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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展演百戏盛典
苔花牡丹齐绽娇颜

戏曲创作繁荣与否，与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各层级的戏曲展演既是戏曲创

作成果汇报，也是戏曲生态健康与否的重要标

杆。2018年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主办的国家级

展演主题突出，特点鲜明，规模盛大，影响深远，

其中两个国家级展演特别需要注意。一是全国优

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该活动采取

全国联动、各地实施的创新方式，除了在北京组

织全国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展演，还由各省（区、

市）文化部门在当地组织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活动，各省、区、市积极组织，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了现实题材戏曲创作演出的高潮。二是举办

中国首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简称百戏盛典）。

百戏盛典将持续举办三年，全国348个剧种都将

在这里展示自己的风采，这是对新世纪以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和文化与旅游部

戏曲剧种普查工作成果的一次全面、深入的大检

阅，是我国丰富的戏曲剧种文化的全面展示，通

过这次展演，强化了全国戏曲界的剧种意识，坚

定了不同剧种的文化自信，对于唤起社会各方面

对戏曲文化的重视，激励戏曲从业者的积极性，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办方还同时征集各剧种

代表性的服装、道具、剧本、视频等，以筹备建立

戏曲博物馆，这一举措不仅使各剧种“到此一

游”，而且能够“立此存照”，留下难得的戏曲文献

史料，意义深远。

此外，由中宣部与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继续举办，展现了基层院

团和地方剧种的艺术风采和基层民众的声音。基

层戏曲展演政策上的持续性和时间上的历时性，

对于激励基层戏曲院团进行戏曲创作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年的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涌

现出一批贴近生活、艺术优良的作品，如从家庭

视角表现反腐题材的《失却的银婚》、表现优秀基

层乡村干部的《好人邓平寿》、反映改革开放40

年成就的《鸡毛飞上天》等。

政府部门对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鼓励倡导，

带动了各省、区、市的现实题材戏曲展演，全国各

地纷纷举办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除此之

外，全国各地的戏剧展演、会演、艺术节、戏剧节

众多，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新创剧目，如福建

省闽剧院的《生命》、湖北省老河口市豫剧团的

《黄河绝唱》、河南豫剧院的《重渡沟》、吉林省评

剧团的《春回桃湾》、陕西省安康市的紫阳民歌剧

《闹热村的热闹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的

《戈壁母亲》等，这些作品从艺术的角度讲述故

事，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一些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戏曲展演照常举办，如

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在江苏苏州举办，展示了

近3年来昆曲创作和传承的成就。河南豫剧优秀

剧目进京展演活动已经举办三届，这一年该展演

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在创新发展的

同时回顾40年积累的新经典新传统，对当前的

创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现实题材唱主角
厚积薄发佳作多

在政府大力提倡和加强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

政策引导下，2018年戏曲现代戏新剧目创作成就

可喜，无论是表现先进人物、革命历史题材、还是

当下普通人现实生活等众多方面都涌现出一批高

质量的新创剧目。这些作品大多主题立意高远，人

物形象感人，演员技艺精湛，舞台呈现优良。其中

既有名家大腕、国家院团的大手笔，也有地方剧种

和基层院团的用心之作；既有制作精良的大戏，又

有贴地气有人气的小戏。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张

曼君导演以其多部高质量作品继续延续着她的传

奇，同时也以其反复强化的创作个性为各地剧种

注入新鲜的活力，如其《红军故事》由三个小戏组

成，深情歌颂革命时期默默无闻的炊事班长、卫生

员和军需处长等幕后英雄，以地方民间歌舞丰富

京剧的舞台表现力，可以说是小故事大气象；又如

沪剧《敦煌女儿》以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为原

型，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舞台美术上都有独特

之处。此外比较突出的作品还有李莉的《国鼎魂》

《太行娘亲》、韩枫的《失却的银婚》《戈壁母亲》《荣

宝斋》，以及豫剧《重渡沟》、吕剧《大河开凌》、河南

曲剧《信仰》、上海淮剧《武训先生》、湖北豫剧《黄

河绝唱》等。这些作品都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为现

代戏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舞台呈现方面，这

些作品也比较注意艺术化地处理题材、戏曲化地

表现生活、人性化地刻画人物，避免了以往常见的

话剧加唱、大制作等问题，体现了戏曲现代戏创作

的成熟和自觉。当前政府对现实题材创作的倡导，

是促进和助推传统戏曲艺术现代化转化的重要举

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重要契

机，戏曲院团积极回应时代呼唤，顺势而起，以大

量的创作实际积极探索，积累经验，已完全能够运

用艺术化的创作手法、戏曲化的表现手段表现现

代生活。

相对于现实题材戏曲创作，2018年历史剧

和古代故事剧的创作从数量上来讲相对较少，能

够产生较大影响的基本都是名家之作，如以历史

剧创作闻名全国的郑怀兴，有《关中晓月》《浮海

孤臣》等搬上舞台，这两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引起

戏曲界的强烈反响，获得一致好评；此外还有早

几年创排但很少演出的豫剧《北魏孝文帝》作为

豫剧进京展演剧目在北京演出，原来的上下本莆

仙戏《林龙江》，2018年缩编为一本参加了福建

省艺术节，都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得到专家和观

众的好评。郑怀兴的这些历史剧作品，都由地方

基层院团创排，如《关中晓月》是陕西周至县秦腔

剧团演出，《浮海孤臣》由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演

出，《北魏孝文帝》由洛阳豫剧院演出，《林龙江》

由福建省仙游县鲤声剧团演出，这种大编剧与小

剧团的合作模式，以优质的剧本和精彩的舞台呈

现，提高了地方基层戏曲院团的创作质量和创作

水平。此外还有青年编剧罗周的《顾炎武》以及豫

剧《灞陵桥》等。

戏曲传承稳步推进
网络传播前景广阔

戏曲进校园工作稳步推进，各种戏曲剧种、

流派和剧目传承班和培养班，戏曲人才培养趋向

全面并已见成效，如对戏曲武行人才的培养成果

卓然，国家京剧院武戏展演以及年终的元旦戏曲

晚会上武戏独领风骚。对于处于弱势的戏曲丑行

开始重视，上海京剧院的“小丑挑梁”京剧丑角艺

术展演仍在持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举

办的豫剧牛（得草）派丑行经典剧目展演暨金不

换丑行表演艺术研讨会在戏曲界和学术界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戏曲新流派开始出现，如河南李

树建的豫剧老生“李派”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豫剧

小皇后王红丽“王派”于这一年宣告成立，王红丽

还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收徒仪式，这在河南戏曲界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

在继“尚长荣三部曲”传承教学之后，开始面向全

国收徒，湖南省京剧院的李长顺和中国戏曲学院

的舒桐先后拜尚先生为师。师徒教学模式既恢复

承继了戏曲界的传统，又弥补了现代戏曲专科院

校教学的不足。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戏曲艺术

的网络传播异军突起，对于戏曲艺术的普及产生

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各种戏曲演出的网络直播、

戏曲演员的各种直播众多，京剧女老生王珮瑜借

助电视和网络节目成为“戏曲网红”的代表人物，

培养了大批戏迷和拥趸，促进了京剧艺术在青年

人中间的传播与普及；再如百戏盛典的演出剧目

通过网络直播使全国的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

到正在上演的不同剧种剧目。这些网络直播的传

播者和收看者，往往是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轻人，

因此，这种传播模式使得传统戏曲艺术在青年人

之间宣传普及，结合戏曲进校园以及非遗保护等

观念的普及成效，戏曲艺术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

力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接纳和喜爱。一些近年

来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戏曲”的文化传播机构

如河南恒品戏缘和中华戏曲公众号等，在兼顾经

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形成了有利于戏曲生态

培养的正确观念，都能够做到尊重戏曲艺术本

体、培育戏曲文化生态和引导人们戏曲消费的观

念，恒品戏缘在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之后，实现

了戏曲艺术从线上到线下的转化，其建立的戏曲

小镇不但吸引了重多戏曲院团和名家的加盟，还

打造出新的文化景点，这样的戏曲小镇在全国各

地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对于戏曲文化生态的

培育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繁荣下的问题与隐忧

在政府戏曲政策持续利好、戏曲生态不断改

善、戏曲创作成就突出的情况下，当前戏曲创作

存在的问题也转向深化，一些以前隐蔽的问题开

始凸显。戏曲现代戏创作题材的趋同化、剧种的

同质化问题当前显得尤为突出，取材于真实英模

人物的作品还不能很好地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

真实的关系问题，政治宣传和功利目的又太过突

出。这既有政策原因又有人为因素：同一导演、编

剧为不同剧团、不同剧种创作的作品，难免有手

法雷同之处；全国各地院团反映第一书记、精准

扶贫等现实，题材重复问题也难以回避。如何避

免这些问题出现，是考验主创人员的创作水平和

艺术良知的重要试金石，这就要求他们不但要挑

战别人，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自己。

当前现实题材戏曲作品需求量巨大，许多作

品匆匆上马，相关部门横加干涉，创作人员又责

任心缺失，致使许多作品质量低下。一些主创人

员功利先行，这对广大基层戏曲院团来说，更是

雪上加霜。现实题材戏曲创作一枝独秀，历史剧

和古代故事剧创作数量大幅减少，伤害了历史剧

创作积极性，也使得一些已经创作的历史剧作品

难以有出头之日。戏曲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政府的

扶持和政策的指引，但戏曲艺术本身有自己的创

作发展规律，相关部门既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生

自灭，也不能过度干预，影响戏曲创作的多样化，

艺术作品应该凭质量说话，而不是靠题材取胜。

除了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戏曲观念问题也

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在进行戏曲创作时应该

尊重地方剧种的独特个性，而剧种特性主要表现

在声腔上，如何处理好剧种声腔的改革创新与保

护传承关系，是主创人员特别是导演和作曲要注

意的问题。新世纪以来，戏曲的改革创新特别是

戏曲声腔的改革创新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戏曲声腔是否要创新、如何创新，成为一个两难

的问题。一方面，戏曲创作实践不断地进行创新，

另一方面，这些创新却不断受到观念保守人士的

批判和抨击，表现在本年度的创作中，山东茂腔

《失却的银婚》因声腔的创新引起不小的争议，河

南曲剧《信仰》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可能是因

为主创人员创新步子迈得有些大，难以为听惯传

统声腔的观众所接受，也可能是因为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形成了新的保守

主义思想。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曾经说过：“声

腔凡三十年一变。”戏曲创作的实际也说明戏曲

声腔要不断满足时代的发展才能争取到更广大

的观众，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即便是曲牌体的昆

曲，其实也在不断地发展。此外，一些历史比较短

的新兴剧种如蒙古剧和各地的山歌剧的声腔问

题也需要重视，这些剧种声腔比较自由、开放，甚

至一些新兴剧种的声腔特点尚在形成之中，还不

稳定，因此，剧种声腔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当前一些新兴剧种的唱腔歌剧化、音

乐剧化的倾向非常明显，无论是唱法还是发声方

法，都与戏曲的演唱方法相去甚远，这是特别需

要警惕的。

2018年对于戏曲艺术来说，是令人振奋和欣喜的一年。在国家持续稳定的戏曲利好政策和不断好转

的文化生态之中，这一年戏曲创作、演出、传承、传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

往的新气象、新特点。与此同时，当前戏曲创作存在的问题也转向深化，一些以前隐蔽的问题开始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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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点献

礼影片，由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峨眉电影集团共同出品、苗月编导的电

影《大路朝天》以四川公路建设为题材，

以成雅高速、雅康高速建设为切入点，通

过祖孙三代路桥工人改革开放 40 年的

命运和情感故事，运用诗意的镜头语言，

再现了中国高速路桥的建设历程，以点

带面折射出时代发展与变迁，反映了改

革开放40年我国道桥建设的巨大成就。

影片一方面借助第一代路桥工人唐

金全、其子第二代路桥女工程师唐真红、

第三代路桥负责人卢桥亮等三代工人故

事的讲述，讴歌了他们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锲而不舍的愚公移山精神和公而忘

私、无私奉献的利他精神，以及认真严

谨、日新又新的变革精神；另一方面，又

通过一个个纵横捭阖的航拍路桥远景镜

头，直观而生动地呈现了四川高速路桥

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那一个个或

俯或仰大气磅礴的镜头中，无一不让人

感受到崇高和壮美，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四川省道桥建设所

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精神

的热烈讴歌和深情礼赞，是对国家形象的有效建构与生动展

示，可谓一次电影艺术与中国精神

的有机链接。

影片以“桥三代”卢桥亮第一

人称自叙作为电影叙事视点，通过

讲述他爷爷和父亲的故事，表达了

中国精神跨时空、跨代际的传承与

链接这一主题。卢桥亮爷爷卢兴旺

是一名潜水工，常年风餐露宿从事

着最危险繁重的工作，虽因不忍心

儿子卢通达受苦拒绝儿子“对接”

其工作，但卢通达最终还是继承了

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隧道爆破

工。工作的“轮换”实则是道桥建设

者不畏艰辛无私奉献、强烈的爱国

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传承的轮回。

影片中，桥三代卢桥亮作为一个功能性角色，其充当的更

多是“布道者”职能，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张弛这一初入职场的

大学生的施教上。张弛作为职场小白，踌躇满志却又好高骛

远。影片中他与那条暂时收养的狗构成了“互文”关系，暂时收

养的身份设置，隐喻着人物的无根和漂泊感。当他兴致勃勃勾

勒着未来 AI1.0、AI2.0 的技术会取代桥一代、桥二代、桥三代

时，卢桥亮用“曾馒头”的故事告诉了他什么叫“工匠精神”，

什么叫“工人”。经历了这番精神的洗礼，他迅速成长，对道

桥人的精神有了更多的认同和领悟，一纸合约更是续签了他

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新时代的责任。影片导演正是通过这四位

人物角色的设置，表达了中国精神跨时空、跨代际的传承与

链接这一主题。

而黑娃这一角色的设置，更是包含着导演对人性自我升

华超越的主题表达。黑娃同样是“桥三代”中的一员，因为父

亲在路桥施工中技术理念滞后、技术落后遭到唐真红怒斥，

父亲一气之下辞工回家，黑娃在私利的驱使下，诬陷唐真红

受贿，导致唐被调查。而后在卢桥亮父子轮番感化下，最终自

首，使唐真红洗清了不白之冤。从诬陷栽赃到自首，黑娃实现

了从狭隘自私的“本我”向高尚正直的“超我”的跨越和升华，

这是一次心结的打开与人性的救赎，是从“渺小”转向“崇高”

的链接。

《大路朝天》：

电影艺术与中国精神的有机链接
□刘 强

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学生活动管理

中心承办的“2018北京艺术院校教学成果

展示活动”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此次参加

展演的优秀节目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

剧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

舞蹈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9所艺术院校

以及普通高校艺术院系。节目内容为各院

校近年的精品课堂、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

典作品、各院校在国内外精彩亮相并获得最

高荣誉的高品质作品。

整台演出分为“殿堂之门”“经典之魅”

和“辉煌之世”三个篇章。其中，“殿堂之门”

以“一堂艺术课”拉开序幕，将各院校精品课

程浓缩凝练并进行舞台化呈现；“经典之魅”

梳理、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典剧目，

展现艺术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及经典对提高

学生艺术涵养的巨大作用；“辉煌之世”集中

展示艺术高校的精品及获奖节目，彰显当代

艺术青年的创造力。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2018艺术院

校成果展示活动”以艺术院校人才培养和引

领普惠为核心理念，发挥首都艺术院校的资源优势、

专业优势、创作优势、辐射优势，搭建高质量的艺术

合作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艺术院校艺术实践活动的

方式及内容，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让每

个学生在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

提高审美和艺术素养。 （京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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