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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晚，好戏山东2023年元宵戏曲
晚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
为全省人民奉上了一台流光溢彩、热闹非
凡又充满创新表达的国风戏曲盛宴。晚会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柳子
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柳子剧团)、
山东地方戏联盟承办。

“俯瞰黄河美，仰望泰山巍巍……这
里是齐鲁，我们深深地扎根在这片泥土！”
晚会以一首《此齐鲁也》拉开序幕，潮流动
感的曲风、底蕴深厚的歌词迅速将全场气
氛点燃，齐鲁大地的魅力也跃然于众人眼
前。

好戏山东2023年元宵戏曲晚会总导
演、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
任、山东省柳子剧团团长李贝介绍，本场
晚会是一台以戏曲为主题的晚会，与传
统戏曲晚会有很大的不同，“晚会将京
剧，以及吕剧、柳子戏、山东梆子、临沂柳
琴戏、淄博五音戏等山东地方戏剧种作
为载体，与现代音乐、民族音乐、舞台剧
表演等多种艺术进行融合，延伸出全新
的节目带给观众。”节目内容上，按照美
好爱情、家风家训、爱国情怀与未来可期
四个主题篇章进行表演，用戏曲、诗词与
国风戏歌打造了一台充满创新元素与国
风美学的晚会。

戏曲演员用温暖的声线、精湛的表演
将观众引入诗词中描绘的情境，《白蛇传》

《红楼梦》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在舞台
上演，还有《摸鱼儿·雁丘词》中“问世间,
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感叹。晚会
还特别邀请了风靡网络的“龍猛寺寬度”
李政宽，他创作的《武家坡2021》红极一
时，在好戏山东2023年元宵戏曲晚会的舞
台上，李政宽联合山东省京剧院的演员带
来了重新创作的国风戏歌《武家坡2023》。

近年来,全省文艺院团的新创戏曲也
必不可少。山东梆子《孟母》以生动的戏剧
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将“孟母教子”这一

家喻户晓的故事传颂，晚会选取的“三端
碗”唱段引起观众连连叫好。传统名剧《锁
麟囊》经典再现，流光溢彩的辞藻、行云流
水的唱腔令人回味无穷。《王祥卧鱼》则讲
述了动人的孝行故事，让观众感受到柳琴
戏的独特艺术魅力。不久前荣获第“五个
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京剧《燕翼堂》再次
亮相，为观众带来了一个百年望族与红色
土地的革命故事。

新编版《定军山2023》更是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喝彩，国潮民乐高燃开场，在热
血激昂的呐喊声、保家卫国的誓言声中，
老将军铿锵有力的唱腔愈发荡气回肠、回
味无穷。该节目中，舞台着力打造了震撼

的裸眼3D效果，不仅有京剧演员现场演
绎，还有“二次元”黄忠穿越时空，带来极
致逼真的视觉享受。

“梅尚程荀张”五大京剧旦角流派传
人带来了不同韵味的《龙凤呈祥》唱段，节
目由京剧旦角五大流派的山东第三代、第
四代弟子带领第五代小学员共同演绎。一
代代戏曲人的口传心授、手耳相传，让传
统戏曲艺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好戏山东2023年元宵戏曲晚会集结
了全省文艺院团的优秀青年人才，在舞台
效果上，晚会将利用多媒体、灯光、3D投
影等新技术带来全新视听感受。整台晚会
对传统戏曲进行了解构、重构，对每一个

节目都进行了精心编排和演绎，传统戏
曲、创新元素和青春审美进行碰撞，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

“我们希望将传统戏曲呈现得更青
春，更有朝气，打造一台老少皆宜的晚会。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创新的形式，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开来，吸引更多年
轻人走进剧场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打造
一个属于山东的文化精品新IP。”李贝说，
好戏山东2023年元宵戏曲晚会以古诗词
为主题，今后还将继续挖掘这个点，将戏
曲艺术进行再创新。“晚会最后的彩蛋由
孩子们来演唱，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
旅人继续努力，不断传承创新。”

国风美学创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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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明月光中，绮罗弦管
春风路。”2月4日晚，好戏山东
2023年元宵戏曲晚会如期与观众
见面。晚会以文化“两创”作为思
路，进行创新尝试，整台晚会以
古诗词话作为载体，牢牢抓住

“情”字，有亲情、爱情，也有知音
之情、家国之情。节目内容上，按
照美好爱情、家风家训、爱国情
怀与未来可期四个主题篇章进
行表演，用戏曲、诗词与国风戏
歌打造了一台充满创新元素与
国风美学的元宵晚会。

戏曲悠悠，一头是古一头是
今，岁岁年年人不同，戏曲却依
旧流传。这份延续，就是文化。戏
曲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
的文化基因、伦理基因和家国情
怀，体现着中华美学精神，是宝
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吕剧、柳子戏、山东梆子、临
沂柳琴戏、淄博五音戏……山东
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省，拥有28
个戏曲剧种，剧种数量位于全国
前列。近年来，山东各地方戏曲
院团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大胆创新戏曲发展理

念，在戏曲人才培养、精品艺术
创作、演出市场培育、公益惠民
服务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系
列成绩。然而，山东戏曲人并没
有就此满足、止步。“人文沃土可
以深度耕作”是山东的比较优势
之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山东责
无旁贷。

2023年的元宵戏曲晚会是
“好戏山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
示。十年来，山东累计新创作大
型剧目500余部、小型作品2000余
件，先后有300余部剧(节)目获得
文化和旅游部创作扶持或入选
全国性展演。民族歌剧《沂蒙
山》、京剧《燕翼堂》、吕剧《大河
开凌》、柳子戏《老青天》、杂技剧

《铁道英雄》、话剧《孔子》等一批
精品力作立上舞台，不同艺术门
类均衡式快速发展，这正是“好
戏山东”的底气。

好戏还要好看、爱看。任何
一门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受众，
只有争取到更多观众特别是年
轻观众，实现受众年轻化，才能
为戏曲艺术可持续发展蓄足内
生动力。实际上，戏曲从来不与

“老气横秋”四字画等号。戏曲之
所以能传承数百年，就在于它始

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始终
是一种顺应审美发展的时尚艺
术。

国风潮涌，“破圈”已成为山
东戏曲人当下更高层次的艺术
追求。“破圈”的关键在于戏曲现
代化，而好戏山东2023年元宵戏
曲晚会便是一块“试验田”。从中
我们看到了戏曲与电视剧、电
影、舞台剧、说唱、摇滚、民谣、民
乐、舞蹈、裸眼3D技术的融合，也
看到了年轻观众对文化创新尝
试的新奇和认可。

这种创新是守正创新，是在
遵循戏曲美学和艺术规律的基
础上，通过融入时代精神、现代
理念和当代舞台表现手段，实现
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从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观众审美
相契合。如此一来，才能使戏曲
永远保持独特性、体现时代性、
富于现代性，成为人类先进文化
的一部分。

办好一台晚会只是一个开
始，叫响“好戏山东”品牌，还需
要有更多的平台和手段。如今，
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发生历史
性变革，网络直播、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5G等新技术，对包括戏

曲在内的剧场艺术产生较大冲
击，同时也为戏曲发展、特别是
戏曲传播打开新天地。因此，繁
荣发展戏曲事业不仅要建立一
支编、导、演、音、美门类齐全的
创作表演人才队伍和现代管理
人才队伍，而且要培养一批把握
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
局、传播方式、信息技术的传播
人才队伍。这正是戏曲“破圈”的
关键一环。

疫情以来，文化旅游是受到
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作为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需”，文化
和旅游消费需求亟待释放，好戏
山东2023年元宵戏曲晚会的火爆
便印证了这点。2023年是“山东消
费提振年”，近期 ,省文化和旅游
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制定了《大力提振文化和旅游消
费的政策措施》，其中就有不少关
于支持山东戏曲发展的重磅利
好。有了政策的支持，加上戏曲人
和关心戏曲事业发展各界人士的
共同努力，锚定“好戏山东”的目
标，定能更好地传承齐鲁文化基
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用戏曲讲
好山东故事，使戏曲艺术更好地
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好戏山东，好戏在后头。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