戏所演绎。受青睐于多个剧种、

并广泛流传至今，这些现象均表明，该剧是有着广大的观众

群体的。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两点不可忽视。 

首先，该剧种表现了多种人物形象。 

金玉奴是乞丐头之女，虽然家中不甚富裕，但日子过得

也算安稳。一天，在一个的寒冷的大雪天里，她在自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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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倒地的秀才莫稽，当得知他是因冻饿而潦倒不堪时，

这位善良而淳朴的姑娘立即想到家里还有半碗剩下的豆汁，

但又想到一个青年男子倒卧在自家门前似乎多有不妥，于是

就让他进入院门。在这一番思想斗争中，姑娘那善良而羞涩

的性格展露无遗。其父金松，极具当今家长的特点：一切为

了孩子。当女儿说喜欢莫稽时，金松立即将其招赘为婿；当

莫稽因赶考得中做了县令而看不起金松时，他为了女儿的幸

福宁可自己受委屈。一个一心为女儿着想的父亲形象呼之而

出，让观众倍感熟悉。剧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莫稽，虽才华出

众，但心若蛇蝎。在他落难之时，得到了金家父女俩的热心

救助；与金玉奴成亲之后，岳父金松用沿街乞讨来的饭菜心

甘情愿地供养他，并鼓励他进京赶考；而当他功成名就时，

却立马翻脸，不但嫌弃这对父女，还以最为阴险的手段将有

救命之恩的妻子置于死地。该人物形象在观众的心中激起了

无比的愤怒：这种人太可恨，整个一个畜生不如！最后，该

剧中官职最大、以“善人”的身份出现的新任巡按林润，救

下了被推入江中的金玉奴，并对其遭遇深感同情，将其收为

义女，想用这个极具光环的名誉，让金玉奴的地位与已经当

上县令的莫稽相匹配。虽然林润有同情弱者的意愿，但他一

没有把莫稽害死玉奴当作杀人行为，二利用金钱与地位来拯

救玉奴，可以看出林润表面上是个救穷人于水火之中的善

人，但实际上他同样是个看重金钱与地位的势力之人。而这

个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人比比皆

是，另一方面这个人物的出现在该剧中起到转折作用，让善



11 

 

良的金玉奴、丑恶的莫稽二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增强了该剧的戏剧色彩。 

第二，该剧中朴实的生活价值观占领上风。 

中国的戏曲一般以大团圆为结尾，图的是一个喜气，但

该剧则以痛打、痛斥莫稽并将其停职查办而告终。虽有别于

传统的结尾形式，但观众在这民间的惩罚“痛斥与痛打”之

中得到了快感，满足了看戏的欲望。同时，我认为这个剧目

能够备受钟情，更主要的还在于弘扬和痛斥了金玉奴、莫稽

不同的人生价值观。 

莫稽的价值观是在各个人生阶段永远做对自己最有利

的选择而不顾他人、甚至是恩人的安危。因此，他对金玉奴

的态度是根据自己的身份而随时更改的：当他冻饿不起的时

候，他选择了温情；当他考试得中、即将赴任时，却因怕同

僚耻笑，他选择了绝情；而当他为了巴结上司稳固自己权势

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倒在金玉奴的面前，此时的他又

选择了伪情。 

金玉奴虽然是个小家碧玉型的女子，但她却能以自己的

纯真与正直去辨别大是大非，她能够拨开这迷障看到显赫里

面埋藏的卑鄙：义父林润力劝金玉奴与莫稽二人破镜重圆，

实际上是官官相护，根本就不考虑一个弱小女子在受到生命

威胁时无助与绝望的心情。因此，当义母说：“儿啊，看他

跪的可怜，就饶了他吧。”金玉奴问道：“义母，你看他跪

的是哪一个？”“自然是你呀！”她十分清醒地说：“他跪

的是林小姐！跪的是银元富贵！义父，你再看他怕的是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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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怕的自然是你呀！”她斩钉截铁地说：“他怕的是

你林大人！为的是附凤攀龙！对我金玉奴哪有半点愧悔之

心！”最后她愤然选择了回归自然，回归劳动，回归贫民百

姓的生活：“多谢义父义母与我报仇雪恨，回家去做针黹勤

操劳，我侍奉爹尊。”  

这两种人生世界观在历代乃至当今都有存在，观众看到

这两类人物时，能够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影子。因此，当他们

在剧尾看到严惩自私自利的势利小人时，发自内心的欢畅；

看到善良之人能看透世事、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坦然洒脱

地回归淳朴和自然时，一种释然和欣喜又让观众一扫闷气而

轻松、畅然地满意而归。 

总而言之，该剧目中呈现出的丰富的人物形象，以及剧

中体现出的朴素的人生价值观，是让该剧成为一棵至今还能

受到多个剧种观众青睐的常青树的两个要点。 

                                     （撰稿：齐会英） 

 

【科研要报】 

完善天津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对策建议 

 天津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完善，虽说只是一个区域层

面的事情，但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对于涉及全

国的方针政策和制度，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制度设计，改善

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而对于微观层面的，则需要天津市各级

政府落实政策，强化政策执行力，保障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这两方面工作应该齐抓共管，才能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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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促进天津乃至全国文化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国家层面。现实国情下，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需要中央政府完善顶层设计。为此，首先，应加快立法，严

格执法，包括抓紧制定《事权法》；适时制定《文化产业促

进法》；严格执行新《预算法》。第二，应完善文化产业税

收政策，包括加大流转税优惠，增加扣除环节和项目；加大

所得税优惠，降低文化企业研发成本；允许计提和扣除准备

金，防范文化产业创新风险；促进法制建设，提升科技税收

政策的法律层级；加大“事前优惠”，前置激励政策。第三，

应健全资产评估体系，为文化产业拓宽融资渠道提供技术服

务支持。 

 二是天津市层面。天津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做好以

下几方面工作以推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完善。首先，应

借助开发性金融的资本优势，支持天津文化产业发展；第二，

鼓励文化企业上市，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第三，积

极创造条件，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第四，拓展政策性支持

空间，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第五，调动社会力量，支持

文化产业投融资发展；第六，拓展新型融资方式，努力为文

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摘自 2012年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完善天津市文

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研究》，课题负责人：李勇，项目编

号:E12002 ） 

                                          （张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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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域文化再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 

文化创意产业的源泉来自文化本身，是对文化因素、事

象的再创造。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

可以在当代发挥作用。天津在文化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几千年的历史孕育出独特的天津地域民间文化形态。 

天津文化创意产业从觉醒到探索，从跟进到突破，呈现

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形成天津滨海新区和老城区（包括部分

区县）“双核并进”的格局。文化创意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

园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天津逐步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创

业产业园区。作者认为天津地域文化中可抽取的再设计创意

元素众多，如杨柳青木版年画、天津泥人张彩塑、大郑剪纸、

天津风筝魏风筝、天津传统戏剧与曲艺、天津的民间名俗、

舞蹈。目前，天津诸多的地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环境

设计、动漫及多媒体设计中已得到再设计创意。 

作者认为，在对天津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再设计以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的同时，也要对地域文化进行保护与发展。对此

作者提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民间艺术资源的保护措施 

1、利用现代传媒普及全民保护民间艺术的意识。 

2、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保护政策。 

3、建立多级别的民间艺术博物馆。 

（二）、民间艺术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1、依托旅游业使民间艺术产业走出困境。 

2、利用数字化技术“复活”民间艺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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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的同时开发和研制传统民

间艺术的延伸产品。 

   （摘自 2012年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地域文化

再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研究》，项目负责人：张立雷，

项目编号:D12017）  

                                      （苏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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