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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关 注

胡 薇：

促进大众戏剧健康持续地发展
近年来，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因受到

各种政策、资金扶持的影响，专业戏剧人士纷

纷以个人身份投入到民间戏剧团体的创作

中。从“走穴”式的加入民营团体的创作团队，

到大量“在岗创业”式的从国有院团、艺术院校

分裂出众多的“新文艺团体”，大众戏剧与专业

戏剧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在其本职所在的团

体、院校中，当正式排演一部大戏时，反而会遭

遇班底凑不齐的窘境。而就在体制内团体大

规模地向各类“新文艺团体”输血、大众戏剧蓬

勃壮大的同时，当下众多的“新文艺团体”在创

作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呈现的也正

是中国戏剧的痼疾。

中国戏剧的发展固然不易，对于戏剧观众

乃至整个戏剧生态的培养和引导，更可谓任重

道远。但如果繁荣和发展是以破坏和透支观

众对戏剧的期待作为代价，显然得不偿失。急

功近利地追求发展、普及和操作的方便，实际

上却在伤及戏剧本体。

以往“新文艺团体”创作的戏剧作品，常被

一些人以“草根”来标榜，但若想可持续发展，

就必然还要依靠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因此，

“草根”绝不应被简单化、妖魔化为与体制的单

纯对立，更不应是心安理得地制造低劣或粗糙

艺术作品的遮羞布，而是应该更多地赋予其自

由、多元、探索、实验以及大众化、勇于表达等

含义，同时也应是令其保持自我生长能力的一

种警醒。而若要保有其自身生长于民间的本

质，就不能过度依赖于政府的各种扶持。其从

依靠扶持迅速而大量地创作戏剧作品来吸引

观众进剧场，到具备实力让作品有质量保证

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的培养和蓄势，因此重

视作品本身的优势和竞争力就变得愈发重要。

大众戏剧的健康发展，绝不能是劣劣相较

取其略胜者为优。如此久之，损伤的是大众的

审美，导致标准的混乱。只有注重对观演双方

艺术水准和审美品位的培养，才能真正促进大

众戏剧健康持续地发展。

慕 羽：

用多元化的“舞蹈语言”
和“剧场观念”完善叙事技巧

一般来说，“现实题材”指展现当代社会现

实生活领域，尤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语

境。在中国舞蹈界，所谓现实题材舞蹈却有更

为宽泛的含义，它既包括了当代现实生活题

材，也把具有“现实性”的题材囊括其中。在舞

剧创作上“现实题材”包含三方面内容，即当代

现实生活题材，以及“现实性”的革命军旅题材

和民族题材。

虽然上述创作是中国舞蹈艺术的主流，但

是与近年中国电视剧、舞台剧相比，现实题材

舞蹈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拿得出成为

“现象级”的作品，不仅谈不上攀登创作高峰，

就连现实题材的“高原”也很难企及。不少中

国舞剧停留在表面化、形式化地回应文化政策

的固定范式中，不接地气的悬浮叙事“你方唱

罢我登场”。在实际效果上，始终缺乏中国文

艺界的学术认知度，对老百姓的吸引力也不

够，更谈不上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顶多能实

现“圈内效益”。

舞蹈反映现实题材难，关注现实和把握

现实的能力没有增强，是因为舞蹈形式本身

的局限性吗？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大部分

舞剧仍囿于传统舞蹈语言体系，或是传统身

体语言的混融。我们还可以更开放和包容一

些，尤其在对用多元化的“舞蹈语言”和“剧场

观念”来言说的方式上，完善的叙事技巧能

助力思想意义的传达。而加强对中国人生

存现实的启示，也是我们这个新时代需要考

量的。比如当代农村题材的舞蹈作品，编导

需要拿得出的是能走进当代职业农民心灵

的作品，“不要低估了农人的品位，如今他们

什么没有见过呀！他们值得欣赏世界上最优

质的艺术品”。

于 涛：

如何从平常、平淡、平庸中突围
近年来各地都存在的戏剧创作乃至文艺

创作中“扎堆蹭热点”现象，背后是一种实用

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作怪。

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绝不能因为要表现当

下的现实而削足适履甚至牵强附会，创作者能

力可以有欠缺，但一定要持有科学、正确的历

史观，否则会创作出令人鄙夷的作品。文艺作

品可以平庸，但不应令人鄙夷。

一个可以被抽离的背景充其量就是一块

不甚重要的活动背景板。它的存在不会提升

作品的艺术成色，它的消失不会影响作品的水

准质量，那么它真正的价值几何？而我们的现

实题材创作中，有多少作品都因为种种原因置

入了这样无足轻重的背景板？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成不成功，好不好看，

首先在于创作者是否能够克服实用主义和功

利主义的影响，回归艺术创作所应持有的本真

心态。

戏剧是时代精神最有力的共振器、社会现

象最清晰的放大镜、理性声音最响亮的扬声

器，但如果戏剧对社会、生活、人群的关注只是

表面的、空泛的、有选择性的，那么它必然只能

陷入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和自说自话。

如果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丰富，社

会生活的复杂和多样，现实题材戏剧能够扩大

视野，更真实、更本质、更深刻的贴近与表现，

路就会越走越宽，行人也会越来越多。

创作者的水准会从其艺术构思能否客观

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符合当下审美得到直观

展现，这同时也是创作者艺术格调的直观展

现，格调的高下决定了作品能否从平常、平淡

和平庸中突围。

廖夏璇：

让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回归“现实”
反映社会现实、观照民情民生、承载主流

价值、讴歌时代精神是现实题材戏曲的文化使

命和社会担当，它将成为当下推动戏曲艺术整

体性转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就目前现实题

材戏曲创作的整体状况而言，现实题材与戏曲

艺术尚未真正实现“水乳交融”，一些创作者甚

至抛却“生活的现实”与“艺术的现实”，试图创

造一种不具备生活质感、情感纽带断裂、缺少

艺术感染力的“伪现实”，将现实题材戏曲创作

带入“虽言现实却无现实之感、虽写生活却难

近人心”的境地。在现实题材戏曲创作“井喷”

来临之前，一方面，我们要深入认识现实题材

戏曲创作的价值，充分利用现实题材与观众生

活相通、情感相系的民间优势，以现实题材戏

曲创作为契机，激活肥沃的民间土壤，坚守中

国戏曲艺术的民间阵地；充分利用现实题材戏

曲这片天然“试验田”，建构中国戏曲具有现代

价值内涵的思想体系、提炼与现代生活相适应

的新的程式化舞台语汇，为推进现代戏曲美学

体系的建立创造契机和原动力。另一方面，我

们应重新认识和把握戏曲与现实题材之间的

关系，要正确调适现实题材创作与现实之间的

微妙距离，在创作与现实之间留出适度的空

间，避免因距离过短或过长而导致艺术品质的

降格及观众情感纽带的断裂；要重新审视创作

者在现实题材戏曲创作中的地位，深刻认识创

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心灵性行为，尊重创作者的

个体生命体验和个性情感，呼唤创作者将独特

的生命感悟与肩负的社会责任融为一体；要科

学地引入社会舆论及市场监控机制，让社会舆

论和市场调节成为评估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

重要参考指标，为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回归“现

实”另辟蹊径。

青年文艺评论家畅谈现实题材创作青年文艺评论家畅谈现实题材创作

从平常从平常、、平淡平淡、、平庸中突围平庸中突围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主办，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四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宁

波峰会4月14日在浙江宁波举行。

相比较往届的论坛，本届论坛实现了三方面的突破：第一，变原有

单一的艺术门类论坛为综合性论坛，即以主论坛+分论坛的方式，以

“新时代文艺的中国精神”为主题，分设电影电视“影视创作与中国精

神”、戏剧戏曲“中国戏剧的时代精神与当下审美”、网络文艺“后移动

互联网时代——技术与艺术融合、发展的理论前瞻”、专题论坛“对青

年文艺批评的批评”四个论坛，主论坛是电影电视评论；第二，在选题

上除了理论研讨，大家发表文章的核心观点外，开辟了针对当下现实

问题、能引发大家观点争鸣的学术研讨，希望通过思想的碰撞产生理

性的火花；第三，增加了由学术主持与特邀嘉宾组成的“对青年文艺批

评的批评”的专题论坛，旨在通过研讨能对今后青年文艺评论家的健

康成长有所帮助。为增强论坛的学术性，此次论坛特别邀请了清华大

学教授尹鸿、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浙江

大学教授范志忠、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担

任学术主持。“希望把‘西湖论坛’这个品牌建设成为智库型论坛、学术

型论坛、前沿论坛、青春论坛，有朝气、有锐气、有英气，突出青年文艺

评论家的风采与活力，搭建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的话语平台，探索文

艺评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本报特刊发“戏剧戏曲”论坛上青年学者

们的精彩观点。

“《松毛岭之恋》开掘本土红色资源，以歌剧的形式回望革

命历史，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但该剧的提升空间依然很

大，女主人公内心的复杂性、深刻性开掘不足，剧情的合理性、

逻辑性有待加强，导演的场面处理和细节呈现尚需进一步打

磨。”空政文工团编导室主任王俭说。

“《马可·波罗》的主创团队中，导演、作曲、设计以及主要

演员均聘请国外艺术家担任，如此一来，演出的可延续性降

低，一旦对方合约到期，演出很难维系。此外，国外作曲家为中

国原创歌剧谱曲，是否能真正理解汉语的发音特点，谱写出适

合中国音调旋律的歌剧，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歌剧舞剧院

艺术指导李小祥说。

“浙江婺剧团是一个有着较好艺术声誉的院团，创作能力

强，此次创演的《白兔记》完成度也较高，但是在艺术呈现上缺

少亮点，没有将有代表性的优秀演员投入演出中，演出场所的

影响力也相对有限。”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说。

4月10日至13日，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组织监督专

家，赴福建省福州市对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国家艺术基金

2017、2018年度资助项目进行了集中巡查监督，这也是基金

今年集中巡查工作的第二站。巡查期间，监督专家们通过“听

汇报”、“问情况”、“查问题”、“提意见”四种形式，详细了解项

目进展、质量水准和经费使用情况，尤其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或建议。上述专家的点评发

言仅仅是此次巡查的109个项目的“冰山一角”，但不难看出，

专家们的客套话、场面话少了，更多是面对问题时的直言不

讳。“对于发现的苗头性问题，我们及时向项目单位‘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亮丑揭短’，并提出具体整改建议，目的就是

为了更好地提升基金资助效果，把好项目的艺术质量关。”国

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说。

蔡武表示，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是手段，“出作品、出人才”

才是最终目的。从2015年开始启动这项工作以来，艺术基金

创新监督方式，先后探索出了“点对点”的现场监督到“点对面”的巡查监

督等监督方式，逐步建立起了“分级管理、分类监督、重点突出、点面结

合”的监督管理工作机制，有效避免了项目在主题上“偏题跑调”，在质量

上“缩水减质”。今年，艺术基金将奔赴11个省区市开展集中巡查监督，

实现集中巡查监督全覆盖。蔡武介绍说，过去两年，艺术基金共组织监督

专家117人次，赴20个省（区、市）对2015、2016年度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的826个项目进行了集中巡查监督，起到了良好效果。近年来，艺术基金

资助的项目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群星奖”

等国家级文艺评选活动中占到获奖剧目总数的60％－80％，

在各省艺术节中占到演出与获奖剧目总数的30％－50％，呈

现出多点开花、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此次参加汇报的项目

中，广东歌舞剧院的舞剧《沙湾往事》和福建漳州市歌仔戏（芗

剧）传承保护中心的芗剧《保婴记》就是近些年受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而推出的优秀作品。

两部作品均获得过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滚动资助项目”“传播交流推广”的三度资助。其中，《沙湾往

事》已经演出98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专

家誉为国家艺术基金的“标志性项目”，“体现了国家艺术基金

的价值和对艺术创作的敬畏之心”。广东歌舞剧院副院长黄倩

表示，艺术基金给了《沙湾往事》“艺术成长、成熟的信心”，“通

过资助，我们以项目为导向，以实现双效益为目标，不断迈向

更大的舞台，既把《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广东名曲带到了

全国各地甚至美国纽约，也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了中国民族舞

剧的独特魅力和艺术光彩。”福建漳州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

护中心主任王文胜表示，《保婴记》是跟着国家艺术基金同步

成长、不断打磨提高并受到观众好评的一部作品。“资助给了

我们打造优秀作品的动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专家资源。

正是在专家的一次次悉心把脉和指导下，我们的作品连演连

改，艺术质量日益提升。同时，资助对剧院全体演职人员也是

一种激励，很多年轻演员在剧目的排练、巡演中得到锻炼，开

始在不少剧中担任重要角色”。

此次集中巡查的项目中，有不少围绕着改革开放40周

年、“一带一路”等国家重要事件节点和发展战略而实施。仅以

美术领域为例，就有

“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美术作品国内巡

展”、“‘一带一路’汉

字力量——中国汉字

水墨国际交流高级创

作人才培训计划”、

“海上丝绸之路两千

年美术作品欧洲巡

展”等多个传播交流、

人才培养项目。“带有

重大主题意义的美术

项目，一定要认真、严

肃思考和理解主题背

后的深层次蕴涵，切

莫一窝蜂地追求时

髦。”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代大权提醒

到，美术作品的展览、

巡展对作品的质量要

求非常高。目前看来，不少项目只是在形式上、表面上去配合主题，没有

体现出与主题相匹配的艺术水平和学术高度。“艺术家需要沉淀下来，从

人的方面寻找和表现时代变化的依据，要有对于时代发自内心的认识和

个性化的表达，应通过美术作品的征集展示，逐渐形成展览的艺术品质

和文化理念。”代大权对浙江美术馆将“一带一路”与纸的传播结合在一

起的“中华纸文化当代艺术巡展”项目印象格外深刻。他表示，这个项目

学术品质高，借助“纸”这一媒介，留住乡愁，讲述中国故事，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发挥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组
织
东
南
片
区
资
助
项
目
集
中
巡
查
监
督—

—

避
免
主
题
﹃
偏
题
跑
调
﹄
质
量
﹃
缩
水
减
质
﹄

□
本
报
记
者

徐

健

4月18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对2018年

度重点项目及年度规划进行了集中发布。天

桥艺术中心成立以来，突出“国内领先音乐剧

剧场”的市场定位，引进演出了多部世界知名

的音乐剧作品。今年将有百老汇音乐剧《芝加

哥》《长靴皇后》、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

版）和《周日恋曲》四部音乐剧先后上演。其

中，由谭维维、娄艺潇等担纲主演的音乐剧

《周日恋曲》，作为音乐剧大师韦伯的一部驰

名音乐剧经典，此次首度进行中文版改编，希

望打造成为具有当代性的本土“恋曲”。

天桥艺术中心自有品牌“国际新经典”系

列演出，一直致力于纵观世界舞台，聚焦国际

国内前沿力作与经典佳作的再创作。今年将

推出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原创歌剧《马可·

波罗》、英国国家剧院原版呈现《深夜小狗离

奇事件》、英国冰上芭蕾舞团舞剧《冰上天鹅

湖》、马修·伯恩版芭蕾舞剧战火版《灰姑娘》

等众多优秀作品。其中，《深夜小狗离奇事件》

根据马克·哈登同名畅销小说改编，集悬疑、

科幻、成长等元素为一体，故事充满奇思妙

想，获得全球无数观众赞赏。此外，第二届老

舍国际戏剧节将带来北京演出公司制作的京

味话剧《老舍赶集》、香港话剧团的戏剧《亲爱

的，胡雪岩》、陕西人艺根据路遥同名作品改

编的戏剧《平凡的世界》等。

发布会上，“亲子微剧场”正式挂牌，接下

来将有来自英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8个国家的14部国际顶尖儿童剧在“亲子微

剧场”相继演出。此外，天桥艺术中心还积极

探索与国外儿童戏剧团体的合作模式，大力

引进区别于国内市场的儿童剧目。其中，儿童

皮影音乐剧《熊猫成长记》将于六一儿童节在

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汇聚了法国文艺复

兴时期的古典音乐和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

皮影戏，将看似不太相干的两种艺术形式进

行了有机结合。

（徐 健）

4月 12日至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画院承办的“时代印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第四届院展”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此次展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
共展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在
职、在聘及特邀艺术家最新创作的 150
余幅作品。作品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艺术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为宗旨，
以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为表现内容，礼赞祖国新时代处处
青山绿水的秀美河山和家园新貌，讴歌
了国家的繁荣稳定，并生动描绘了为民
族昌盛富强默默作出奉献的广大群众，
集中展现了艺术家们近年来所取得的艺
术成果。

展览以“时代印迹”为主题，就是希
望通过“时代”这个时间概念，拉近艺术
与生活、艺术与改革的距离，还带有一种
价值判断，通过“印迹”这一主题指向，将
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辉煌成就
进行完美艺术呈现，体现出艺术家们深
挖传统、紧随时代，用具有时代创新的绘
画语言来升华艺术创作内涵，传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晶 晶）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发布2018年度重点项目

《保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