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的经典

之作，9 月 16 日至 26 日， 中央芭蕾舞

团在 60 年前首演之地北京天桥剧场演

出 10 场， 为该剧首演 60 周年的庆祝

活动添上最为华彩的一笔。

在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

英，亦是第三代“琼花” 的指导下，第五

代“琼花” 、中芭副团长张剑将在本次

纪念演出中特别出演，第六代“琼花” 、

中芭首席主演邱芸庭登台献艺，传承这

部经典之作。

六组“琼花”“常青”

在京演出 10 场为中芭经典

“庆生”

1964 年 9 月 26 日，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历经

60 载春秋， 这部作品早已成为深入人

心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 2024 年，

《红色娘子军》以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作

为始发站， 开启了首演 60 周年的 60

场巡演。 9 月 16 日开始，《红色娘子

军》全国巡演则回到 60 年前作品最初

亮相的北京天桥剧场， 演出 10 场，为

这部经典“庆生” 。

尽管中芭的“娘子军团” 已无数次

上演经典，走进中芭的排练厅，还能看

见冯英带着年轻演员们排练舞段。《琼

花独舞》《常青指路》《娘子军操练》

《常青刀舞》等经典片段，冯英关注着

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位演员的状态、动作

乃至眼神。

“《红色娘子军》这部‘中国芭蕾

史上的里程碑’ 是新中国艺术家们集

体创作智慧的结晶， 影响了几代人的

成长， 中央芭蕾舞团肩负着传承经典

的责任。 ” 冯英说，如今《红色娘子

军》迎来 60 周年纪念的大日子，中芭

“以演代庆” ，带着作品走遍祖国的大

江南北。

说起在京登台的 10 场演出， 冯英

介绍，首席主演邱芸庭、马晓东，以及徐

琰、管翀正、孙瑞辰、宁珑、李洁、佘兆

环、武思明、张浥洙等演员都将出演主

要角色。 “尤其是 9 月 25 日、26 日两

天的演出，是我们为了感谢观众上演的

特别纪念场次，中芭的两支‘娘子军’

演员队将轮番登场， 主演也将分别上

场。 ” 冯英透露，这两天演出中将有 6

组“琼花” 和“常青” 登台，《红色娘子

军》传承历史上的第五代“琼花” 张剑

与第三代“常青” 王才军也将作为特别

出演惊喜亮相。

第三代“琼花” 冯英

《红色娘子军》经典在于

原汁原味

60 年来《红色娘子军》代代传承，

经典的力量历久弥新。 对第三代 “琼

花” 的扮演者冯英来说，也是一段永远

不能忘怀的记忆。

“1992 年的 5 月 23 日，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作为第三

代‘琼花’ 登台了。《红色娘子军》成为

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作品。 ” 直到现

在，冯英还记得她第一次扮演“琼花”

亮相的日子，那一天，《红色娘子军》时

隔 17 年重新和观众见面。 当年， 中央

芭蕾舞团的老一辈艺术家薛菁华、万琪

武，以及老团长李承祥共同指导《红色

娘子军》复排，“他们对经典的传承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而言，有他们的

帮助，当年的复排没有那么难了。 ”

与其说是复排不难，不如说这是冯

英对老一辈艺术家亲自指导的感佩与

欣喜。 “每一个手势， 比如刀该如何

拿，手该怎么放，每一个手位、脚位，多

高多低都有严格的标准。 ” 冯英说，为

了传达人物性格， 每一代琼花都要下

部队体验生活， 从心中建立起一个女

战士的形象。

在冯英看来，《红色娘子军》 上演

多年依旧感人的秘诀，就在于在传承中

保持传统， 原汁原味。 在舞台美术方

面，该剧进行了一定的升级，但依旧保

留着传统技术特色，“我们会在别的剧

目上大胆创新和探索， 但在这部剧目

上，原汁原味才是它最大的价值。 ”

第五代、第六代“琼花”

出演“琼花” 是莫大的荣誉

如今，《红色娘子军》的“琼花” 已

正式传承到第六代。对中央芭蕾舞团的

演员来说，能出演琼花，更是一种莫大

的荣誉。

“挑选‘琼花’ 的演员，要求非常

苛刻， 演员不仅古典芭蕾的基础要好，

还要掌握中国古典舞、 京剧的技术要

求。” 冯英举例，比如古典舞中的“串翻

身”“探海翻身” 等经典动作都要掌

握， 甚至还需要学习武术表演的技巧，

“当今的年轻人在完成技术方面没有

问题，但出演《红色娘子军》不是光有

技术就可以，演员在表现中国古典舞的

韵味上， 以及在呈现戏曲的圆润度方

面，还需要时间磨炼。 ”

中芭副团长张剑 1996 年进中央芭

蕾舞团就开始盼着自己能演 “琼花” ，

直到 2002 年，她终于成为第五代“琼

花” 。“我进团的第一天，团里的老演员

就跟我说，‘哪个戏不学，《红色娘子

军》都是必须要学的作品。 ’ ” 2002 年

如愿以偿时， 张剑又紧张又激动，“那

是一种对角色向往多年终于如愿以偿

的心情，感受非常复杂。 ” 如今 20 多年

过去，每每跳到剧中“雨后”“指路” 等

桥段， 或与搭档在舞台上四目相对时，

张剑还是会满眼泪花。

“琼花” 这个角色对中芭首席主

演邱芸庭也有特别的意义。 2021 年 6

月 5 日，她在《红色娘子军》故事的

发生地———海南第一次出演了 “琼

花” ；2022 年 3 月 8 日 “国际劳动妇

女节 ” 当晚 ，邱芸庭在京出演《红色

娘子军》后的谢幕环节 ，冯英当着全

团演员的面宣布：“邱芸庭晋升为中

央芭蕾舞团新的首席主演。 ” 那一瞬

间， 邱芸庭愣住了， 随即喜极而泣，

“琼花” 这个角色和她的艺术生涯紧

紧交织在一起。

“就在前两天，冯英团长还在教室

给我们排练《红色娘子军》。 她每次手

把手教我的时候，看到她的眼神我都会

非常触动， 那种感觉和看 《红色娘子

军》的影像、图片很不一样。 ” 在前辈

“琼花” 的眼神里，这位年轻的首席感

受到了传承的力量，“非常荣幸我能够

作为传承者将‘娘子军精神’ 传递给更

多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历

史、珍惜当下。 ”

北晚 文 / 图

整齐的船夫号子吼出震撼的气势，

一条大船“驶” 上舞台，在大运河航道

里一路北上……9 月 7 日至 8 日，原创

音乐剧《北上》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

术中心首演。 贾凡、阿拉丁·阿斯哈力、

李宸希、索朗顿珠等音乐剧演员带领观

众穿越时光，回到一百年前中国社会激

荡变革的时代。

音乐剧《北上》根据曾获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 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北京

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

该剧以原著小说中 1901 年的故事

为主线———漕运总督府翻译谢平遥心

怀报国之志却感无力回天，恰巧遇上来

华的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 保罗·迪

马克自称“小波罗” ，前来考察大运河

并寻找自己的弟弟。两人决定沿大运河

北上进京，一路历经磨难。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

逆流而上的可能， 那些穿梭在运河上

的先祖，面目也愈加清晰。 ” 该剧导演

石路诗意地描绘着这条“北上” 之路。

在他看来，“小波罗” 、 谢平遥沿大运

河北上，带有回溯时间的意味，观众跟

着他们的足迹， 从现实回到一百多年

前的晚清。

该剧音乐将流行风格与中国风相

结合，作曲、音乐总监张筱真还把运河

沿岸不同地方的地域音乐特色融入其

中。 扬州教坊司中“宫商角徵羽” 的吟

唱细腻婉转，大鼓、琵琶、三弦、古筝等

民族乐器的融入更是突显民族特色。与

此同时，交响乐队的西洋乐器与流行乐

队的吉他等现代乐器的使用， 让 《北

上》的声音层次更加丰富。

剧中还贯穿引用了北京非物质文

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 ，用充满

力量与情感浓度的号子声，带观众回到

逆流而上、 艰难前行的年代。 为此，张

筱真在创作前专程拜访了船工号子的

传承人，向传承人学习这一民间艺术形

式的历史渊源、 艺术特色与文化价值，

用创新的编曲手法对号子进行再创作，

并通过高精度的录制与恰到好处的植

入融入剧中，展现纤夫面对困难时的坚

韧与毅力。 张筱真希望通过剧目的演

出，让更多观众能近距离了解非遗船工

号子的魅力，感受非遗背后的历史厚重

感和文化深度。

作为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

上演的第一部音乐剧，《北上》 使用了

北京艺术中心环绕沉浸式扩声系统，让

观众一饱耳福。 9 月 20 日至 22 日，该

剧将在世纪剧院再度上演。

韩轩

评剧《咫尺千里》：

三个时空人物故事串联国宝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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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日前，2024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在江苏省昆山市开幕。 本

届盛典以“戏曲的盛会 百姓的节日” 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 将演出 5 台大戏、21 场折子戏， 汇集了全国 45 家戏曲

剧团、87 个剧目， 活动将持续到 9 月 23 日。 图为演员在表演昆剧

《势僧》。

新华 / 传真

� � � � 近日， 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合作的儿童剧

《拿虎少年》在成都城市音乐厅首演。该剧将传统川剧与现代题材

结合，创新采用肢体剧的形式，用生动的形体表演激发儿童观众的

想象力。

新华 / 传真

75 年前， 影片 《乌鸦与麻雀》上

映， 作品对国民党统治状况的批判入

木三分；75 年后，这部老电影在戏剧舞

台上迎来新生。 9 月 29 日至 10 月 4

日，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话剧《乌鸦

与麻雀》即将首演，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向经典致敬。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 《乌鸦与

麻雀》由导演黄盈 、编剧彭泽凌 、舞

美设计张鵾鹏 、灯光设计韩东、多媒

体设计何思思等艺术家担纲创作，

着手改编时，主创团队首先向陈虹 、

赵佐 、徐伟光、郑大里等原著作权所

有人致谢。“这部影片的魅力不仅在

于内容， 也在于创作背景。 ” 黄盈

说，“我们认为有必要把 1948 年至

1949 年间的创作过程与故事本身相

结合 ，如果脱离背景讲述故事，今天

的观众也许无法直观感受到作品的

重要意义。 ”

话剧《乌鸦与麻雀》将以纵横两

条维度， 编织戏里戏外的双线内容：

旧社会即将崩溃，对黎明满怀憧憬的

电影人与他们镜头中的鲜活角色彼

此映衬，共同组成了时代洪流中的点

点“星火” ，做生意的“小广播 ” 、教

员华先生、老文人孔先生……数不清

的上海民众汇聚起团结的力量，已成

燎原之势。

作为国家大剧院中国影史经典改

编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和第 109 部自制

剧目，话剧《乌鸦与麻雀》将由国家大

剧院戏剧演员队出演，董汶亮、杨淇、

郭烁杰、徐子瑄、区宁、王文杰等演员

将饰演“小广播” 夫妇、华先生一家、

孔先生、 小阿妹等一众充满烟火气的

生动角色。

高倩

国家大剧院“翻拍”

《乌鸦与麻雀》

本报讯 9 月 15 日， 由贵州省黔

剧院出品的新编黔剧《秦娘美》在贵

州国际会议中心首演。 这是该剧自

1960 年首次搬上舞台并拍摄成戏曲电

影后， 作为贵州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

再次焕新亮相。

黔剧《秦娘美》根据侗族地区家

喻户晓的“珠郎娘美” 的故事改编，讲

述了相爱的秦娘美与珠郎， 为追求婚

姻自由逃到贯洞寨， 寨主银宜为霸占

秦娘美，设计将珠郎杀害，娘美在众乡

亲的帮助下为夫报仇、为民除害，展现

了侗族人民追求真善美的勇气与决

心。 该剧于 1960 年 1 月参加贵州省文

琴戏会演， 引起强烈反响，5 月赴京演

出。 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

戏曲艺术片在海内外发行， 由著名导

演孙瑜执导。 该剧是黔剧里程碑式作

品，为黔剧代表性剧目。

新编黔剧《秦娘美》自今年 6 月

正式立排，由中国新锐导演余凤霞、陈

涛执导， 一级编剧余妍洁、 杨仪均改

编，黔剧新秀魏英如、何俊霖、刘萨、刘

竹安、骆曼菁主演。据介绍，新版《秦娘

美》旨在守正创新，让经典剧目焕发新

的生命力。 结构上，将侗族民族艺术元

素和黔剧非遗剧种进行融合嫁接；剧

情上，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用当

今审美对人物语言、 心理动机进行创

新刻画；舞美上，将传统戏曲韵味与新

的舞美科技手段相结合，呈现戏剧性、

地域性、民族性、新颖性和观赏性等艺

术效果。

贵州省黔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版《秦娘美》是对古老侗族民间传说

和黔剧经典代表剧目的一次创造性改

编和创新性推广，让老观众仍能醉心于

原汁原味的传统剧目，新观众则能体验

充满时代审美趣味的新式黔剧，在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黔剧的同时，也培

养了黔剧的青年后继人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新编黔剧《秦娘美》在黔首演

近日， 中国评剧院大型原创评剧

《咫尺千里》在北京海淀剧院首演。 该

剧围绕故宫博物院藏国宝级书画文物

《游春图》展开，勾连起隋代书画家展

子虔、民国文化名士张伯驹夫妇、当代

故宫文物修复师三个不同时空的人物

与故事，展现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和有

关文脉传承的感人故事。

《咫尺千里》集结了编剧孔培培，

导演郭小男，唱腔设计黄兆龙、刘文田

等强大的主创阵容；中国评剧院优秀演

员孙路阳、王丽京、张国强、赵震、陈思

宇、 赵岩、 王维等同台献艺， 魏派、马

派、白派、新派、张派等流派纷呈，充分

展现评剧艺术的百花齐放、蓬勃发展。

该剧既是北京题材———主要场景

都发生在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充满历史厚

重感的城市； 又是文物题材———围绕着

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卷轴画 《游春图》

展开； 同时还是文化题材———深挖中华

文化精髓，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导

演郭小男表示，《咫尺千里》是中国评剧

甚至中国戏曲少有的题材， 新的题材一

定要有新的样式、新的技术，包括音乐、

声腔、 人物塑造和舞台呈现，“我们力求

在保留评剧艺术精髓的同时， 融入更多

的现代元素和创新手法， 通过跨越时空

的叙事方式， 将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和

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展现中华儿

女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以及对文物的

虔诚态度与宝贵的工匠精神。 ”

王润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 60 周年，从海南到北京巡演 60 场

三代“琼花” 细说经典传承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 60 周年，从海南到北京巡演 60 场

三代“琼花” 细说经典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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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北上》：

一条大船沿着运河“北上”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的经典

之作，9 月 16 日至 26 日， 中央芭蕾舞

团在 60 年前首演之地北京天桥剧场演

出 10 场， 为该剧首演 60 周年的庆祝

活动添上最为华彩的一笔。

在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

英，亦是第三代“琼花” 的指导下，第五

代“琼花” 、中芭副团长张剑将在本次

纪念演出中特别出演，第六代“琼花” 、

中芭首席主演邱芸庭登台献艺，传承这

部经典之作。

六组“琼花”“常青”

在京演出 10 场为中芭经典

“庆生”

1964 年 9 月 26 日，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历经

60 载春秋， 这部作品早已成为深入人

心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 2024 年，

《红色娘子军》以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作

为始发站， 开启了首演 60 周年的 60

场巡演。 9 月 16 日开始，《红色娘子

军》全国巡演则回到 60 年前作品最初

亮相的北京天桥剧场， 演出 10 场，为

这部经典“庆生” 。

尽管中芭的“娘子军团” 已无数次

上演经典，走进中芭的排练厅，还能看

见冯英带着年轻演员们排练舞段。《琼

花独舞》《常青指路》《娘子军操练》

《常青刀舞》等经典片段，冯英关注着

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位演员的状态、动作

乃至眼神。

“《红色娘子军》这部‘中国芭蕾

史上的里程碑’ 是新中国艺术家们集

体创作智慧的结晶， 影响了几代人的

成长， 中央芭蕾舞团肩负着传承经典

的责任。 ” 冯英说，如今《红色娘子

军》迎来 60 周年纪念的大日子，中芭

“以演代庆” ，带着作品走遍祖国的大

江南北。

说起在京登台的 10 场演出， 冯英

介绍，首席主演邱芸庭、马晓东，以及徐

琰、管翀正、孙瑞辰、宁珑、李洁、佘兆

环、武思明、张浥洙等演员都将出演主

要角色。 “尤其是 9 月 25 日、26 日两

天的演出，是我们为了感谢观众上演的

特别纪念场次，中芭的两支‘娘子军’

演员队将轮番登场， 主演也将分别上

场。 ” 冯英透露，这两天演出中将有 6

组“琼花” 和“常青” 登台，《红色娘子

军》传承历史上的第五代“琼花” 张剑

与第三代“常青” 王才军也将作为特别

出演惊喜亮相。

第三代“琼花” 冯英

《红色娘子军》经典在于

原汁原味

60 年来《红色娘子军》代代传承，

经典的力量历久弥新。 对第三代 “琼

花” 的扮演者冯英来说，也是一段永远

不能忘怀的记忆。

“1992 年的 5 月 23 日，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作为第三

代‘琼花’ 登台了。《红色娘子军》成为

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作品。 ” 直到现

在，冯英还记得她第一次扮演“琼花”

亮相的日子，那一天，《红色娘子军》时

隔 17 年重新和观众见面。 当年， 中央

芭蕾舞团的老一辈艺术家薛菁华、万琪

武，以及老团长李承祥共同指导《红色

娘子军》复排，“他们对经典的传承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而言，有他们的

帮助，当年的复排没有那么难了。 ”

与其说是复排不难，不如说这是冯

英对老一辈艺术家亲自指导的感佩与

欣喜。 “每一个手势， 比如刀该如何

拿，手该怎么放，每一个手位、脚位，多

高多低都有严格的标准。 ” 冯英说，为

了传达人物性格， 每一代琼花都要下

部队体验生活， 从心中建立起一个女

战士的形象。

在冯英看来，《红色娘子军》 上演

多年依旧感人的秘诀，就在于在传承中

保持传统， 原汁原味。 在舞台美术方

面，该剧进行了一定的升级，但依旧保

留着传统技术特色，“我们会在别的剧

目上大胆创新和探索， 但在这部剧目

上，原汁原味才是它最大的价值。 ”

第五代、第六代“琼花”

出演“琼花” 是莫大的荣誉

如今，《红色娘子军》的“琼花” 已

正式传承到第六代。对中央芭蕾舞团的

演员来说，能出演琼花，更是一种莫大

的荣誉。

“挑选‘琼花’ 的演员，要求非常

苛刻， 演员不仅古典芭蕾的基础要好，

还要掌握中国古典舞、 京剧的技术要

求。” 冯英举例，比如古典舞中的“串翻

身”“探海翻身” 等经典动作都要掌

握， 甚至还需要学习武术表演的技巧，

“当今的年轻人在完成技术方面没有

问题，但出演《红色娘子军》不是光有

技术就可以，演员在表现中国古典舞的

韵味上， 以及在呈现戏曲的圆润度方

面，还需要时间磨炼。 ”

中芭副团长张剑 1996 年进中央芭

蕾舞团就开始盼着自己能演 “琼花” ，

直到 2002 年，她终于成为第五代“琼

花” 。“我进团的第一天，团里的老演员

就跟我说，‘哪个戏不学，《红色娘子

军》都是必须要学的作品。 ’ ” 2002 年

如愿以偿时， 张剑又紧张又激动，“那

是一种对角色向往多年终于如愿以偿

的心情，感受非常复杂。 ” 如今 20 多年

过去，每每跳到剧中“雨后”“指路” 等

桥段， 或与搭档在舞台上四目相对时，

张剑还是会满眼泪花。

“琼花” 这个角色对中芭首席主

演邱芸庭也有特别的意义。 2021 年 6

月 5 日，她在《红色娘子军》故事的

发生地———海南第一次出演了 “琼

花” ；2022 年 3 月 8 日 “国际劳动妇

女节 ” 当晚 ，邱芸庭在京出演《红色

娘子军》后的谢幕环节 ，冯英当着全

团演员的面宣布：“邱芸庭晋升为中

央芭蕾舞团新的首席主演。 ” 那一瞬

间， 邱芸庭愣住了， 随即喜极而泣，

“琼花” 这个角色和她的艺术生涯紧

紧交织在一起。

“就在前两天，冯英团长还在教室

给我们排练《红色娘子军》。 她每次手

把手教我的时候，看到她的眼神我都会

非常触动， 那种感觉和看 《红色娘子

军》的影像、图片很不一样。 ” 在前辈

“琼花” 的眼神里，这位年轻的首席感

受到了传承的力量，“非常荣幸我能够

作为传承者将‘娘子军精神’ 传递给更

多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历

史、珍惜当下。 ”

北晚 文 / 图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的经典

之作，9 月 16 日至 26 日， 中央芭蕾舞

团在 60 年前首演之地北京天桥剧场演

出 10 场， 为该剧首演 60 周年的庆祝

活动添上最为华彩的一笔。

在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

英，亦是第三代“琼花” 的指导下，第五

代“琼花” 、中芭副团长张剑将在本次

纪念演出中特别出演，第六代“琼花” 、

中芭首席主演邱芸庭登台献艺，传承这

部经典之作。

六组“琼花”“常青”

在京演出 10 场为中芭经典

“庆生”

1964 年 9 月 26 日，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历经

60 载春秋， 这部作品早已成为深入人

心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 2024 年，

《红色娘子军》以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作

为始发站， 开启了首演 60 周年的 60

场巡演。 9 月 16 日开始，《红色娘子

军》全国巡演则回到 60 年前作品最初

亮相的北京天桥剧场， 演出 10 场，为

这部经典“庆生” 。

尽管中芭的“娘子军团” 已无数次

上演经典，走进中芭的排练厅，还能看

见冯英带着年轻演员们排练舞段。《琼

花独舞》《常青指路》《娘子军操练》

《常青刀舞》等经典片段，冯英关注着

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位演员的状态、动作

乃至眼神。

“《红色娘子军》这部‘中国芭蕾

史上的里程碑’ 是新中国艺术家们集

体创作智慧的结晶， 影响了几代人的

成长， 中央芭蕾舞团肩负着传承经典

的责任。 ” 冯英说，如今《红色娘子

军》迎来 60 周年纪念的大日子，中芭

“以演代庆” ，带着作品走遍祖国的大

江南北。

说起在京登台的 10 场演出， 冯英

介绍，首席主演邱芸庭、马晓东，以及徐

琰、管翀正、孙瑞辰、宁珑、李洁、佘兆

环、武思明、张浥洙等演员都将出演主

要角色。 “尤其是 9 月 25 日、26 日两

天的演出，是我们为了感谢观众上演的

特别纪念场次，中芭的两支‘娘子军’

演员队将轮番登场， 主演也将分别上

场。 ” 冯英透露，这两天演出中将有 6

组“琼花” 和“常青” 登台，《红色娘子

军》传承历史上的第五代“琼花” 张剑

与第三代“常青” 王才军也将作为特别

出演惊喜亮相。

第三代“琼花” 冯英

《红色娘子军》经典在于

原汁原味

60 年来《红色娘子军》代代传承，

经典的力量历久弥新。 对第三代 “琼

花” 的扮演者冯英来说，也是一段永远

不能忘怀的记忆。

“1992 年的 5 月 23 日，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作为第三

代‘琼花’ 登台了。《红色娘子军》成为

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作品。 ” 直到现

在，冯英还记得她第一次扮演“琼花”

亮相的日子，那一天，《红色娘子军》时

隔 17 年重新和观众见面。 当年， 中央

芭蕾舞团的老一辈艺术家薛菁华、万琪

武，以及老团长李承祥共同指导《红色

娘子军》复排，“他们对经典的传承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而言，有他们的

帮助，当年的复排没有那么难了。 ”

与其说是复排不难，不如说这是冯

英对老一辈艺术家亲自指导的感佩与

欣喜。 “每一个手势， 比如刀该如何

拿，手该怎么放，每一个手位、脚位，多

高多低都有严格的标准。 ” 冯英说，为

了传达人物性格， 每一代琼花都要下

部队体验生活， 从心中建立起一个女

战士的形象。

在冯英看来，《红色娘子军》 上演

多年依旧感人的秘诀，就在于在传承中

保持传统， 原汁原味。 在舞台美术方

面，该剧进行了一定的升级，但依旧保

留着传统技术特色，“我们会在别的剧

目上大胆创新和探索， 但在这部剧目

上，原汁原味才是它最大的价值。 ”

第五代、第六代“琼花”

出演“琼花” 是莫大的荣誉

如今，《红色娘子军》的“琼花” 已

正式传承到第六代。对中央芭蕾舞团的

演员来说，能出演琼花，更是一种莫大

的荣誉。

“挑选‘琼花’ 的演员，要求非常

苛刻， 演员不仅古典芭蕾的基础要好，

还要掌握中国古典舞、 京剧的技术要

求。” 冯英举例，比如古典舞中的“串翻

身”“探海翻身” 等经典动作都要掌

握， 甚至还需要学习武术表演的技巧，

“当今的年轻人在完成技术方面没有

问题，但出演《红色娘子军》不是光有

技术就可以，演员在表现中国古典舞的

韵味上， 以及在呈现戏曲的圆润度方

面，还需要时间磨炼。 ”

中芭副团长张剑 1996 年进中央芭

蕾舞团就开始盼着自己能演 “琼花” ，

直到 2002 年，她终于成为第五代“琼

花” 。“我进团的第一天，团里的老演员

就跟我说，‘哪个戏不学，《红色娘子

军》都是必须要学的作品。 ’ ” 2002 年

如愿以偿时， 张剑又紧张又激动，“那

是一种对角色向往多年终于如愿以偿

的心情，感受非常复杂。 ” 如今 20 多年

过去，每每跳到剧中“雨后”“指路” 等

桥段， 或与搭档在舞台上四目相对时，

张剑还是会满眼泪花。

“琼花” 这个角色对中芭首席主

演邱芸庭也有特别的意义。 2021 年 6

月 5 日，她在《红色娘子军》故事的

发生地———海南第一次出演了 “琼

花” ；2022 年 3 月 8 日 “国际劳动妇

女节 ” 当晚 ，邱芸庭在京出演《红色

娘子军》后的谢幕环节 ，冯英当着全

团演员的面宣布：“邱芸庭晋升为中

央芭蕾舞团新的首席主演。 ” 那一瞬

间， 邱芸庭愣住了， 随即喜极而泣，

“琼花” 这个角色和她的艺术生涯紧

紧交织在一起。

“就在前两天，冯英团长还在教室

给我们排练《红色娘子军》。 她每次手

把手教我的时候，看到她的眼神我都会

非常触动， 那种感觉和看 《红色娘子

军》的影像、图片很不一样。 ” 在前辈

“琼花” 的眼神里，这位年轻的首席感

受到了传承的力量，“非常荣幸我能够

作为传承者将‘娘子军精神’ 传递给更

多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历

史、珍惜当下。 ”

北晚 文 / 图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的经典

之作，9 月 16 日至 26 日， 中央芭蕾舞

团在 60 年前首演之地北京天桥剧场演

出 10 场， 为该剧首演 60 周年的庆祝

活动添上最为华彩的一笔。

在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

英，亦是第三代“琼花” 的指导下，第五

代“琼花” 、中芭副团长张剑将在本次

纪念演出中特别出演，第六代“琼花” 、

中芭首席主演邱芸庭登台献艺，传承这

部经典之作。

六组“琼花”“常青”

在京演出 10 场为中芭经典

“庆生”

1964 年 9 月 26 日，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历经

60 载春秋， 这部作品早已成为深入人

心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 2024 年，

《红色娘子军》以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作

为始发站， 开启了首演 60 周年的 60

场巡演。 9 月 16 日开始，《红色娘子

军》全国巡演则回到 60 年前作品最初

亮相的北京天桥剧场， 演出 10 场，为

这部经典“庆生” 。

尽管中芭的“娘子军团” 已无数次

上演经典，走进中芭的排练厅，还能看

见冯英带着年轻演员们排练舞段。《琼

花独舞》《常青指路》《娘子军操练》

《常青刀舞》等经典片段，冯英关注着

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位演员的状态、动作

乃至眼神。

“《红色娘子军》这部‘中国芭蕾

史上的里程碑’ 是新中国艺术家们集

体创作智慧的结晶， 影响了几代人的

成长， 中央芭蕾舞团肩负着传承经典

的责任。 ” 冯英说，如今《红色娘子

军》迎来 60 周年纪念的大日子，中芭

“以演代庆” ，带着作品走遍祖国的大

江南北。

说起在京登台的 10 场演出， 冯英

介绍，首席主演邱芸庭、马晓东，以及徐

琰、管翀正、孙瑞辰、宁珑、李洁、佘兆

环、武思明、张浥洙等演员都将出演主

要角色。 “尤其是 9 月 25 日、26 日两

天的演出，是我们为了感谢观众上演的

特别纪念场次，中芭的两支‘娘子军’

演员队将轮番登场， 主演也将分别上

场。 ” 冯英透露，这两天演出中将有 6

组“琼花” 和“常青” 登台，《红色娘子

军》传承历史上的第五代“琼花” 张剑

与第三代“常青” 王才军也将作为特别

出演惊喜亮相。

第三代“琼花” 冯英

《红色娘子军》经典在于

原汁原味

60 年来《红色娘子军》代代传承，

经典的力量历久弥新。 对第三代 “琼

花” 的扮演者冯英来说，也是一段永远

不能忘怀的记忆。

“1992 年的 5 月 23 日，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作为第三

代‘琼花’ 登台了。《红色娘子军》成为

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作品。 ” 直到现

在，冯英还记得她第一次扮演“琼花”

亮相的日子，那一天，《红色娘子军》时

隔 17 年重新和观众见面。 当年， 中央

芭蕾舞团的老一辈艺术家薛菁华、万琪

武，以及老团长李承祥共同指导《红色

娘子军》复排，“他们对经典的传承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而言，有他们的

帮助，当年的复排没有那么难了。 ”

与其说是复排不难，不如说这是冯

英对老一辈艺术家亲自指导的感佩与

欣喜。 “每一个手势， 比如刀该如何

拿，手该怎么放，每一个手位、脚位，多

高多低都有严格的标准。 ” 冯英说，为

了传达人物性格， 每一代琼花都要下

部队体验生活， 从心中建立起一个女

战士的形象。

在冯英看来，《红色娘子军》 上演

多年依旧感人的秘诀，就在于在传承中

保持传统， 原汁原味。 在舞台美术方

面，该剧进行了一定的升级，但依旧保

留着传统技术特色，“我们会在别的剧

目上大胆创新和探索， 但在这部剧目

上，原汁原味才是它最大的价值。 ”

第五代、第六代“琼花”

出演“琼花” 是莫大的荣誉

如今，《红色娘子军》的“琼花” 已

正式传承到第六代。对中央芭蕾舞团的

演员来说，能出演琼花，更是一种莫大

的荣誉。

“挑选‘琼花’ 的演员，要求非常

苛刻， 演员不仅古典芭蕾的基础要好，

还要掌握中国古典舞、 京剧的技术要

求。” 冯英举例，比如古典舞中的“串翻

身”“探海翻身” 等经典动作都要掌

握， 甚至还需要学习武术表演的技巧，

“当今的年轻人在完成技术方面没有

问题，但出演《红色娘子军》不是光有

技术就可以，演员在表现中国古典舞的

韵味上， 以及在呈现戏曲的圆润度方

面，还需要时间磨炼。 ”

中芭副团长张剑 1996 年进中央芭

蕾舞团就开始盼着自己能演 “琼花” ，

直到 2002 年，她终于成为第五代“琼

花” 。“我进团的第一天，团里的老演员

就跟我说，‘哪个戏不学，《红色娘子

军》都是必须要学的作品。 ’ ” 2002 年

如愿以偿时， 张剑又紧张又激动，“那

是一种对角色向往多年终于如愿以偿

的心情，感受非常复杂。 ” 如今 20 多年

过去，每每跳到剧中“雨后”“指路” 等

桥段， 或与搭档在舞台上四目相对时，

张剑还是会满眼泪花。

“琼花” 这个角色对中芭首席主

演邱芸庭也有特别的意义。 2021 年 6

月 5 日，她在《红色娘子军》故事的

发生地———海南第一次出演了 “琼

花” ；2022 年 3 月 8 日 “国际劳动妇

女节 ” 当晚 ，邱芸庭在京出演《红色

娘子军》后的谢幕环节 ，冯英当着全

团演员的面宣布：“邱芸庭晋升为中

央芭蕾舞团新的首席主演。 ” 那一瞬

间， 邱芸庭愣住了， 随即喜极而泣，

“琼花” 这个角色和她的艺术生涯紧

紧交织在一起。

“就在前两天，冯英团长还在教室

给我们排练《红色娘子军》。 她每次手

把手教我的时候，看到她的眼神我都会

非常触动， 那种感觉和看 《红色娘子

军》的影像、图片很不一样。 ” 在前辈

“琼花” 的眼神里，这位年轻的首席感

受到了传承的力量，“非常荣幸我能够

作为传承者将‘娘子军精神’ 传递给更

多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历

史、珍惜当下。 ”

北晚 文 / 图

冯英指导邱芸庭排练。 《红色娘子军》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