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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北京曲剧《正红旗下》饱含

老北京民俗风情的歌谣，由北京市西城

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曲剧团承办

的“北京第三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

舍京味儿文化节”在天桥剧场拉开了帷

幕，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连续六天，给

观众们带来一个年味儿十足、带有老北

京特色的小年庙会。

自201 5年首届文化节举办以来，

逛天桥小年庙会、看北京曲剧、听北京

民俗讲座，已是不少北京市民每年津津

乐道的文化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品

牌，成为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天桥地

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届天桥小年庙会借鉴了以往两年

的成功经验，引入“数字+文化、创意

+文化、体验+文化”的活动理念，带给

观众全新的体验：将现代化高新技术与

传统文化结合，在庙会上引入创意文化

产品，让传统文化更加与时俱进；到场

观众不仅观看了北京曲剧优秀剧目的精

彩演出，还与艺术家、主要演员近距离

交流，更直接参与到庙会现场诸多互动

体验活动项目中。

每晚演出开始之前，天桥剧场前厅

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不少老北京的

好“玩意儿”。兔儿爷、剪纸、年画、

风筝等老北京手工艺品在唤起年长观众

回忆的同时也吸引了小孩子的目光。年

轻人则更喜欢文化创意类产品，本届庙

会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引进了在社交媒

体上广受欢迎的故宫衍生纪念品，书

签、公交卡套、充电宝等许多实用的生

活用品与可爱的宫廷人物形象结合，令

人爱不释手。数码照片现场打印和有奖

猜灯谜活动更是广受欢迎。

对老北京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观众。

还在庙会上听到别具一格的围绕老舍、

小年、天桥为话题的名人民俗讲座，在

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让这个新春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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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著名京味儿作家刘一达讲述了

“老北京人过年的规矩”，风趣幽默的

讲述，精彩连篇的故事，令观众收获颇

多。人称剪纸巧娘的剪纸非遗传承人顾

小玲则为观众现场演示了她精彩的技

艺，参与活动的观众还以家庭为单位一

试剪纸身手，一家三口参与其中、其乐

融融，既制作了精美的手工艺品，又增

进了对民俗的了解，增长了见识。

今年的演出剧目，北京市曲剧团同

往年一样选择了三部北京曲剧经典作品

奉献给首都观众。由李龙云、王新纪编

剧，戴颐生作曲，北京人艺老导演顾威

执导的北京曲剧《正红旗下》连续第三

年作为开幕大戏与观众见面。该剧改编

自与北京曲剧诞生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

联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同名自传

体小说，蕴含了大量老北京民俗风情，

既是老舍先生的家族史，也是清末北京

旗人的风俗风情史。农历腊月二十三小

年当天正是老舍先生的诞辰日，北京市

曲剧团每年选择在这一天演出该剧，不

仅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和传承京味儿文

化，更是对老舍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今年的演出阵容以中国戏曲学院

2008级北京曲剧本科班的毕业生为主

要班底，由青年演员汪鹏、宋洁饰演剧

中老舍的父亲、母亲。二人在毕业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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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担纲演出过这两个重要的角色。宋

洁从毕业进团工作起便一直跟随老师们

演出，毕业四年后又演此戏，心情十分

激动。剧中老舍母亲的首次亮相是在她

费尽千辛万苦产下一子后，虚弱的她抱

着襁褓中的老儿子(老舍)开口缓缓唱

到： “妈妈生你不容易，只因咱舒家的

男丁稀。愿神佛时时处处保佑你，长大

了成人成事有出息。”字正腔圆的演唱

和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博得了观众热烈

的掌声。

由王新纪编剧、戴颐生作曲、张

树勇执导的北京曲剧《骆驼祥子》，自

201 1年首演以来多次参加全国性戏剧

节展。出访过台湾、香港。百余场的演

出使作品愈发成熟、精炼。刚刚过去的

2016年适值小说《骆驼祥子》创作发

表八十周年，北京市曲剧团再将此经典

呈现于京城舞台，也是为更好地传承老

舍先生的文学遗产。开场悲凉唢呐后的

一段京腔京韵的男女声对唱： “写北京

第一要数老舍先生，他那本《骆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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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世界闻名。那时候北京的洋车是一

道风景，就好像现在的‘的士’满城穿

行。”一下子把观众拉回到了那个饱经

沧桑的年代。

压轴大戏是全新复排演出的由张

永和、顾威编剧，戴颐生作曲，顾威执

导的北京曲剧《龙须沟》。该剧首次创

排公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北京

曲剧中心的重要代表作，饰演“程疯

子”的张绍荣获得文华表演奖，饰演

“程娘子”的许娣更因此剧成为首位获

得中国表演最高奖梅花奖的北京曲剧演

员。2009年国庆期间，北京市曲剧团

曾复排演出过一次，由原班人马与青年

演员搭档演出， “程娘子”改由青年演

员郭曾蕊饰演。本次演出全部启用青年

演员，带给首都观众耳目一新的《龙须

沟》，首版“程疯子”张绍荣作为此次

演出的表演艺术指导。北京市曲剧团团

长孙东兴说，《龙须沟》复排是落实文

化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

‘201 6年戏曲专项扶持名家传戏——当

鋈瑟盔菇蒜缮懑

一暑燃刽擘”《m毗·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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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项目”。更

是青年演员从老一辈艺术家手中接过接

力棒的一个过程，体现了北京曲剧的不

忘初心、薪火相传，同时也希望通过青

年人的演绎，能让经典剧目焕发新的活

力，带给观众全新的感觉。

《龙须沟》新老主创主演见面会

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厅举行时，导演

顾威同老演员张绍荣、许娣讲述了首版

《龙须沟》的创排经历。许娣说，当年

剧组在一个地点偏远的大仓库里排练。

条件虽然艰苦，但每位参与者的精神状

态都特别纯粹，是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

作中的。北京曲剧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

件下，创作出了一台台大戏，奉献给热

爱北京曲剧艺术的观众朋友们。现场大

屏幕播放了不少记录首版《龙须沟》点

点滴滴的老照片，勾起了几位主创美好

的回忆，其中有一张北京人艺著名话剧

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观看北京曲剧

《龙须沟》后上台祝贺的照片。

张绍荣当年饰演“程疯子”这个角

色，也曾和于是之老师的话剧版做过比

较。顾威导演说，于是之曾评价张绍荣

饰演的“程疯子”更有诗意，更像是一

个诗人。由于艺术形式不同的原因，北

京曲剧相对于话剧，在表现程疯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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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两组青年

版“程疯子”、“程娘子”的扮演者李

永德、郭曾蕊和胡优、宋洁首次在观众

前亮相，讲述了自己学习和理解角色的

过程。关于北京曲剧的传承，郭曾蕊讲

述了自己同张绍荣老师合作《龙须沟》

的经历，她说和老演员同台演出是非常

好的学习机会，能让青年演员更快地进

步，不足之处也能得到指出并及时改

正，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师们退休后离开

了一线舞台，传承弘扬北京曲剧的重担

落在了我们青年演员身上，对年轻人来

说，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更多了一份

责任。

两组青春版《龙须沟》正式与观众

见面之际，大幕拉开，熟悉的音乐再度

响起，青年演员们以现实主义的表演方

式一丝不苟地展现了解放前后北京这个

著名地段的重大变迁。演出结束后，难

抑激动心情的观众们在北京曲剧的微博

和公众微信号平台上纷纷留言： “最难

忘的依旧是小妞子和小金鱼。无论是北

京曲剧还是曾经的话剧，都让人一次次

忍不住流泪。向经典致敬，向所有为艺

术贡献的人们致敬”， “旧戏重排，再

回龙须沟。为青年演员点赞!北京曲剧

薪火相传中焕发异彩。”

三台大戏《正红旗下》、《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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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子》、《龙须沟》的接连上演得到了

戏剧界专家的盛赞。中国艺术研究院话

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说，北京曲剧代表

着老北京的新精神，三部戏都走进了老

百姓的心里．是真正将传统文化带给每

位普通观众。北京剧协副主席杨乾武认

为，《龙须沟》发挥了北京曲剧的优

势，展现出来的是单纯的美感，很质

朴。文艺评论家汪守德说，北京曲剧

《龙须沟》展现的北京文化是结实的、

有韵味的、不可替代的。戏曲评论家王

蕴明表示，在弘扬传统文化、地域文

化、民俗文化时要有根，北京曲剧是京

味儿文化的代表，更要保证北京曲剧的

传承不断代。

老舍京味儿文化节不仅展现了北京

唯一的地方剧种——北京曲剧，更是在

弘扬北京的传统文化。北京传统文化与

北京曲剧相辅相成，只有在整体的京味

儿传统文化中推广北京曲剧，这一剧种

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京味儿文化才能

愈发深入人心，让更多观众不仅喜欢北

京曲剧，更能接受和爱上北京文化，感

受到北京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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