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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用经典作品来养育充实自己

记 者：从当年歌剧《小二黑结婚》《江姐》

《货郎与小姐》等中的男一号到如今成为舞台上

自成一格、独具艺术特色的导演艺术家，您的艺

术生涯跨越了 40 余年。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让

您投身戏剧舞台的？

黄定山：我的所有经历和创作有点顺势而

为的意思。中学时我喜欢体育，各种球类运动都

非常出色，但很遗憾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在

一次全校的文艺会演中，由于我在节目中担当

领唱并即兴表演了魔术片段，正巧就被两家文

艺团体看中，最终进了长沙歌剧舞剧院，开始了

从艺生涯。197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但

我的本科专业不是导演。导演生涯的起步是大

三那年利用业余时间排了一个小戏。演出在教

职员工食堂里的小礼堂上举行，演员有刘佩琦、

吴若甫等。这个小戏得到了领导和师生们的鼓

励、好评。我的导演老师就是教科书，读的最多

的是古里叶夫的《导演学基础》。因为酷爱，白天

上表演课，晚上自己就拿一个范本开始画调度

图。1983年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单位可以选

择，一个是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一个是去

总政话剧团当演员。我至今印象深刻，系里领导

找我谈话，意思就是尊重我的选择。我最终选择

了留校，因为它离我的导演梦很近。

记 者：留校任教给您提供了广阔的艺术

空间，一边可以教学，一边还能把自己的导演理

想贯穿到实践和演出中。您是如何处理两者关

系的？在表演教学上，您又有哪些独特的思考？

黄定山：导演是要练基本功的，这跟我多年

在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有很大关系。表演教学很

重要的就是表演练习，最基础的就是组织舞台

行动。它是在训练你如何了解戏剧的本质。作为

老师，每周都要对学生的表演练习提出有针对

性的建议，这样做为什么不行，怎么才能行。这

是非常考验老师的基本功的。我24岁就在练这

个基本功，如何在戏剧中组织冲突、组织事件，

如何调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教学对我作为导

演来说，是第一种锤炼。第二个锤炼是我的艺术

美感，即你的作品要达到什么样的品相和品质。

教学中，我最珍惜的是片段阶段，这个阶段你可

以用全世界最经典的作品来培养学生，你可以

指导学生进行构思、创造。经典作品是最培养

人、塑造人的，一定要学会用经典作品来养育充

实自己。只有真正进入经典，才能懂得塑造、开

掘人物。

真正建立起我的表演教学理念的是两个

班。一个是91级干部进修班，一个是95级本科

班。1991年，我开了表演专业老师独立带班的

先河，那个班的学生有洪剑涛、孙涛、高亚麟、牛

莉等。在教授他们认真学好表演专业的过程中，

我还带他们吸收编剧、导演、舞美等多学科知

识，最大限度地拓宽知识层面，还让他们积极参

与剧本创作、剧目导演、舞美设计、舞台表演等

艺术实践活动。91级干部进修班可以说在我培

养创造型、复合型人才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我始

终觉得，演员表演专业的培养不是一次性的，但

是往往在一次性的选择中给了他们终身的方

向。如何解决学生培养的成功率问题。我自己分

析了一下，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有三种情况，一

种是酷爱，一种是既有热爱又有天赋，一种是被

迫选择人生的出路。虽然按照条件能够录取，但

是其实他们的内部、外部条件都是有差异的。作

为教育不能一锤定终身，怎么让他们有更多的

选择。这个选择来自于我的教育理念，那就是要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发现自身的潜质。我希望通

过教育让学生有一个再选择的过程，这个再选

择是在基础的戏剧教育的前提下，开始了解戏

剧创作规律，迈进艺术大门之后，未来有了选择

的可能性。1999年，95级学员的毕业演出自编、

自导、自演了4台完全不同风格的中型话剧，并

举办了“校园军旅戏剧大巡展”活动。99级毕业

班学员的话剧《我在天堂等你》同样获得了巨大

成功。戏剧评论家黄维钧看过《我在天堂等你》

后认为：“黄定山导演指导下的表演是整个戏最

大的成功之处，把学生培养到这种程度，非常难

能可贵，看来他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先进的，他的

教学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由这些教学成果组

成的《构建军旅戏剧表演教学创新模式，培养高

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荣获了2005年全军教

学成果一等奖。

我追求的是一种“新歌剧”的样式

记 者：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调

任至总政歌剧团团长，是您艺术生涯、艺术身份

的重要转换。虽然依旧是导演，但是歌剧却成为

您艺术实践新的领域。而在民族歌剧的创作上，

当时的总政歌剧团又是一个重镇。这期间，您对

民族歌剧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黄定山：2007年，我由解放军艺术学院调

任到解放军总政歌剧团担任团长。这是我探索

实践民族歌剧真正的开始。这期间，我用了很长

的时间研究民族歌剧，从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

《白毛女》，到后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中国戏

曲学习的板腔体的民族歌剧的发展，诸如《小二

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作品

将民族歌剧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度，这些作品在

民族歌剧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新时期

以来，民族歌剧在恢复经典歌剧基础上进行新

的创造，但并没有达到鼎盛。新世纪以来，歌剧

呈现出式微的、由强到弱寻找出路的态势。此

时，作为歌剧新人的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

我苦苦探寻的。我尝试从两个

方面改变，一是从西洋歌剧或

者传统民族歌剧的思维定式中

走出来，不要让过多的概念来

决定舞台样式，而是怎么做出

观众爱听爱看的歌剧，创作者

的审美要一切为了观众。二是

把我对戏剧的认识带进民族歌

剧。民族歌剧是积极向民间音

乐、戏曲学习的结果，所以在民

族歌剧的发展上，认为民族歌

剧必须提到板腔体；还有一种

说法是西洋歌剧才是歌剧。在

我看来，歌剧是在执行人物的

行动、揭示戏剧冲突、塑造人物上以歌唱为主要

手段的样式，但是美学要求、美学标准要还原于

真实、感人和动人。打动观众，真实是前提。当

然，根据不同的题材、体裁可以变化，可以是表

面的以幻觉真实为前提，也可以是突破事物现

象表面的本质的真实，但是舞台的美学形态要

回归真实、自然、生动。否则观众会有审美障碍。

我追求的是一种“新歌剧”的样式，既不想成为

民族歌剧，又不想成为西洋歌剧，而是新的歌

剧，大胆地把西洋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都

放在剧中，以人物的需要为主。

记 者：歌剧《太阳雪》应该是您在总政歌

剧团执导的第一部歌剧。您是如何在这部作品

中实现您的导演理念的？

黄定山：《太阳雪》与话剧《我在天堂等你》

一样，也是改编自裘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

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西藏高原上

的传奇故事。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我对民族歌

剧的一次突破。在此之前，我提出歌剧演员的年

龄要像歌剧人物的年龄靠拢。过去，歌剧界的演

员是什么年龄的形象都可以扮演，外部的形似

不重要。演员是舞台的中心，要想改变这种固定

的审美方式和特征，就要从演员开始。在院团业

务训练上，我请全国最优秀的表演、台词、形体、

戏曲老师来剧院为演员上戏剧课，就是不训练

他们擅长的声乐。话剧的优长在于有人物细微

的心理活动，接近生活常态或者向生活常态的

真实性靠近，歌剧演员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们

习惯于非生活常态的艺术表现。这跟当年老一

辈民族歌剧演员不同，他们的表演有着极强的

审美力量，因为所有的动作、表演都是有生活依

据的。相反，现在的不少表演是照猫画虎，都在

编自己的动作。我对歌剧演员表演技术的训练

就是从做小品开始，然后进入经典话剧片段的

排练。我的出发点是，必须把他们擅长飞翔的翅

膀捆住，激发他们表演的创造潜能。通过一系列

的训练，我发现他们终于开始过角色的生活了，

终于开始研究角色的心理行动了，也终于开始

跟对手交流了。这个过程中，我还给他们规定不

同的风格题材，让他们适应不同艺术风格的作

品。这些都是《太阳雪》的排演背景。真正排演

中，最得心应手的就是戴玉强。因为他有戏剧表

演的功底，知道戏剧动作的表现，很适应这样的

舞台表演方式。《太阳雪》是在一种新的歌剧思

维指导下的新的创作，成为了我对民族歌剧的

新探索、新认知，并直接影响我的第二部歌剧

《天下黄河》。

记 者：谈及民族歌剧，“一白一黑”即《白

毛女》和《小二黑结婚》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

2016年，您担任了重排的《小二黑结婚》的导演，

提出“向经典致敬，向前辈学习，重新拾起经典

作品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创作经验”。您是如何在

保持经典原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的？

黄定山：重排《小二黑结婚》让我真正认识

了民族歌剧，而使我有机会更加接近《小二黑结

婚》的是歌剧表演艺术家乔佩娟老师。她找到我

希望排这部作品。给我提的建议就是面对今天

的观众排。后来，我用3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个剧

本和曲谱，包括中间调整唱腔。这里面我学习到

了非常多的民族歌剧创作中规律性的东西和值

得传承的经验。我用戏剧导演习惯的方式拆解

剧本，研究《小二黑结婚》剧本如何组织戏剧冲

突，如何在戏剧冲突、戏剧事件中刻画人物，发

现原作中那种刻画人物的生动性、真实性恰恰

是我们当下创作者缺失的。在仔细研读剧本后，

我还发现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其实是二孔明和

三仙姑。乔佩娟老师肯定了我的想法，而且提出

一定不要把他们当坏人去演，他们内心其实是

充满了对小二黑和小芹的父爱和母爱，只是他

们在具体的行动中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这就

把时代和人之间的关系带出来了。关注人的命

运、关注人的变化，以人来写时代是赵树理小说

的重要特点，也是这部歌剧创作的出发点。同

时，这部作品也让我思考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

重排的歌剧《小二黑结婚》的风格题材感、对生

活的开掘和认识，跟小说是一致的。台词、歌词

全部都是在文学基础上的真正再创造。唱词一

定是人物的，里面充满着时代气息、生活气息以

及极强的文学性。此外，复排的《小二黑结婚》采

用了民族管弦乐伴奏的方式，以现代理念重新

编排、配器，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地域性音乐风

格，又融入了时尚元素和青春气息。同时，在表

演样式、舞美设计、服装造型等方面也进行了新

的探索。这些剧本创作技术、艺术上的新创造、

新经验，我希望此后能好好继承下去。

记 者：《马向阳下乡记》是一部现实题材

的乡村喜歌剧作品，也可以看作是您创作中向

《小二黑结婚》的“一次致敬”。在现实题材歌剧

创作上，您又有怎样的思考？

黄定山：现实题材创作关乎当下人的生存

状态，最重要的是走进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

神灵魂，最大的难度是怎么从他的光环外走进

人物的本身。加强现实题材歌剧创作，一是要向

经典学习，我所有的创新都会守正，就是认真地

向中国传统的民族歌剧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

民族歌剧离不开经典的滋养；二是要有当代性，

包括当代价值观、审美特征以及内容的主题表

达，其核心就是对火热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和

现实题材创作的自觉表达。《马向阳下乡记》就

是紧紧抓住“精准扶贫”这一重大现实命题。“当

代性”要求民族歌剧创作要从当代观众的审美

变异和审美需求出发，探寻新的符合当代观众

审美需求的歌剧表现方式，这里面包含了不拘

一格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戏剧结构和独特的歌

剧舞台呈现方式，其当代性、时尚性、独特性、民

族性都可以纳入创作视野；要探索以音乐为主

体的多元化舞台表现方式，注重视听艺术的完

美结合，在坚守歌剧音乐本体的前提下，调动一

切舞台表现手段，带给观众一场听觉、视觉全方

位的艺术盛宴。一句话，表现今天现实生活的民

族歌剧不仅要“好听”，而且还要“好看”。

导演要有一颗疼爱观众的心

记 者：不管是话剧《我在天堂等你》，还是

歌剧《太阳雪》《二泉》《沂蒙山》等，您的作品特

别擅长在紧张和悲情当中，释放唯美的东西，不

仅打开戏剧冲突、戏剧矛盾的门，还打开了人的

心门，让人的情感倾泻出来。这是您个人的气质

还是有意为之？

黄定山：我们经常说戏如其人，这跟我的气

质有关，也跟我对戏剧的认识有关。首先我骨

子里可能会有浪漫、激情的东西，我的作品可能

很少有小桥流水，总是在千军万马、大气磅礴、

恢弘的情感澎湃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浪漫。浪漫

在我的作品中一定要惊天动地，以一种情感的

方式揭示本质，而不是以概念、说教的方式揭示

本质。戏剧是人学，只有对人的开掘成功才是

作品的成功。这就涉及要把人放在一个什么样

的情境当中。只有以浓烈的情感方式才能进入

到本质。

记 者：您刚刚提到创作者的审美要一切

为了观众，具体的创作中您又是如何看待导演

同观众的关系的？

黄定山：导演一定要有一颗疼爱观众的心，

永远要找到戏剧、人物与观众的共情点在哪儿。

不一定非要流泪，而是要让他们有情感和思想的

认同感。人物的人生体验、他的生命过程，会引发

观众思考他的人生，甚至进入一种更开阔的层

面。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戏跟观众见面的时候，

我都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包括观众在内的整个

剧场空间都在我的感受之中，这个时候就能感受

到舞台和观众在这里会产生化合作用，这才是一

个完整的审美过程。我会感受到哪些是出乎意料

的，哪些是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的。这

就牵扯到你作为艺术创作的感受，你对素材、生

活开掘的感受，你对技术、技巧运用的感受以及

你的未来审美与达到的可能性要高度一致，这是

这些年舞台给予我的。排戏你自己“信不信”很重

要。我所有作品是相信了这一段情感和生命历程

从而开掘出来的，比如《沂蒙山》中大的历史事件

都是在当地发生过的，其中有些事件不是在当地

发生，但是是在晋察冀发生的。1994年，我曾经

因为拍纪录片《壮士行》，用一年的时间走了晋察

冀72个县，积累了非常多的故事素材。《沂蒙山》

中山洞一场封闭的绝境中，九龙叔代替八路军的

情节就来自于生活。这里既有老百姓对八路军的

支持，又有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信义。导演一定要

介入一度创作，因为我做的是原创，到目前为止，

只要是原创，我都介入了文本。这也是我创作的

另一个特点。

记 者：您在题材内容上有没有刻意选择，

因为目前看来，革命历史题材、宏大题材在您的

的作品占大多数。

黄定山：我青年时期的作品大都是从个性

化的体验创作出发，这跟我后来的创作是存在

很大变化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比较多，这其

实不是我刻意的选择，而是跟我做话剧《我在天

堂等你》的成功有关。有了这部作品的成功，还

有就是我的军人身份，如此一来，很多与革命历

史有关的作品都来找我了。对我而言，只要你在

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抉择、写人的变化，在

我的舞台上是没有严格的题材之分的。

记 者：您创作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

什么？

黄定山：艺术创作是一个社会活动，我遇到

的困难关乎艺术本身的很少。存在的问题更多

是：一、艺术创作在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推不动

了，但是又必须要推动的时候，于是就在想如何

在二度创作中弥补前期剧本的不足；二、当对一

部作品很满意的时候，这部作品封箱了，作品的

热情不能持续下去；三、最难的一点，是优秀作品

出来以后，如何使其未来的演出仍保持原有的艺

术品质。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的戏不敢去看了，是

因为不能保持原来的品质。真正成就导演艺术

的、出好作品的不仅仅是导演职能内的书本上的

东西，可能还要具备其他方面的能力，有时其他

方面的能力才能保证你导演能力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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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黄定山执导的民族歌剧《沂蒙山》在国家

大剧院迎来了第70场演出。该剧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为创作背景，

通过气势恢弘的舞台、经典大气的曲调、情感真挚的表演以及完整震撼的舞台

呈现，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蒙山沂水英雄赞歌。《沂蒙山》是黄定山执导的第

8部歌剧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自己“最看重的作品之一”，“最能体现导

演整体歌剧理念的作品”。16岁与文艺结缘，黄定山的艺术历程跨越40多年，

从新时期的沉淀积累，到新时代创造力的喷涌而出，黄定山不仅在话剧、歌剧、

音乐剧等多种艺术类型上成果丰硕，而且在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近些年，他在民族歌剧领域进行的一系列富有启示意义

的、创新守正的探索，不仅清晰地展现了他对民族歌剧的深入思考和时刻把观

众放在心上的导演理念，而且浸透着扎实的生活积累和娴熟的叙事智慧。在

接近6个小时的采访中，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感悟、一次次凝思，让黄定山的艺

术世界变得更加明朗而真实。

歌剧《英·雄》

歌剧歌剧《《马向阳下乡记马向阳下乡记》》

话剧话剧《《我在天堂等你我在天堂等你》》

歌剧歌剧《《沂蒙山沂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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