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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欧阳逸冰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儿童戏

剧作家，同时又是戏剧评论家和动画艺术家。

新时期以来，他已有21部戏剧作品先后上演

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

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国话前身之一）、北京儿

童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等12家剧院

团。其中，《会粘知了的老师》《闪烁吧，繁星》

《和月亮交谈的六个晚上》《我的童年在黑土

地》《长城有个黑小子》《红蜻蜓》《这里将是别

墅》《享受艰难》以及话剧《周君恩来》《我认识

的鬼子兵》等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我认识逸冰同志的剧作，远比认识他本人

早。1998年至2003年，《享受艰难》先后由上

海的中福会儿艺和中国儿艺公演。其中，仅中

国儿艺一家就上演了161场。那时，我很少看

儿童剧。可是“享受艰难”这四个字，一下子就

把我吸引住了。我想，这是一个多么新鲜而又

可贵的命题。这位编剧真是与众不同。一打

听才知道，此人就是中国儿艺的新任院长。至

今，我虽然没有看过这个戏的演出，但我仔细阅

读过这个戏的剧本。我认为，这在逸冰同志的

儿童剧中，是一个代表作。后来，我看的儿童剧

多了，经常参加研讨会，才有缘认识了逸冰同

志，并逐渐成为熟识的朋友。回想起来，这些年

与他的交往主要是在研讨会上。每当开会，有

他出席，总会带来一片活跃的气氛。他是公认

的“演说家”，从来都是即兴发言而又条理清晰，

绘声绘色，褒贬得当，新意频出。

逸冰同志不止写儿童剧、话剧，60集电视

剧《东周列国》（3人合写）、26集电视剧《爸爸

妈妈是老外》、大型动画片《小卓玛》（独自编

剧）、《小鲤鱼历险记》（总编剧）以及歌剧《护花

神》、音乐剧《香格里拉》等剧作，均是出自他的

笔下。至于艺术评论文章，凡是话剧、儿童剧、

戏曲、歌剧、音乐剧、舞剧、舞蹈、滑稽戏以及

导、表演艺术，他均有所涉猎。总之，逸冰同志

是一位关注现实，瞩目未

来，勇于思考，不断创新的

多产作家。

此前，逸冰同志曾出

过两本书。一本是 1994

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

《欧阳逸冰剧作选》，收入

7部剧本及两篇论文；另

一本是2012年由语文出

版社出版的《欧阳逸冰艺

术评论集：戏剧与动画》，

收入文艺评论48篇。这

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新书《我们曾经这

样走过——欧阳逸冰戏剧

评论及剧作选》，共收入戏

剧评论 70 余篇，剧本 5

部。这是他艺术创作道路

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关于这本书，我只说

几点突出的印象。在《我们曾经这样走过——谈话剧〈红旗渠〉》一

文中，逸冰同志面对这部赞美产生于“三面红旗”时期的红旗渠水

利工程的剧作，并没有因为时代背景而将其贬损，恰恰相反，却勇

敢地赞扬了它“凝聚的是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拼死的奋斗”。理由

很简单：此渠未建之前，当地老百姓一生只洗三回脸：出生、结婚、

死亡。这是何等悲苦而又无奈的生存环境。因此，才有了这一伟

大工程，55万人自带工具和干粮，拉着大车，推着小车上工地；用

时10年，削平山头1250个，架设渡槽152座，凿通隧道211条，挖

砌土石1515万方，建成渠长70.6公里，重伤256人，牺牲189人。

真可谓为子孙万代造福，惊天地，泣鬼神！尽管是60年前的往事，

尽管还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论，但是剧作家有自己的判断，就敢于将

它入戏。为此，逸冰同志认为这部话剧“思辨审慎，雕凿犀利”，并

得出了一个结论：“杰出的剧作家、艺术家必须具有思想家的目

光。”在剧评《向中国戏曲美学的一次致敬之举——看话剧〈徽商传

奇〉》中，逸冰同志评的是话剧，重点阐释的却是这部话剧向中国戏

曲学习的经验。这不是一句空话，他对这戏评得很细，很有见地，

认为，“‘船’成了全剧意境之‘象’。”在表现男女主角的爱情时，既

是话剧的表演，又是戏曲生、旦演员的表演，并运用歌队民谣伴唱：

“两片磨儿天生就，分不出彼此薄与厚……”这种借鉴戏曲手法的

强化与烘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还有一篇《李宝群现实主义戏剧

创作中的三个台阶》，是逸冰同志长期跟踪研究李宝群话剧创作实

践的成果。他将话剧《父亲》《矸子山的男人女人》《长夜》比喻为李

宝群创作的“三个跃升台阶”。在一一剖析三个戏的共同优长和个

别遗憾之后，明确地认为“《长夜》是李宝群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制

高点”。这种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学术切磋，是相当动人的。

该书收入了5个剧本，其中，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让我

们看到了黔西北山区一群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贫穷、闭塞、孤独、

失爱，终年见不到父母，加之不法者乘虚而入，设置陷阱……剧作

的追求很明显，是要把一片片“粉色的云”——人间大爱，引向那些

被遗忘的角落。读这个剧本，我格外地激动，因为它让我想起三年

前，我曾踏上过那片寂寞的土地，在已经谢了花的“三百里杜鹃”树

丛里，也曾见过那些忽闪着大眼睛的放羊的孩子……

为什么逸冰同志能够写出这么多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优秀儿

童剧？我认为他有很多优势。一是他心中有大爱。他之所以痴迷

于儿童戏剧创作，是因为他爱儿童，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人类

情感中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他已77岁，依然自费深入到贵州山

地，爬坡下谷，访问一个个散居的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倾心交

谈。二是他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熟知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

方式，写来得心应手。三是他在剧院担任编剧25年，其中，最后5

年担任中国儿艺院长，深谙儿童戏剧创作的规律、儿童剧导表演艺

术的特征、剧目生产的流程，以及种种可能出现的偏差。四是勤

奋，读书多，勤于思考，研究问题不怕吃苦，乐于寻找不同的思维角

度和方式。五是他在创作与评论间“两面作战”，懂得创作的底里，

评论别人的作品便不会粗暴，也较少隔靴搔痒；而评论他人的作品

多了，眼界开阔了，更有益于自己的创作。

值得关注的是，逸冰同志近些年来，侧重于戏剧评论，其辨析、

思维、表达、视角、引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赏。我们期待他

在戏剧评论领域有更多的建树。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仍盼望他能

继续发挥优势，多写一些儿童剧。

书林漫步

艺术展现当代澳门发展的蓬勃新貌
————澳门回归祖国澳门回归祖国2020周年影视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周年影视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李英睿李英睿 洪洪 宜宜

澳门古称“镜濠”（葡语Macau词源则为妈阁的音

译），自古以来就为中国领土，但在1557年葡萄牙商人通

过在此地临时申请晾晒通商货物后进而非法驻留，逐渐

将澳门本岛全境及氹仔大部巧取豪夺为殖民管理下的通

商港口，直至1999年12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恢复对澳

门行使主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宣

布推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政策方针。由于澳门拥

有近500年来作为东西方多元文化碰撞互鉴、活态交融

的历史背景，所以在2005年，“澳门历史街区”（由22座建

筑物和8块前地共同组成的东西方风格共存的建筑群）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今日澳门以兼具中国岭南特色和葡萄牙南欧气质的历史

遗迹、风土人情、各式精美的建筑、美食文化，不断成为世

界各地电影艺术家们创作灵感的独特来源。据统计，澳

门每年吸引大约有40部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地电影制作

团队在此进行取景拍摄，这些电影作品的故事情节及景

地外观中出现的澳门形象以独特新颖且辨识性很高而广

为银幕前的观众所熟知。

澳门电影虽然体量较小，但它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

较早窗口，亦曾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早期印

记。澳门电影产业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1858年“伯多禄

五世剧院”（又被称为“岗顶剧院”）的开业，它是当时中国

第一间可上演西方戏剧和公开播放早期电影“映画戏”的

西式戏院。1898年，美国爱迪生公司派人运用刚刚诞生

不久的现代电影拍摄技术先后在香港、澳门、上海、天津、

北京等地拍摄风景片，其中澳门出现了半分钟，这段流传

下来的《澳门风光》黑白风景片首次记录下当时的澳门风

貌，也是有关大中华地区最早的活动影像纪录之一。

1952年，由美国雷电华影业（RKO）制作，于澳门实景拍

摄的一部好莱坞黑色冒险风格的剧情电影《澳门（Ma-

cao）》，首次在国际银幕上公映并记录下了澳门当年的模

样。尽管历史上电影的传入时间较早，但由于本土电影

制作力量的羸弱，早期澳门电影产业多以放映业单边发

展为主。有数据统计，至1968年澳门共拥有本澳地区永

乐、域多利、清平、国华、丽都及氹仔的海宝等共13间专

门放映电影的戏院及众多兼营戏剧、音乐剧表演的迷你

戏院，澳门电影放映业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

澳门放映业的单边发展并未有效带动澳门电影产业的整

体发展，随着澳门戏院业的衰落，澳门电影制作也沉寂了

相当一段时期。直至澳门回归前夕，电影《鸡毛信》中“海

娃”的主演蔡元元先生与其兄蔡安安先生移民澳门并成

立蔡氏兄弟电影制作公司，成功改编澳门葡萄牙籍著名

作家飞历奇的同名小说，拍摄出极具澳门中西文化并处、

和谐交流包容之特色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获得了国

内外多个影展奖项，才填补了澳门本土电影发展史上的

空白。

1999年澳门回归后，澳门电影的制作在政府的支持

下得到了较快发展。2009年澳门回归10周年，一批澳门

电影相继诞生，比如改编自澳门作家廖子馨的小说《奥戈

的幻觉世界》、关注“土生葡人”这一澳门文化特色族群在

回归前后人生百态的剧情片电影《奥戈》，又如讲述以少

年冼星海为典型代表的曾终生生活在船上的澳门疍家人

走下船舷、刻苦奋进、励志拼搏的剧情片电影《星海》，还

有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共产党员机智策反原国民党

登陆舰“联荣号”勇敢起义，并在澳门内港升起第一面五

星红旗的故事片《澳门1949》，以及记录澳门回归历程及

回归10年来巨大发展变化、讲述曾为澳门回归作出重要

贡献的几位杰出爱国人士幕后故事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澳门十年》，讲述一群充满活力的当代澳门青年为理想、

事业、爱情奋斗的电视剧《莲花雨》等，这些影视作品从各

个角度展现了澳门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及东西方文化交

汇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澳门回归前后的巨大变化，很好地

向外界展示了当代澳门发展的蓬勃新貌。

步入澳门回归后的第二个10年以来，为促进澳门电

影产业的发展，澳门特区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专项政策

以加大对电影产业的扶持管理。2013年底又专项设立

“文化产业基金”推动以电影为首的八大文创行业。2014

年起，澳门文化局开始推出“电影长片制作支援计划”，旨

在每年通过一定的财政支援补助以鼓励本地电影工作者

投入长片制作。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近几年很多在国

外电影学院留学归来的优秀年轻学生及澳门本土坊间不

少艺术家、社团、机构等纷纷自发组织、拍摄创作了不少

反映澳门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小成本独立制作影片，并陆

续在国内外各电影节中崭露头角，这些电影虽然成本较

低、片长较短、实验性较强，但创作者个人视角的真实情

感体验抒发和充满个性的电影艺术表现语言风格的探

索，依然受到了不少青年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2019年，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以《澳门人家》《又见

莲花》《弯弯的大湾》《妈阁是座城》《太空2049》等为代表

的新创澳门题材影视作品又从不同的新角度展现了澳门

20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践行着在“一国两制”方针政

策下的“讲好澳门故事”。如今，澳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发展建设中的重要一极，在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影

视产业高速发展的契机下，如何依托澳门自身独特的文

化资源优势和对外交流优势，加快找准澳门电影产业的

发展方向，通过文化的影响力去创造更为丰富的经济社

会效益，或是发挥自身优势架设一座中国通往“一带一

路”沿线葡语国家的桥梁，未来，澳门电影的发展道路既

是充满光明的、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历时一个多月的严格筛选，

12月16日，北京人艺首期“表演

学员培训班”正式开班，15名来

自戏剧表演、影视、戏曲及音乐剧

等领域的专业表演人才从1043

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培训

班首批学员。未来经一年学习、

实践与阶段性考核选拔后，其中

成绩优异者将正式加入北京人艺

的表演人才队伍。

据了解，北京人艺在人才培

养方面一直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次培训班

在办班模式上既继承了人艺原有

的“团带班”“合办班”的精神传

统，又突破了其原有培养模式，从

零起步选拔改为在专业表演人才

中进行择选，旨在借助人艺的师

资力量，通过更具针对性的训练，

尽快培养出与人艺风格“合槽”的

新生演艺力量，更好适应未来两

年北京人艺剧场扩建的内在人才

需求。为此，在此次培训班的师

资配备方面，人艺除邀请了老艺

术家蓝天野、吕中外，濮存昕、杨

立新、宋丹丹、冯远征、吴刚、龚丽

君、何冰、陈小艺等人艺中坚力量

也将亲任授课教师。此外，为培

养学员的综合素质，培训班还广

泛邀请了戏曲、曲艺、舞蹈等其他

艺术门类的专家共同组成教学队

伍。在培养方式上将综合运用讲

座、教学、基本功强化训练、集中

观摩、专业实践等多种方式，力求

让学员在人艺的土壤上得到更全

面快速的成长。

培训班总负责人冯远征、班

主任岳秀清表示，为期一年的培

训将分为前期集中教学、训练和

后期剧目排练及舞台实践两部

分。在实践环节，学员们将有机

会与人艺的演员同台合作，并有

专业老师进行跟踪指导，学员班

结业时还将专门排练毕业大戏进

行成果验收。

开班仪式过后，蓝天野以何

为人艺风格等为主题为学员班开

授了第一讲。 （路斐斐）

作为广州市文艺精品进京展

演剧目之一，由广东省木偶艺术

剧院演出的原创环保题材木偶剧

《垃圾大战》日前在中国木偶剧院

上演。该剧以富有想象力的童话

视角讲述了小学生豌豆如何在废

电池、香蕉皮等拟人化的垃圾朋

友们的帮助下，历经时空穿越、垃

圾大战等，改变了同学小K对垃

圾分类看法的故事。自2015年

首演以来，该剧迄今已在国内20

多个城市完成巡演。12月8日，

在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等主办

的该剧专家研评会上，与会专家

就该剧的主题立意、艺术特色展

开了深入探讨。

专家认为，该剧以小木偶做

大文章，以充满童趣、童真的方式

来探讨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社会

问题，用古老的木偶艺术表现一

个既具未来感、前瞻意义，又同当

下生活紧密相关的当代题材，其

在艺术敏锐、社会担当等方面，都

为时下木偶剧的创新发展带来了

一定启示。该剧中木偶艺术的特

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人偶同台的

演出探索也显出了较为成熟的一

面，剧作借助时空穿越的情节架

构，以20年后的垃圾围城之灾反

照当代生活，以童真视角表达了

对环境问题、人类命运的共同思

考，是一部在生活中有发现提炼，

对心灵有触动共鸣的现实剧作。

作为一部现代木偶戏，该剧

对传统的铁枝木偶、组合木偶、大

木偶等木偶品种的创新亦实现了

对当代偶戏舞台艺术表现的提

升。针对偶戏的未来发展，不少

专家认为，院团在木偶本体艺术

和本土特色的挖掘上还需多下功

夫，在戏剧创作的内在逻辑与矛

盾设置的清晰、合理等方面需更

加重视提高，以求偶戏艺术在继

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能更好地适

应当代舞台的观演需求。

（路斐斐）

勇
于
思
考
的
多
产
作
家

—
—

评
《
我
们
曾
经
这
样
走
过—

—

欧
阳
逸
冰
戏
剧
评
论
及
剧
作
选
》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几十个民族生

活在不同的地方，几千年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习俗，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灿烂的民族民间艺

术。民族民间艺术产生于山间乡野，大漠长河，

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深受一方老百姓的喜

爱，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民族民间

艺术来自沃土，养育着乡民，是中华文明的根

基，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准格尔旗有

一种民间艺术叫“漫瀚调”。历史上传说，“漫瀚

调”是当年由移居到内蒙古地区的山西、陕西

一带的汉民，把汉族山歌小调带到了蒙古地

区，和蒙古当地的民歌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的

歌唱方法。这种有晋、陕民歌风格和蒙古民歌

短调色彩的民族音乐，真假嗓结合，高亢嘹亮，

确实非常动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广为流

传，准格尔地区几乎人人会唱漫瀚调。

一种民间小调，当它传唱到一定程度时，往往

会进一步向戏剧发展。比如唐山落子发展成评剧，

东北以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逐渐发展成龙

江剧，北京单弦发展成北京曲剧等。这样的例子数

不胜数。漫瀚调经过几十年发展，也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唱腔，开始由民歌形式发展成小戏。近年来，漫

瀚调艺术家尝试在小戏的基础上，创作出漫瀚调音

乐剧，这个新剧种一经出现，立即受到当地百姓的热

烈欢迎，受到戏剧家的充分肯定，获得很大的成功。

仅举漫瀚调音乐剧《牵魂线》为例。《牵魂线》的

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农村暴发户看上了村里的漂亮

姑娘，姑娘的老爹爱财，把闺女许给了暴发户，但姑

娘心上另有别人，是同村的一个优秀青年，最后优

秀青年以自己的优秀品质感动了姑娘的父亲，有情

人终成眷属。不得不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上个世

纪50年代的《小二黑结婚》就是这个路数。可是，漫

瀚调音乐剧《牵魂线》还是受到各方面的欢迎。想来

是因为漫瀚调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准格尔漫瀚调艺

术展演中心在创作上的努力。

首先，这个故事的文本非常有

泥土气。剧中的台词和唱词有明显

的地方特色并且生动有趣。比如，

第一幕里的合唱：“圆桌桌方桌桌

摆满院，排排场场好喜宴，七碟碟

八碗碗上的全，我家女婿真有钱。

红烧丸子溜溜儿圆，田算盘嘴角翘

上天，干崩的羊肉可口鲜，有钱人办

事业真日悬。”听着就感到有股浓郁

的泥土芳香扑面而来。而这一段对

白是这样的：

乙女（白） 哎呀！这叫我说呀

这高大尚和那二袅袅，真是那一把

糖配那一把盐。

丙女（白）甜不是甜来咸不是咸。

对白也是当地老百姓对不合适

的婚姻的形象比喻。这样生动的语

言在《牵魂线》中不是点缀，而是比

比皆是。

再比如，二袅袅看到巴图冲进

大火没出来，那一段唱得撕心裂肺

的唱段，把老百姓民间的比喻用得

非常准确和丰富，二袅袅这个农村

姑娘把表达爱情的语言都通俗而真

切地流露出来了。

整出戏，不是一句两句，而是所

有的台词都具有这样的风格，这充

分说明该剧的主创人员是长期生活

在基层老百姓当中的，他们的这种

充满泥土气的语言不是现学来的，

而是长年在生活中积累的。一个看

起来不复杂的故事，用生动的语言

来讲述，这是优秀艺术作品的特点之一。

一个好剧本，搬上舞台必须要有好的呈现。中

国的许多音乐剧表演团体，不足之处在于歌唱演员

不会跳舞，舞蹈演员不会演唱，而准噶尔漫瀚调艺

术展演中心是乌兰牧旗式的文艺团队，乌兰牧旗的

演员相当多都能歌善舞，由他们来表演亦歌亦舞的

音乐剧是非常合适的。在总导演陈勇、王伟业的努

力下，歌、舞、表演都具有好看、好听鲜明的地方特

色，并且有着鲜活的生活气息。舞台上呈现给观众

的场景、道具，既有生活的真实性，又有舞台艺术需

要的艺术夸张，使整台演出充满激情。

准噶尔漫瀚调艺术展演中心长期沉在基层，

长年为当地基层老百姓演出，演员身上带着浓郁

的乡土气，他们的表演从生活中来，形象生动，真

实可信。这些都是《牵魂线》深受老百姓喜爱的重

要原因。《牵魂线》的成功告诉我们，艺术的根基在

人民群众之中，艺术创作的源泉在生活之中，向

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永远是文艺作品成功

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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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木偶剧《垃圾大战》

北京人艺表演学员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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