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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艺颂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0） 

 

一、企业概况 

北京弘艺颂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集剧目制作、演出策划推广、

影视制作的综合性文化传媒公司。公司成立以来，策划并组织了多项政府重要演出活动，与

北京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市曲剧团等北京市属院团保持着长期友好

合作，与赵葆秀，李宏图，杜镇杰，迟小秋，魏金栋等知名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2013 年公司分别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和爱奇艺公司合作投资了《侠捕》、《神笔马娘》两

部电影作品，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公司积极参与政府公益演出项目-民族艺术

进校园、百姓大舞台、周末剧场、星火工程等项目的策划和演出，并已演出 300 多场，得到

了中，小学生们和基层观众的热烈欢迎。 

二、企业参与学院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情况 

2019年，基于企业的市场优势，学院具有的一大批京剧表演的高水平师生的人才优势，

公司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共同策划创排校园京剧《闻鸡起舞》。 

 
图一：校企合作京剧《闻鸡起舞》剧目定妆照 

 

（一）双方合作创排的基础 

1、剧本立意好。闻鸡起舞取材于《晋书祖逖传》记述：传说东晋时期将领祖逖他年轻

时就很有抱负，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

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刻苦锻炼。创作《闻鸡起舞》有利于培养学生

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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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京剧《闻鸡起舞》剧照一 

 

 
图三：京剧《闻鸡起舞》剧照二 

2、公司与学院共同组建的创作阵容强大。剧本由原北戏院长、国家一级编剧刘侗执笔。

导演由北戏京剧系主任、国家二级导演李青担纲，公司聘请了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包飞

和北戏优秀青年担任演员唐苏阳共同担任主演。同时北戏还有乐队、舞美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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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校企合作排练剧目照片一 

 
图五：校企合作共同研讨剧目排练情况 

3、市场投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公司利用社会资源充实创作团队，剧目完成后利用自

身市场优势，参与公益演出。学院利用剧目创作增加师生的舞台艺术实践机会，促进师生的

艺术水平的提高。 

4、申请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支持。公司在自筹资金的同时还积极申请了北京艺术基金

的支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 5月项目正式成为 2019年度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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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项目京剧《闻鸡起舞》演出现场 

 

（二）剧目的完成情况： 

1、校企紧密合作共同完成剧目的创排和首演。2020 年 8 月 21 日《闻鸡起舞》的首演

在北京大兴剧院举行，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手机搜狐网、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中音在线、

中工网、华夏经纬、国粹京剧、飞扬网、晨闻天下、河北演艺网等 10 家媒体报导。大兴剧

院、东方大剧院等剧院自有平台也对该剧进行了宣传。北戏共计有 38 名师生投入排练和演

出。 

2、校园京剧《闻鸡起舞》以高品质的艺术表演为首都观众带来了艺术盛宴，其中艺术

性和社会公益性最为突出。 

从艺术性上来说，新编校园京剧《闻鸡起舞》是专门针对戏曲进校园工作而创排的一部

京剧新剧目。首先，思想性强，主题积极向上。祖逖与刘琨成长在战乱频仍、五胡乱华、民

族危机重重、民不聊生的特殊历史时期，面对危险，祖逖与刘琨没有气馁懈怠，而是努力振

作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武功，随时准备报效祖国。最终走向了战场，驱逐鞑虏，复

兴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这样的题材和人物，极为适合进校园工作，对于民族艺术的传承、

民族传统美德精神的弘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该剧的舞台呈现，将全面展现唱念做打的戏曲基本功。结合该剧戏曲进校园的根

本任务与目的，在全部四场戏的剧情安排中，既有激情澎湃的抒情唱段，也有两军对垒的武

打场面；既有文丑行当的数板表演，也有武生演员的精彩武戏成分。让学生在观赏和学习过

程中，可以全面领略京剧艺术的魅力和风采。 

第三，该剧行当齐全，人物设计理念本着遵循京剧艺术表演的基本原则，将老生、武生、

小生、花脸、老旦等行当有机的编制在一起，结构了好看好听好玩的故事与音乐，近乎于教

科书式的展现京剧艺术特征。 

第四，该剧的创作本着继承与创新的双重目的，在音乐、舞美设计、服装、造型等方面

严格的遵循京剧传统规模的基础上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局部改进式创新。比如现代剧场灯光

的运用与影响效果的考究，同时将舞美设计与当代观众的审美品味进行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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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在剧目创作中的投入情况 

为了保证剧目创排的顺利进行，除北京艺术基金资助的 148万元外，公司自筹资金 108.8

万元。 

表一：《闻鸡起舞》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单位：元） 

支出科目 基金资助  自筹经费 合计 

一、直接费用 1,480,000.00 1,088,000.00 2,568,000.00 

（一）创作费  580,000.00   353,000.00   933,000.00  

1、编剧费 -  100,000.00   100,000.00  

2、音乐创作费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3、导演费  190,000.00   -   190,000.00  

4、舞美设计费  80,000.00   76,000.00   156,000.00  

5、灯光设计费  40,000.00  -  40,000.00  

6、服装设计费  40,000.00   47,000.00   87,000.00  

7、造型设计费  30,000.00   30,000.00   60,000.00  

8、其他  100,000.00   -   100,000.00  

（二）制作费 800,000.00 490,000.00 1,290,000.00 

1、舞美制作费  500,000.00   -   500,000.00  

2、道具制作费 - 150,00.00 150,00.00 

3、灯光制作费 -  90,000.00   90,000.00  

4、音响制作费 300,00.00 60,000.00 60,000.00 

5、服装制作费 300,00.00  -  300,00.00 

6、多媒体制作费 -  90,000.00   90,000.00  

7、其他 -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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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练费 -  225,000.00   225,000.00  

1、排练餐费 -  75,000.00   75,000.00  

2、排练其他 -  150,000.00   150,000.00  

（四）宣传及其他费用 100,000.00  -     100,000.00  

1、宣传制作费 100,000.00   100,000.00 

（五）演出费 -  20,000.00   20,000.00  

1、演出运输费 -  20,000.00   20,000.00  

合计 1,480,000.00 1,088,000.00 2,568,000.00 

 

四、合作成果 

1、成功入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图七：宣传海报 

 

2、在北京大兴首演之后在密云剧院等演出场所陆续上演，顺利完成了 5 场商演及 2场

公益性演出，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由于疫情原因，民族艺术进校园演出未启动）

后期双方将对剧目进行修改提高，做好第二轮巡演规划。 

3、北戏共有 38名师生投入排练和演出。在导演、音乐创作、舞美制作、乐队演奏等方

面与企业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为学院的教师的双师型建设和艺术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未来双方将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成立剧目创作演出中心，共同致力于弘扬民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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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剧目的创作和研发以及北戏实训平台的建设，将北戏作为公司的人才培养基地，公

司作为北戏的实训基地,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图八：《闻鸡起舞》媒体宣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