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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春色别样红
——河南卫视《梨园春》及其开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目的调研与思考（上）

调查人：王全书（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河南省政协原主席）

贵州人和提前出局，今日出战亚
冠的山东鲁能和北京国安日子也不
好过。鲁能和国安自然想出线，但若
想亚冠晋级，不仅仅需要实力，还需
要一点点运气。国安必须要在客场
击败 F组的领头羊首尔 FC，鲁能虽是
主场作战，却要在击败大阪樱花的基
础上，寄希望于已经提前以 E 组头名
身份出线的浦项制铁不向武里南联
队放水，只要武里南联队无法击败浦
项，鲁能击败大阪就可出线。

山东鲁能上轮客场输给了武里南
联队，使得原本简单明了的晋级形势
立即发生变化，最后一轮即便战胜大
阪樱花也要看浦项制铁的“脸色”。一
旦武里南联队获胜，那么将与鲁能同
分，而按照亚冠规则，同分要比较相互

之间的战绩，鲁能对武里南联队是 1
平 1负，这意味着同分情况下，鲁能会
出局。

北京国安客场挑战首尔FC，难度
一点也不亚于联赛中的京鲁之战。刚
刚在联赛中遭遇惨败的国安，现在已
经是人困马乏。从近日的备战情况
看，国安选择在联赛中与鲁能“火拼”，
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想进军亚冠
复赛，就需要在今晚的比赛中战胜首
尔 FC。在韩国客场几乎没有胜绩的
国安，只有期望创造客场获胜的奇
迹。国安主教练曼萨诺对亚冠出线充
满了信心，而对手现在也需要一场胜
利来确保自己小组出线，今晚这场比
赛将是一场“血拼”。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本报讯（记者 秦华）在著名
书画家唐玉润先生迎来90华诞
之际，《中华书画家》杂志社推
出了《中华书画家·唐玉润专
辑》。昨日下午，由河南省文史
研究馆主办的“唐玉润书画艺
术研讨会”在我市举行，近20位
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齐聚一
堂，他们评价分析了唐玉润的
书画艺术风格、成就等。

《中华书画家》杂志是由国
务院参事室主管、中央文史研
究馆主办的国家艺术类大型专
业期刊。《中华书画家·唐玉润
专辑》包括“序”、“艺术人生”、

“作品欣赏（国画卷）”、“作品欣
赏（书法卷）”、“常用印谱”等部
分，全面介绍了唐玉润的从艺
之路、艺术风格、艺术成就等，
并收录了其75幅代表作。

侯耀忠说，唐玉润早年系
统学习颜真卿的书体，后又从

魏碑、汉隶及何绍基书体中汲
取营养，接下来又以书入画，专
攻写意花鸟，认真研读徐渭、
八大山人、恽南田、吴昌硕、齐
白石等人的作品，“唐玉润笔下
的牡丹、苍松、雄鸡、腊梅等，
舒展灵动，富有意趣，讲究笔
墨的浓、淡、干、湿细微变化，
构图洒脱，形成独特的‘唐派’
艺术风格。”

赵抱衡评价说：“唐玉润的
作品紧密贴合现实生活，雅俗
共赏，他总是能捕捉到各种花
鸟的鲜活生命形态，这使得作
品极富趣味，更为难得的是，唐
玉润总在不断地寻觅有个性的
艺术语言。”

周济人认为，唐玉润是一位
书画兼能的艺术大家，其绘画作
品技法娴熟、题材多样、画路广
泛，花鸟鱼虫、山石草木、清泉流
水、人物六畜等无所不包。

在选秀娱乐节目扎堆的荧屏，电视戏曲节目呈现出被边缘化的颓势。然而，从1994年开播至今，人们对《梨园春》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续、时代的发展而消退。在20年里，
《梨园春》通过一系列开风气之先、接地气的创新举措，激活了中华戏曲文化的生命力。《梨园春》栏目的探索和实践，为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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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能背水一战看“脸色”
国安咸鱼翻身靠“血拼”

44月月2222日，广州恒大队球员埃尔克森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当日，在日，广州恒大队球员埃尔克森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当日，在20142014年亚冠联赛年亚冠联赛GG
组小组赛第六轮比赛中，中国广州恒大队主场以组小组赛第六轮比赛中，中国广州恒大队主场以22∶∶11战胜日本横滨水手队，以小组第一的战胜日本横滨水手队，以小组第一的
成绩晋级八分之一决赛。成绩晋级八分之一决赛。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8：30 首尔FC VS 北京国安
19：00 山东鲁能 VS 大阪樱花

河南卫视《梨园春》栏目从 1994年开播，已
经走过了20个春秋。如果从1999年改版算起，
也已经播出了 785期节目。她通过一系列开风
气之先河的、接地气的创新举措，已逐步从稚嫩
走向成熟，从初始迈向辉煌，闯出了一条传统戏
曲艺术与现代电视传媒巧妙嫁接、珠联璧合的路
子，成为在全国深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优秀名牌
栏目，为民族传统艺术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一席
之地，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专家们的普遍好评。

她是如何走过来的？其成功的经验给了人
们哪些有益的启示？以传承弘扬中华戏曲文化
为宗旨的《梨园春》，在河南卫视“文化中国、文
化卫视”的整体定位中，引领了哪些诠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在卫视戏曲类电视栏目低
迷的当下，《梨园春》如何再突破，实现逆增长？
笔者对此作了全方位的调研与思考。

一、“飞入寻常百姓家”——原
创性地推出戏迷擂台赛

《梨园春》栏目的最大亮点，是戏迷擂台赛
这一全新形式的原创性设置。它大胆地打破了
戏曲类节目“我演你看、我唱你听”的固有模式，
开启了双向互动、多向交流的崭新格局，满足了
众多戏迷、票友登台一展风采的表现欲望，焕发
了观众参与节目的热情。这个板块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广大观众异乎寻常的欢迎，得到了社
会各方面的广泛认同。《梨园春》以其群众性、娱
乐性、参与性和互动性，快速走进了千家万户，
引来全国各地、各年龄段、各行各业的数十万人
报名参赛，两千余位草根戏迷成了家喻户晓的
明星擂主。“到《梨园春》打擂去！”已成为一些人
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向往，将大批戏曲爱好者变
成了戏曲艺术的传播者。以 2012 年度再次擂
响中国的全国戏迷擂台赛为例，历经一年的激
烈拼杀，在新的赛制中强强对决、短兵相接的12
位选手进入总决赛。在成人组选手中，既有来
自西北高原的军中百灵鸟李思蓓、常年在田间
地头为乡亲们送戏的业余剧团团长蔡成海、工
作在几百米井下的一线采煤工人周雷达，又有
教书育人的山西高校老师王淑珍、百年名校学
业有成的大学生赵文博、正在努力学习积极进
取的中学生高梦双；在少儿组选手中，既有穷人
孩子早当家的励志少年崔增才、古灵精怪的美
少女张楚怡、在河南学豫剧的河北女孩李艺，又
有全国年纪最小的变脸王子丁大山、童言无忌
的河南豫剧二团小神童刘奥、父母为了给百姓
唱戏而无暇照看自己的梨园萌主曹天歌。他们
分别向年度总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刺。成人组 6
位实力派戏迷各展风采，技惊四座；少儿组6个
小戏精齐齐彩扮，萌态可掬。最终，矿工小伙周
雷达和励志少年崔增才拔得头筹，分别摘取了
成人组和少儿组的金奖。

正是由于戏迷、观众的踊跃参与，促成这一栏
目的收视率不断攀升，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观众
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狂潮。央视索福瑞调查
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梨园春》平均收视率为
24.8%，最高收视率达到35.7%；2004年同时段收
视全国全年排名第一，每期综合收视超过2亿人
次；栏目拥有稳定的收视群，社会生活消费的中坚
力量——30 至 50 岁的观众占总收视人数的

32.8%。《梨园春》栏目凭借多年来形成的积极、健
康、向上的基本定位，格调高雅的艺术追求，真正
的平民参与，对繁荣电视文化事业、推动民族戏曲
发展以及弘扬民族文化所作的贡献，从全国各地
电视台众多栏目中脱颖而出，50余次荣获“星光
奖”、“金鹰奖”、“兰花奖”等国家级奖项，主持人庞
晓戈也捧得了国家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最高奖

“金话筒奖”。
《梨园春》的火爆，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带动效

应。19家省级电视台纷纷跟进，办起了类似的戏曲
栏目，形成了盛极一时、蔚为壮观的“梨园春现象”。

二、“小荷才露尖尖角”——注重
培养年轻观众和少儿擂主

青少年是中华戏曲的明天和希望。在青少
年中普及戏曲文化，培养浩浩荡荡的年轻观众，
一直是《梨园春》不懈追求的一大目标。栏目开
办之初，就推出了与成人戏迷擂台赛并驾齐驱的
少儿戏迷擂台赛。天真烂漫、童腔童趣的少儿演
唱，吸引了雅俗长幼各个群体的眼球，给人们带
来了无限的欢乐，陆续造就了秦梦瑶、张玟、孔
莹、牛欣欣、邓鸣贺、张楚怡等在全国走红的数以
百计的少儿戏曲群星。秦梦瑶——《梨园春》培
养的第一位明星小擂主，曾连续参加 2002 年、
2003年央视春晚，现在海外留学，仍不忘情中华
戏曲；孔莹——2005年春节，年仅3岁多的她，摘
取了少儿戏迷擂台赛金奖的桂冠，成为《梨园春》
开办以来年龄最小、人气最旺的少儿金奖擂主，
如今她在忙于学业的同时，仍然继续在戏曲上下

苦功夫；邓鸣贺——这位可爱的河北邯郸小男
孩，两岁多就开始学习戏曲，2010年6月参加《梨
园春》“花儿朵朵开”比赛并赢得擂主，在 2012
年、2013年央视春晚上，中国娃的打扮、优美的唱
腔和念白，使小鸣贺一鸣惊人、红遍全国。他们
的可爱形象和戏曲天赋，受到了河南、全国乃至
海外观众的喜爱和推崇，成为传播河南地方戏曲
和中国戏曲艺术的小天使，在广大青少年中撒下
了戏曲的种子，吸引、影响了无数少年儿童加入
了接触戏曲、了解戏曲、热爱戏曲、学唱戏曲的大
军。少儿戏迷擂台赛开发了潜在的戏曲观众，贮
备了后续人才资源，成为《梨园春》广受追捧、长
盛不衰的闪光点和兴奋点。

为了激发年轻人的兴趣，《梨园春》独家打造了
戏曲致青春赛事“青春之歌——大学生擂台赛”。
与其正襟危坐眼看着传统戏曲与年轻人渐行渐远，
不如开开心心地将它拽回年轻人的视线。本着这
样的初衷，青春范儿的大赛闪亮登场，来自全国不
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学子们飒爽亮相，他们学唱别
样河南戏，玩转戏曲新概念，竞相演出梨园经典，用
火焰般的青春年华解读了戏曲艺术。致青春赛事
激发了青年人对传统艺术的兴趣和向往，使古老的
中国戏曲在他们心中荡起时代的涟漪。

三、“千树万树梨花开”——多
板块展示老中青名家名段精粹

中原是中国戏曲的重要发源地。北宋杂剧
形成于开封，“诸宫调”创始于开封，《目连救母》
这一标志着中国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走向成

熟的剧目也首演于开封。发端于河南的剧种，
种类之多、密度之高，全国罕见；目前仍有35个
剧种在活动，有 16个剧种有专门剧团演出，豫
剧、曲剧、越调等 20多个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豫剧，在全国的专业剧团数量不下 200个，覆
盖 22个省区市，连台湾地区也有专业豫剧团。
在涵盖了 70个剧种的中国戏剧梅花奖 30年来
获奖演员人数中，豫剧仅次于京昆，远在其他兄
弟剧种之上。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地
方剧种。中原大地这一戏曲之乡，源源不断地
孕育、催生出一批又一批艺德高尚、演技精良的
戏剧名家和演遍大江南北、享誉神州大地的保
留剧目。

以传承弘扬中华戏曲文化为己任的《梨园
春》，依托这些优秀的人才和剧目资源，从有着
丰厚积淀的河南戏曲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
以电视视角和精品标准对这些资源进行挖掘
和整合，悉心打造了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系列
节目，相继推出了“大师原声、高徒表演”、“名
家名段”、“推新人”、“折子戏”、“大戏连播”、

“擂主风采”、“豫剧在全国”、“戏曲小品展播”、
“戏曲 MTV”等特色鲜明的板块。唱、念、做、
打才艺毕现，生、旦、净、丑流派纷呈，连同那些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稀有剧
种也得以推广、保护和传承，集中展示了河南
乃至全国戏曲界老中青艺术家的神韵，架起了
一座联结演员与观众的桥梁，将传统经典剧
目、优秀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延伸到四面八
方，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名家名段。这
些创意和板块，从局部到整体、从听觉到视觉、
从服装到造型、从音乐到舞美、从章节到细节，
处处体现着对艺术美的创作追求，全方位演绎
了中华戏曲的艺术魅力，给观众以强烈的全感
官享受和美的震撼。

为什么这档以传统戏曲为主题搭建的电视
节目能够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甚至连一些原
本将戏曲视作博物馆陈列品的人们，也忍不住
凝神收看？它是怎样做到如栏目制片人兼主持
人庞晓戈所说“就算你不是戏迷，也能在这儿找
到乐趣”？请看看《梨园春》这几个场景吧：

镜头一：“名师高徒”。2012年开春之际，《梨
园春》曾先后两次隆重举办了河南戏曲“拜师收
徒”晚会。在《梨园春》2013年开年赛季“名师高
徒”里，豫剧“李派”创始人李树建、豫剧新一代旦
角代表人物汪荃珍、豫剧小皇后王红丽、新时代豫
剧现代戏男声唱腔引领者贾文龙、曲剧丑角奇才
杨帅学等5位艺术名家，率领他们的得意门生又
来到《梨园春》，向观众展示他们的风采，汇报他们
的“教与学”。评委的阵容也更加强大，豫剧名家
小香玉、京剧名家刘桂娟、“史上最著名保安”喜剧
明星孙涛等前来助阵。在六轮的淘汰赛和复活赛
中，5位名师都甘当徒弟的配角，乐为绿叶扶红
花。用汪荃珍的话说，“就是为了像老一辈艺术家
那样，甘为人梯、培养新人，使戏曲事业薪火相传、
后继有人”。

镜头二：“唱响春天”。2012 年春节前夕，
《梨园春》用“梅花迎春”、“新秀竞春”、“群丑闹
春”、“百花颂春”四大篇章，为观众奉上了“唱响
春天”——河南中青年演员重温经典演唱会。
包括王惠、李金枝、金不换、张海龙在内的十余

位梅花奖、文华奖得主汇聚一台，省内各大院团
领衔主演悉数登场，共同唱响了中华戏曲欣欣
向荣、百花争艳的春天。

镜头三：“海峡梨园情”。2011 年 10 月 30
日，《梨园春》“豫剧在全国”系列节目播出了“豫
剧在台湾”专场《海峡梨园情》，时年 88岁高龄
的第一代台湾豫剧皇后张岫云，率台湾豫剧团
做客《梨园春》，表演了拿手好戏，讲述了她领军
的豫剧团在台湾生根、开花、发展壮大的风雨历
程。这位从河南临颍县走出来的豫剧界泰斗，
米寿之年又回归故里获颁中华豫剧终身成就
奖。当晚，接棒张岫云的第二代台湾豫剧皇后、
从小生长在宝岛的王海玲，与曾经在台湾与她
合作演出过、同与张岫云有师徒之缘的著名豫
剧表演艺术家王希玲，再次联袂演出了古装豫
剧《风流才子》。

四、“百花齐放春满园”——为
不同剧种、行当、流派搭建交流献艺
平台

《梨园春》栏目具有明确的文化传播意识，她
既着力渲染浓郁的地域特色，又不唯我独尊、孤
芳自赏，而是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海纳百川、博
采众长，纵向上深耕细掘本地戏曲文化资源，横
向上对兄弟省份的主要剧种兼收并蓄，以“大梨
园”的眼界和胸怀热诚欢迎各地艺术家加盟，张
开双臂拥抱各种姊妹艺术，用以丰富栏目的舞
台表现力；顺应当代大众审美需求，将通俗音
乐、曲艺、电影、魔术等元素融合进来，将国内最
优秀的戏曲艺术及其他舞台艺术吸纳过来，将
电视戏曲行业的精华力量汇聚起来。2005年，
与全国五省（市）电视台的戏曲栏目联袂推出了

“唱响中华戏曲魂”系列活动；2010年，又与四省
（市）电视台携手举办了“梨园一家亲”系列晚
会；还创办了“擂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把戏
迷角逐范围由周边省份扩大到全国，将京剧、昆
曲、秦腔、评剧、越剧、晋剧、河北梆子、黄梅戏、
二人转等剧种纳入比赛范围，并邀请全国各剧
种著名艺术家任评委。通过一系列联办、合办
活动，有效地打破了戏曲传播的地域局限，促进
了河南戏曲界与兄弟剧种、姊妹艺术之间的沟
通交流，为各个地方剧种、各种风格流派提供了
广阔的传播平台，推动了良性互动、资源共享；
也使《梨园春》成为全国电视戏曲栏目的大本营
和戏曲文化交流的大舞台；随着栏目在全国辐
射面的进一步扩大，还带动形成了“全国电视戏
曲文化圈”。

《梨园春》不仅面向全国，而且放眼海外、走
出国门。2006年登上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实
现了中国电视戏曲栏目走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
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电视戏曲栏目跨国、跨洋
直播的纪录。2007年，《梨园春》又进行了为期
13天的南美巡演，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河南热”、

“中国热”。《梨园春》成功地将中国戏曲文化展
现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世人面前，进一
步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本文原载于2014年4月22日《光明日报》）

2013年6月23日，《梨园春》举办“国色丹青相映红”专场晚会，向年逾九
旬的老艺术家马金凤、刘石平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