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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日
演
艺

★剧目：百老汇英文原
版音乐剧《音乐之声》

明日19:30天津大剧院
歌剧厅

★剧目：评剧《金断雷》
明日19:30海河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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哏都青年相

声剧场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贻笑坊相声

会馆
（高丽）

荧屏早知道

电视剧

■ 卫视频道

19：30剧场：潜行者
（18-19）

老赵等同志制造车
祸，让正在巡逻的无线电
侦测车抛锚，之后又假扮
修车工前来修车，趁机拍
下车上的无线电侦测记
录。陶玉玲在路边替他们
望风放哨，却撞见了真正
来修车的万兆麟。

■ 文艺频道

18：40多彩剧场：因
为有你（18-20）

陈地理因为前妻得了癌
症而回到了她的身边，高红
军非常痛苦，跑到妈妈面前
大哭一场，她的妈妈也心软
下来，心疼自己的女儿。

■ 影视频道

19：00强档剧场：战
魂(24-27)

大袜子想起了自己在县
城时候被日本鬼子压迫的往
事，日本鬼子毁了他母亲救
命的药，还亲手杀了他的父
亲，想到这些，他对现在仍把
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县城产生
愧疚，决定只身前往县城看
看自己的老母亲。

综艺

■ 文艺频道

20：50艺品藏拍
宝物小小推荐官刘骁

带来一只束腰造型的青花
笔筒，据说在唐朝的瓷器生
产中，流行仿制金银器的形
制。这只笔筒是否也受到
了外来风格的影响呢？它
又是哪个年代的器物呢？

电视时间表

■ 卫视频道

19：30剧场：潜行者
21：25群英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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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艺品藏拍
■ 影视频道

17：30剧场：旗袍
19：00剧场：战魂
22：00剧场：有你才幸福
■ 都市频道

17：40我的选择
18：10家居大变身
18：30消费者
19：18津津有味
20：00赶大集
22：30汽车时空
■ 体育频道

18：00旗开得胜
18：55体坛新视野
■ 教育频道

19：00番茄生活王
19：20法眼大律师
20：10教育新气象
20：12百医百顺
21：00二哥说事儿
21：35潮天津
23：10问律师

（节目如有变动 以当天播出为准）

本报记者 丁晓晨

天津德云社剧场里三面摆满了长条板
凳，场面桌几乎直接放在观众席里，追了两
年德云鼓曲社演出的小马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场面，在她眼里这就是一场沉浸式
的曲艺演出。“先锋戏剧追求的沉浸感、互
动感，这不咱们传统曲艺一百多年前就有
么？”因为彼此离得更近，近到触手可及，所
以观众和演员都格外兴奋。

出生于1996年的小马是位来自新疆的
姑娘，到天津上大学以前几乎没听过鼓曲，
来天津一下子陶醉在曲艺之乡的氛围里。
“之前听相声，现在追鼓曲，虽说追得比较佛
系，但票务平台上我也买成了黑钻会员。”小
马说她还有个大学同学，因为喜欢鼓曲，考
进了鼓曲社学习，也许一两年以后就能在台
上见到他。“学鼓曲难，我觉得当鼓曲观众其
实也不容易，”小马表示这个“门槛”在鼓掌
叫好的时机上，“鼓曲不像相声，观众什么时
候鼓掌，演员都能接上话，甚至发挥几句。
鼓曲听得明明很想鼓掌，可生怕时机不对，
打搅演员了，他就接不上了。”于是，小马他
们找到一个秘诀——看老观众叫好他们就
跟着一起，慢慢地，似乎找到了点儿感觉。

这一场“带着叫好”的是被大家尊称为
“姥爷”的鼓曲迷老张，他自豪地说：“我今
年差点60岁，听鼓曲40多年，骆玉笙、小岚
云、赵学义……这些我都在剧场里听过真
人。2021年10月2日，德云鼓曲社成立，我
到现在，全勤。”“姥爷”每次看鼓曲演出都
用手机全程录像，一段一段发在自己的抖

音里面。“以前网络没那么发达，咱们也不
知道天津之外也有那么多曲艺迷，发视频
以来，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我视频底下留
言交流。好多来不了天津的，一到有演出
的日子就等着我发视频。我觉得这样传播
曲艺挺好。”记者看到姥爷的账号里，每一
条视频下面都有天南海北的网友留言，评
论他的分享“功德无量”。
“以前我年轻，是园子里的另类，那时

候80%以上都是老年观众。现在我快成老
年观众了，这剧场里90%又都是年轻观众
了。”虽然又成了“另类”，但姥爷特别高兴，
“演员和观众是鱼和水的关系，有水鱼才能
活。曲艺想要发展，就得有年轻观众。”姥
爷说，“曲艺有传承，观众也得有传承。”

发现有些新观众听鼓曲不知道怎么叫
好，姥爷自动负担起了这个任务，“该喊好
的地方我必须喊，一听见我喊了，年轻观众
也都喊起来了。我认为我起到了应有作
用，只要经常来，慢慢就都会了！”

系列报道后记：

曲艺之乡的沃土让愿意为之奉献青春

的青年演员，能够不计代价经营社团的从

业者，和期望与曲艺相伴一起走向更光明

未来的观众们聚集在天津。在采访过程

中，记者被这些人的热情和赤子之心深深

感染着。这门传统艺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投身其中，也一定会在更多人的努力

呵护下不断发展，焕发生机。

上图 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曹彤摄

鼓曲在传承 观众也在传承

本报讯（记者高丽）风靡全球64年，作
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经典音乐剧之一，在纽
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累计上演超过四千场
的百老汇英文原版音乐剧《音乐之声》，将
于明日至18日登陆天津大剧院歌剧厅。这
部横扫国际音乐奖项的原版音乐剧终于跨
越时空，漂洋过海首次抵津，将与天津观众
开启6天8场的珍藏旋律经典音乐之旅。

自1959年诞生的音乐剧《音乐之声》，
即将于2024年迎来它的65岁生日。改编
自玛利亚·奥古斯塔·特拉普的著作《特拉
普家庭的歌手》，由百老汇跨时代的“黄金
搭档”——理查德·罗杰斯作曲、奥斯卡·汉
默斯坦二世作词。作为全球音乐剧的常青
树之一，《音乐之声》创下过一周内观剧人
数最多的吉尼斯纪录。

《音乐之声》的故事发生于1938年的奥
地利萨尔茨堡。年轻活泼的修女玛丽亚成
为奥地利海军上校家的家庭女教师，上校
自妻子去世后，像管理军队一样经营自己
的家庭，7个孩子个性叛逆，而玛丽亚的到
来改变了这一家：她教孩子们游戏、唱歌，
用充满游戏性的教导赢得了孩子们的喜
爱，也用音乐融化了上校冰冷的心……许
多人因电影结缘《音乐之声》，而今终于能
够在剧场看到原汁原味的音乐剧演出。
165分钟内，现场乐队演奏、26首风靡世界
的金曲、30位演员的暖心演绎，将恒久与爱
有关的主题再度传达到观众心中。除了充
满欢乐与笑声的《Do-Re-Mi》《孤独的牧
羊人》《雪绒花》等经典曲目，《音乐之声》也
探讨着严肃的主题，包括坚持自己的信仰、

勇敢地追求梦想。脍炙人口的音乐、美好
动人的情节，跨越时空，至今依然传递出最
纯粹的感动和力量，激励着新生代们勇敢
地攀越群山。

64年来，《音乐之声》经历着各种版本的
变迁。不同于前两次来华的版本，这次即将
来到天津的百老汇英文原版《音乐之声》，由
音乐剧最高奖项之一“托尼奖”三届获奖导
演杰克·奥布莱恩执导，在2015年纽约百老
汇首演后，开启北美及亚洲巡演，这也是该
版本在中国大陆的首度亮相。在重新审视
这部经典时，杰克·奥布莱恩试图挖掘出更
多的剧目内涵。除了针对一些音乐进行重
新编曲、让场景过渡更加流畅，他也透过故
事发生的1938年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故事，
使每个角色透露出更多人性色彩。

百老汇《音乐之声》明亮相津城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彭小苒、刘学义、菅纫
姿领衔主演的谍战剧《画眉》，今晚在CCTV-8
开播。
《画眉》由曾晓欣执导，李国新编剧，彭小

苒、刘学义、菅纫姿、丁勇岱、孔琳、徐百慧等出
演。该剧讲述了1958年，关于潜艇理论基础研
究的“水滴工程”展开，敌特针锋制定代号“磐石
行动”的破坏计划。导演曾晓欣介绍，整个故
事既充满了反特剧的惊险和刺激，同时还具备
了层层剥茧的紧张和悬疑。暗流涌动的故事
情节，敌我难辨的人物关系，人心难测的情感
纠葛，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精彩看点，观众也将
跟随“我方在明，敌方在暗”的独特视角，沉浸式
体会特殊时代的惊险环生，共同直面一场场生
死较量。

央视又推新谍战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