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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舞剧

《李白》5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为 2025

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揭幕。

当日的演出，剑舞飞扬，诗篇传颂。舞

剧选取了李白人生中的几个主要节点，以

舞蹈的形式将“月夜思”“将进酒”“归去

来”等场景一一呈现。

步入第三个年头的“国风国韵飘香江”

文化演出季已成为香港独特的文化品牌。

据介绍，2024 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活动

在港举办了 16 场演出。2025 年“国风国韵

飘香江”将秉持“以文化为媒，促心灵相

通”的愿景，精心策划组织更多高质量的文

化活动。舞剧《李白》之后，国家大剧院话

剧《林则徐》、江苏大剧院舞剧《红楼梦》、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猫神在故宫》、

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杂技剧《天鹅湖》、上

海歌舞团舞剧《李清照》等项目将陆续赴

港。艺术家们还将走进社区、学校，开展一

系列互动交流活动。

“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由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

指导，紫荆文化集团下属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

2025年“国风国韵飘香江”
文化演出季启幕

“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

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近日，香港话

剧团粤语版话剧《天下第一楼》迎来北京首

演。谢幕时，全场掌声欢呼声热烈如潮，编

剧何冀平被主演谢君豪请上舞台，发言时

忍不住激动落泪。曾主演过两版北京人艺

《天下第一楼》的著名演员杨立新也观看了

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到后台探班，盛赞：

“这版《天下第一楼》和北京人艺版有不一

样的味道，但是真的很棒！”

演出现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整个剧

场都变成了《天下第一楼》的沉浸式体验空

间。剧场前厅巨大的海报前，是精心布置

的拍照打卡区，几张摆满“烤鸭”美食的桌

子，手持烤杆拎着烤鸭子的“大厨”，还有

负责帮大家合影拍照的“跑堂”……现场还

有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第六代传人肖宝林

大厨为大家现场展示精彩的片鸭技艺，观

众还可以在烤鸭卷售卖摊位买上一盒卷好

的全聚德烤鸭，看戏的同时大饱口福。

大幕拉 开 ，这 部 融 合 了 京 味 与 港 风

的粤语版《天下第一楼》生动鲜活，每个

人物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舞美灯光也

都极具特点，就连鼓声中的众伙计上菜

都非常精彩。

北宛

香港话剧团粤语版《天下第一楼》
北京首演

从央视女主播到《日出》“顾八奶奶”——

这位“话剧新人”有点面熟
央华话剧《日出》新年前后在北

京艺术中心戏剧场连演三场。在这

台根据曹禺名剧改编的跨年大戏

中，何赛飞饰演的陈白露、赵文瑄饰

演的潘月亭均相当亮眼，但特别引

人注目的，是首次登上话剧舞台扮

演“顾八奶奶”的徐俐。只见她身穿

旗袍，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很多观

众惊叹：“这竟然是原来央视新闻中

端庄优雅的女主播？”

话剧首秀圆儿时梦想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我是主

持人徐俐。”很多人是在电视上认

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新闻主持人

徐 俐 的 。 她 是 央 视 国 际 频 道 1992

年开播以来首档节目《中国新闻》

的首位主播，多年来主持了一系列

重大新闻报道，以明丽端庄、专业

严谨的形象，得到诸多海内外观众

的认可。

2021 年 8 月 25 日，徐俐在社交

平台上发文宣布，这个特别的日子

将是她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新闻直

播。从此，她将正式退休。

如今，退休后的徐俐以全新的

身份和形象重新出现在了大众面

前——首次演出话剧的徐俐，在根

据 曹 禺 剧 本 改 编 的 央 华 大 戏《日

出》中饰演“顾八奶奶”。

正式演出时，换上金光灿灿、明

艳 花 哨 的 旗 袍 ，徐 俐 更 是 充 满 光

彩，不仅演出了曹禺先生笔下那个

可笑艳俗的富婆，同时也演出了一

个渴望被爱的天真女人的孤独与可

悲。在徐俐看来，“在近乎可笑的

外表下，顾八奶奶其实是孤独的。

我 在 意 她 这 份 孤 独 ，在 我 的 诠 释

下，希望大家也在意她情感世界的

荒漠与悲凉。如果某一天你看见我

在台上因为顾八奶奶的爱情宣言而

流下眼泪，那既是我为顾八奶奶，

也是为所有渴望爱的女人们淌下的

眼泪。”

退休生活更丰富多彩
退休后 的 徐 俐 更 忙 了 ，本 就

才 艺 双 全 的 她 ，有 了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只 要 是 感 兴 趣 的 事 情 她

都 去 尝 试 ，健 身 、出 书 、做 自 媒

体、拍摄纪录片，生活也更加丰富

多 彩 。 她 说 ：“ 我 做 任 何 事 情 ，只

有 一 个 万 变 不 离 其 宗 的 核 心 点 ，

就是我永远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事情，如果不感兴趣，我绝不勉强

自己。”

有些人认为“都退休了，还折腾

什么呀？”徐俐对此很反对，她觉得

退休只是一个人生阶段，而不是休

止符，“我愿意过比退休以前还忙

的生活”。因此，她主动去学习，试

着做新媒体，扩展专业领域；连续

做了两季直播采访节目《徐俐姐姐

的下午茶》；又到故乡湖南做了十

集纪录片；还出了新书《活成你自

己》……现在，又机缘巧合进入到话

剧表演领域，圆了自己从小就想演

话剧的梦想。

徐俐 说 ：“ 我 觉 得 人 生 就 应 该

这样，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全力以

赴！艺术创作对我来说是非常开

心的一件事，这个过程甘苦自知，

但总有机会让我不断去扩展自己

的边界，发现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去弥补自己少年时代或曾经岁月

中留下的一些遗憾，所以我真的非

常开心！”

王润

曹禺名作《日出》《雷雨》重排上演

挖掘原著内核 创新当代改编
2025 年是剧作家曹禺诞辰 115

周年。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曹禺的

众多经典之作不仅深刻揭示了人性

的复杂多面，还以其独特艺术魅力，

持续影响后世戏剧创作。随着时代

发展，如何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的当代改编，也成为当代戏

剧人的使命。

新年伊始，王可然导演的《日

出》和李六乙导演的《雷雨》两部经

典名剧被先后搬上北京舞台。在

对作品进行当代性创新改编的同

时，二人不约而同遵循了曹禺的创

作态度，实现曹禺的戏剧追求。经

典新排的再次出发，既体现了对曹

禺先生的尊重，也表现出文学精神

的回归。

改编曹禺作品，如何能更好地

诠 释 大 师 的 原 著 内 核 ，成 为 戏 剧

创 作 者 的 聚 焦 点 。 曹 禺 曾 在《日

出》跋 中 明 确 表 达 对 自 己 作 品 被

随 意 删 减 的 不 满 ，认 为 这 是 对 作

者创作意图的误解和破坏。“我常

诧 异《雷 雨》和《日 出》的 遭 遇 ，它

们 总 是 不 得 已 地 受 着 人 们 的 肢

解 。 以 前 因 为 戏 本 的 冗 长 ，《雷

雨》被斫去了‘序曲’和‘尾声’，无

头 无 尾 ，直 挺 挺 一 段 躯 干 摆 在 人

们眼前。”曹禺还曾表示：“《日出》

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

应该有……”

同为剧 作 家 ，曹 禺 之 女 万 方

对 改 编 父 亲 作 品 有 着 深 刻 的 感

受 。 她 和 父 亲 的 心 愿 一 样 ，都 渴

望 看 到 真 正 读 透 剧 本 、理 解 原 著

精 神 内 核 、具 有 深 厚 艺 术 造 诣 功

力的导演，以他们的理解、经验以

及 高 超 的 导 演 能 力 ，来 呈 现 曹 禺

先生的剧作。在她看来，王可然、

李六乙两位热爱曹禺作品的导演

此次的改编可谓真正实现了父亲

生前的心愿。

新版《日出》大胆改

编赋予更多人文关怀
“ 我 特 别 赞 赏 王 可 然 导 演 对

《日出》的改编。”万方曾参与电视

剧版和歌剧版《日出》的改编，也与

王可然合作多次，此次担任央华版

《日出》的文学总监、戏剧构作，充

满 默 契 的 二 人 有 不 少 大 胆 改 动 。

“这次创作过程中，我们共同讨论

了《日 出》中‘ 黄 省 三 ’这 个 人 物 ，

导演提出一个设想——把‘黄省三

’和‘翠喜’这两个底层小人物一起

放到第三幕。”万方介绍，“我认为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笔改编，不仅增

强了戏剧的冲突和张力，还赋予了

作 品 更 多 的 当 代 性 和 人 文 关 怀 。

我是这个戏的戏剧构作，于是我执

笔把这场戏写了出来。”

新版《日出》的角色也注入了更

多新意。万方表示：“央华版《日出》

中的李石清，是我以往从没见过的

李石清。但我觉得这一版把这个人

物的阴暗心理、压抑性格还有狡猾

奸诈都挖掘出来了，最后他的那种

大爆发，绝对超出了现实主义风格，

但恰恰把这个人物最骨子里的东西

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一种表现形式。”万方补充道，央华

版《日出》增加了很多喜剧元素，“我

觉得悲喜交加，确实才是戏剧的最

高境界。”

对名作的大胆改编，让王可然

收获颇丰。“改编经典作品不是简单

的复制或模仿，而是要在理解原著

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创造出新的艺术生命。”王可然说。

新版《雷雨》实现作者

夙愿恢复“序幕”“尾声”
李六乙执导过众多戏剧经典，

他在戏剧上体现的独到思想和美学

精神，常令人耳目一新。他曾排演

《原野》《北京人》《日出》《雷雨》等所

有曹禺代表作，此次的诠释更是备

受观众期待。

这次执导《雷雨》，李六乙秉承

“回到曹禺、回到文学、回到戏剧本

身”的艺术理念，追求的不仅是一次

对原著的再现，更是意在反思与重

建中国戏剧美学形态，力求建立属

于这个时代的“表演哲学”。

李六乙透露，这一版《雷雨》去

掉了“鲁贵”这个角色，但把很多版

本都删去的原著“序幕”和“尾声”

加上了。“《雷雨》的‘序幕’和‘尾声’

对曹禺先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

表示‘想送看戏的人们带着一种哀

静的心情回家’，并希望能有导演

用番功夫来解决‘序幕’和‘尾声’

的问题。”此次，李六乙不仅恢复了

“序幕”和“尾声”，还带领全剧组逐

字逐句地从“序幕”中研究和分析

人物。

此外，导演还将绝大多数《雷

雨》版本中删掉的台词恢复，比如繁

漪的一些独白、周朴园和儿子的对

手戏等。“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

同时代的需求和艺术观念，对剧本

进行删减，我认为是合理的。但这

一次我们重读剧本时，发现很多过

去演出版本中删掉的台词非常重

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让天上的雷劈

了我吧’这样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

段落。”李六乙表示，“我们认为这是

回到曹禺，回到文学的一个前提。”

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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