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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剧院再邀名导，推原始版威尔第名作

《假面舞会》5月上演
新京报讯 （记者天蓝）

国家大剧院不久前上演的瓦
格纳《漂泊的荷兰人》曾让观
众感受到歌剧舞台上的视觉
奇观。作为今年大剧院歌剧
节另一部大制作，昨日大剧
院宣布将于 5月 24日推出威
尔第的晚年名作《假面舞
会》。与《漂泊的荷兰人》请
来强卡洛等国际重磅团队一
样，该剧也将由与强卡洛齐
名的另一位国际大导乌戈-
德·安纳一手操刀。而此次
演出的版本也将回归该剧最
原始的一版。

大剧院此前已出品了

17 部歌剧，而每部歌剧都
亮点十足。昨日记者从媒
体会了解到，这次排演的

《假面舞会》不仅是威尔第
晚年的杰作，也是首次在中
国亮相。

对于版本问题，据大剧
院歌剧总监吕嘉介绍，威尔
第当年在创作《假面舞会》之
初，因文化审查的原因更改
了歌剧发生的背景，由瑞典
斯德哥尔摩转移到美国波士
顿，所以造成了历史上该剧
存在两个版本。而大剧院这
一次的演出选择的是“斯德
哥尔摩”原版，不仅如今很少

上演，而且在舞台和服装设
计方面，也将尽量贴近 18 世
纪瑞典的人文风貌。

据悉，此次演出阵容也
是国际顶级水准。导演由
歌剧导演乌戈-德·安纳领
衔制作。这位大师级导演
是世界上许多最负盛名歌
剧院的常客，吕嘉也曾多次
在欧洲与其合作。

此版华人阵容将是大剧
院有史以来最豪华的一次组
合，包括当今世界最有名却
是首次来华的华人女高音和
慧，以及观众熟悉的戴玉强、
廖昌永等。

《红色娘子军》版权纠纷案开庭，中芭不接受调解

梁信诉中芭侵权
索赔55万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
学 天蓝 实习生文逸）昨
天上午西城法院开庭审理
了 梁 信 诉 中 芭 舞 剧《红
色 娘 子 军》侵 犯 其 著 作
权 一 案 。 庭 审 后 ，梁 信
律 师 表 示 接 受 法 庭 调
解 ，中 芭 则 称 自 己 没 有
侵权，不接受调解，等候
法院判决。

梁信要求道歉赔偿

昨日，梁信与中芭双
方 均 由 律 师 代 理 出 庭 。
梁信在诉状中称，1964 年
被 告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将 电
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改
编为同名芭蕾舞剧。1991
年 著 作 权 法 颁 布 并 施 行
后，梁信和中芭于 1993 年
双 方 签 订 了 一 份 协 议
书 。 协 议 称 梁 信 享 有 电
影剧本的著作权；中芭负
有标注“根据梁信同名电
影文学剧本改编”的署名
义 务 。 中 芭 一 次 性 付 给
梁 信 人 民 币 5000 元 作 为

“作品表演”向作者支付

的报酬。依据签订合同时
著作权法规定，合同期限
不超过 10 年，梁信认为在
2003 年合同就已失效。梁
信 请 求 判 令 中 芭 停 止 侵
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 55 万元（包括律师费
5 万元）。

不过，庭审中，中芭代
理律师称，早在 1964 年中
芭改编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时，就已享有改编权
和表演权，后来为尊重梁
信双方签订协议，一次性
支付 5000 元。“我们认为这
是永久性买断，不是所谓
的 10 年使用期限。”中芭
方说，2004 年梁信还致信
中芭，祝贺芭蕾舞剧《红
色 娘 子 军》与“ 日 月 同
辉 ”，“ 当 时 协 议 已 经 到
期，梁信也没提出异议，
因 为 他 清 楚 对 该 著 作已
无权利可用。”

梁信方反驳称，协议
的真实表达就是限期许可
使用。为证明此观点，梁
信方拿出了当年李乘祥写
给梁信的书信，信中提到，

李乘祥查看了著作权法，
认为在十年限期内一次性
付费的方式比较好，十年
届满后可再续约。”

中芭称《红》演出亏损

庭审中，中芭方称如果
他们不演芭蕾舞剧《红色
娘子军》，人们可能已经忘
了《红》剧 ，甚 至 忘 了 梁
信。“中芭的表演让梁信成
了最大的受益者。”中芭代
理律师说。“而中芭为了演
出此剧亏损了 1000 余万。”
对此，梁信律师说：“根据
表演场次的最低票价和上
座率一半计算，中芭演出
收入至少在 500 万元，怎会
亏损。”

当庭，法官询问双方
是 否 愿 意 接 受 调 解 。 梁
信律师表示接受，调解的
基础是“重新签订许可合
同，商议新的报酬标准”；
但 中 芭 明 确 表 示 自 己 没
有侵权，不同意调解，等
候 法 院 判 决 。 此 案 当 庭
未做宣判。

为排《假面舞会》大剧院请来了戴玉强（左）。 摄影 罗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