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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评剧经典保留剧目《杨三姐告状》青年人才培养项目开班
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资助项

目，由中国评剧院主办的“评剧经典保

留剧目《杨三姐告状》青年人才培养”

班 7月 12日在京举行开班仪式。评剧

《杨三姐告状》是评剧艺术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一个剧目，是评剧主要创始

人成兆才早期创作的作品。主办方表

示，2019年恰逢评剧剧种正式形成110

周年，在今年开展评剧经典保留剧目

《杨三姐告状》青年人才的培养，具有与

众不同的特殊意义。一方面向那个年代

对这出戏以及评剧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的奠基者致敬；另一方面通过培养戏曲

新人，将前辈留下的璀璨的艺术明珠继

承发扬下去。

此次培训班聘请《杨三姐告状》原排

导演张玮、评剧表演艺术家张德福作为

培训指导。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杨

三姐告状》原排杨二姐的饰演者张秀兰、

原排牛成的饰演者刚立民以及评剧名家

齐建波、孙路阳、李妮等担任授课教师，

他们带领来自全国10个评剧院团，30

名中青年优秀人才，在中国评剧院展开

为期40天的集中学习。中国评剧院将通

过专家授课、现场指导排练、成果演出展

示、专家讲座、论坛交流等形式对全国评

剧院团青年艺术人才进行集中培训，提

高青年学员的业务水平，为评剧经典剧

目《杨三姐告状》和新派艺术的传承储备

优秀艺术人才。 （评 艺）

位于祖国正北方的锡林浩特，是我国著名的“马

都”。这里不仅有蒙古马的优良品种乌珠穆沁白马和阿

巴嘎黑马，更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一直生生不息传承

着悠久的马背文明。经过3年精心打造的大型室内情景

马剧《蒙古马》，由宁才任总导演，300多位演员和100多

匹蒙古马联袂出演。全剧在人与马、人与人、马与马或场

面大气磅礴、或情感细致入微的视听感受中，将马背民

族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生活场景、战争场景、梦幻场景诗

意地呈现了出来。

在标志着规定情境的巨型LED屏上，时而是辽阔无

垠的碧绿草原，时而是烈火熊熊的战争场景，时而是寒风

瑟瑟的冰天雪地，时而是星光闪闪的美丽夜空。当观众

沉浸于如幻如梦的视觉奇观时，特色浓郁的歌舞出现

了——音色苍凉的马头琴伴以呼麦和蒙古族长调，辅以

顶碗舞、搏克舞、奶桶舞等华彩舞段，美轮美奂又意味深

长。随之，空中与地面交替出现的杂技表演揪住了人

心。继而，是震撼人心的马术——蒙古马群恣肆奔腾的

大气派，马队交叉行进的井然有序，飞驰而过的单人立双

马与多人立三马则触目惊心……而蕴含于多种艺术元素

的戏剧冲突似乎也越来越清晰——爱得刻骨铭心的男女

主人公会因战争而生离死别吗？这部具有民族历史厚度

的“马剧”，借助舞台科技和各种艺术元素的合力，以其全

新的审美表达和戏剧冲突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民族风

情和历史蕴涵的特色演出。

该剧的亮点之一是人与马共同演绎旷世真情。告别妻

子奔赴战场的男主人公乌良哈台，历经“生死决战”“突出

重围”后，命悬一线、奄奄一息。阔大的舞台无比空旷，一束

追光，聚焦在荒无人烟的原野上那匹身负重伤的白马驮着

主人在吃力前行。突然，人与马双双栽

倒……当乌良哈台慢慢苏醒时，第一个动

作、也是他此生此世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

艰难地给爱马包扎伤腿。主人，永远留在了

回归家乡的路途上，坐骑，却把伴随主人血

雨腥风的遗物战盔，长途跋涉送到了女主

人阿伦真面前。由此不难悟出，神奇的骏

马，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大自然的象征。

而马对人的忠诚，即大自然对人类的忠诚；

人对马的倚重，即人对大自然的倚重。在

此，马背民族“崇尚自然”“恪守信义”的文

化信念，便不言自明。

该剧亮点之二是“万马奔腾”。生活中，

这个词汇屡见不鲜，一旦亲临现场，目睹没

有骑手、没有鞍韂、没有束缚的蒙古马群恣

肆汪洋般汹涌向前时，一种无言的酣畅和

感动便会充溢心头。“吃苦耐劳，一往无前”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蒙古马精神”的赞扬。

倘若深思，蒙古马为什么会“吃苦耐劳”，为

什么会“一往无前”，这无翼而飞腾的生灵

一定会将答案书写在生物学的范畴之外，

只有深谙草原文化精髓的人才能真正读

懂。无论民族想象还是地域文化认同，马背

民族珍爱大自然、坚韧顽强的文化品性一

定是因生活里有了“马”才逐步形成的。所

以，三次出现在剧中，貌似与戏剧冲突无关

的“万马奔腾”，才如此令人感动。

该剧的亮点之三是阿伦真的分娩和梦

境。在“生命礼赞”一幕中，挺着大肚子即将

临盆的阿伦真到河边汲水，临盆的阵痛产

生了一个又一个并不“漂亮”的舞段，尽显

出渴盼远方亲人归来的心灵之苦，以及分

娩之时的肉体之痛。此刻，“有意味的形式”

便非常有力地使歌颂母亲、崇拜母亲的草

原文化内涵在思想宽度和高度中延伸。孰

料，伴随着新生命到来的竟是丈夫牺牲的

噩耗。孩子一降生就没了父亲，阿伦真能否

承受得住？此刻，编导竟用“梦见归来”一

幕，让痛不欲生的阿伦真做了一个爱意浓浓的梦，这是个

多么幸福而甜蜜的梦啊，久别重逢的爱人相依、相拥、相

亲、相吻……可是，一旦梦醒呢？

从爱情与亲情的角度看，这是个悲剧；从国家利益和

民族大义看，这又是个正剧。因为就在婴儿的啼哭声中，人

们听到的不是弃世绝望和颓败的悲观主义，而是善良必定

战胜邪恶的正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在草原上生生不息。至

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爱与恨、生与死、悲与喜

的戏剧冲突中，才能彰显什么是“蒙古马精神”。

今天，多民族团结的祖国大地，“优质文化资源”是扎

根生活沃土的艺术家最大的创新底气，《蒙古马》创作团队

的成果正在于此——充分挖掘和运用具有独特性、有效

性、深刻性、审美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才会

把“蒙古马”这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资源转化为

创作优势；才会将马背民族与骏马结缘的自信心、自豪感

表现得酣畅淋漓；才会在歌颂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的

英雄时，让血与火淬炼的马背豪情气贯长虹；才会在文化

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以视听的惊艳，提点对爱情的颂扬、对

英雄的崇拜、对未来的信心、对蒙古马精神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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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伴随《与君山水》的主题

曲吟唱，“浙漾京城”第四届浙江戏曲北

京周闭幕演出《诗路行吟》戏曲雅集在北

京长安大戏院上演。雅集由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出品，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联手打造，以“浙江的戏与

诗”为主题，用《诗气东来》《戏从民生》

《天地共鸣》三幕演出展示诗画浙江广袤

大地上丰富的戏曲样式与诗路气象。演

出汇集了十余位梅花奖、文华奖、白玉兰

奖和金桂奖得主。

近年来，浙江省将“唐诗之路”建设列

为浙江省重大战略性文化工程。《诗路行

吟》戏曲雅集可以说是一次“诗与戏”融合

的全新创作。总导演支涛表示，雅集从屈

原“吾将上下而求索”到王阳明“知行合

一”的证悟中，建构中华文化一路而来、满

怀自信的求索精神，以《离骚》开启“诗之

国度”，以“王羲之曲水流觞”和“谢灵运山

水诗”并构“诗画浙江”的“入口”，以越剧

文化连通诗的吟唱。沉浸其中，便是传统

文化的浸染与感悟。“浙漾京城”第四届浙

江戏曲北京周7月8日至24日已在北京

长安大戏院上演，共有7家院团的11台大

戏参演，集中了浙江昆、越、婺、瓯、新昌调

腔五大剧种，展现了“浙江有戏、同行万

里”的文化力量。 （余 非）

“浙漾京城”第四届浙江戏曲北京周闭幕

评 点

由陕西省延安市演出公司根据作家路遥同名
小说改编的话剧《人生》7月20日、21日在北京天
桥剧场演出。在面对命运的不公、世道的严苛，主
人公高加林作为那个时代的社会一员，依然心怀
憧憬，不忘梦想，为能够成为自己心中向往的那个
更好的自己而不断努力着。 （李晏 摄）

还未开演，30场演出门票已经售罄，与其相关的艺术活

动也场场爆满，上海观众对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

热情超出想象；自来华巡演消息发布后，所在巡演之列的多

个城市观众蹲点开票，每轮售票都在短时间内几近售罄，伦

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的演出引发了多地青年人的

观剧热潮；在《声入人心》节目的带动下，郑云龙、高杨等人气

演员带来的粉丝效应，让《谋杀歌谣》《长腿叔叔》等作品成为

音乐剧演出的市场宠儿，不仅票价见涨，而且一票难求……

种种发生在今年演出市场的火热景象，让人们不得不感叹音

乐剧的春天来了。

的确，在京沪近两年的演出市场上，音乐剧变得越来越

时髦走俏，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2019年数据显示，2018年

仅北京地区，全年各大中小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演出场次共计

775场，较上年同比增长16.9%，音乐剧观众增长26.7%，达

到42.9万人次。在大量的音乐剧演出中，与国外原版音乐剧

的较高人气和话题热度相比，国内原创音乐剧的口碑和反响

表现得似乎就有些平淡和低调。一边是正在兴起和生长的观

演群体、欣赏习惯，一边是本土原创音乐剧发展中遭遇的创

作、市场、人才的掣肘。中国原创音乐剧该如何走好未来发展

之路？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北京大学国际音乐剧研讨会上，

来自国内外的创作者、研究者围绕“音乐剧的中国性”的主

题，从多个角度对中国音乐剧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展开了

深入研讨。

从“舶来品”的概念中跳出来

“没有欧美音乐剧的引进和传播，中国音乐剧不可能有

今天的成就。但是，音乐剧的所有从业人员，无论是创作人

员、研究人员还是教学人员，都早已认识到，中国音乐剧的发

展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用音乐剧讲好中国故事？”北

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周映辰谈到，如何讲

述中国故事，不仅是音乐剧的问题，也是中国所有艺术门类

面临的问题。无独有偶，2015年，百老汇音乐剧制作人兰德

尔·艾伦·布克在参加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剧节的时

候，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音乐剧不应该走百老汇的老

路，而应借鉴音乐剧语言找到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故事讲述

方式，吸引观众走进剧场。”他认为，没有文化个性的音乐剧，

即便投入数千万美元，也很难吸引观众。

周映辰谈到，音乐剧在西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的音乐

文化传统、西方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

说，西方音乐剧的出现是西方音乐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

西方当代艺术形式的西方音乐剧，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它的

“西方性”：在美国，它是美国当代文化的载体；在英国，它同

样深深浸润着英伦特色。音乐剧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发扬光

大，正是因为美国艺术既善于从文化传统中吸收营养，又善

于从当下文化中吸取营养。他们一只眼睛盯着过去，接受了

欧洲不同风格的轻喜歌剧甚至歌舞厅的歌舞杂耍，一只眼睛

盯着现在，吸收了时兴的拉格泰姆、勃鲁斯等因素。“现在，我

们一眼就能认出哪些是欧洲音乐剧，哪些是美国音乐剧，因

为它讲述的都是美国故事，即便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欧洲

故事，那也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欧洲故事。”周映辰认

为，我们应该从“舶来品”的概念中跳出来，从歌舞叙事的角

度，重新审视音乐剧的历史，将西方音乐剧仅仅当成一种艺

术方法，将它纳入中国式的歌舞叙事传统中，即在歌舞叙事

传统中，真正地进行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验，从而

创造出中国音乐剧的概念。

遵循音乐剧创作的艺术规律

谈及国内原创音乐剧现状，与会专家表示，尽管技术、市

场、推广等各个环节都有成熟的经验，但是目前需要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依旧不少。除了专业人才稀缺、制作费用走高、专

业剧场缺乏等问题的制约外，来自创作本身的问题似乎更是

短板。讨论音乐剧的“中国性”，首先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国

外市场化演出、运作非常成功的音乐剧作品，都有一个好的

故事作为基础。这个故事不一定多么复杂，叙事不一定多么

曲折，主题不一定多么深奥，但是都在阐述所有人能够理解

和认同的道理，有一个完整的、自圆其说的故事，还有符合戏

剧的基本逻辑、尊重人物的情感表达。反观目前我们的不少

创作，虽然都有很好的立意，却在讲好故事的环节出了偏差。

“有人说一部音乐剧的灵魂是作曲家，但我觉得谁拥有了思

想、价值、故事、表现力，谁才拥有音乐剧的核心力量。单纯从

技法中来，单纯从流派中来，创作不出真正有生命力、有价值

的优秀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林在勇说。只有好听的

音乐，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去支撑它，观众还不如去听演唱

会或者音乐演奏会，为什么走进剧场看音乐剧？

“艺术创作应该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创作方

向还是比较重要的。现在的创作都倾向于大题材，要有厚重

感，于是有人提出音乐剧适合小题材，

歌剧才适合大题材。这种创作的导向是

不对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副团长孙鸣

笛表示，音乐剧和歌剧是两种艺术形

式，至于内容怎么去表现，那是创作的

方向问题。不管运用哪种形式，最根本

的还是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

么，并美其名曰为“创新”。孙鸣笛认为，中国音乐剧的发展，

本土化是需要努力的方向，但目前“大部分的剧目创作还在

一个模式化的状态下”。而从创作角度讲，音乐剧《大钊先生》

的创作方向、创作思路对于音乐剧“中国性”的探索就具有代

表意义。该剧有音乐剧的基础，但又是用中国故事、中国语

言、中国音乐完成的。虽然它并不是完美的，其中也有需要进

一步调整的地方，但它的探索精神和实践理念，可以看作中

国音乐剧发展的一个方向。

很多创作者对音乐剧定位不切实际

孙鸣笛讲述他在评审项目时遇到的一部作品：某省创排

了一个音乐剧，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这

个剧一共投资上千万，演出方自己投资了几

百万，省里就想把它推出来。答辩的时候，他

们还展示了一个最经典的画面。“我当时说你

这个戏创作方向不对，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往

下走，很难走得远，基本上这些钱扔进去就打

了水漂。我们都是看着这个故事、听着这个故

事长大的。它之所以为大家所接受，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用中国的语

言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现在突然听到用西方

音乐剧的叙事节奏、音乐曲调加以演绎，整个

感觉不接地气。”孙鸣笛谈到，不少人在创作

音乐剧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想办法

糅进中国的东西，这就需要有一个度的问题，

即以什么样的创作观念、创作方向定位，目前的情况是很多

创作者对音乐剧的定位不切实际。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看清，越要理解认识音乐剧

艺术的风格，它的本性，以及和中国当下的音乐元素如何结

合，创作出适合中国观众审美需求的音乐剧。”孙鸣笛表示，

目前在创作中对这些方面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上海戏剧学院

副教授石俊认为，发展国内原创音乐剧，不单单要研究一些

成功的作品，还要对一些失败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失败的

作品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往往是一个失效的作

品。我们要关注其‘失效’的点在哪里，比如它的社会性、当下

性，比如为什么会水土不服、为什么得不到观众认可等，找到

了失效的原因，才有下一步开拓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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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北京大学国际音乐剧研讨会上，业内专家探讨如何用音乐剧讲好中国故事——

有了思想和故事有了思想和故事，，就有了音乐剧的核心就有了音乐剧的核心力量力量
□本报记者 徐 健

7月 22日至8月14日，以“喜剧温

暖人生”为主题的“2019北京喜剧周”在

京举行。期间将为首都观众演出14部喜

剧作品，并进行多种艺术交流活动。

据介绍，本届喜剧周分开闭幕特邀

单元、传统喜剧单元、精选戏剧单元、新

现场放映单元和学术论坛单元五大主体

板块。其中开幕戏为国内首部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背景创作的话剧《那拉提恋

歌》。该剧由王宝社编剧，王迅、蒋小涵主

演，作品将哈萨克族浓郁的少数民族风

情和诗意景色搬上了舞台。闭幕演出为

第二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参演剧目、上海

滑稽剧团的大型滑稽戏《乌鸦与麻雀》。

该剧改编自上世纪40年代的同名电影，

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群小市民与

国民党贪官斗智斗勇最终迎来胜利曙光

的故事。此外，喜剧周参演剧目还有传统

戏曲《春草闯堂》（国家京剧院）、《狮吼

记》（北方昆曲剧院）、《杨三姐告状》（中

国评剧院）、话剧《开心晚宴》《非常悬疑》

《我这一辈子》《鸟人》《点心》以及由开心

麻花演员参演的音乐剧《隐婚男女》。高

清新现场放映单元将上映三部原版引进

的海外经典戏剧，包括英国皇家剧院的

话剧《疯王乔治三世》、法兰西喜剧院的

话剧《恨世者》及伦敦西区现场的音乐剧

《国王与我》。

据悉，展演期间主办方北京文联、北

京剧协还将安排形式多样的艺术普及活

动，如演出前的剧目导赏、演出后的主创

交流等系列活动，以吸引更多观众多方

位地感受“喜剧”的艺术魅力。（路斐斐）

“2019北京喜剧周”在京拉开帷幕

《《大钊先生大钊先生》》

《《摇滚莫扎特摇滚莫扎特》》

《《谋杀歌谣谋杀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