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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团奉上艺术盛宴

迷你版的玩具钢琴和手风琴、会发声的小猪玩具、一开一合的鳄鱼玩具、用针扎破发出响声的气球……不久前，意大利玩
具爱乐乐团时隔近5年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奉上了精彩的亲子打击乐演出。这场将“玩具”当乐器的音乐会
颇具创意，平日小朋友们家里司空见惯的玩具乐器、发声玩具等在乐手的演奏及相互配合下，奏出或轻松活泼、或悠扬婉转的
旋律，现场观众与乐手的互动氛围热烈。而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里，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打击乐声部也正以其
独特的魅力，在台湖星期音乐会演绎与节奏同行的音乐之旅。从中国大鼓到西洋马林巴，从戏曲板鼓到非洲肩背鼓，孩子们与
艺术家们一起体验打击乐的魅力。

越来越多的中外名团正在向北京城市副中心汇聚，为小观众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演出。“五一”假期，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小美人鱼》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小美人鱼的感情贯穿始终，她想要通过刺杀‘王子’回到大海的那一段，人物内心被演绎得
很感人，小朋友也都能看得懂、感受得到，我想这就是舞蹈艺术的魅力。”周女士带着女儿前往观看，从马林斯基台湖起跳到中
芭首秀，再到即将登台的扎哈洛娃，国际天团和芭蕾明星纷纷亮相，高雅艺术之花竞相绽放。

一场场生动的大师课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钢琴家郎朗台湖剧场公开授课、管风琴大师奥利维耶北京艺术中心公共空间
公益开讲，“拜师求学”的孩子将剧场围得水泄不通，热情高涨。

木偶皮影丰富儿童剧门类

除了名家名团，一些小众艺术门类也在这片土壤生根发芽。首届“台湖儿童戏剧周”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开幕，童话实验剧、儿童国潮非遗互动、街头互动戏剧、亲子市集、趣味运动会、草地音乐节、打卡赢礼包等体
验活动轮番上阵，打造以孩子为主角的多种戏剧展演及主题衍生文化艺术亲子活动。

开心麻花经典儿童剧作品《小丑爱美丽》《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在台湖剧场开演，引起了孩子们的阵阵掌声和
欢笑声，观众在为作品和演员叫好的同时，引发的共鸣与思考也是对生活的体味。“戏剧表演作为一种艺术性的活
动，不仅要将文艺作品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还要在表演的同时让台下的观众主动参与创作、感悟戏剧。”
主创人员表示。

“目前，中国儿童剧的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创新化和教育化的特点。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儿童剧不仅在
剧种上不断创新，还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观赏体验。同时，儿童剧也越来越注重教育性功
能，通过传递知识、培养情感和锻炼能力，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开心麻花儿童戏剧中心总经理王丹认为，许多儿
童剧作品从古典文学、传统民族故事中寻找灵感，通过现代手法进行改编和创新，使作品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
现代审美。这种结合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还能让儿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此前，台湖公园里影偶艺术周还请来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长城长》、北京皮影剧团的《水漫金山寺》、唐山演
艺公司皮影剧团的《魔幻森林》以及韩非子剧社的《闹元宵》等十余部或经典或跨界的影偶戏片段，在充满戏剧性
的舞台情境下竞技表演。来自北京、福建、江苏、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区的十个皮影、木偶剧团带来他们最具特
色的折子戏，一周175场滚动演出让大朋友、小朋友都直呼过瘾。观众在木偶互动体验区期间还体验了70场趣
味工作坊活动，了解皮影和木偶的制作流程，试着上手操纵木偶进行简单表演，有的小朋友还创作出自己的影偶
小故事。

1955年成立的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拥有100多位木偶传承人，如今，这一儿童文艺领域的“老字号”也走进副
中心，在台湖剧场、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均奉上了精彩纷呈的演出。今年2月，中国
木偶艺术剧院更与北京双益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携手打造全新演艺新空间，“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双益发演艺
中心剧场”正式亮相，并奉上首场演出大型童话木偶剧《白雪公主》。“未来，这里将成为孩子们的梦想之地，为
他们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很快兑现了此前的承诺，备受观众期待的大型纪
实性史诗木偶剧《大象来了》在台湖上演。

当一比一还原、栩栩如生的大象走上舞台，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60斤的负重，演员还能灵
活操控。一头“大象”由两位操偶师共同操控，为了保证大象鼻子的灵动性，大象头部特别设置了两个非常重要
的操纵拉环，一个控制鼻子仰起，一个控制象鼻卷起。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起立鼓掌。赵女士带着六岁的孩子
观看了这场演出，“这场演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与感动，还让孩子对大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据统计，自去年六一儿童节以来，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已经上演了46场亲子类演出。

多场景剧场“瞄准”亲子家庭

在原食品生产车间基础上改造升级的双益发演艺中心是台湖演艺小镇建设的演艺新空间之一，
去年3月，台湖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和月光林地·爱剧场正式对外营业。眼下，园区正在策划6至8
月的艺术节活动，其中也少不了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文化大餐。其间，园区内的“大运河皮影艺术馆”
“萧太后河文化馆”“心灵之声艺术团”等文化内容将进行整合，并引入儿童娱乐设施、特色服饰妆造
拍摄、戏剧文化互动游戏等项目，打造以属地文化为核心，以暑期的亲子家庭为服务对象，可看剧、可

研学、可娱乐、可休闲的特色演艺文化艺术节。
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未来将打造戏剧共享空间、戏剧研学基地、“体验式”综合剧场以及小剧

场演艺集群。以提供共享排练厅的方式，为更多演艺团队提供服务保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引
进更多优质演艺团队的同时，完成优秀演艺人才、团队及演艺内容的孵化项目。同时，整合园区
现有和新引进的成熟优质演艺团队资源，为通州区乃至北京市中小学生提供以戏剧体验、非遗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社会实践大课堂服务。

作为城市副中心台湖演艺小镇首间具有演艺特色的酒店，北投台湖演艺酒店自去年年中
开业以来，上演过《小狮子大明星》《一只会演戏的狮子》《阿凡提》等剧目，让小观众们看得很
开心。主推剧目《阿凡提》是一部欢乐的亲子音乐剧，全剧载歌载舞，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色
的音乐风格颇具异国情调、动感欢快的舞蹈感染力十足，令观众欣赏到具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特色的艺术呈现形式，让小观众们感受到智者阿凡提带给人们的
美好记忆。《一只会演戏的狮子》特意为拉萨到京研学的
学生定制代入体验式剧目。学生们不仅可
以观看精彩演出，还能接受专业演员的指
导，参加剧情排练并参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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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组成盛大的舞台蒙太奇，
安徒生笔下的“小美人鱼”翩翩起

舞，带领大家进入一场深邃迷人的凄
美幻梦。“五一”假期，中央芭蕾舞团芭蕾
舞剧《小美人鱼》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
心的三场演出，带领观众们跟随“小美人
鱼”的视角穿梭于海底、人间与星空。

越来越多适合亲子观赏的童话被搬
上副中心的演艺舞台，以儿童剧、打击

乐、艺术课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呈
现，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打开艺术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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