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戏曲的心得 G峰会文艺演出最忆
是杭州心得体会(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戏曲的心得篇一

作为g20杭州峰会的重要欢迎活动之一，g20峰会文艺演出将
于9月4日(晚)21：15开始。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定名为“最
忆是杭州”，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单是名称，都充满诗意
与韵味。中国将通过这样一场演出，给g20峰会的与会来宾留
下美好印象。

据了解，此次文艺演出由张艺谋担任导演，总制作人为沙晓
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李心草担任乐队指挥。整场
演出由9大节目构成，总时长在50分钟左右。灯光是此次演出
的一大亮点，张艺谋说：“50分钟的演出我们可能有100个以
上的灯光变化，要靠灯光、湖水倒景、月色等方方面面传递出
“诗情画意”。”

张艺谋这次一个大进步，便是说了“必须用别人听得懂看得
懂的普适语言和形式来表达中国之美”，他还说，“如果片
面强调民族化本土化，别人看不懂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是审美视野的一个提升。无论如何，当中国越
来越开放，越来越需要面对整个世界时，艺术语言和艺术表
达方式都不得不走向普世化。所以，对此确实值得期待。另
外一方面，虽然演出综合了当今声光电以及其他视觉表现技
术，从表现形式上看极具创造，可以创造出传统形式无法相
比的震撼效果，但是，整台演出的艺术原创均为中外历史上



的经典曲目，由此也可以想见创新的难度。

举例说，如果就以原样推出《印象西湖》给g20的参会者欣赏，
那会是什么效果？不言自明。

这几年，我在北京上海等地跟《印象刘三姐》的执行导演、
国家大剧院和不少这方面人士做过交流，核心就是中国舞台
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普世化问题，张艺谋是创造出不少脍炙人
口的经典形象的，某些经典甚至于成为西方人理解中国社会
的名片或者符号，比如《菊豆》，这些文化符号只能表征过
去时代的片段，已经完全不足以反映现实，无论是内容抑或
形式均无法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更无法给于社会一种更高
的审美视野，因而无法起到高逼格的教化作用。

大众的审美境界终归是受教化民俗等影响的，如果精英文化
总是提供粗俗的审美作品，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最终将
交给你一群只具备理解下里巴人的受众，对于一个希望文明
复兴的国家来说，是不可以长此以往的。

所以，大众的理解力和审美境界总是受精英作品诱导的，这
构成我们评价精英作品孰是孰非的依据之一。很多年前，李
安一部《色•戒》制造了空前的商业效果，连评论家都被裹了
进去。殊不知，大家都被李安的私人动机消费了，而且消费
得兴高采烈，尽管他也侮辱了我们的智商。

戏曲的心得篇二

虽是浙江人，与杭州的相约总是短暂，除却三五岁时记忆模
糊的深游，便是中考后的浅尝辄止，随后，只剩下匆匆的经
过。待到20xx年初偶有机会感受过人间天堂的优美与宁静后，
似乎与这个城市再无交集。每每思及，总觉遗憾。

昨日的一场盛宴——“最忆是杭州”，让人即使只是透过电
视屏幕，也得以好好感受杭州的魅力。其中的用心与融合，



让人刷新对杭州的认识，不禁给杭州点32个赞。

白居易三忆江南，最忆的便是杭州。他那首“江南忆，最忆
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诉尽了这位走遍万水千山的大诗人心底最美的技艺，这一场
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便是以“最忆是杭州”为名，让人惊艳、
令人赞叹，从此之后，多少人的心中，最忆亦是杭州。

用心

西湖的美，见过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但能将西湖的美如此
淋漓尽致的展现，让在场和不在场的观众都深深迷醉其中，
真真离不开用心。如果说，这一次的盛宴是一篇锦绣文章，
那元素的选取、背景的阐述、结构的搭建、起承转合的流畅，
处处用心。以西湖为背景，乐队在湖上，舞者在湖上，灯光
在湖上;一曲一曲之间的转换，舞台何时出现、合适退出，舞
者何时起舞、何时落幕，一气呵成。开场的春江花月夜，一
直很喜欢，琵琶声声落玉盘，与江南夜景相合;随着采茶曲想
起，无数的采茶姑娘来到湖中，将茶香融入大美的湖景;而缠
绵悱恻的梁祝，离别与化蝶，凄美的爱情渲染了无边的夜;其
他，还有很多。这些用心带给人的美好体验，甚至让人产生
了一种词穷的遗憾，只把身心投入，静静体会。

融合

这是一场中国愿与世界融合的宣誓。高山流水，伯牙与子期，
古琴与大提琴的融合，中西合璧，是否在传递愿与世界共知
音的呼唤。此时，想起了一个词，“一带一路”中提出的命
运共同体，除了经济的融合，更要有文化的融合、心的融合。
于是，除了乐器，那一只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天鹅湖畔，踏
着轻盈的舞步，来到了西湖这个同样充满了爱情与传说的所
在。文化的不同并不会阻隔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会阻碍心与
心融合。



这是一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演绎。当那一只白天鹅如变魔法
般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忍不住擦了擦眼睛，
一瞬之后，才反应过来这大抵是特效变化。精美的影像，舞
者与特效的完美配合，让人目不暇接。舞台的布景、灯光的
变换、舞者的道具、表演的变换，都是科技支持下文化魅力
的无限放大。

最忆是杭州，何日更重游!

戏曲的心得篇三

20xx年9月5日晚，正值第11次g20高峰论坛在杭州召开之际，
一场视听的盛宴——《最忆是杭州》晚会也如期在西湖圆满
举行。

中国是一个崇拜水的民族，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视桥的纽带作用和文化底蕴，中国人也
善于造桥，赵州桥、卢沟桥芳名远播，如今中国人也善于打
造经济交流、文化沟通之桥，因此“一带一路”成为沟通世
界的心桥!

晚会以水为近台，以桥为中景，以西湖为远景。舞台隐没于
水下三寸，近外的水台与远处的西湖天衣无缝，踏水而歌，
划波而舞，空灵绝妙!体现了清雅俊秀的中国人是水的精灵。

第一曲，春江花月夜。反映了传统中国人对意境的追求，对
月夜的情有独钟!相对于大白天特别是强烈阳光下的旅游，中
华民族尤其是其中的高人韵士更喜欢在银色的月光下漱涤尘
襟，净化身心，从事赏月、观景、品宴以及其他游乐活动。
因为他们“厌晨欢，乐宵宴，盖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
青天，霜缟冰净，较之赤日红尘，迥隔仙凡。”(《香艳丛
书》)所以月光下的景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德经》)，
更有梦幻般的朦胧感和仙气萦怀、回味无穷的意境美。

第二曲，采茶舞曲。反映了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长，表现了
江南水做的骨肉的辛勤劳作。

第三曲，美丽的爱情传说。表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绝
唱!越剧梁祝与芭蕾梁祝相继登场，分别以歌喉和身姿表现了
爱的缠绵!最后扇面形乃至半圆形背景非常美妙，背景有蝴蝶、
陶瓷青花、古代仕女等中国传统图案，绚丽多彩，繁而不杂。

第四曲，高山流水。古琴与大提琴合奏，融入中华武术基因
的古典舞，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高妙之处，向世界
传达了止戈为武的和平传统。

第五曲，天鹅湖。中外合璧，将《天鹅湖》与西湖完美结合。
将《天鹅湖》注入中国文化的新鲜血液，使其在西湖得以凤
凰涅槃，达到了“当惊世界殊”的效果。

第六曲，月光。以钢琴表现了月光的皎洁。虽然是一个人的
表演，但境界一点也不差。

第七曲，我和我的祖国。表达了中国人的乡土之恋和爱国之
情。

第八曲，难忘茉莉花。茉莉花是中国民歌的典范，据说源自
扬州清曲，委婉中带着刚劲，细腻中含着激情，飘动中蕴含
坚定，似乎向世人诉说：《茉莉花》的故乡——古老的中国
正在阔步向前。

第九曲，欢乐颂。这是由贝多芬谱曲而成的人声与交响乐队
合作的典范之作，欢乐颂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节奏与高
扬的水雾相得益彰是，视觉与听觉珠联璧合的感觉非常好!



最后，“友谊地久天长”响起，灿烂的烟花绽放。

晚会共九曲，中国人认为九是阳数中的最大之数。这场晚会
表现了中国人的大气优雅与兼容并蓄的气质。

戏曲的心得篇四

1

甲：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乙：下午好!

甲：为积极响应文化部关于“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活动的指示精神，贴近群众，贴近基层，把文化送进老百姓
的家门口，我们今天带着新春的祝福走进美丽的北广尧村。
不知不觉进入腊月，一扫冬日的萧条冷落，整个村子仿佛一
下子鲜艳热闹起来。

乙：是啊!腊月是红色的，红红的年糕、红红的枣、红红的灯
笼、红红的鞭炮，红色点亮了我们辞旧迎新的日子。在这里，
我们也真诚地祝福大家，红红的脸庞堆满甜蜜的欢笑，红红
的日子越过越好!下面请欣赏文化馆老年舞蹈队为我们带来的
舞蹈《红红的日子》。

2

甲：沂山秀，沂山香，沂山处处好风光。登上沂山放眼量，
沂山美名天下扬。下面请欣赏张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沂
山谣》，这首歌由著名词作家阎肃作词，著名曲作家吕远作
曲，堪称《沂小调》的姊妹篇，请欣赏。

3



乙：“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如此胸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不
知道，白杨树下的这两户人家是否明白其中的道理。下面请
欣赏由刘盼、冯艺佳、付海洋、刘阳带来的小品《白杨树
下》。

4

甲：这世界上，总有一种声音能打动你，也许它是一首能勾
起你儿时回忆的童谣，也许它是一首能抚慰你受伤心灵的情
歌。不知道下面这首欢快的歌曲，能否打动你呢?下面请欣赏
祁晶、张艺馨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欢乐中国年》。

5

乙：一句句诗行吟诵廉洁从政的华章，一首首歌曲高唱风清
气正的向往。兴廉洁之风，树浩然正气，已成为我们党员干
部矢志不渝的追求。就让我们心怀一颗赤诚之心，把最美的
歌儿唱给我们最可亲可敬的党。下面请欣赏歌伴舞《最美的
歌儿唱给妈妈》，演唱：马兴军，伴舞：玉芝舞蹈队。

6

甲：古往今来，贪腐者从不缺钱，缺的是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缺的是浩然正气，缺的是廉耻之心。小品《特殊任务》
里却有这样一位局长，金钱面前不低头，诱惑面前不屈服，
堪称是我们党员廉洁自律的楷模。下面请欣赏钟雪香、张艳
红为我们带来的小品《特殊任务》。

7

乙：“秦筝吐绝调，玉柱扬清曲”。古筝历来被誉为群声之
祖，万乐之师。轻柔而典雅的旋律，华丽而委婉的音符，常
常动人心魄，意境燎原。下面请欣赏郭衡为我们带来的古筝



独奏《夜来香》，有请。

8

甲：南湖红船上闪亮的灯光，那是母亲为我们指明方向;共和
国城楼上铮铮的誓言，那是党为我们演奏的铿锵有力的交响。
接下来请欣赏祁晶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

9

乙：即将到来的猪年，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充满着期待，就让
我们一起送出对彼此的祝福，祝福大家吉祥如意，事事顺心!
下面请欣赏文化馆老年舞蹈队的阿姨们为我们带来的舞蹈
《吉祥颂》，有请。

10

甲：我县是著名的全国文化模范县，更享有“小戏之乡”的
美誉。吕剧、周姑戏，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
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不少经典唱段更是家喻户晓。吕剧
《姊妹易嫁》选段“见多少王孙公子骑骏马”就是传唱度很
高的唱段。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冯艺佳带给我们
这段精彩演绎。

11

乙：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修身、
齐家之于治国、平天下关系重大。对比先贤圣哲和老一辈革
命家，肩负新时期历史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在树立良好
家风上续写新篇。下面请欣赏孙强、郭衡为我们带来的小品
《家风》。

12



甲：嘹亮的歌声，唱不尽满眼的好风景。优美的舞蹈，舞不
完如今的好时光。下面请欣赏张艺馨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大
地飞歌》。

13

乙：兴廉洁之风，树浩然正气。反腐倡廉的春风正吹遍家乡
每一个角落，沐浴着我们党恩泽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如
今家乡，山美、水美，人更美，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下面请大家欣赏独舞《家乡美》，表演：冯艺佳。

14

甲：人们过去，忍饥挨饿，贫困潦倒。如今正踩着幸福的节
拍，迈着致富的步子，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下面请欣赏孙
强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吕剧《盼发财》选段，掌声有请。

15

甲：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聚一份欢畅，聚一份吉祥，聚一份
花好月园的好时光。

乙：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聚一份祝福，聚一份兴旺，聚一份
风调雨顺的好景象。

甲：下面请大家欣赏歌伴舞《欢聚一堂》，演唱：张艳红、
付海洋，伴舞：文化馆老年舞蹈队。

甲：金蛇狂舞春华启，骏马奔腾气象新。是啊!新的一年，新
的起点，让我们一起种下希望的种子，张开双臂拥抱崭新的
明天!

乙：新的一年，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肩，用饱蘸智
慧、胆略和激情的生花妙笔，书写更加精彩辉煌的人生!



甲：最后再次祝福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朋友们，

合：再见!

戏曲的心得篇五

20xx年2月19、20日我院一行40余人受省委、省政府指派赴湘
潭、株洲等地参加一年一度的“五下乡”演出活动。19日早8
点，天气寒冷，大雨滂沱，全体演职员准时出发赶往第一个
演出地点：湘潭岳塘区摇钱村。虽然天公不作美，可是演出
场地早已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十几个身穿大红服装的腰
鼓队员正起劲地敲着、舞着;提早到达的舞美工作人员顶着寒
风，冒着大雨在搭建起由车变成的流动舞台;台下早已围满了
准备观看节目的农民朋友们，“送戏下乡”带给他们的温暖
与喜悦之情早已溢于言表。

演出正式开始，身着轻薄纱衣的舞蹈演员和歌手们在寒风和
大雨中冻得瑟瑟发抖，脸白唇青，可是一走上舞台，专业演
员的素质与热情立即令他们忘却了寒冷。歌手们的声音依然
是那么清亮动听;舞蹈演员的动作依然是那么优美舒展。观众
们个个笑逐颜开，有的甚至全然不顾还在淅淅沥沥下着的雨
点，收起了雨伞，尽情欣赏，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呐
喊声，台上台下一片欢腾。

下午在易俗河镇小学表演时，台下成群的学生们更是喜悦万
分，兴致勃勃，有的学生甚至直接站在舞台边仰起小脸观看
节目，直到演出结束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

也许是我们的热情感动了上苍，20日到达株洲县渌口镇杨梅
村演出时，太阳终于露出了它久违的笑脸，暖暖地照耀着大
地。微微的春风，和煦的阳光，令演员和观众们都欢欣鼓舞，
高兴万分。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演出点——株洲市荷塘区仙庾
村演出时，更是阳光明媚，春意盎然。观众们一个个兴高采



烈、满面春风。一曲与农民代表合唱的花鼓戏《刘海砍樵》
更是令现场笑声不断，将演出推向了高潮。在《和谐中国》
的歌舞声中，我们结束了本次演出，也圆满完成了20xx年春
节后首次“五下乡”演出任务。

送戏下乡，情暖山乡。在这春寒料峭的春天里，我们的演出
给农民朋友们带来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爱，并得到了主办
方的赞赏和观众们的喜爱，期待下次有更好的节目带进农村
带给农民朋友，祝愿农村日益发达，祝愿农民朋友们的生活
一年比一年更好!

东风劲吹花争艳，和谐社会艳阳天。

鼠去牛来牛铃响，龙腾虎跃再扬鞭。

中国的大地，最广阔的还是农村;中国的人口，最多的还是农
民。

“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富民强、社会稳定。

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关心农民、以人为本。

理论、法律、文化、科技、卫生“五下乡”，把党的温暖送
下乡。

歌伴舞来舞生风，内容丰富戏精彩。

文化强省吹号角，城乡搭起大舞台。

湖南省歌舞剧院的“辣妹子”演唱组合，以她们的青春靓丽
和扎实的声乐功底以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尽情的演绎了
湖南民歌的清纯甜美和热情奔放，一举夺得湖南省首届“湘



人湘歌”大赛民族唱法金奖。

民歌演唱：《竹韵》《思情鬼歌》

和靓妹合影，与美丽亲近。

风和日暖好春光，桃夭柳媚百花香。

欢歌曼舞好日子，人面桃花竟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