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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团偏好“评奖戏”
观众却爱“吃饭戏”
———从传统老戏票房走红看新编戏的短板

! ! ! !本报讯 （记者
林明杰）昨天晚上，北
京保利 !"#! 春拍近
现代书画夜场中，李
可染的著名画作《万
山红遍》以 !$%%亿元
人民币落槌，刷新李
可染作品拍卖纪录，
并成迄今为止今年春
拍单品成交额最高的
中国艺术品。
该画此前预展时

估价 !$& 亿元人民
币，引起广泛关注。昨
晚正式拍卖时以 #$&

亿元起拍，经过数轮
竞价，最终以 !$%%亿
落槌，若加上佣金成
交价达到 !$'(!% 亿
元。据悉，买家为国内
民营企业家。

创作于 #')* 年
的《万山红遍》是成就
李可染在中国近现代
画坛地位的里程碑式
作品。该画题材取毛
泽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诗意而
成。“万山红遍”共有 +幅存世，这件
,"平尺的《万山红遍》是民间流通作
品中尺幅最大的一件。但昨天拍卖
中，李可染的《井冈山》却流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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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孙佳音）)月 !日、(日晚，著名越
剧尹派小生萧雅携复排剧目《何文
秀传奇》、新创剧目《状元未了情》
亮相首都长安大戏院，以此作为由
她投资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营越
剧院团成立 ," 周年的庆典演出。
华建敏、曾培炎、熊光楷、王文章等
领导同志与满堂戏迷一起为萧雅
深厚的演唱和表演功力击节叫好。

萧雅是“越剧皇帝”尹桂芳大
师的入室弟子，尹派小生的传承
人，以坚持“移步不换形”深得新老
越剧迷的喜爱。!""!年 )月，萧雅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下，敢为人
先，成立了上海第一家民营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十年间，萧雅先后投
入 +""多万元资金，排演了九台大
戏和一台综合折子戏，演出足迹遍
布京、津、沪、苏、浙等 *" 多个地
区，为各地观众奉献了 ("""多场
精彩演出，为越剧事业的传承、弘
扬和发展做出贡献。!""*年，萧雅

凭借在原创剧目《状元未了情》中
的出色表演，获得第 !,届中国戏
剧梅花奖。

)月 !日晚演出的《何文秀传
奇》强调传奇色彩、诗化气质，情
节复杂，人物丰满，忠奸善恶分
明。萧雅扮相潇洒俊逸，富有书卷
气，她把流行歌曲中的轻声气声
糅进越剧之中，而“算命”一段还

有苏州评弹和宁波滩簧的味道，
更是委婉动人。

(日晚演出的《状元未了情》是
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后复排的，看似
新意盎然，却不离传统的深厚底
蕴，萧雅带着新科状元杨雪筠曲折
感人的爱情故事，凭借其精湛的演
技和臻于完美的唱腔再次征服了
首都戏迷。

扮相俊 唱腔美 演技精
尹派小生萧雅成功献演长安大戏院

! ! ! !更正 昨日本报 !"文娱新

闻版!京剧名丑艾世菊昨去世"

一文配图误用健在京剧名家朱

世慧照片#特此更正#并向相关

人与广大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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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离开演还有近一个月，杭州越
剧院本月底将在上海大剧院推出
的 *台大戏中的 (台经典老戏，每
场 ,)""张的戏票已接近售罄。上
海越剧院本月在大宁剧院推出的
赴台演出预演系列的 %台大戏中，
票房一路领先的也是越迷们最耳
熟能详的经典老戏《红楼梦》等。虽
然这些年各戏曲院团在新编戏创
作上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有一
批新戏获奖，但在演出巿场上依然
是经典老戏一枝独秀。新编戏与传
统老戏相比到底缺了什么呢？

老戏演出市场火
从逸夫舞台今年上半年的节

目安排来看，除了包场之外的百余
场演出中，传统老戏占了 &"-，一
些经典老戏更是反复出现多次。新
编戏在逸夫舞台上半年的“份额”
中仅占到 !.-左右，其中还有一部
分是“好戏大家看”公益场或其他
政府资助项目的演出，真正纯商演
的新编戏数量有限。对此，逸夫舞
台经理钱莉莉坦言，票房主要还是
得靠经典老戏，这是“吃饭戏”，有
些经典老戏一年中会在逸夫舞台
演出近十次。

新戏编排为得奖
新编戏往往花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请名编剧、名导演不惜重金，
服装、舞美比起传统戏来也明显要
考究得多。为什么这样辛辛苦苦排
出来的戏却往往不被演出市场认
可呢？这恐怕与院团的创作初衷有
关。现在很多新编戏被直截了当地

称为“评奖戏”。翁思再表示，现在
的戏曲创作是“一奖遮百丑”，院团
不是向市场要钱，而是向政府要
钱。虽然很多院团在接受采访时并
不承认这一点，但从其运作的“轨
迹”却可以看出不少端倪———主创
团队的选择重名气而不在意其是
否熟悉本剧种，创排早期介入的往
往只有专家学者而无演出营销部
门，参加论证、座谈的专家多为各
奖项的评委而非本剧种的内行
……既然戏不是为观众排的，那观

众不买账也就顺理成章了。

顾此失彼叫座难
当然，也有一部分新编戏是希

望“既叫好又叫座”的，只不过从历
次评奖的结果来看，专家的眼光和
观众的喜好之间还是有着相当明
显的差别，因而在新编戏创作中院
团和主创人员难免“顾此失彼”。虽
然身为京剧《大唐贵妃》的编剧，沪
上京剧学者翁思再却认为戏曲的
审美主要是看角儿、看技术，看内

容是次要的，所以要解放演员的创
造力。的确，那些久演不衰的经典
老戏未必都有一个很出色的故事，
而一些即便故事不错、思想深刻的
新戏，若没有“技术”支撑也难以久
演不衰。某些新编戏虽然同样有角
儿，却往往缺少“技术”含量，注重
的是剧本的思想内涵、导演的舞台
呈现，创作中演员的作用有限，个
人特长、优势很难得到充分发挥。
久而久之，演员的创作能力越来越
弱，甚至在主观上也渐渐把“技术”
放到了不重要的地位。记者在采访
中就常常遇到戏曲演员热衷于谈
如何挖掘角色的内心，对于表演技
巧、唱腔设计等却很少提及，甚至
干脆视传统的程式为束缚，一心想
挣脱之。创作人员摸不到观众的审
美“脉膊”，想要叫座自然就难了。

新编戏中也并非没有能在市
场上站得住的戏，只不过这样的戏
往往难以讨得一些专家的欢心，与
评奖无缘。而在如今戏曲演出市场
依然不景气的情况下，靠得奖向有
关部门拿钱比靠演出向市场“要”
钱来得容易得多。面对这种现状，
院团对于排“吃饭戏”的热情不高
也就可以想见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