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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题材局限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莫让题材局限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吴晓江

原动力原动力

提升提升

无论什么样的演出都要与观众相关，不是要去
迎合观众或者进行说教，而是要在演出中展现出有
意义和有营养的内容。我们的戏剧如果能和这个时
代，或者与这个时代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产生关系，那
就能使得戏剧葆有生命力。即便是科幻的剧目，也
要与现代人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相关联。每个时代
都有属于时代本身的创作，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有
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给予时代中的观众一些新的内
容、想象或者思维方式。创作始终是在时代之中，创
作可以向前给出时代发展的可能性，也可以向后揭
示出旧时代的真相，或者展露现代人的想法和社会
现实。一部戏能够给观众切身的感受和体悟，能够
让观众寻找、感受和把握到戏剧中所表达的就已经
足够了，对个人有价值就是对创作者的最大奖励。

剧本的创作是戏剧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
分，然而它与其他综合艺术部门的创作截然不同。
首先它是先于导演创作完成的；其次，其他各个创作
部门的创作，需要与表演及不同的艺术门类的创作
合作，才能完成自身在戏剧中的体现。而剧本不需
要其他部门的合作，编剧可以独立完成作为文学体
裁的剧本，剧本也具有被独立欣赏和作为完整作品
的审美个体特性。由于导演与编剧的创作特性不
同，因此，常常出现阅读剧本时，剧本完整和全面地
体现了一个题材；而导演进行二度创作时，则遇到一
些难以完成的困难。

我在排演内蒙古自治区话剧团演出的《北梁人
家》时，即遇到了相近的问题。剧本描写的是包头
市城中村某院落将被改造，老住户们由于搬迁问
题，将几十年来隐藏的矛盾和困境都表现成为冲
突。编剧将该剧的焦点聚集在这个院落的几户人
家中，而且用写实手法表现这些人物和具有怀旧意
义的院落。但是，剧中会轮番出现这几户人家的内
景戏。如果几分钟换一次景，将会破坏编剧一气呵
成的剧情和人物关系，而且在舞美和导演技术环节
上也很难完成大规模的写实环境布景在同一幕戏
中的多次迁换。通常舞美设计遇到类似剧本情况
时，不使用写实手法来表达也是有效的。但是这个

作品着意表现逼仄的老包头院落环境，着意表现具
有2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面临拆迁时人们难以割
舍的情感。此剧采用历史存留细节和有鲜明地域
特点的建筑结构，是导演与舞台美术设计唯一有效
的选择。为了完成编剧的这个构思，我与舞台美术
设计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巧妙的方案，实现
了既保持老院子写实的细节而又不必频繁地迁
换。我们将老院子的总体建筑格局和各家的门窗
等建筑，变成平面的地面处理，也就是将院墙大门、
各家的窗棂倒伏在地面，成为舞台地面的浮雕装
饰。而将院子中的台阶、影壁、房顶烟筒做出体积
上的变异，成为舞台的表演支点。在舞台后区，悬
吊一块70多平米的镜面，将舞台地面的建筑反射
到镜面上，使观众能够在局促的舞台上，看见编剧

所希望表达的老院子的诸多细节，而又能够流畅自
然地欣赏到各家空间中发生的情节。

导演运用了综合艺术的特点，将编剧的文字转
化为集合了表演、舞台美术和灯光处理等不同部门
的共同创造，达到了剧本文字传递的意向。导演需
要吃透编剧在剧本中着意和突出表达的内容和风
格，而又不能够局限于编剧提供给导演的创作思
路。如果剧本的创作要素和主要风格与导演构思能
够融合和互补，导演就必须紧紧把握剧本的关键要
素，运用二度创作的有限手段，达到编剧和导演构思
中无限的具有想象力的舞台实现。

这部作品需要认真踏实地创作，不能够一味地
煽情或者是刻意让观众感动。这和题材有关系，需
要主创人员认识到作品的本质是想要表达什么。
同样要求编剧和导演等主创人员一定要有扎实和
杰出的手段，不能让题材局限了主创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每一部戏都有自己的艺术创作规律和特殊
性，如果创作者能够从现实生活或者规定题材中发
现并找到有趣味和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戏肯定是好
玩和有趣的。所以，一部现实题材作品，更需要技
术和手段去深挖这部戏的内容，通过不同的表现手
法去展现这部戏的精神内核，这样才能够避免同质
化的创作。

面对未来，中国原创话剧的发展还是可期的。
创作者应该积极地进行创作，创作更加丰富多彩的
作品，不要总奔着一个目的去，而应该更加多元化和
多样化，既要有宏大的东西，也要有小巧的东西。在
这方面，小剧场戏剧还能有更大的作为，肯定能够发
展出更好的作品。对我自己来说，未来我想排一部
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做得更加接地气，而不是把它
高高供在桌子上，要去挖掘出更多有趣的元素，能够
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在职业生涯中留下遗
憾。总之，所有的创作需要踏实前进，切忌焦躁，稳
中求胜。

2020年6月，我有幸获邀，参与抗疫题材话剧《逆
行》的创排并担任导演工作。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
肆虐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相信每个
人都经历了一次特殊的人生洗礼。接受这个创作任务之
初，我就产生了强烈的信念，一定要把这部戏排好。这次
创作的出品单位是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一个有着光荣传
统和辉煌历史的剧院。而武汉又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重灾区”，与武汉的同行们共同创作一部反映抗疫的作
品，使这次的工作又多了一分特殊含义。

剧本创作由湖北省编剧赵瑞泰担纲，总导演由王晓
鹰挂帅。初读剧本后主创碰头，晓鹰导演阐述道：“从事艺
术创作，要时刻抱着一颗敏感的心，对生活、对社会、对所
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细细去体会。当寻找到了让你产
生冲动的那一刻，抓住这个感觉，并把它当作种子，用创
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态度和思想来滋养它，当这颗种子饱
含了这一切真实而丰富的‘营养’后，伴随着无法抑制的
表达冲动破土而出时，才能产生真诚的艺术。形式、手法、
处理、桥段都是次要的，而强烈的创作初衷才能真正引领
着创作者激发出有着浓厚情感依托的表达，这才是真挚
的、浓烈的、纯粹的；否则再多的才华也不能支撑起空洞
的表达，只会沦为图解。”赵瑞泰先生年近耄耋，却坚持奋
笔，将这次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体现在了他的
剧本中，一部戏、一群人、一段承载着太多情感的经历，共
同汇聚成了这部《逆行》。

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谨记要遵从内心的情感这一
原则。在坐排阶段，与演员们座谈，与曾经参与一线的医
护工作者们座谈。幸运的是，每一位演员都是这次疫情最
前沿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内心中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分
享出来：他们都经历过恐惧、绝望，并经历过与自己内心
这种负面情绪的抗争，最终，他们挺过来了，不单是他们，
以武汉人民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在作出了巨大牺牲之后，
我们现在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剥开每个角色的内心，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我们的作品是歌颂英雄，
而英雄不会生来伟大，恰恰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疫情这种非常态情境
下，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彷徨，而作出自己的选择。人类的伟大，莫过于面
对恐惧和绝望时的镇静。因此我们在创作时，一直努力在寻找那伟大光环
下一个普通人的身影。男主角刘宇先身为呼吸内科的主任，在疫情前发觉自
己身患绝症时日无多，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悟，他体会到了生
命的遗憾，对家庭、妻子的遗憾，他原打算用剩下有限的时光，最大限度地来
弥补对妻子的歉疚。但疫情来临了，前线在召唤他，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妻
子……同为医护工作者的妻子洪玫在得知丈夫的病情后，她的真实反应是
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在夫妻一夜长谈后，在听到丈夫打算用余生补偿自己
时，她又将面对一个巨大抉择，该如何与丈夫走完剩下的路……一段段情节
的推进，其实都伴随着复杂的人物情感之间的羁绊，在这种羁绊和交织之
下，一个个舞台形象活了起来。

剧中人江晓玲是一位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年轻护士，她为了加入一线
工作，主动剪去了一头秀发。在分析剧本时，我们逐步深入，通过情节慢慢深
入角色的内心。剪发明志只是一种手段，体现出了年轻的“90后”护士身上
迸发的责任感，这群曾经被前辈“担忧”过的年轻人，在这次疫情下，体现了
他们的成长，体现了他们的肩膀已经可以承担起重任。剪发这一形式不是最
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一段戏来体现出角色的内心变化，表现出她是如何下
定决心，用这种形式来告诉所有人，年轻的她们已经准备好了。创作过程中，
我们与女演员们讨论，与组内每一个女演员讨论她们心中关于头发各自的
情结，我们与年轻演员们——真正的“90后”谈心，走进他们的世界，当这些
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时，一条连贯流畅的内心线索出来了。真正的“90后”，
与生俱来的骄傲甚至“自负”，天生对拘束抵触，看似对一切满不在乎，但他
们的内心中同样燃烧着一把熊熊烈火，带着青年人朝气的火焰反而更加旺
盛。他们崇尚无畏、崇尚英雄，支撑他们的除了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还有着一份血脉中流淌着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由于这部作品还未上演，我不想多谈及剧中的情节了，多些留白给舞台
吧。但这次创作过程中的所有心得，其实都离不开内心情感的真实。我们常
说，“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对于这句话我思索了很久，我之前常常感
觉艺术有时未必高于生活，生活的多样性有时候会显得艺术表现手段捉襟
见肘。但此刻我意识到，所谓“高于生活”，是在从生活中汲取了足够的养分，
在生活的土壤中积淀了足够的创作情感，最终升华出的艺术。这时的艺术，
绝非是象牙塔里的曲高和寡，而是充满了创作者们对生活、对社会思考的质
感，这时的艺术创作，才是饱满的、有温度的作品。

上演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的创作还在继续，抗击疫情的逆行者们也没有
停下他们的脚步。这次的创作给我带来无数次感动，也让我无数次冷静下来
扪心自问：“内心是否依旧饱含着那份强烈的情感？”这句话将成为我未来实
践中的一把尺子，常伴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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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戏都有自己的艺术创作规律和特殊性，如果创作者能够从现实生活或者规定题材中发现并找到有

趣味和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戏肯定是好玩和有趣的。所以，一部现实题材作品，更需要技术和手段去深挖这部

戏的内容，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去展现这部戏的精神内核，这样才能够避免同质化的创作。

《《北梁人家北梁人家》》

创作谈

《《大国工匠大国工匠》》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指导，广东粤剧院、中共佛山市委
宣传部、佛山市三水区委宣传部、佛山市三
水区文广旅体局联合出品的粤剧《红头巾》
日前开排，并计划于8月底进行首演。

“红头巾”是上世纪20年代初，对一群
广东三水县远赴新加坡谋生、参与新加坡
开国建设的华侨妇女的称谓。粤剧《红头
巾》通过一幕幕“红头巾”背井离乡、漂洋过
海远赴新加坡谋生、参与新加坡开国建设
的场景，浓缩一段波澜壮阔的华侨妇女移
民史，将20世纪初期的三水置于下南洋这
个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的大背
景中，凸显广东人民的勤劳勇敢。广东粤剧
院院长曾小敏表示，在这批“红头巾”身上，

充分展现了广东人自尊自强、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是她们外露的
光辉。而她们的内心始终牵挂着祖国、牵挂
着家人，这种牵挂也影响了“红头巾”们乃
至她们的子孙对祖国最真挚的思念。

据导演张曼君介绍，从2017年开始筹
备、2018年正式立项至今，剧组对该剧的剧
本、群体戏、舞美、灯光、服装等方面进行了
多次的修改打磨，修改稿多达十余次，多次
奔赴三水采风深入了解。“该剧最大的亮点
在于打造‘全女班’，全剧只有一位男演员，
其他均为女演员，剧中没有体现惯常的男
女情爱，但涌动着对情感的倾注和温暖。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使得女性色彩、女性文
化更加鲜明，并通过粤剧独有的婉转，独有
的音节美丽和跳跃，达到颂扬女性精神的
诗歌之美，凸显人格的自我坚守，弘扬红头
巾精神”。 （粤 闻）

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影视戏剧工作坊
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校园戏剧工程”日前
启动。该工程推出的首个戏剧作品《我们的荆轲》同
步发起了演员招募令，计划面向北京高校在校生招
募演员若干名。

《我们的荆轲》以现代视角重述历史故事，以新
鲜而犀利的笔法重新解读了“荆轲刺秦”这一中国人
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新经典”首个戏剧创作项
目，工作坊将对《我们的荆轲》进行全新的舞台呈现，
并由原作者莫言亲自把关并担任艺术总监，过常宝、
康震担任总监制，邀请新锐青年导演加盟，以充满想
象力、创造力的表现方式将经典呈现在舞台上。

据介绍，为了让更多的青年戏剧爱好者能以当
代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图谱，从纯文学的土壤中汲取
成长的养分，今后工作坊每年会选择一部优秀作家
的经典作品进行戏剧化改造。莫言的《我们的荆轲》
之后，余华、苏童、贾平凹等国内知名作家的代表作
也将陆续呈现在舞台。该工程将从剧本、表演、制作
等多维度，邀请专业人士深度介入，希望能创作出同
时在学院和大众中均产生影响力的优秀戏剧作品，
培养、输出中国优秀青年戏剧创作人才，探索戏剧文
学和剧场艺术未来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影视戏剧工作坊成
立于2019年12月，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
中心。工作坊以推动、扶持校园影视戏剧文学创作
为目的，意在从高校学子中发掘、培养影视戏剧创作
人才，孵化影视戏剧创作成果，并为有志于影视戏剧
创作的人才提供与社会实践应用接轨的平台。让更
多青年人接受到业界优秀创作者的指导，在积极向
上的氛围中进行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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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作品，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共同出
品，浙江演艺集团（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浙江交响乐团、
浙江音乐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联合演出制作的革命历史题材歌剧《红船》日前在浙江嘉兴开
排。该剧以中共一大13位代表和当年一大会议的见证人王
会悟为重点，以点带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南湖一

条小船上诞生，承载着历史选择、民族希望出发，劈波斩浪驶
向辉煌的史诗画卷，恢弘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革命
起航的光辉历程，大力弘扬了“红船精神”。该剧由王勇编
剧，黄定山导演，孟卫东作曲，王燕指挥。

如何把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舞台艺术作品呈现在舞
台上，黄定山表示，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历史分量和不同于
以往的歌剧作品的结构样式，凸显了独特的剧目创新性，也增

加了创作的难度。该剧力求在浩瀚宏大的历史与人物命运、
细节的融合上进行全新的尝试。王燕谈到，该剧是一个史诗
般的叙述，其中音乐形象非常丰满，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角色
歌。从一开始的充满苦难、愤懑、压抑到先辈们探索、追寻，再
到慷慨激昂地前进，以及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在音乐性上达
到了完整。除此之外，当中还运用嘉兴、湖南民歌素材，曲致
巧妙，扣人心弦。

据悉，该剧将于8月15日在嘉兴大剧院试演。这也是继
《青春之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之后，浙江歌舞剧院“歌剧三部
曲”的第三部。 （浙 艺）

革命历史题材歌剧《红船》将于八月上演

粤剧《红头巾》开排 7 月 13 日，随着话剧
《红手印》在呼和浩特市乌
兰恰特大剧院上演，由内蒙
古民族艺术剧院和北京保
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
的内蒙古自治区艺术院团
首次“草原文艺为民演出
季”拉开帷幕。话剧《红手
印》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
创作出品，以内蒙古自治区
派驻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
扶贫干部、阿令朝村第一书
记、“北疆楷模”解良同志为
原型，刻画了扶贫干部克服
艰难险阻，带领村民兴办产
业走上脱贫道路的感人故事。该剧是疫情之后乌兰恰特大剧院首场正式演出。

据介绍，“草原文艺为民演出季”为期两个月，共计30场本土精品剧目，内容涵盖话剧、
交响乐、民族歌舞、民族曲艺、民族管弦乐、二人台、原生态音乐会等多种艺术门类。（蒙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