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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韵悠扬，丝丝扣心。
12月2日~7日，仲冬时节的省城太

原没有往年那么寒冷，仿佛以一种热情
的姿态，欢迎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新创剧
目展演活动在山西大剧院倾情上演。

此次展演由运城市委宣传部主办，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承办。6天演出，5部新
创精彩剧目，1场别开生面的专家研讨，3
个展示蒲剧艺术发展历程和关公文创产
品的展览……这次活动以崭新的姿态和
气势，带着对运城文化和蒲剧文化的生
动诠释，赢得了省城观众和专家的盛赞。
演出的成功，令人振奋。接连不断的掌声
和喝彩声，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蒲剧艺
术绽放华章的新表达，也让我们看到了
蒲剧艺术承前启后的新未来。

倾心投入 精益求精

此次展演，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携5部
精彩剧目亮相：舞台剧《永乐宫纪事》、红
色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新编蒲剧
历史剧《忠义千秋》、新编蒲剧现代戏《红
白喜事》、新编蒲剧《西厢记》。这些带有
运城文化元素的精品新创剧目，为省城
观众送上了一道道视听盛宴。

演出节奏紧、任务重，但最终每一场
都是完美呈现。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演
职人员台前幕后的辛勤付出和倾心投入。

早在出发前，每一个剧目的导演、编
剧、演员、音乐、舞美、灯光等都高度重
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细细打磨、认真
对待每一个细节。

每一场剧目都是晚上 7 时 30 分开
演，留给演职人员的时间，只有前一天演
出结束到第二天开演之前。相关剧目的
演员们，每天一大早就马不停蹄地到剧
场排练，熟悉演出场地，小到一个眼神，
大到整体走位都精益求精，中午12时在
剧场匆匆吃完工作餐继续抠细节，一直
到下午5时抓紧时间吃完晚饭开始妆造，
力求以最佳状态登上舞台。尤其是《忠义
千秋》，许多演员都要提前上装、扎好背
旗，只为演出时动作更灵活些。而每天晚
上演出结束后，舞台工作队的工作人员
同样要加班加点，针对剧目不同的舞台
效果进行道具、灯光、音响等方面的设计
布置，确保整体演出效果。

每一次演出对于演员来说，都要以
第一次表演的态度去对待，这既是展示也
是挑战。出演《永乐宫纪事》和《党的女
儿》的“夫妻档演员”冯海荣、畅萍，就是如
此。冯海荣在前者中饰演既传统又创新
的吕爷爷，而在后者中饰演叛徒马家辉。
一正一邪的巨大反差，让他在表演中受益
匪浅。“所有成功的角色，都应有挑战，千
篇一律的绝对不是好演员。”他说，“我们
会继续打磨这两部剧，演员之间也会继续
磨合，讲好河东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运城
文化。”畅萍饰演的一个是吕玉珍，一个是
马家辉的媳妇桂英，同样跨度很大。尽管
这次在省城演出有点紧张，但看到观众的
反馈，她如释重负，感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因优美动听的
唱腔和端庄大方的形象，赢得观众的喜
爱。此次饰演崔莺莺的是全国小梅花金
奖获得者陈洋洁。谁也想不到，她来太原
前只紧张地排练了4天，就为省城观众呈
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此前，她一直饰演
的是可爱俏皮的红娘，这次转换为崔莺
莺，为演好这一角色，她在唱腔、动作、身
段等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重新琢磨研
究，熟悉唱段、道白，观察前辈老师的表

演，还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这对演员来
说是一种挑战，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认识到一个新的自
己。”她说。

饰演红娘的全国小梅花奖获得者吴
敏丽说：“我们在台上投入地演出，观众
给我们的回馈非常热情。这对我们青年
演员来说，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体
现了观众对我们的认可。”

中国梆子大会金奖第一名、张生扮
演者南征表示：“这次能到省城演出，非
常有意义，对于蒲剧、对于我们蒲剧青年
演员是一次宣传，也是一次历练和提高。
希望今后有更多这种机会，让我们在传
承和发扬蒲剧艺术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成果喜人 好评如潮

每一场演出都是成功的，现场雷鸣
般的掌声和叫好声，久久不愿离去的观
众，都印证了这一点。大家的精益求精和
努力付出，让这次展演收获了多方赞誉。

6 天的展演里，省城观众看到了《永
乐宫纪事》里永乐宫整体搬迁的历史奇
迹，感受了《党的女儿》“初心犹未尽，热
血化长虹”的革命气概，体味了《忠义千
秋》关公的忠义仁勇，了解了《红白喜事》
倡导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的新风尚，领略
了《西厢记》传颂近千年的爱情故事的唯
美浪漫。通过这些剧目，大家重新认识了
蒲剧及厚重的河东文化。

太原市民张志刚和爱人观看了《党
的女儿》，不仅被剧目传递的革命精神感
动，也被运城的优秀演员感动。“我们非
常想看一次这种积极向上的文化表演，

《党的女儿》特别吸引我们，带领我们重
温了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的辛苦和不易。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通过这部剧体会
和了解革命先烈的辛苦付出，珍惜现在
的生活，感恩党和国家。”他说，来自运城
的演员们演得非常好，专业素养很过硬，
很容易就把他们带入剧情中，为演员们
的精彩演绎点赞。

家乡戏家乡情，很多在太原的运城
籍人士，在得知展演后纷纷赶来，看看家
乡人的面孔，听听家乡的戏曲。

在太原生活了20多年的永济籍雷丽
丽女士，特意带着爱看戏的父母观看了
舞台剧《永乐宫纪事》，被整场演出深深
震撼。“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舞台剧，这
次现场近距离感受完全不一样，舞台非
常漂亮，演员表演非常到位，更能感受到
演员的情绪。”她说，“这部剧还传承了我
们永乐宫厚重的历史文化，很有价值，能
让更多人了解永乐宫，看到当时人们对
文物保护的耐心和坚守。”

临猗籍的刘女士同样在太原生活，
从小父母就喜欢看戏，这也成了她心中
的一个情结。这次得知家乡蒲剧来太原
展演，她专门购票观看。“以前可能不太
懂父母为什么爱看戏，这次现场观看真
的触动很深，演员们的表演非常精彩，场
景很真实。我也希望家乡戏能够经常来
太原！”她说。

与此同时，在6日针对此次展演召开
的座谈会上，省城的8位专家畅所欲言，
共同探讨蒲剧未来发展，纷纷对此次展
演充分肯定，尤其是对有着深厚基本功
的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作了高度赞扬。这
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也是对蒲剧未来发
展方向的一次探索。

不仅如此，此次展演吸引了包括中央
媒体、省级、运城市（县）级等51家媒体的
报道与关注，大大提高了运城蒲剧及山西
省蒲剧艺术院的传播声量和品牌效应。

蒲苑新姿 华彩绽放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省蒲剧艺
术院挂牌成立，整合了优势资源，激发了
内生动力，融蒲剧艺术科研院所、演出团
体、中等学校、技能培训于一体，开展创
作、制作、研究、演出、教学、培训等工作，
促进了艺术事业发展。

这5部剧目，正是运城市文艺院团改
革的成果，其中，《忠义千秋》《永乐宫纪

事》创作历时 3 年，《红白喜事》历时 1 年
多……这些新创剧目，主创全是年轻人，
让人看到了戏曲的传承发展。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党委书记王志凯
介绍，此次在太原举办蒲剧艺术展演，源
于 11 月 21 日蒲剧《忠义千秋》在国家大
剧院市场化运作演出后的一票难求。“这
触动了我们，后来就有了这次展演，向省
城观众汇报，同样还是市场化运作。这么
做，就是想普惠到一般百姓。”

把近年新创的剧目整合到一起，大
规模地到太原集中展演，并不容易，可谓
20年来的首次。“首先是践行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想把运城当地优秀的传统文
化展示到太原；第二是讲好运城故事，促
进文旅融合；第三是讲好蒲剧故事。”他
说，这里有永乐宫搬迁的故事，有关公的
故事，有运城新农村移风易俗的故事，也
有普救寺莺莺塔的故事，“原来的蒲剧
团、蒲剧青年团、文工团和艺校合并组成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后，提供了优势资源，
激发了这些创作。”

令人欣喜的是，据山西保利大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业务策划部经理许蕾介
绍，此次演出效果超出预期、上座率高、
销售很火爆，在太原掀起了一股“运城
风”，让省城观众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的运
城优秀剧目。

“每一场上座率都在80%以上，作为
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潜力来
做市场的。山西省蒲剧艺术院的改革，打
通了艺术教学、创作研究、演出的渠道，
特别是人才培养的渠道，为蒲剧和运城
市艺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王
志凯说，“未来我们将继续以人民为中
心，出人、出戏、出精品，给老百姓提供更
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

一部部新创剧目以崭新的姿态，构
成一幅瑰丽的文化长卷，让省城观众再
次关注到了运城，欣赏到了古老蒲剧的
艺术魅力，也续写了新时代蒲剧发展的
华彩篇章。这份创新探索的新路径，正在
徐徐向前，无限绵延。

凝聚探索之力 绽放蒲剧华章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新创剧目赴省城展演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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