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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联主办的第十
六届中国戏剧节10月26日至11月12日在福
州举行。戏剧节期间，30余台优秀剧目接续上
演，2000名戏剧人齐聚榕城，3万多观众走进剧
场。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艺术氛围、鲜明的
福州特色、旺盛的剧场人气，凸显本届戏剧节真
正是“人民的节日，戏剧的盛会”。

坚持正确创作导向
大力弘扬时代精神

本届戏剧节中，红色革命题材和现实题材
剧目共19台，约占整个正式参演剧目的三分之
二，体现了戏剧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胸中
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的谆谆教诲，热情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时代、
讴歌英雄的赤诚之心和担当作为，唱响了主旋
律，彰显了时代精神。

红色题材剧目中，有反映红色革命的壮剧
《百色起义》，有反映农村早期革命斗争的吕剧
《大河开凌》，有表现长征动人故事的京剧《红军
故事》，有表现农村母亲救助哺育红军伤员的潮
剧《红军阿姆》，有讲述富家小姐成长为革命抗
日战士的姚剧《童小姐的战场》，也有展现解放
战争时期军民真情厚意的淮剧《送你过江》，还
有弘扬红岩革命精神的川剧《江姐》；有歌颂在
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革命英烈的弋阳腔
《方志敏》，有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
刻碑赞英雄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有
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系人民、心系祖
国的川剧《陈毅回川》，还有还原了深入活动、扎
根人民的作家典范的话剧《柳青》。这些剧目表
现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红色基因、革命
情怀、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洋溢、渗透在每部作
品的唱腔念白与动作设计中，让人感奋、缅怀，
又心生敬仰。

现实题材剧目中，越剧《林巧稚》表现了我
国妇科医学的奠基人林巧稚对事业的不懈追求
和大爱无疆的医者仁心；晋剧《起凤街》以一家
面馆的沉浮映射了国家40年改革发展历程，以
小故事展现大时代，书写大情怀；评剧《藏地彩
虹》描写汉族女医生与藏族人民的深厚感情，歌
颂了不畏艰苦、真心奉献的援藏精神；滇剧《回
家》讲述了一对恋人创业与相恋的故事，通过
40年的风雨历程彰显了亲情与家的弥足珍贵；
藏戏《六弦情缘》讲述了一个藏族艺人的艰苦成
长历程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反映了藏族人
民的苦难历史和藏区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后翻
天覆地的变化；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关
注农村留守儿童，展现了山区少年与都市少年
从陌生隔阂到理解亲近、互助互爱的成长故事；
京剧《光之谷》将传统京剧与现代时尚元素大胆

融合；音乐剧《茶道》把茶王争斗的故事搬上舞
台，凸显了福建茶乡的地域特色；滑稽戏《陈奂
生的吃饭问题》塑造了坚韧勤劳、正直善良的陈
奂生形象，反映了中国农民吃不饱饭时的艰难
处境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产生的新的精神困
惑；歌仔戏《侨批》以南洋华侨寄回家信的故事，
展现了海外华侨的血泪史，饱含着侨民对祖国、
故里和亲人的一片深情。

聚焦艺术本体发展
注重彰显剧种特性

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
表，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艺术品格
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
各民族、各地域的戏曲剧种各具特色，犹如璀璨
明珠撒落在祖国大地，活跃在城乡的各个文化
舞台。一个时期以来，在戏曲创作中，戏曲剧种
同质化、大剧种化的现象令人担忧，如何保持各
剧种的特性，彰显其各自地域风格，更好地传承
弘扬传统戏曲美学精神，是急需引起重视并加
以解决的严峻问题。此次戏剧节的一个重要宗
旨，就是聚焦艺术本体发展。一是注重对戏曲
经典的有序传承，在狠抓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
戏剧创作的同时，对历史题材创作和传统剧目
的改编移植也加以关注。在历史题材剧目中，
京剧《游百川》以清朝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引起
的政治风波为核心事件，凸显了游百川赤诚为
民、敢于直谏的家国情怀；丝弦《大唐魏徵》以魏
徵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冲突为主线，揭示了“居安
思危，不忘本色”的主题；豫剧《张伯行》通过清
代江南科考舞弊案，塑造了一位坚守气节、不畏
权贵的反腐斗士，唱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
歌；黄梅戏《不越雷池》刻画了郑卿恪守正道，清
白做人，不越雷池的清廉形象；京剧《玉簪缘》在
继承传统剧目《玉簪误》的基础上，于改编中融
入了新的元素；淮剧《武训先生》对都市新淮剧
的审美与传统风范等进行了新探索；闽剧《红裙
记》和莆仙戏《踏伞行》注重传统艺术与当代观
众的心灵契合，着意戏曲美学精神的传承，空灵
写意，清新典雅，如一道靓丽的风景催生了戏剧
的“福建现象”。二是戏剧节注重舞台艺术的多
样形态，充分展示了不同种类戏剧艺术的魅力，
强调了剧种的差异化呈现，有力促进了传统戏
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届戏剧节展
现的剧种丰富，达24种之多，除各地方戏曲剧
种外，还有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这些作品不
但展现了近年来戏剧创作的卓越成就，也充分
体现了我国戏剧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破解戏剧创作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多项振兴戏

曲的方针政策，我国戏剧事业
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涌现出了
一大批优秀作品。但在戏剧
创作中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精品创作相对
滞后的现象依然存在。此次
戏剧节聚焦戏剧创作，策划举
办了“戏曲音乐创作高峰论
坛”和“戏剧创作高峰论坛”，
研究和破解戏剧发展中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举办了多
场针对参演剧目的专家点评
会，搭建多方交流平台，促进
理论评论与戏剧创作的双向
滋养成长。

作为戏曲艺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戏曲音乐是戏曲剧种
质的规定者和存在依据，也是戏曲经典得以传
唱的灵魂。在中外音乐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借
鉴吸收外来音乐理论和元素，运用新的作曲技
法和手段，彰显中国戏曲剧种的特色，强化其音
乐个性？11月5日，由中国剧协首次在戏剧节
期间举办的戏曲音乐创作高峰论坛上，93岁的
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认为，不管作曲手法如何
创新，剧种音乐的特色与韵律一定要保留，来不
得半点含糊。作曲家陈钧认为，越剧正是在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流派，发展是对传
统的补充，而不是“破与立”的关系。学者谢振
强、作曲家朱绍玉认为，个性是一个剧种的存在
价值，剧种若缺乏个性便会失去其本身独有的
艺术光芒，终将被时代和观众淘汰。戏剧评论
家汪人元、作曲家李道国提出，现在有些地方剧
种音乐有歌剧化、大剧种化趋势，出现的消解剧
种艺术个性、模糊剧种特征的“泛剧种化”等现
象是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一致认
为，戏曲音乐创作必须在彰显剧种个性的前提
下实现守正创新。

在11月 10日举办的戏剧创作高峰论坛
上，来自全国的戏剧理论评论家、剧作家等就当
前我国戏剧创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研讨。针对现实题材创作，中国剧协分党
组书记陈彦认为，戏剧必须对时代发声，剧作家
要力戒浮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努力提高对生
活和时代历史高度概括的能力。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副司长吕育忠谈到，剧作家要出好作品，
必须要在跨越“生活关”“思想关”“文学关”“人
物关”和“想象关”上下功夫。剧作家罗怀臻提
出，作家要紧跟时代步伐，要从时代的审美变化
中去把握创作。无论是现代戏、传统戏改编，还
是历史剧的创作都要有当下感。剧作家孟冰
说，能打动观众、直击人心的必须是发自内心，
有真情实感、接地气的作品。关于传承与发展，
戏剧理论家薛若琳认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赋予传统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的表现形式，激
活剧作的生命力。剧作家徐棻认为，当代戏曲
的继承和发展必然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
关于戏曲生态建设，戏曲理论家王馗提出，戏曲

生态建设不仅指传统生态，还包括剧院团自身
的生态，以及观众看戏买票的市场生态等。与
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戏剧创作急需实现从重

“量”到重“质”的转化。剧作家要想在作品中表
现好“人”，自己先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要在
打磨提升自己中打磨提升作品，塑造出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为精神立传，为灵魂写照，为
时代画像，为时代明德。

注重戏剧生态建设
激发基层院团活力

院团是戏剧创演的主体，也是戏曲非遗保
护的主体，没有戏剧院团的发展壮大，就没有戏
剧事业的繁荣发展。由于地区和剧种差异，各
地戏曲剧种的生态环境不同，发展极不平衡。
尤其一些基层院团受重视不够，活力不足，发展
困难，直接影响了相应剧种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发展。本届戏剧节另一鲜明特点就是注重戏剧
的生态建设，充分调动、激发基层院团的积极性
与活力。在剧目选择上，既重视国家级、省市级
院团的示范引领作用，也从生态建设的角度考
虑，适当向基层院团和小剧种倾斜，为他们提供
更高的展示平台，以引起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重视。其中不少基层院团都是首次参加全国
性展演，如中国四大传统声腔之一的弋阳腔，从
小地方登上大舞台，激发了古老声腔的生命活
力；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团凭借观众喜爱的
剧目《龙台驸马》，树起了民营院团参演中国戏
剧节的里程碑等。这些积极举措想必未来仍将
会在社会上产生持续影响，并进一步促进戏剧
事业的整体平衡和全面发展。

本届戏剧节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集中展
示了近几年来我国戏剧创作的丰硕成果，办节
品质有追求，学术交流有深度，剧种展现多种多
样，生态建设开创新局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举
办的一届具有时代风采和创新精神，别开生面、
亮点纷呈的戏剧艺术盛会。

追梦新时代 经典共传承
————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综述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综述 □□丁科民

为纪念湘江战役85周年，广西演艺集团创排大型
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以艺术的方式缅怀先烈，打造
出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全剧以跌宕的剧情设计、激情
的音乐创作、厚重大气的舞台表达与呈现，艺术地再现
了当年红军长征浴血湘江的悲壮，成功地塑造出一组
为理想、为信仰而甘愿付出生命的英雄群像，在好听、
好看的同时带给观众巨大的心灵震撼。

一部成功的舞台剧作品往往会透过剧中人物的情
感传递出创作者对世界、对人生独特的体验和深入的
思索。探究《血色湘江》获得成功的关键，首先就在于全
剧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来外化和表现
那一段特殊的历史现实，展现出人物丰沛的内心情感
世界。全剧在创作上最为重要的特点在于抓住了人物
的情感来结构全剧，以“无情”写“深情”，以“动摇”展现

“坚定”。在荡气回肠的悲壮基调之下，主创没有把英雄
们简单塑造成概念化、理念化的刻板形象，而是将之一
直设置于面临艰难抉择的两难境地中。对于在失败的
必然中依然坚持的刚烈战士们，主创团队却力图以示

“弱”来表现其内心的“强”、以“柔”来显现其“刚”，并大
胆地展现了这些坚定的战士们的愤懑不满、犹豫迟疑
以及最终的自我战胜等，可谓是独具匠心、别具一格。

因此，剧作不只是将1934年湘江战役的危机时刻

作为全剧的一个背景，而且以主戏围绕着几组人物关
系的扭结交织，既塑造出不同类型的颇具个性色彩的
人物，又以人物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来外化表现出局
势以及阶级和族群，将众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行动
与人物的情感并置，从而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情境展
现得更为直观和具体。比如，在敌我关系中，主创就将
激战双方的将领设计为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却终因
道不同而分道扬镳甚至兵戈相见，令二人的对手戏显
得更为丰富和立体；而革命队伍中不同出身的战友之
间以及他们与瑶族山民之间的情感关系，则演绎出各
种属于人民内部的，从矛盾到融合的变化轨迹，从而也
为最后瑶族山民抚养红军遗孤、追思悼念英雄的尾声
做好了铺垫。

全剧着重于写情，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众
人对生命、对他人乃至对自然的热爱和情感，人物最终
为了心中理想和信念舍生忘死、抛弃所有一切牵挂，更
加反衬出英雄们选择牺牲的难得和可贵。剧中的英雄
们拥有着细腻丰富的情感，不仅有对爱人、亲人、战友
以及对群众这一层面的情感，还有对故乡、对祖国、对
党的情感。而他们“无情”的一面则是源于信念，比如为
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保存红军的革命火种，所有人都
坚定地选择了自我牺牲。因而，先烈们明明饱含深情却

以最为“无情”的一面示人，以其“无情”的种种行动而
突出其中隐藏的真情，主创将情感扭结在这一组相互
影响、对立统一的动态关系之中，相辅相衬。尤其是，全
剧旨在塑造一群有着坚定信念的英雄人物，却着重表
现他们内心的各种矛盾、犹豫以及为了信仰而重新变
得坚定的过程，比如小红军红米饭的重新归队、赖老石
头的枪指干部，都充分展示了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因
而，当将士们明知是有去无回的战斗却毅然踏上征途
的时刻，不仅令观众由衷钦佩英雄们对革命的忠诚，更
引人思索当年造成悲剧的本质原因以及后人所应吸取
的惨痛教训，凸显出全剧创作上的独特视角。

因此，全剧虽然涉及波澜壮阔的历史、讴歌主人公
陈湘等人坚决捍卫党和信仰的伟大情怀，却并没有落
入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剧的窠臼，而是着重于表现人物
的情感，以小见大，以个人情境的艰难窘迫，战友、故
人、亲情等的情感纽结、纠缠以及变化，反映了革命的
危机、家国的命运以及个体的选择等，呈现出大气磅
礴、气势恢弘的史诗气质。

作为一部新创作品，尤其是涉及革命历史题材的
作品，在面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选择与构建的过
程中，显然还可以进行更为精心的选择和着力打磨，以
完成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与相互辅助，因而该剧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全剧的音乐创作，“烈”有余而

“惨”不足、刚强有余而柔韧不足。虽然主创已很注意情
感的表达，并在瑶族山民的追悼、怀念和期盼中抒情地
结束了全剧，但在全剧的音乐创作中仍需加强柔韧的一
面，一些人物的设计、唱段的设计及部分细节、情节的铺
排和布局等，还可再加以调整，以便令人物的情感表达
更为细致、合理。而在历史与艺术虚构的结合过程中，也
有个别地方需更合理的虚构和艺术加工。此外，全剧中
表现心理空间的段落还需做得更为细致讲究一些，比如
两位将领之间的格斗拼杀应突出是发生在心理空间的
搏斗，避免让观众误认为是现实空间发生的事实等。

总之，全剧还可更精益求精地予以打磨，并加强一
些情感上的起伏、波动以便气韵更加生动。而全剧慎终
追远、以史为鉴，敢于直面历史教训、反思曾经的错误
和问题的创作表达，不仅是向长眠于桂北湘江的英烈
们的致敬，更警示着生活在当下安享和平的我们应反
思自省、坚守初心，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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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至8日，由大牌传媒出
品，李宗熹导演、樊冲任音乐总监的
摇滚音乐剧《大力水手》将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上演。据悉，此次经美国
原版IP授权改编的音乐剧版《大力
水手》与同名动画片内容不尽相同，
音乐剧版在秉承主要人物关系不变
的基础上增添了新人物，使剧情更加
环环相扣、起伏跌宕，新作将通过创
新改编，以摇滚串联起“波派”的成长
历程，在舞台上演绎动画世界中一位
平民英雄的奋斗史。

谈及创作初衷，李宗熹表示，希
望所有走进剧场的朋友最后都能像
波派一样永远相信爱情、勇敢直面人
生困境。据介绍，该剧共新创了包括
《月光星光》在内的14首音乐剧歌

曲，并特邀非洲知名编舞家Simon
担纲舞蹈创作。舞美设计窦辉表示，
该剧还以原版动画里的船为创作原
型，特别设计了一个重达5吨的舞台
道具船，届时所有演出都将在“船”上
进行。主创团队表示，全新设计的舞
美和多曲风的音乐配合爱与成长的
情节主线，将以更具戏剧性的艺术表
现，在中国的音乐剧舞台上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属于全世界几代人童年记
忆中的浪漫故事。

该剧出品人刘大毅表示，大牌传
媒旗下新戏剧厂牌“大牌音乐剧
Big Deal Musical”也已成立，未
来希望能通过此平台聚合更多音乐
剧专业人才，更好地孵化国内优秀原
创音乐剧。 （路斐斐）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江西省
文联共同主办的“壮丽70年·阔步新
时代”全国农民画创作展巡展于11
月12日至22日在京举行。此次全国
农民画创作展作为今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5月启动，
经过创作征稿、评选、画册出版等工
作，于9月25日至28日在江西万安
完成了第一次展览。展览收录的300
幅作品是从1818幅作品中精选而
出，所选作品以鲜明的时代主题、饱
满的创作情感、精到的绘画技巧获得
了评选专家的一致肯定。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运华在
开幕式上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树立文化自信、守护乡村记忆、礼敬
文化传统的政策引导下，农民画的创

作与传播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特
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乡
土生活变迁带来创作内容、创作体验
以及情感的改变，广大基层文艺工作
者和农民画创作者进一步认识到农
民画对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承载乡愁、
体现发展中的乡村文明风貌、表现农
村田野上的中国梦、增强农村文化创
造力和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价值，由此
激发了创作热情，使农民画创作呈现
出新的气象。未来希望农民画创作者
能继续坚守民间特色，不断提高作品
的思想性、艺术性、传播力和影响力。

此次北京巡展分别于民族文化
宫、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进行。

（许 莹）

全国农民画创作展巡展在京举行

摇滚音乐剧《大力水手》将演

闽剧闽剧《《红裙记红裙记》》 川剧川剧《《江姐江姐》》

滑稽戏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新作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