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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谈

荧屏早知道

■
明
日
演
艺

电视剧

■ 卫视频道

19:30剧场：潜行者（16-
17）

方嘉树带郑南雁到筱陶袁
吃饭，吃完还要回特工总部工
作。陶玉玲看出方嘉树被纠
缠，故意把菜汤洒到方嘉树的
身上，让他去换衣服，趁机与方
嘉树谈话。

■ 文艺频道

18:40多彩剧场：因为有
你（15-17）

王高为了给龙生治病向郭
威借了3000元钱，为了想尽快
还清郭威的钱，王高偷偷把姥
姥和姥爷给的电视机给卖了，
高红军很是生气，但知道实情
后也没过多责怪王高。陈地理
尽心尽意地照顾马海燕，马海
燕的手术非常成功。

■ 影视频道

19:00强 档 剧 场 ：战 魂
(20-23)

忠孝带部队穿过林子转移，
大家却发现并不是去西坝河，忠
孝故意留下炊事班。串子爷偷
偷溜下山发情报，却被刘新威、
雷子截获，原来他才是日军的间
谍。刘新威、雷子和忠孝会合，
一起率队围剿兵力亏空的日军
松山营，并一举拿下。

综艺

■ 卫视频道

21:25非你莫属
黎琼柳，今年29岁，四川

音乐学院音乐舞蹈专业毕业。
此次，黎琼柳寻求教师或自媒
体的岗位。

时间表

■卫视频道
19：30剧场：潜行者
21：25非你莫属
■新闻频道
18：30天津新闻
18：57都市报道60分
■文艺频道
18：05老有才了
18：40多彩剧场：因为

有你
■影视频道
19：00剧场：战魂
22：00剧场：有你才幸福
■都市频道
21：00都市生活剧场：冤

家亲家
22：30健康直播间
■体育频道
18：55体坛新视野
21：45科学健身一点通
■教育频道
21：00二哥说事儿
21：35潮天津

（节目如有变动 以当天播

出为准）

★剧目：贾增辉京胡演奏会
明日19:15津湾大剧院大剧场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名流茶馆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谦祥益文苑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贻笑坊相声会馆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天实景剧场 （高丽）

本报讯（记者高爽）作为“天津银行·
2023海河戏剧节”重磅剧目，大型津味话
剧《海河人家》于8日、9日在天津大剧院
上演。10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在实验剧
场举行“津味话剧精品惠民演出活动”主
题研讨会，市剧协、市艺研所等单位的与
会专家对以《海河人家》为代表的津味话
剧的特色以及津味话剧的现状和未来各
抒己见，深入挖掘津味话剧的历史底蕴和
文化内涵，共同推动津味话剧走向全国市
场。对于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天津人艺
方面表示，要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打
磨剧目，勇攀艺术高峰。

探讨会上，与会专家高度肯定了天津
人艺原创津味大戏《海河人家》的艺术价
值、文化意义、社会反响。天津师范大学
音乐影视学院院长杨爱君表示：“《海河人
家》把每一个普通人物都写活、塑造鲜活
了，既表达了整个天津城市的底蕴，也传
达了天津人民对天津的热爱和对生活的

热爱。”
作为一部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三代

人八户人家的史诗级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海河人家》用160分钟的表演让观众
代入感十足，一下子就被小洋楼里的“家
长里短”吸引住了。市艺术研究所所长
钱玲表示：“作为一部群像剧，这个剧最
大的亮点是人物塑造立得住，舞台上的
这一群人仿佛就是咱们生活中的你我
他，非常接地气。”

市剧协副主席薛玉明表示，《海河人
家》的成功之处是对天津方言、天津历史
事件的展示，让天津观众很有亲近感。
剧中的生活场景及各种细节让这个作品
有特别的质感，散发着浓郁的天津文化
风味。天津传媒学院戏剧学院院长刘恩
义表示：“《海河人家》这部剧所展现的互
帮互爱、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很感
染人。”

以《海河人家》为代表的津味话剧，如

何走得更远？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进行了
深入讨论。

薛玉明认为津味话剧要想成功，离不
开天津之味、天津之形和天津之魂这三要
素。他表示《海河人家》之所以获得成功，
受到天津百姓认可和欢迎，究其原因是它
呈现了天津百姓精神生活的真实图景，也
让全国人民观后有强烈的共鸣，这是天津
之魂的体现。薛玉明坦言：“在创作津味
话剧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展现天津人民
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让观众在欣赏话
剧的同时，感受到天津人特有的热情、豪
爽，对生活乐观的态度，以及面对艰辛生
活时能够调侃的勇气。”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佳
表示：“戏演完了，但是作为天津观众总
感觉还没演完，因为天津的故事还在延
续。希望天津人艺能够把海河人家的故
事继续讲下去，让津味话剧在全国传播
得更广。”

专家对以《海河人家》为代表的津味话剧现状和未来各抒己见

推动津味话剧走向全国市场

王洋

随着今年演出市场全面复苏，音乐

节、演唱会、音乐剧、话剧等各类演出经

常会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观众在吐槽

“抢票难”的同时，呼吁完善演出票“退

改”规则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近日，摩

天轮票务平台选定了《新和医院》和太

阳马戏《X绮幻之境》两场常驻演出提

供演出票“可改签”服务，备受关注。这

一做法能否被广泛推广呢？

演出票作为特殊商品，一经售出

“概不退换”或“有条件退票”的规则，相

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据了解，演出票

不退不换目前仍是演出界的一大惯

例。演出票一旦售出即“锁定座位，不

再流通”，如果被随意退票

将会影响二次销售。

演出票退票难尚可理

解，而演出票“可改签”的服务也难以实现

吗？从摩天轮票务平台推出演出票“可改

签”服务的两场演出可以看出，两场演出

均为常驻演出，且有多个场次可供观众选

择，这是提供“可改签”服务的基础，而很

多其他演出并非常态化或多场次连演的，

因此无法实现观众的改签需求。

尽管演出票提供“可改签”服务在

短期内难以被普遍推广，但观众对于完

善演出票“退改”规则的呼声应得到票

务方高度重视。希望演出相关单位能

进一步完善票务服务规则，早日回应观

众的期盼。

演出票“可改签”能否被推广？

本报讯（记者王洋）昨天，天津京
剧院“京榜提名”系列专场在滨湖剧院
为戏迷观众带来了京剧《夜奔》《状元
媒》《铁笼山》的精彩演出。

当晚演出的主角是“青京赛”金
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王大兴，其师
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幼麟。演
出中，他首次演绎《夜奔》，饰演主角
林冲。这出戏作为武生演员的开蒙
戏，既讲究唱工又讲究做工，身段繁
复且需要边舞边唱，同时还要展现人
物身上稳、准、儒、雅的特点，对演员
的要求较高。同时，他还演绎了经典
武戏《铁笼山》，饰演开打多样、动作
繁难的主角姜维，并特别加演“大草
坡”部分，这在京剧舞台上也是较为
少见的。在这两出戏中，王大兴开打
利落，唱念稳定，凸显扎实功底，对人
物的刻画也恰到好处，赢得众多好
评。此外，青年演员张其婷、李奕宣、
孙磊等联袂演出的《状元媒》，剧中英
雄救美的故事和脍炙人口唱段的演
绎，也受到台下观众热烈欢迎。

图为王大兴在《夜奔》中饰演的林冲。

本报记者 曹彤摄

昨天下午，作为天津交响乐团“周日音乐下

午茶”系列音乐会，在天津音乐厅为观众推出了

一台“光阴的故事”铜管五重奏室内乐演出。

本报记者 高丽文 曹彤摄

昨晚，“大提琴神话”麦斯基三重奏音乐会

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精彩演出，今年75岁的麦

斯基携自己的一双音乐家儿女，以弦乐三重奏

的形式献上舒曼、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与肖

斯塔科维奇的作品。 本报记者 高丽文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段超摄

天津京剧院“青京赛”金奖得主献艺

经典武戏上演 观众叫好连连

铜管五重奏
演绎“光阴的故事”

“大提琴神话”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