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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河南电视台 8号演播厅的招牌剧目，
大型全景演艺《大河秀典》已渐渐地成为河南
的一张文化名片。但自 2008 年 2 月，8 号演播
厅除每周固定演出《大河秀典》外，开始尝试引
进话剧演出，至今已经先后引进了话剧《红玫
瑰白玫瑰》、《和谁去过情人节》、《疯狂的石头》
和《立秋》，而由他们引进的话剧《哆啦A梦》也
刚刚在英协剧院演出。

为何对话剧情有独钟呢？河南天乐传媒
公司总经理董晓敏告诉记者，为了充分利用现行
资源，天乐传媒决定引进其他剧场品种，充分利用
剧场空余时间，并对《大河秀典》形成有效补充。
为此，她曾奔赴全国各地观看演出，渐渐地把目光
锁定在了话剧上。“这两年国内话剧演出非常活

跃，创作出了很多优秀剧目，所以我就想着要把
这些高端、时尚的剧目引进郑州，我希望郑州观众
能够从接受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到学会欣赏，进而
有买票观看的需求，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了做一
个打开河南剧场文化尖兵的目标。”

据董晓敏了解，其实郑州不是没有舞台剧
市场，有很多舞台剧爱好者都会利用周末或节
假日赶到北京、上海观看演出，而河南天乐传
媒将在以后引进更多剧场品种，通过渐进式、
立体化的传播，最终让观众实现文化消费。据
董晓敏透露，2009年他们还将计划引进孟京
辉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话剧《鹿鼎记》
等，并且她还希望能够与本地剧目合作，充
分利用本地资源丰富郑州舞台剧演出市场。

天气越来越冷，但郑州的舞台剧演出市场却越来越热。话剧《立秋》刚刚在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上

演，舞台剧《达人未爱狂想曲》又在河南艺术中心给观众带来惊喜，紧接着，日本原版舞台剧《哆啦A梦》又

于12月13日、14日在郑州给小观众带来了别样感受，2009年1月5日、6日，话剧版《奋斗》马上就要来

郑与观众见面…… 郑州的舞台上不再是戏曲一枝独秀，越来越多的舞台剧逐渐走进河南观众的生活，它

们的出现将会给河南观众的娱乐生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 晚报记者 杨宜锦

“我看《立秋》时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那种悲怆、那种震撼、那种无奈让人感伤！”35岁的观众
杨瑛说自己是第一次看话剧，却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震撼！而《和谁去过情人节》《疯狂
的石头》在郑州演出时，新乡一对夫妻，专门开车来郑州看这两部话剧。

“话剧是演员当众表演，那种现场的情感体验是电影所不具备的！只要大家看过一部优秀
话剧，就有可能迷上这种艺术。”《达人未爱狂想曲》的导演赵淼向记者道出了话剧的魅力所在。

专家解读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杨扬——
“到艺术殿堂观看演出不只是

娱乐需求”
记者也随机调查了20岁至30岁的10名读

者，有3名读者说自己学校曾设有“话剧团”这类
的学校社团，有两名读者说自己看过先锋话剧，
有5名读者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任何话剧，但所
有的被访者都看过大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
过话剧，主要是很少听说郑州有话剧演出。”25
岁的曹先生说。

对此，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杨扬表
示，如今河南舞台贫乏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
话剧《立秋》、音乐剧《金沙》、百老汇经典剧目

《灰姑娘》及即将在省艺术中心上演的音乐剧
《茜茜公主》的出现，对活跃市民文化生活起着
很大的作用，这些剧目多是在某领域有一定影
响力，或是经典之作，或是有一定艺术探索性
的剧目。而在此之前，很多优秀剧目的巡演是
没有郑州站的，一是因为当时没有演出场地，
二是因为当时河南经济相对不发达，尚未形成
文化消费层次。

杨扬称，近几年，郑州的演出设施有了很
大的提升，河南艺术中心的硬件设施让很多表
演团体赞不绝口，而且近几年河南经济发展很
快，不少市民已经具备文化消费的能力。文化
消费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

标。1999年，北京有5万～10万人年收
入在5万～10万元，正是这批人形成了
当时严肃艺术的消费层。如今郑州年收
入在5万元以上的人群也已不少，对他们
而言，观看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及思想内
涵的舞台剧演出，已不单单是种休闲娱
乐方式，而是审美需求，也是社交需求。

河南省歌舞剧院院长周虹河南省歌舞剧院院长周虹——
“期待演出市场真正

繁荣”
河南省歌舞剧院院长周虹作为业

界人士，对于河南的演出舞台格外熟
悉。谈及舞台剧在郑州的发展与未
来，他称，2003 年，省委宣传部提出建
设“郑汴洛文艺精品工程”。经过近两

年的精心组织实施，2004年，我省推出４台
重点剧目——大型民族舞剧《风中少林》、

大型歌舞剧《清明上河图》、大型情景交响乐
《木兰诗篇》和大型舞蹈诗《河洛风》，在社会各
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鲜
明地域特色的剧目成为宣传和展示河南文化的新
名片，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河南戏曲独霸天
下、一枝独秀的艺术格局，单一的文化品种永远不
可能带来文艺的春天，如今“河南都是戏”的说法
越来越少了。他欣喜地告诉记者，今年戏剧大赛
我省就排演出了话剧《宣和画院》、木偶剧《牡丹仙
子》等，而且发现观众也不再只是围着电视转了，

“我期待着河南演出市场真正繁荣的那一天”。

11 月 2 日晚，由河南省话剧院倾力
打造的一台充满浓郁书香气息的大型方
言话剧《宣和画院》在开封市大众剧院首
次公演。据该剧编剧兼导演——河南省
话剧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国家一级导
演李利宏介绍，演出中一个个出彩的瞬
间，一句句地道的方言，博得台下观众一
阵又一阵共鸣的掌声和笑声。

省话剧院院长赵新宝告诉记者，
2007年是中国话剧百年，2009年将举办
中国话剧节，今年又适逢河南省第十一
届戏剧大赛举办，为此河南话剧院决定
打造出一台精品话剧，自此有了《宣和画

院》的诞生。目前这台话剧已经演出 9
场，北京专家在看完演出后称，“没想到
河南有一批好演员”，“这台话剧在全国
都不逊色”。

赵新宝称，虽然话剧在中国已经有
百年历史，但河南话剧市场比较小，目前
就河南省话剧院一家话剧演出团体，可
谓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而他们的
口号就是：坚守着，拼搏着，创新着。为
了排演《宣和画院》，剧组 70多位演职员
不计报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排练演出
中。“河南话剧还是有市场的，但首
先应该有好的剧目，才能获得观众
的认可与关注。”赵新宝称，现在河
南话剧院有不少票友，随着我省
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河南的话剧也一定会迎来春天。

【8号演播厅】做一个打开河南剧场文化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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