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北京，长安街旁。国家大剧院
像一片文化的磁石，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国内外的名家名团名剧目在此，无数热情
的观众在此。作为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
这里每天上演各种节目，无数人的梦想从
这里启航。

传播艺术，滋养心灵

丰富多彩的演出奠定了国
家大剧院世界一流剧院的国际
地位

猴年春节，不少人选择在国家大剧院
品味艺术盛宴，过一个文化年。

从正月初二至初六，黎巴嫩卡拉卡拉
舞蹈剧场《一千零一夜》、“拉德斯基进行
时”北京管乐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北京
京剧院传统名剧《龙凤呈祥》《四郎探母》

《锁麟囊》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
《三个和尚》11 台 24 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为
观众贺岁。

在国家大剧院里，观众获得的不仅是
滋养，还有启迪。

2015 年 12 月 22 日，这是一年一度的
“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时间。下午不到 3
点，音乐厅前已排起长队。之前的“向军
旗敬礼”音乐会爆满，观众们期待着半小
时后的“欢乐的节日”音乐会。与日常演
出不同，在这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奉上的音乐会上，每到曲间，指挥张海峰
就像位老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向观众介
绍即将演奏的乐器、曲目风格。“单簧管在
管乐队里非常重要，下面演奏的这首《馅
饼波尔卡》就是一支著名的曲子。同样的
曲调，通过不同的律动，演绎出不同的风
格。什么风格呢？演奏时，我会告诉大
家。”演奏中，随着音乐变化，他向观众席
举起“波萨诺瓦”“曼波”“桑巴”等牌子，台
上台下融为一体。演出结束，掌声经久不
息。

74 岁的于淑珍是老北京，她住在北五
环 外 的 天 通 苑 ，老 人 上 午 11 点 就 出 门
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确实好看，建筑好、
环境好、节目好。上一场我也看了，也是
这个乐团演奏的，他们参加了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的现场演奏，特别棒！国家大剧

院就像我们国家的牌匾，国家富强了，该
有这么个地方，让老百姓欣赏到高水平的
演出！”

国家大剧院是国家最高表演中心，坚
持高雅艺术定位，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
800 场。8 年间，有 7000 多场演出在这里
上演。曾经，北京观众“每年等一剧”，如
今，却是“演出无淡季”。每年的歌剧节、
五月音乐节、八月合唱节、舞蹈节等吸引
着各国的表演艺术家在这里登台，世界级
大师和顶级名团频繁到访。细数这些年
大剧院铺就的“星光大道”，不难发现，几
乎所有殿堂级艺术大师和著名院团都在
这里亮过相：阿巴多、西蒙·拉特、杨颂斯、
洛林·马泽尔、艾森巴赫、普拉西多·多明
戈、何塞·卡雷拉斯、乌戈·德·安纳、强卡
洛、诺伊梅尔⋯⋯从指挥家、歌唱家到演
奏家、舞蹈家，从著名导演到顶级舞美设
计师，还有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
团、费城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
交响乐团等世界名团。多明戈已与国家
大剧院合作了两部歌剧，他在排练中说，

“我期待着与大剧院进行第三次合作”。
他们与国家大剧院频繁而密切的合作，有
力证明了国家大剧院作为世界一流剧院
已确立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艺术普及，“滴灌”无声

敞开艺术的大门，告诉人们
什么是美好

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国家大剧院就确
立了“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宗旨，以

“艺术改变生活”为核心价值理念，努力成
为国际知名剧院的重要成员，国家表演艺
术的最高殿堂，艺术教育普及的引领者，
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大平台，文化创意产业
的重要基地。

艺术普及，在国家大剧院被称为“滴
灌”工程。截至 2015年底，8300余场艺术
普及教育演出及活动惠及了不同的群体。

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部长王
大羽总是很忙。见到他时，他正在张罗当
天的青少年普及音乐会。他对音乐普及
活动如数家珍：每周一次的周末音乐会、
每周末的经典艺术讲座、每年 400 场的空

间演出、每年 100 场的讲座演出⋯⋯在这
些普及教育活动中，不少知名艺术家与青
少年同台演出，一起排练，孩子们特别兴
奋。王大羽说，“做好艺术普及确实不容
易。艺术普及，要了解各艺术门类，知道
各门类里最好的艺术家，还要了解观众。
这些年做下来，我们越做越高兴，责任也
越来越重大”。

普及教育，不仅发生在大剧院内，很
多活动走向了社区、学校和军营。

午后，北京市第 166 中学附属校尉胡
同小学教室里，孩子们正在上一节京剧
课。国家大剧院“京剧进校园”活动正在
举行。“京剧的四功五法是什么？京剧的
四大行当是什么？不同颜色的脸谱代表
什么含义？”讲台上，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
演示着“手眼身法步”，孩子们认真地模仿
着，兴趣十足。古老的国粹在课堂上活泛
起来，充满了魅力。2014 年起，国家大剧
院与校尉小学、自忠小学合作，承担了学
校全部的美育课，他们聘请老师帮学校办
起了话剧班、舞蹈班、手工班等。校尉胡
同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吴薇说，“这里的孩
子大多是打工子弟，他们走进国家大剧
院，欣赏过京剧、歌剧、芭蕾舞等。每到课
间操播放音乐，孩子们都能叫出曲名”。

自制剧目，种下未来

优质的原创作品，是向艺术
高峰攀登的阶梯

《简爱》《阿依达》《骆驼祥子》《王府
井》⋯⋯这些国家大剧院倾心打造的原创
作品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剧目。

打造原创剧目，考量的是一个剧院的
综合能力，从选剧本、请导演、选演员到排
练、舞美、灯光、音响、服装，每个细节都要
付出心血。

“艺术生产是大剧院的三大核心业务
之一，我们一直轰轰烈烈地坚持艺术生
产，为什么？原因有二，第一，按照国际惯
例，艺术生产是大剧院的立院之本；第二，
在当今这个时代，人民呼唤艺术精品的出
现，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大剧院副院
长、新闻发言人邓一江说，8 年，国家大剧
院从零起步，打造了 59 部自排剧目。“我

们 是 从 2008 年 正 式 启 动 自 排 剧 目 的 ，
2010 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成
立后，开始有规模地进行艺术制作，主要
以歌剧为主，同时兼顾话剧、舞剧、戏曲，
每年推出 8 部左右的剧目。”2015 年，是国
家大剧院艺术生产的丰收年，推出了 12
部剧目，而国际知名剧院的生产规模一般
在 6 到 8 部。除了量的突破，质量的提升、
制作的精良、管理的规范、市场的反映也
业绩不凡。在艺术制作水准上，每部剧的
主创、主演团队都在国际上选聘，从剧本、
演员、制作、作曲、舞台设计等各个环节打
造精品，力图做到“做一部、立一部、留一
部、传开一部”。这些自制剧票务销售量
平均已达到 86.6%，有的剧目销售率达百
分之百。

新编历史京剧《正考父》的作曲、指挥
朱绍玉是第四次与大剧院合作。他说，

“大剧院在艺术生产方面非常严谨。我经
常在全国跑，不管是文艺界的还是普通观
众，提到在剧院登台演出或观看演出，都
感觉是心愿达成了！在大剧院上演的一
定是拳头产品，在艺术质量、在思想导向
上是标杆，传递的是正能量”。

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参与和见证了
这座剧院从零开始的发展历程，“建院之
初，国家大剧院就确立了‘人民性、艺术
性、国际性’的宗旨，这三性合一，密不可
分。从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群众
感受艺术享受生活，推动中国表演艺术繁
荣发展，促进中外艺术交流。可以说，这
些目标我们一一实现了”。如今，国家大
剧院已成为世界上艺术演出和艺术生产
最活跃的剧院之一。

很多人喜欢大剧院的建筑，它像一只
鸟蛋，孵化着无数艺术爱好者的梦想。国
家大剧院人有个共同的梦想——让大剧
院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艺术殿堂，成为“世
界一流”的艺术殿堂。为了这个目标，他
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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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点什么才是国际一流
□ 王 晋

我们正处一个创造力极大丰富的互联时代，

借助互联网工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释放出前所

未有的创造力。很多原创者将心血变成文字、图

片、视频作品，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们自由取

用。然而，这种共享却屡遭漠视和抹杀，被不尊重

原创和版权的肆意抄袭行为所伤害。

尽管“保护原创、尊重版权”的理念已扎根于

大多数人的心中，但仍有不和谐的杂音搅乱着知

识产权的发展，侵害原创者权益的现象屡见报

端。原创者付出的心血，理应被尊重，但现实情况

却是他们的权益未受到应有的保护。便利的网络

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海量信息共享的同时也

给投机取巧之流创造了温床。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于“免费下载”“免费听歌”时代所带来的繁荣，但

这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市场价值和文化歧路。因

此，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尤其是公共社交平台，如

何在开放无序的网络环境下，真正发挥媒体的特

质，尊重原创，保护创新，传递正能量，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是亟待解决的一个大课题。

除了直接把别人苦心策划、精心编撰的作品

“拿来”外，一些打着借鉴的作品幌子同样有抄袭

之嫌疑。他们常常披着创意共享的外衣，内里却

仍是内容侵权。如前段时间在微信中很火爆的少

年不可欺事件出现反转，指责优酷抄袭的少年也

被发现抄袭了国外的创意。因此，对诸如此类的

借鉴、“致敬”等抄袭方式，必须明辨其出处，该说

就说。也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侵权之风蔓延，从而

为创意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对原创的漠视，更严重的危害是我们思想的

能力日益衰退。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们越来越

重视网络平台的建设，以此来传播信息、塑造形

象、创造价值。虽说，博采众家之所长，方能自成

一派之风骨，但有些底线是必须遵守的，你失守越

多，堕落就越多。不难想象，创造者为精神产品付

出了辛勤劳动，除了极个别名人获得了较好的市

场回报外，绝大多数原创者不得不沦为事实上的

“廉价打工者”“文化农民工”。因此，如果缺乏对

原创者的尊重，我们将难以激励更多的人去创造

出更优质的作品。如果侵权成本低、版权意识弱

的状况不去改变，令创作者没有能力、财力和心情

投入再生产。好的精神产品，从何而来？长此以

往，必将使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我们还将难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创造

优质内容，使互联网变得粗鄙、无趣和灰暗。当所

有的人都没有热情写下动人的文字、拍摄优美的

照片、录制启发人心的视频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

低水平复制中轮回。尤其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

唯创新的思维、原创的灵魂，才是互联时代生存发

展的不竭动力，惟有真正守护新媒体发展的一方

净土，才能实现真正繁荣有序发展。因此，我们维

护原创的尊严，必须回到鼓励创新的原点上，做精

做深做强，增强文化传播力。

尊重原创，尊重知识，靠自律也靠制度。盗版

剽窃伤害的不仅是知识产权本身的权威和原创者

的权益，更影响了法律的尊严。这是因为，知识产

权本身受法律的保护，需要依法获取授权，按照法

定的程序来处理。由此看来，泛滥的复制粘贴处

于问题的表面，对我们造成伤害的，还有对原创者

基本权利的冷漠对待。更深层次的是，长此以往，

任盗版横行、置原创者的利益于不顾，怎么能培养

起人们依法办事的规则，养成尊重知识产权的习

惯？

社会舆论和行业监督固然重要，法治的手段

才是最为长久和有效的。要遏制抄袭剽窃等侵权

行为，最根本的办法还要依赖法治的手段。目前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日臻完善，除了著

作权法外，还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

章。现在关键是加强司法和执法，切实运用法治

的利剑去惩处和震慑侵权盗版、抄袭剽窃等违法

甚至犯罪行为。同时，广大著作权人也要勇于拿

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

始于足下，赖于法治，成于共治，止于永久。

惟让原创者的心血被“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创

新才会更有希望。

坚守原创

才有未来
□ 吴学安

尊重原创者的心血，不光是对个

体的维护，更是为了让思想走向远方，

让文化更有活力

上海近日开馆的金融博物馆暨银行
博物馆是目前国内馆藏最丰富、珍稀文
物最多的金融行业博物馆，展出各类珍
贵金融历史文物 5000余件。

据介绍，金融博物馆暨银行博物馆
的前身上海银行博物馆于 2000 年正式
开馆，是中国工商银行创办的全国首家
金融行业博物馆。16 年来，博物馆收藏
和保存了大量见证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史

料和文物，目前已汇聚清末以来 160 余
年间的各类金融史物 3 万余件，吸引了
累计近百万人次参观。然而，由于旧馆
条件有限，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金融博物馆暨银行博物馆的重建应运
而生。

全新的金融博物馆暨银行博物馆不
仅将原馆的珍藏悉数移展外，还以汇通
天下、岁月流金和海纳百川为三个主题
讲述中国的近代银行发展史，首次展出
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照片、文献，由点
及面，多角度、全景式勾画出百年民族
金融的变迁，反映出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的沧桑巨变。

展品中，“镇馆之宝”当属美国钞票
公司为当时国内多家银行印制钞票时使
用的钢制雕版一组。讲解员陈培卿说，

“每一块雕版都是雕刻师雕刻的，连雕刻
师本人都没有办法雕刻出第二块一模一
样的母板。钞板印钞时通过母板进行翻
印，不用时要集中销毁，这些母板当时
是作为留存档案被美钞公司保存下来
的”。同时，博物馆在介绍大量革命根
据地、解放区的货币时，还特地展示了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银行干部任命书以及
第一至第五套人民币，包括有人民币

“票王”之称的 1 万元“牧马图”等珍贵
纸币，据悉“票王”的拍卖价达到 430
万元。

金融博物馆暨银行博物馆还记录还
原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在实景体
验区，呈现的是当时通货膨胀给社会带
来的动荡。一幅真人大小的照片制成的
展板再现了市民为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

货币贬值，而抢购黄金的情景，人们脸
上急切的表情让人想起著名电影 《乌鸦
与麻雀》 中的情节。旁边一个蜡像是一
位正在点烟的老外，用来点火的竟然是
流通的金圆券，蜡像原型出自当年一张
珍贵照片，点烟用的纸币面额达到惊人
的 60 亿元，纸币上索性把无数个“0”
都省了 ， 这 张 中 国 结 束 封 建 统 治 以 来
发行的最大面值的纸币在当时仅仅能买
到 70 粒米。当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活
生生呈现在观众面前时，相信谁都会感
慨万千的。

上海金融博物馆暨银行博物馆：

全景再现百年金融风云
□ 沈则瑾

160年来，中国金融业

的沧桑巨变，是一个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