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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 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就满 60 岁了。60 年里，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创作了 160 余部作品，其中不乏

《马兰花》《西游记》《皮皮长袜子》 等
精品佳作，为孩子们带来了无数欢乐。
更重要的是，儿艺紧贴市场，培养人
才，坚持实行不赠票原则，做大了儿童
演艺蛋糕，也为我国文艺院团闯市场提
供了宝贵经验。

推陈出新——
一部戏复排 6 个版本

儿艺的作品大都经历过多
次打磨，上演的次数虽多，每
次都有新体验

今年院庆当日，儿艺将上演第六版
《马兰花》。这部戏是儿艺挂在嘴边的骄
傲，因为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导过 《马兰
花》 的排练。60 年前的 6 月 1 日，儿艺
就是借这部作品宣告了成立的。

“ 《马兰花》 曾经有过 5 个版本，
对儿艺有着特殊意义。”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院长尹晓东细数了历次版本，除了
建院演出版本，1959 年国庆 10 周年复
排了第二版，1978年儿艺恢复之际复排
了第三版，1990 年、2000 年又分别推
出了第四、五版，每一次都在舞美和情
节等方面创新，常看常新。例如，1990
年版本将剧中的一只猫变为四只猫，分
别展现其不同性格，在舞台上表现得更
充分。这次的第六版也作了全新编排。

不断创新让 《马兰花》 成为了儿艺
老中青观众的共同记忆。尹晓东曾多次
看到爷爷奶奶辈的老观众带着孙子孙女
来看自己当年看过的大兰、小兰。

不仅是 《马兰花》，儿艺的作品大
都经历过多次打磨，上演的次数虽多，
每次都有新体验和新亮点。2014 年，
儿艺推出了第三版 《宝船》，将老舍先
生唯一的一部儿童作品再次呈现在小观
众面前。新版 《宝船》 利用了现代机械
舞台，呈现出一艘造型精美的实体船，
能变大小，还可以调转航向，让小观众
们激动不已。

对于这些上演多次的作品，儿艺演
员的态度依然是两个字：“狠抠”，即使
是排练时也不例外。在儿艺工作的演员
马彦伟休假回来上班第一天，记者在排
练厅里见到了他。他是 《西游记》 孙悟
空的扮演者，从 2009 年开始就披挂上
阵扮演猴王，台词早已烂熟于心，但每
次演出前，他依然要跟全剧组反复排
练，精心打磨。剧组想培养一个 B 角，
马彦伟一边排练，还要一边指导他。B
角上场时，他坐在台下，嘴里还跟着念
台词，手上动作不断。“这是我第一次
坐在台下看，感觉真不一样。”马彦伟
看着看着，忍不住站起身示意演小猴子
的演员要表现得更活泼一些。整个下
午，他们都在认真地抠动作。饰演龙王
的演员是演员部副主任，已经 50 多岁
了，但排练仍然一丝不苟，“想坏主意
时”，他的眼珠也滴溜溜转，作出极其
惊讶的表情。

不要说露脸的演员，就连戴着布偶
头套的演员，哪怕只露出一双眼睛，眼
里也是有戏的。在 《青蛙王子》 里饰演
咕噜的一位演员告诉记者，头套虽然是
机械操作，但眨眼睛的频率如何，相应
动作的幅度都不一样。“我们要让小观
众们瞬间相信舞台上的故事。”

注重人才——
新入院就能演主角

剧院给予演员们充分的信
任和充足的机会，让他们有机
会展示自己的天赋

《马兰花》 的主演张洋今年才刚刚
进入剧院。准确地说，她还不算正式加
入儿艺，因为她 7 月份才能从第三届中
戏儿艺班毕业。不过，儿艺早已习惯了
新人挑大梁，很多部作品都是由新人担
任主角。

“可能没有哪个院团像儿艺这样重
视对人才的培养，会跟中戏这样的专业
院校合作培养演员。”儿艺最年轻的国
家一级演员唐妍一脸稚气。她 2004 年
才从第二届儿艺班毕业，在儿艺 50 年

院庆时，还是新人的唐妍也曾经独挑大
梁。“儿艺给演员提供的不仅是专业培
养，还有放手去试的机会。还有老前辈
无 私 的 关 怀 和 帮 助 ， 让 我 们 迅 速 成
长。”唐妍已经参演过 16 部作品，演出
场次超过 2000 场，拿过中国戏剧梅花
奖、中国话剧金狮奖，还连续三年获得
文化部优秀剧目展演优秀表演奖。这个
成绩是很多演出院团的“头牌”一辈子
也达不到的。

儿艺的演出场次多，演员的数量却
很少，这就对演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
高要求。“我们长期在各种剧组串场，
一年要演七八部剧。每部剧只能保证最
重要的演员相对固定，其他人就要到处
串场，甚至有时这部戏的主角也要去别
的剧组跑龙套。”《青蛙王子》 中小公主
的扮演者刘瑶告诉记者，她进入儿艺的
时间也不长，但是工作量非常大，曾经
完成过 3天拿下一部新戏的任务。

戏演得多了，儿艺的演员们个个看
起来都童心未泯，而且显得年轻。演员
杨成已经在儿艺 11 年了。一脸络腮胡
子的他这次扮演小白兔。聊天中，杨成
突然一歪头，双手虚握，只伸出两根食
指指着自己的脸，微笑着说：“小白兔
是这样的。”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做出这
个动作，还是让记者有些惊讶，但是他
的动作非常自然。“这就是儿童剧演员
的素养，演什么就要像什么。”杨成喜
欢儿童剧赋予的无限想象空间，只要能
够想到，就可以去演。剧院给了演员们
充分的信任和充足的机会，让他们有机
会展示自己的天赋，成长为儿童剧舞台
上的明星。

紧贴市场——
低票价吸引观众

儿童剧中的艺术内涵应该
成 为 父 母 与 孩 子 沟 通 的 桥 梁 ，
成为家庭教育的桥梁

凭着过硬的作品和专业的演出，儿
艺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儿艺从来不
赠票，每张票都是实打实卖出去的。”

儿艺演出部主任赵寒冰很自豪。
在售票处，记者拿到了今年三四

月份儿艺的演出表，不仅周六、周日
的各个黄金时段都安排了演出，连周
一上下午也有安排。算下来，每个月
儿艺剧院的演出超过 20 场，既有 《西
游记》《宝船》《小吉普变变变》 等经
典剧目，也有 《青蛙王子》《国王在姆
咪谷》《白雪公主与 7 个小矮人》 等新
编作品。

这样的底气在当下以赠票为主、场
次低迷的演出市场极其罕见。为庆祝 60
周年，儿艺还推出了长达半年的超级演
出季，将上演 45 台剧目、352 场演出，
覆盖全国 50 个城市以及美国、罗马尼
亚、立陶宛、日本、韩国等国家。演出
季期间，儿艺带来了新版 《马兰花》

《宝船》《东海人鱼》《小蝌蚪找妈妈》
等好戏，还与外国同行们共同带来了

《足尖上的辛德瑞拉》《勇敢的朴爷爷》
等作品。

好戏连台，赵寒冰却不担心上座
率。“剧目令孩子期待，票价也不会让
家长肉疼。”赵寒冰表示，作为国家剧
院，演出成本不断上升，但儿艺始终将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 2010 年以来一
直秉承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的原
则，展演期间演出仍然保持 50 元至 180
元的普惠价。此外，儿艺还推出多种亲
子套票，180 元可获得 2 张原价 100 元
的套票，500 元能获得 3 张原价 180 元
的套票，可节约 20 元至 60 元，通过官
方网站选座购票还有 8.8 折优惠。不方
便亲自取票的观众可以快递送票上门，
大大方便了那些平常工作比较忙碌的
家长。

这些举措让儿艺受到家长和小观众
们的欢迎。记者上官网查询后发现，4
月 30 日下午的 《西游记》 销售已经过
半。“在多年的演出和工作中，我明白
儿童剧绝不是过家家，不是哄小孩子
玩。儿童剧应该成为父母与孩子沟通
的桥梁，成为家庭教育的桥梁。”儿艺
副院长闪增宏说，“希望更多少年儿童
有机会走进儿艺，接受艺术熏陶和精神
享受”。

60年里创作160余部作品，紧贴市场满足需求——

花甲儿艺 童心未泯
本报记者 佘 颖

开拓市场还需增强产业链意识
佘 颖

本版编辑 梁剑箫

安徒生奖推动出版热潮

儿童文学迎来黄金时代
本报记者 李 哲

2016 年国际安徒生奖花落中国，让高歌猛进的国内
少儿出版市场掀起了一波更大的热潮，安徒生奖得主曹
文轩的作品更是炙手可热。

记者获悉，在奖项揭晓次日，曹文轩的不少作品立刻
开始“加印”。据天天出版社透露，《曹文轩文集》、小说

《火印》共加印 31 万册；接力出版社 4 月下旬将推出曹文
轩少年成长系列小说《大王书》新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社即将推出曹文轩最新长篇小说《蜻蜓眼》。在曹文轩作
品炙手可热的背后，是少儿出版近年来高歌猛进的发展
势头。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司长许正
明介绍，2016 年全国共报送少儿类图书选题 60700 种，
占全国图书出版选题总量的 26%，较 2015 年度增加了
12000 种。在少儿类出版选题中，原创儿童文学占有重
要位置。从 2016年的选题中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名家新
作不断，知名中青年儿童作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新
生代儿童作家也不断涌现，一批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既叫
好又叫座。虽然儿童文学在品种上不足少儿图书的五分
之一，却占据少儿图书市场二分之一的份额。特别是近
年来销售突破 1000万册的作品不在少数。

毋庸置疑，中国的儿童文学迎来了黄金年代。“十三
五”期间，国家相关部门也将组织实施儿童文学精品工
程，资助和奖励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儿童文
学市场必将进一步扩大和繁荣。儿童文学作品是少年儿
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精神食粮，关乎少年儿童阅读习惯
和阅读兴趣的养成，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
成。因此，读者强烈渴望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儿童文学作品，用一本本好书滋润一颗颗童心，用一本本
好书伴随孩子们健康成长。

“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是图书丰富到泛滥的时代，
是图书出版门槛非常低的时代。这就导致了图书市场的
混乱，也导致了图书市场混杂着大量在我看来质量比较
低劣的书。”曹文轩直言道，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孩子
该读什么书？曹文轩认为，一个成年人可能有判断图书
质量的能力，可是孩子不一样，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
们的认知能力、审美判断能力都不可靠，需要引导。

曹文轩进一步说道：“中国的童话市场是全世界最
大、也是最具活力的。但这个市场的质量并不令人十分
满意，甚至令人担忧。巨大的商业利润诱惑使得一些儿
童文学作家把太多心思用到获得商业利润上，忘记了文
学的根本使命，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对民族、对人类
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扭转。”

曹文轩的获奖，让中国的儿童文学在国际上也火了
一把。目前，曹文轩的多部作品已在英国、法国、德国、意
大利和韩国等国家出版，并受到小读者们的喜爱。

在中国童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智慧的营销方式扮
演着重要角色。“我举个例子，天天出版社搞了一个‘中国
种子世界花’的活动。我写一个图画书的文字版，请国外
的著名画家共同完成。当我的文字被世界上非常著名的
插画家选择之后，借助这些插画家在本国的影响力，这本
书的版权也就顺利地走进各个国家。”曹文轩说，目前“中
国种子世界花”系列所有的图画书都实现了版权输出。

据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涛介绍，为
了推动曹文轩作品走出去，早在 2014 年初，在中国出版
集团支持下，天天出版社和曹文轩一起成立了曹文轩儿
童文学艺术中心，这是国内第一家以重要作者为品牌的
全版权运营机构。该机构以版权为中心，围绕文学出版、
版权贸易、影视改编、教育培训、杂志、游戏等模块，展开
了全版权运营。除图书出版以外，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
品已被陆续转化为其他形式。

客观地说，儿艺有今天，除了自身的

努力，还要归功于相关市场的火爆。

我国孕婴童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

长。易观智库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去年

我国孕婴童行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 2 万

亿元。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我国每年

新生人口出生数量将进一步增长，亲子用

户基数将持续扩大；同时居民消费实力和

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升级，用户的亲子消费

投入也会得到持续提升。易观智库预计，

未来 5 年中国的孕婴童行业整体市场规

模会迎来快速增长期。2018年，中国孕婴

童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3 万亿元。儿

艺分割的就是这个 3 万亿元蛋糕中的一

块。花 50 元到 180 元就能让孩子享受一

场高品质的演出，家长们大都不会吝啬，

儿艺的演出场场爆满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文化产业链上，儿艺只占据

了演出的前端，忽视了利润更丰厚的衍

生品开发。演出只是微利，且市场容量

有限：全国有 2 亿多少年儿童，能在现场

观看儿艺演出的又能有多少呢？更何况

那些新式声光影像技术的应用，在丰富

了观看体验的同时也使成本大幅上升。

儿艺承认，这几年新戏多，舞台拆装频

繁，成本显著上升。不过，由于国家演艺

院团的公益性，儿艺坚持高品质和低票

价。也就是说，场场爆满的演出虽然热

闹，实际上赚不了多少利润。

闯市场不能满足于在儿童演艺市场

成为明星，还应该探索产业延伸发展的

可能。儿艺坐拥 160 多部作品，其中不乏

《马兰花》这样陪伴三代人成长的佳作。

这些作品只停留在舞台上可惜了，儿艺

应该有意识地实施产品开发授权。目

前，儿艺的市场营销还交由演出部负责，

更不要提专业的产品开发运营了。

其实，儿艺在开发衍生产品方面也

作了一点尝试。今年，儿艺推出了一款

“猪八戒公交卡”，但是效果不佳。毕竟

作为开放 IP 的猪八戒已经被用“滥”了，

不如儿艺自己设计的青蛙王子、大兰小

兰有特点。这次不太成功的尝试证明，

开发儿童市场同样需要强大的产品链和

营销力。因此，儿艺首先要增强产业链

意识，组建专业团队负责产品开发和市

场拓展。

同时，儿艺还可以借助最新的技术

手段，扩大演出覆盖面，创造新的收入渠

道。譬如，利用网络视频直播和点播技

术，将演出搬到网上，满足更多孩子的观

看需求。这方面已有成功案例。英国国

家剧院自 2009 年开始推出 X-LIVE 项

目，通过放映形式呈现在伦敦和纽约等

地观众面前，观众用实惠的票价就能享

受到剧场里最昂贵的座位也难媲美的视

听享受。以《弗兰肯斯坦》的 X-LIVE 版

本为例，该作品 2011 年首演，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已有近 50 万人通过“英国国家剧

院现场”领略了这部作品的魅力。国内

观众仅需花费 150 元至 180 元，就能欣赏

到詹姆斯·弗兰科等世界著名男星在英

国国家剧院的舞台演出，还节省了往返

伦敦的机票钱。

鉴此，儿艺不妨再大胆一些，加强市

场意识，借助新兴技术，在为更多孩子带

去欢乐的同时，延长产业链，为丰富文化

产业发展的内涵探索新路。

世界手工艺产业博览会将办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由中国轻工联合会、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单位主办的 2016 世界手
工艺产业博览会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将于今年
5 月 20 日至 30 日在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世界手工艺产
业博览园举行。

博览会期间，将举办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百位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集群签约入驻中国书法
美术馆、中国油画美术馆和中国中医药文化馆三个项目
的启动仪式等。此外，还将举办首届中国 （国际） 非遗
全球健康高峰论坛和首届上海对话世界国际艺术峰会等
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据悉，建成后的世界手工艺博览园将成为上海手工
艺产业面向全球的文化视窗，成为具有品牌价值的世界
级文化综合体。

2016 中国国际演出交易会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开幕。国内 30 多个省区市和海外 10 多个国家及

地区的 500 多家单位参会。图为开幕式上表演的以广西

三江县千年侗寨为背景的 3D 舞蹈诗《侗》。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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