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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国：保持传统不意味一成不变

职务：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
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

有两张响亮的名片让世人认识和了解安徽，一

张是黄山，另一张就是黄梅戏。风风雨雨几十载，

黄梅戏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辉煌，“五朵金花”时代的

巅峰，也有过低谷，如今，在历经了两年的转企改制

之后，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黄梅戏“梅开二度”，焕发了新的活力。

记者 朱玉婷/文

问：转企改制之后，您认为对于省黄

梅戏剧院来说，始终要坚持，或者需要被

改变的是什么？

答：之前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要

保留。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适应和磨

合，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化企业。

艺术生产对于一个艺术院团来说是根本，

但艺术生产的方式和之前会有不同。

问：省黄梅戏剧院在转企改制之后，

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50多年来一直是事业单位，转企

改制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思想要转变。

真正能将自己放在文化企业的位置上，审

视创作、经营、队伍的培养和管理、规章

制度的建立和运营，这才能成为真正意义

的文化企业。

最大的挑战来自思想

问：在艺术生产上，转企改制以后，最

明显的变化在哪里？

答：会更多地考虑到市场，考虑到一

个作品如何进行市场的流通和运营。转

企改制之后，在抓艺术生产的方式上有所

转变，更多地考虑市场、考虑观众、考虑流

通。这不仅是一个作品，也是文化商品。

问：有哪些新剧目上演？或者说，在

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新动作？

答：黄梅戏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音乐

悦耳、委婉动听，我们排了一些大型的黄

梅戏演唱会，比如，大型黄梅戏交响演唱

会《天上人间》、黄梅戏情景剧演唱会《永

远的黄梅》、迎接建党90周年所做的黄梅

戏清唱剧《红梅赞》等。

这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形式，用新的形

式演绎传统经典，“老瓶装新酒”。保持

传统也不意味着就是一成不变。

艺术生产更多考虑市场

问：当下，倡导文化和科技相融合，那

么省黄梅戏剧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运用新科

技、新手段为传统的舞台艺术找到平台，

就推出了3D全息黄梅戏舞台剧《牛郎织

女》，演出效果很好。让传统文化插上科

技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更远。

问：新的科技手段的加入，会有更多年

轻观众加入到黄梅戏爱好者的行列中来？

答：如果能够让中老年观众和年轻观

众都喜欢戏曲，就是一件好事。《牛郎织

女》就较好地处理了两者关系。3D技术的

加入，许多年轻的观众加入进来，包括大

学生甚至少年儿童也愿意走进剧场来看。

让传统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问：您作为省黄梅戏剧院的领路人，

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剧院才达到了您

的理想？

答：黄梅戏是戏曲百花园中异常夺目

的一朵。我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黄梅戏

剧院，经历过戏曲辉煌的时代。当时物

质是匮乏的，演出形式也是单一的，和今

天不能同日而语。

未来我想象中的黄梅戏剧院，是一

个主业即舞台艺术突出，黄梅戏是我省

的也是全国的，在这个领域应该挑重担、

争一流，相关其他产业发展是多元的。

立足舞台，兼顾更多的业态，使这样一个

有着良好基础和广泛影响的企业得到更

好的发展，不仅有更好的作品更好的人

才队伍，还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服务社

会服务观众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问：会不会排一些和当代热点相关

的现代戏？

答：因为戏曲类的舞台艺术自身的特

点，和当代热点相联系的相对较少。如，

黄梅戏《安徽好人》就是现代戏，但是当

下叫好又叫座的戏曲现代戏确实不多。

立足舞台兼顾更多业态

问：提到黄梅戏，很多人会想起严凤

英、王少舫、“五朵金花”等大家辈出的时

代，但当下却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是

什么原因，人才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吗？

答：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其他文

化形式的兴起，客观上存在对戏曲的冲

击，以前艺术形式少，大家关注点很集中。

现在缺少真正意义的时代精品，全

国对舞台艺术的研发都有所忽视，每个

剧团只有几个编剧，在质和量上都有不

足，青黄不接，剧团也缺少了一度创作的

有力支撑，剧团就缺少精品。其次，还有

很多唱段也很好但是没有唱出来，是因

为演出的频率不够高。

问：是什么造成了“剧本荒”的局面？

答：戏曲普遍都存在剧本荒。现在

写一集电视剧本几十万很正常，写一个

舞台剧要过五关斩六将，兼具思想性艺

术性才能通过审查。因此，现在专业的

优秀剧作家确实很少。

问：如今学习黄梅戏的年轻人多不

多，就拿省黄梅戏剧院来说，青年演员占

多大比重？

答：省黄梅戏剧院在聘人员有 160

人，包括舞台、行政、演员等等。我们演

员分为演出团和小梅花剧团，演出团都

是成年人，小梅花剧团当时招进来都是

小演员，如今大概二十多岁，有三十来

人，应该说青年演员的比重并不算少。

对于后续人才的培养，像安庆的黄梅戏

艺术职业学院、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其中

的黄梅戏表演专业，每年都在招生。

缺乏真正意义的时代精品

许北雄：没人接班，挣再多的钱也没用
职务：安徽省演艺集团党委委员、艺术总监、安徽省徽京剧院院长

问：您是剧院合并的时候任院长的

吗？

答：是的。我们省一共六个团，我当

过三个团的团长，1998年到2005年在省话

剧团，2005年到徽京剧院成立前在徽剧院

和京剧院当团长，合并之后我还在这边。

问：2005 年的合并，是两个剧院的第

一次合并吗？

答：地理位置上这两个团一直都在这

个院子里，前面是徽剧团，后面是京剧

团。曾经在文革时期合并过一次，叫安徽

省京剧团。大革命结束后又恢复成两个

团。这次合并是第二次合并，这是真正的

合并，叫徽京剧院。

问：两个剧院的合并对两个剧种的保

护，是伤害多还是获利多？

答：这两个剧种有非常相似的东西，

长期同台会出现磨合的迹象，主要演员会

出现“不京不徽”的现象，对于人才我们

要予以保护。作为两个古老的剧种，合并

以后通过6年的打磨，现在基本进入良性

循环的状况，我们的演出场次、演出收入

都比合并前大幅度提升。

问：剧院如今最主要的市场在哪一块？

答：目前剧院开启了三个市场，一个

是主业市场，以京剧、徽剧为主；另一个

是辅业，多样化发展，动漫和综合性演

出、企事业单位的庆典演出；第三个是以

梨园剧社为中心的节假日市场。三个市

场能做活、做大做强就可以了。

剧院的前世今生

徽京剧院坐落在省城环城南路的一处巷子里，

门面不大，巷子幽深，树木成荫。徽剧院和京剧院

都有50年左右的历史，二者于2005年11月正式合

并，改名“徽京剧院”，并入安徽演艺集团。如今剧

院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但是按照企业化管理。

2005年，许北雄就任徽京剧院院长。他说，他是

在24小时之内，决定任职徽京剧院院长的。对于这

个职位，他说如果光顾着开拓市场是没用的，如果不

能让徽京剧光大流传，他这个团长是不称职的。

实习生 刘璐璐 记者 孙婷/文

问：任团长这么多年，最困难时期是

什么时候？

答：刚接手的时候。从任命那天开

始，整整一年时间是最艰难时期，一个是

合并带来的人员思想的不融合，另外，合

并前两个团都留下一些历史欠账，不仅仅

是经济上，还有人事上等方面的。资金严

重匮乏，除了固定资产没有任何流动资

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来做合并的融合，

再用半年的时间来理清历史欠账、排队还

账。一年的时间我们基本还清了账务、凝

聚了人心，大家看到了合并的希望。

问：困难时期怎么熬过来的？

答：主要就是挣钱的问题，我们要开

拓市场，不演出就是死路一条，过去我们

有个口号叫“小演小赔，大演大赔，不演

不赔。”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小演

小赚钱，大演大赚钱，不演不赚钱”，我们

要一步步去做，一年时间我们确实达到了

目标，增加了收入。合并前演员演一场演

出费是20到50元，现在翻了近10倍。另

外，我们从2006年就开始培养今天的接

班人，跟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定向办了

一个安徽省徽京剧院京徽剧演员大专班。

从“不演不赔”到“不演不赚”

问：在改革的过程中，您作为团长有没

有收到过来自观众、或者员工的负面评价？

答：有一些。一些人觉得我们的演出

质量有些问题，一些传统戏、老戏因为长期

演出演员有一些疲沓的感觉，不能每一次

都保证演出质量；从我们剧院的管理上看，

虽然是企业化管理，但是还没完全达到企

业化的模式，我们还没有完全摸索到一个

适合文艺团体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另外就

是新剧目的发展，剧院不能老演老戏，不能

只守着“老演老戏，老戏老演”来开拓市场，

创作剧目这方面我们抓得不够紧，六年我

们只推出了两台大型创作剧目，还有两台

动漫剧，速度和效果都不甚理想。

问：作为院长，您觉得最大的责任是

什么？

答：我现在55岁，我希望后面几年我们

能够出人才，培养一茬一茬的接班人，因为

安徽京剧和徽剧是最后一块阵地了，以前

淮南、滁州、安庆都有京剧团，但是现在都

没有了。徽剧就更不用说了，它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团有保护传承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把它发扬光大，没有人接班、不

能传承的话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我们必

须要让自身强大起来，把徽剧和京剧传承

和发扬下去。

“我希望后面几年我们能够出人才”

段婷婷：年轻人不喜欢，只能进博物馆
职务：合肥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合肥市庐剧院院长

不用说，老合肥们对庐剧一定很熟悉，对从前的合肥市庐剧团也应该很熟

悉。合肥市庐剧团的前身是安徽省庐剧团，2005年，又更名为合肥市庐剧院，

2010年底转企之后，它的全名更洋气了，“合肥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庐剧院”。据

院长段婷婷介绍，庐剧团今年将在滨湖新建一个剧场，庐剧作为合肥的特色剧

种，终于有了更气派的“门脸”，而光有“门脸”是远远不够的，段婷婷说，她希望

庐剧将来能“一票难求、连演十几场座无虚席”，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闪

烁着异样的光彩。 实习生 刘璐璐 记者 孙婷/文

问：转企之后的显著变化有哪些？

答：公司正式开始企业化运营是

在2011年 6月，在国家统一的文化体

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始转企。我们

原来和文化广电出版是一个系统，转

企之后成为合肥文广演艺集团，是其

下属子公司。

转企之后，政府加大了重视和关

注，在某些方面比以前要好的多。转企

后员工工资是之前的1.5倍。以前二级

演员也只拿1100元，现在刚进团最低工

资就有1800元，这还是除了绩效之外的。

问：目前庐剧院的发展如何？

答：今年对庐剧应该说是打翻身

仗的一年，外部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

都很好，正好赶上建院60周年，如果

今年的三部剧目都能受到大家的支

持，2012年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一年三部戏对庐剧院来说已经是开

了先河。《荠菜花》之后《天河》即将投

入制作，《孔雀东南飞》力邀戏曲编剧

于清风打造的，这个剧已经被列为安

徽省重点项目。《荠菜花》是一级编剧

杨刚老师的作品。

庐剧的瓶颈是编创人员的断层

问：庐剧团这些年有没有大批吸

收新人？

答：在五年前招收一批定向委培

的40名学员，今年毕业，马上就要进

团了，在省艺校委培的。40人我们择

优录取，进行入团考核，6月份进团。

问：您是什么时候进团的？

答：我是2003年调到庐剧团的，

当时是合肥市庐剧团，那时我们在淮

河路办公，还属于文化局，第二年更

名为合肥市庐剧院。我是半路转行，

之前是在企业艺术团（合肥四方集团

艺术团）担任主持人和歌唱演员。我

2011年3月接任团长。

问：当时接任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答：当时是正在转企的时候，一些

过渡工作还没完成。当时最大的难

题就是留住现有人才，制定发展方

向，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问：上任一年多，现在庐剧院有什

么改善和变化？

答：首先接任后投资拍摄后投资拍摄

了史无前例的庐剧经典唱段的MTV，

马上就要出版发行了，填补了这个领

域的空白，以后在卡拉OK就能点唱庐

剧了，在音像店也能

买到正规院团出

版的 DVD，这些

经典唱段有原创

也有传统，都是

院团演员演的。

以后在卡拉OK就可以点唱庐剧了

问：剧团排的戏除了在合肥演

出，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演出过？

答：庐剧的商业演出我们 2005

年去香港演出过，一个是《李清照》，

一个是《白蛇传》。当时反响很好，

是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出去演的）。

问：转企之后，剧院投入最大的

一部戏应该就是《荠菜花》了。

答：这次《荠菜花》的二度创作

十分给力，包括舞美、服装道具、唱

腔设计等，都是为了有新的庐剧观

众能够喜欢。庐剧的发展与传承必

须齐头并进，要把好的传统传承下

来，但是求发展必须要创新，不然没

有办法吸引更多的新的观众群体。

年轻人不喜欢你做的东西，你传承

的再好没办法生存，只能进博物馆。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排

出来的作品都不能装箱入库，应该

发挥你的初衷，我们是做宣传和文

化的，我们需要把它呈现在舞台上

送到千家万户，本来艺术就来源于

生活，当我们把它呈现在舞台上时，

它也应该回归于生活。

问：据您了解，庐剧的受众群体

是什么样的？

答：以中老年为主，他们对传统

的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据

我了解，当时一票难求说的是

庐剧而不是黄梅戏，庐剧作为

地方文化开展得比黄梅戏要

好。一个剧种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

断的去蜕变，虽然要保留精髓，但是

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年轻人对

传统艺术的关注点我们需要研究，

否则我们的发展会遇到瓶颈。

问：庐剧是合肥的一种特色，但

是老百姓似乎不愿意掏钱看庐剧。

答：这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弊端，

庐剧是一个地方剧种，再加上发展

上的停滞，不久的将来在政府的关

心支持下，等我们的艺术剧院落成

后，有了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我相

信老百姓会愿意看的。我们的宣传

各方面都不够好，近十年我们也排

了很多戏，但是演出条件演出场所

跟不上，影响了市场推广。

问：您觉得这个剧种会有消失的

迹象吗？

答：如果剧种得不到社会各界认

可，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可能就会面

临消失的尴尬。所以我们更要去培

育市场，要有依托，进入良性循环。

年轻人不喜欢年轻人不喜欢，，传承得再好传承得再好，，也只能进博物馆也只能进博物馆

黄梅戏《雷雨》剧照

3D黄梅戏《牛郎织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