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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由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办、以“新中
国戏曲的传承与创新、文化自信与艺术愿
景”为主题的第29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
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从第二届百戏盛
典——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所呈
现的中国当代戏曲面貌出发，围绕70年来
戏曲的生存发展、传承创新、政策扶持、传
播方式、生态涵养、人才教育、未来愿景等
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专家认为，继承和发展戏曲艺术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为戏曲的传承
发展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全社会关心戏
曲的可喜局面已然形成。特别是戏曲百
戏（昆山）盛典，对我国现存的348个戏曲
剧种中的232个剧种的经典剧目进行了集
中展演，呈现了各戏曲剧种、戏曲院团的活
力及中国戏曲欣欣向荣的发展现状。有专
家建议，下一步有必要对348个剧种进行
梳理分类，剧种也有“富裕型”剧种、“温饱
型”剧种和“贫困型”剧种之分，也要“精准
扶贫”。 （许 莹）

第29期“艺海问道”

关注戏曲传承发展

11月8日、9日晚，2019年国家
艺术院团演出季参演剧目、中国歌
剧舞剧院新创歌剧《盼你归来》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该剧
由孟卫东作曲、刘麟编剧、钟浩任总
导演。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
党100周年的献礼之作，该剧选取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一年零三个月间
的大事小情，以时间为轴结构整部
戏剧：从1962年大雪前夜焦裕禄踏
上饥寒中的兰考大地开始，到他
1964年逝世，兰考迎来灾后第一个
丰收年景为止。以序幕《紫色桐花》、一幕《大雪》、二
幕《立春》、三幕《夏至》、四幕《立秋》以及表现来年春
天的五幕《谷雨》来展现焦裕禄在这一段时光中的生

命足迹，用艺术手段生动表现了焦裕禄“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

（许 莹）

郭汉城先生是我敬爱的导师。
30多年前，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

生，我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戏曲史。毕业
时，我的学位论文是由郭汉城先生指导的。从
那时起，我得以亲聆先生的谆谆教诲。先生洞
察细微的治学精神、循循善诱的授业风范，使我
终生受益。先生不太喜欢道貌岸然的设帐授
徒，而善于在讨论式的谈笑间传输真理。当年
在恭王府西院墙下小平房的先生住宅里，边品
清茗边听先生谈学问，那才是如沐春风。30多
年过去了，回忆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做研究生时，我的研究方向是明清戏曲。毕
业论文的题目选定汤显祖研究，一共准备了十
来个论题。汉城先生要我在这十来个题目里，就
戏曲与社会、剧作与舞台两个方面多下些功夫。

论及汤显祖就必定要谈《牡丹亭》。《牡丹
亭》流传400多年，在舞台上演出最为频繁的是
《游园惊梦》。《游园惊梦》的“梦”是杜丽娘的一
场尽情的春梦。舞台上对此如何描写？高明的
汤显祖设计的是一场花神的歌舞。让末扮花神
上场，唱一支【鲍老催】，歌舞一番，声明这是要
保护杜柳“云雨欢幸”。从明末起，花神的歌舞
由一人增衍为12人，歌唱由一支曲牌增至5
支。到清乾隆年间，这一场花神歌舞就演化为
一场绚丽的《堆花》。20世纪50年代以后，《堆
花》就改为美貌女子的群舞，依然是《惊梦》中的
绚丽段落。究竟应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段歌
舞？汉城先生说，这是汤显祖把杜丽娘自然的
性意识给神圣化、艺术化、诗化了。在汤显祖的
心中，杜丽娘的这种发自天然的情感行为，理直
气壮地受到了神的保护，当然更应该受到人的

尊重，那么花神的表演无论如何的绚丽都不会
过分。先生之言太精彩了。我不仅在论文里发
扬了先生的灼见，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宣
传先生的意见。

汤显祖写戏，最注重的是“意趣神色”。他
说当你捕捉到能准确地表达“意趣神色”的“丽
辞俊音”时，就不必刻意地拘守“九宫四声”了。
因此，《牡丹亭》400多支曲牌中有50来支不太
合乎格律，汤显祖对此并不在乎。汤显祖为何
这么有底气？因为所有的曲子在汤显祖唱来并
不困难。与此有关，人们注意到汤显祖有这么
两句诗；“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如何理解这两句诗？汉城先生说，这两句诗含
有多重意思。其一，说明汤显祖有很好的音乐
素养，他有亲自拍板教曲的本领。即便有不太
好唱的曲子，汤显祖自己也能唱出适当的旋律
来。这是会唱不会唱的技术问题。排演《牡丹
亭》的宜黄小伶音乐修养不够，当然是使汤显祖
伤心的事。其二，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小伶们
没有能力领会汤显祖剧作的“意趣神色”。这个

“无人会”的“会”字，就是辛弃疾词“栏干拍遍，
无人会，登临意”的“会”的意思了。这个“会”
字，是领会、意会、感悟、体会的意思。小伶们无
能力领会他的剧作的“意趣”，当然是令汤显祖

伤心的事。汤显祖亲自拍板教小伶，一是教他
们学会唱曲，更是要教他们正确地领会曲意。
汉城先生对这两句诗的阐释，应该是最为正确
而全面的。汉城先生是诗家词家，诗词曲剧浑
然贯通本来是先生做学问的特点之一。

汉城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思想者，也是
一位阅历宏阔、激情磅礴的歌手。汉城先生的
作品不仅有内容丰瞻的理论著作，而且有大量
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一首诗是2016年先生100
岁时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而作。先生要
我抄写到一张六尺宣纸上，赠江西抚州汤显祖
纪念馆。诗曰：“为有人间难诉情，雕心镂骨写
诗魂。啼红远树春将老，遍踏荒园梦可寻。影
迹山河悲宦海，柯条风雨扫巢痕。有情世界终
须到，花任芳菲鸟任鸣。”

2016年，汉城先生写这首诗时，虽然已经是
百岁老人，可是老先生仍然诗情勃发，挥洒淋
漓。短短的八句诗形象化地概括了汤显祖的思
想、人格和“临川四梦”的成就。我特别欣赏最后
一联。汤显祖一生向往的是“有情世界”，那是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
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就像花儿可以任
性地自由开放，鸟儿可以任性地自由歌唱。汉城
先生坚信这样的“有情世界”总有一天终会到来，
所以年逾百岁而精神矍铄，思想境界之高远甚至
超出于青年。对未来的世界如此充满乐观、希望
和信心，正是我的老师汉城先生健康长寿的最重
要的精神保证。汉城先生的精神境界之开朗乐
观，充分证实了意念心态和健康的关系，证实了

“仁者寿”的哲理。
我爱我师。

生于 1978 年的戏剧导演黄
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将自
己对北京的炽烈情感都融入到了
他的舞台作品中。换句话说，每当
创作的题材触及北京，无论是表现
皇城文化，还是抒写市井人家，黄
盈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别开生
面。在奉献出了《枣树》《卤煮》《马
前，马前》这些具有鲜明北京城市
文化印记的作品后，黄盈尝试着在
新作《打开一九九〇》中融入更多
的思考。如果说前几部作品中，导
演是拆骨剔肉地把关于北京的生
活剖开来给你看，是用他熟悉的方
式讲你不太熟悉的故事，那么这一
次，已迈入不惑之年的黄盈则展示
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就像笑眯眯
的邻居大哥从怀中掏出一瓶陈年
老酒，摆上杯子要跟你使劲儿聊一
回一样。“北京”仍是底色，但戏里
要寻找的却是一份大家普遍熟悉
的情感与认知。

怀旧一旦成了目的，讲述者好
像就承认了自己已被时代抛弃。所
以说怀旧更应被当作手段，作者通
过怀旧审视昨日，进而找到通往明
日的台阶。该剧情节主要发生在两
个时空，一为当下，一为30年前的1990年。3
个儿时好友的重聚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一个
在1990年被3把锁锁住的盒子里究竟装了
些什么？盒子到底能不能打开？导演在第一场
戏里就把悬念铺陈得很足，同时简洁有力地
完成了当下与过往的情感桥接。

通过转台设计，时光轻而易举地回到了
1990年的北京，熊猫盼盼、鸽哨和自行车，10
块钱一盘的磁带，以及小青年耍酷时向上吹
一下自己头发的动作，这些逼真的生活细节
再现是导演最驾轻就熟的部分。然而,这里的
怀旧并不只是对细节零敲碎打的展示，而是
融入了3个好友关于成长的共同疑惑，及对
其各自问题的立体式呈现。因此，还原于舞台
之上的1990年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彼时北
京城的生活风貌，更多的还有一种导演通过
舞台和角色完成的对自我的
省察与叩问。这也是该剧区
别于导演以往作品的最显著
特点。

博尔赫斯在小说《另一
个人》里超越时空，展开了一
场与年轻时的自己的对话，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近些年
的舞台和影视作品中被多次
借鉴。仍是关于对话，导演在
该剧中大胆而充分地利用了
舞台的宽度，甚至制造了一
场“对话”行为缺席的“对
话”。他不时地让两个时空里
的6个人物并陈于台上，却
没有让不同时空里的同一个

“我”直接交流，而是把想象

的权利和快感留给了观众，由观众在
内心按照自己的理解“替”舞台上的角
色完成“对话”，进而由演员和观众共
同实现了一次有效而别致的戏剧交
流。这样的尝试的确有趣，却需承担很
大风险，稍有不慎，舞台就会陷入混
乱。还好，黄盈凭其丰富的经验和出色
的舞台调度能力，从容地完成了这次
颇具探索意义的舞台实践。

除了自省，黄盈的这次怀旧之旅
还裹挟了“展望”的意味。怀旧不等于
守旧，绝不是要传递作者对当下的不
满 与 失 望 。如 今 我 们 重 新 打 开

“1990”，为的是去看一看当年的我们
是怎样尝试着打开这个世界的。3个
小伙伴中最年长的李大国当年不过十
五六岁，李响和小皮只有十二三岁，他
们带着各自的问题开启了对变化莫测
的世界的认知。大国是青春期的情感
问题，李响是知青子女返城读书的身
份认同问题，而小皮是顽劣少年的梦
想问题。这些问题帮助他们从理解大
人的世界，到融入大人的世界。30年
之后的现在，这些问题似乎依旧没有
解决。对于情感，大国似乎更加怯懦；
对于理想，小皮只有不断伪装；貌似只
有李响完成了所谓“逆袭”，但其实他
所要面对的现实更为严峻。生命好像
在上演着轮回，昔日叛逆的大国终于
还是活成了父亲的样子，而象征着未

来的少女曦子似乎也免不了在若干年后变成
跟妈妈一样的女人。然而，周而复始并不意
味着一成不变，我们需要的是在平淡生活中
不断发掘意义并珍惜当下。就算最终活成了
我们曾经“讨厌”的那个人又怎样？我猜这才
是导演颇具哲学意味的思考和最终想要说出
的话。

“打开1990”，不仅是为了重温旧时的生
活风貌和人们的情感状态，更是想让我们回
望来时的路，并更有可能知道，未来会走向哪
里，这才是“打开”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黄
盈的“新京味”正在悄悄发生改变，让乐观主
义这一维度的延展指向芸芸众人创造未来的
决心与信心。我仿佛看到，笑眯眯的黄盈这
次真的掏出了一瓶好酒，说：“来，一杯敬过
往，一杯敬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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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文联、北京剧协主办，哲腾（北京）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北京新文艺团体
优秀戏剧作品展演日前在京开幕。“十大新锐导
演作品单元”和“当代小剧场戏曲单元”两大板
块的20部精选小剧场作品，将以历时两个月的
百场演出陪伴京城观众度过又一季暖冬。与此
同时举办的“中国新文艺团体小剧场十年发展
回顾与展望”主题论坛，亦将视野首次投向新世
纪以来，伴随着文艺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新的身
份和新的姿态陆续登上中国当代戏剧舞台的

“新文艺团体”。近20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大中
城市，以民营剧团、民营剧社的大量涌现为表
征，新文艺团体的发展历程及其创作已成为新
世纪以来戏剧发展最为独特的一面。那么，新文
艺团体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与启
示？其未来又当何去何从？

“从戏剧文化的角度而言，新文艺团体成长

的大背景是青年戏剧文化的发展，其中包括青
年戏剧创作者、青年戏剧观众的成长，而这又受
到整个社会发展大势的影响与制约。”北京剧协
副主席杨乾武表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年
来，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文化消
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与相对较贫乏的演出市场间
的矛盾，是推动新文艺团体集体登场的时代动
力。演出资质的获得使“体制外”的艺术生产获
得了合法身份与地位。“2005年，以占领市场为
目标成立的民营话剧制作机构戏逍堂的成功，
激励了许多体制外的民营公司纷纷加入了戏剧
生产的行列。”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小剧场专委
会主任傅维伯眼中，其后的2008至2009年，这
些北京年轻戏剧人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较为繁盛
的时期。“新文艺团体力量的初步形成伴随着都
市新剧场文化的迅速构建和流行，在不少当代
主流戏剧创作陷于‘从平庸到平庸’的困厄之

时，新文艺团体在培养戏剧观众、丰富与活跃戏
剧市场等方面承担起了重任。”杨乾武说。

然而，从“每天都有约30多个小剧场戏剧
演出”的繁荣到现今“剧场多了，剧目质量却下
降了；钱多了，创造力却变弱了”的“衰退”，时间
也不过数年，如何看待新文艺团体生存空间与
创作成果的相对萎缩？杨乾武认为，由各种因素
导致的人才流失与孵化人才所必需的文化生态
的失衡，是近年来戏剧领域内新文艺团体创作
后继乏力的原因之一。此外，各种对戏剧“市场”
的误解与偏见也造成了近年来不少作品在艺术
探索上的徘徊、停滞甚至倒退。“对戏剧而言，市
场是检验一部作品成熟与否的标准之一，市场
显示了观众的投票。一部作品是否反映了当下
现实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是否反
映了活生生的生活与人的真实情感和精神，是
决定观众是否‘买账’的关键。”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陶庆梅亦谈到，近年来新文艺团体在历经了
几波向着艺术、市场不同方向的探索后，已进入
了一个创作的“自觉调整期”。观众审美口味的
快速升级催促着创作者也需尽快跃出旧有的粗
放式创作模式，而代以更细腻的情感与艺术表
达，以更成熟、创新的舞台呈现，重新获得与当
代观众的心灵共鸣。陶庆梅表示，“靠一个概念
就能让一部作品‘火’起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了。当代观众受到的艺术教育更全面，眼光也更

‘挑剔’，这对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提出了全新的
挑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新的媒介传播方式
在未来10年同戏剧的结合及带动，在她看来亦
可能成为让舞台艺术焕发新生的又一大变量，

而就创作本身而言，“如何能既做好创作观念上
的引领，又可通过资本的合理配置及引导，使新
文艺团体的创作更好地繁荣百姓文化生活、满
足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需引起更多关注
与思考。”

谈及对未来新文艺团体创作方向的期待，
《新剧本》杂志主编林蔚然表示，文艺创作固然离
不开时代的特点与需求，但我们更不该忘记的
是，剧场仍是体现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实验场，它
本身充满着无限可能，也需要创作者以更加自由
的表达和更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实现更多元化、
个性化的创新创造。正如本届展演参展话剧《三
昧》的编剧、导演一弛所感慨的，“创作者仍需像
工匠一样打磨作品。假若‘笑中带泪’的作品是时
代的需求，那我们就要做出些不一样的‘笑’与

‘泪’来。创作者应珍惜落下的每一滴‘泪’，要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正当下发生在这个时代与
这片土地上的事情，要在艰辛、孤独的创作中，努
力让我们的作品成为真正的时代缩影。”

面对戏剧创作中出现的“创作雷同，题材越
走越窄”等现象，亦有多位专家表示，近些年来，
包括“90后”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正在不断为新
文艺团体的创作、为剧场输入新鲜的东西，他们
有激情、有梦想，在未来我们不能忘记对他们、
对大学生戏剧力量、校园戏剧文化的培育，同时
也需鼓励更多的创作能“在多样化中坚持个性，
在对个性的坚持中实现多样化”。此外，社会各
界还应努力为艺术创作提供更健康有利的创作
环境，有关方面也可考虑通过对国家及地方各
级艺术基金项目的申报与奖励机制的调整，加

大对新文艺团体、青年创作者的关注与扶持。
“我们这代人既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

戏剧的兴旺，也眼见了90年代戏剧人的‘自娱
自乐’，还有新世纪以来以一代代大学生戏剧爱
好者为代表的体制外艺术创作力量的崛起。最
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年在我们的城市里，成长起
了一大批对戏剧怀有热忱的‘80后’‘90后’观
众，他们或以新文艺团体的姿态介入当代戏剧
的生产，或以评鉴者的身份成为剧场最忠实的
观众，他们对中国戏剧的支持在全世界看来都
如此独特与宝贵。”杨乾武表示，在新文艺团体
戏剧创作最为红火的2013年创办“展演”，初衷
即是想通过体制的力量帮助体制外的戏剧创作
群体，为有艺术追求、艺术品质的创作提供一个
可共同面对市场、良性发展的展示平台。

如今，已成功举办三届的“展演”为首都观
众带来了73部作品、400多场演出。在此次展演
中，20部择选剧目亦将通过不同的选题角度、
导演风格和舞台呈现，展现近年来新文艺团体
小剧场戏剧的创作水平。如话剧《五斗米靠
腰》（王翔）、《男保姆》（孙哲）、《三昧》（一弛）、
《短打莎士比亚》（陈飞历）、《我想我疯了》（颜永
祺）、《琴岛一号》（苏煜玮）《爱·转机》（郭蔡雪）
等，皆力求在对人物的情感与精神世界的深入
探索中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剧体验；而包括
粤剧《文广探谷》、黄梅戏《薛郎归》、肢体剧《上
下》、京剧《痴梦》、昆曲《反求诸己》、昆曲《望江
亭中秋切鲙》、绍剧《灿烂八戒》等在内的10部
小剧场戏曲作品，将展示新文艺团体对中国传
统戏曲的重视和弘扬。

北京新文艺团体优秀戏剧作品展演在京举行，业内专家表示——

新文艺团体的创作更需个性与多样
□□本报记者 徐 健 路斐斐

新作点评

我爱我师我爱我师
□□周育德周育德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
目，由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主办，北京戏曲艺术职
业学院、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戏曲专业委员会承
办的艺术职业教育戏曲教学成果展演11月1日至
20日在京举行。此次展演汇聚了64家院校的52个
剧种94个剧目，剧种涵盖京剧、昆曲、评剧、豫剧、河
北梆子、晋剧、黄梅戏、越剧等，其中有很多是难得一
见的地方剧种，例如锡剧、蒲剧、绍剧、高甲戏、滇剧

等。20场精彩演出充分展示了我国戏曲剧种的独
特魅力。

据统计，目前中国开办戏曲教育的学校不到70
所，所开展的教学剧种不足60个，而且大部分剧种是
广大观众所不熟悉的。此次展演有利于加强“地方小
戏种”人才培养，推动形成符合戏曲艺术人才培育规
律、适应戏曲行业发展需要的戏曲教育新模式，为戏
曲传承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陈 文）

艺术职业教育戏曲教学成果展演在京举行

《《爱爱··转机转机》》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