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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至27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共湖
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
戏剧节为广大戏剧爱好者奉上了一次“戏聚英雄城、礼
赞新时代”的艺术盛宴，为建党百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中国戏剧节是对戏剧界优秀成果的高规格、大规模的
阶段性展示，本届戏剧节的举办更具鲜明的理性色彩。
这一色调既来自于主办者的理性思考，也表现为成果
本身的思想含量及其引发的对戏剧现状和发展的诸多
思考。

绚烂绽放中的理性思考

本届戏剧节的理性思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剧目选择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本届戏剧节共
有来自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9台参演剧目和
2台邀请演出，涵盖了京剧、昆剧、评剧、豫剧、越剧、
黄梅戏、川剧、晋剧、婺剧、高甲戏、花鼓戏、山东梆
子、楚剧、壮剧等14个戏曲剧种及话剧、歌剧、儿童
剧，涉及地域、品种、题材广泛，于多样性中彰显了代
表性，也体现了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
戏的“三并举”方针。

其次是戏剧节期间举办的“中国戏剧导演艺术高
峰论坛”和“中国戏剧表演艺术高峰论坛”。这是戏剧节
继上届“戏剧剧本创作高峰论坛”和“戏曲音乐创作高
峰论坛”后，对强化理性思考的延续。同时，八场针对所
有参演剧目的评论会还邀请专家与创作者展开了平
等、真诚的意见交流，通过戏剧节的“集中阅卷”来思考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此外还同期举办了中国剧协中青
年一线戏剧骨干人才研习班，强化人才建设并共同思
考、研究当前戏剧创作的问题。

热情讴歌时代的积极投入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革命历史
中的风云人物、先烈英雄、时代楷模与社会变迁、现实
奋斗等，尽入本届戏剧节讴歌英雄、讴歌人民、反映时
代风云的生动戏剧图卷。京剧《母亲》《双枪惠娘》、川剧
《烈火中永生》等作品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英勇斗争；话剧《北上》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
党人秘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
与国民党敌特斗争的故事；话剧《逆行》再现疫情中英
雄的武汉人民；话剧《深海》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
华亲自参加首次极限深潜的主线贯穿，讲述了这位“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从少年立志到隐姓埋名三十载，为我
国核潜艇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动人故事；话剧《家客》
则在开放性的戏剧结构中表达了对现实生活与精神追
求之间纠葛的现代思考。

在一系列真人真事、英模人物的戏剧创作中，话剧
《桂梅老师》值得关注。该剧将学校宣讲队如何走近并
真正认识张桂梅的情节线与主人公的故事片段再现相
互交织结构戏剧，强化了该剧的思想含量和表达深度，
生动表现了人物形象和诸多催人泪下的往事，在舞台
上呈现出一曲心灵回响。这种并非事迹铺陈的创作源
自剧组对人物长达十年的接触、体悟、认知的长期积
累，它提示我们，只有真正走近书写对象，才能写出人
物及其思想情感的真实，这是将作品写真、写活、写深
刻的基本保证。

话剧《长安第二碗》是对改革开放40年变迁的书
写。剧作通过西安老城一家老字号泡馍馆“长安第二
碗”里珍藏不变的老味道，揭示对人性之善的坚守。该
剧有三点很值得关注：一、作品体现了作者长期坚持底
层书写的人文关怀及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思考；二、生活
的底子体现在作品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它来自创作

者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准确生动的提炼表达；三、
现实主义基调中颇具匠心的形式感，这既体现在作品
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情节呼应中，也体现在每幕之间戏
曲人物于纱幕后为情节点题和情绪宣泄的演唱《大雪
飘》《铡美案》《刮骨疗毒》《探谷》片段等，这些强烈的形
式感体现了创作者较扎实的戏曲根底及其在话剧创作
中对民族化的气质与形式自然、自如的追求。

勇于挑战的可贵实践

时代总在前进，每一个卓有成效的艺术创新与创
造无不来自艺术家对艺术与自身的勇敢挑战。本届戏
剧节中便有一批这样敢啃硬骨头的剧目。

如开幕大戏京剧现代戏《母亲》便以全新风貌让观
众眼前一亮。京剧编演现代戏历来都是艰巨的挑战，上
世纪50年代的《白毛女》，60年代的《红灯记》《沙家
浜》《智取威虎山》，新时期的《骆驼祥子》《华子良》等都
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21世纪的京剧现代戏又该
怎么演？作为主演、院长双肩挑的刘子微与创作团队一
起在这出戏中大胆追求着京剧的时尚形态和当代精
神。该剧描写的葛健豪是一位闯出封建牢笼的小脚女

性，曾培育了党的创始人蔡和森、向警予以及早期领导
人蔡畅、李富春，并终生献身人民的解放事业。编剧曾
对这一题材接触、研究过数十年，故能捕捉葛健豪一生
中最有个性、光彩和戏剧性的行为来构戏，使全剧场场
有戏、悲欣交集，鲜明刻画了一个独特而富有传奇性的
革命女性。刘子微以全跷功出场，并打破行当，运用新
的形体语言和唱念塑造了新的舞台形象。作曲家以娴
熟的音乐技法为不同演员编创了扬其所长的特色唱
腔。舞美富于视觉冲击力和戏剧表现力，在多层次的油
画写实风格中又兼具写意性。导演则将当代歌剧的大
气恢宏、现代瑰丽融入传统京剧，为演出带来了新的气
息、表现力、感染力和冲击力。当然，这种新的艺术语言
如何能真正“长到”京剧艺术本体中去使其真正汇入艺
术传统的长河，还有待我们继续思考。

昆剧编演现代戏的创作也长期被人视为畏途。而
江苏省昆剧院《梅兰芳·当年梅郎》的成功搬演却给我
们以信心。梅兰芳的题材本就难写，艺术家成就大、经
历丰富、贡献卓著，而剧作者却能从海量资料中抓住他
1956年返回泰州祭祖恰逢王凤卿辞世一事，延伸到梅
兰芳随王首次赴沪演出的回想，构成其艺术生涯中“成
长”主题的一个戏剧性描写。以“上海去不去、堂会唱不
唱、压台能不能、压台戏唱《穆柯寨》敢不敢”这四个核
心事件构成的戏剧性框架，生动表达了梅兰芳当年在
被怀疑、轻视的同时也被激励、帮扶、触动与启发，在自
我挑战和升华中收获成长，给人以启迪，具有现代和恒
久的价值。第三场梅兰芳与车夫的戏颇为精彩，车夫以
一句“无非是，难走的路，我走；别人不去的，我去”道出

“普天同理”，给艺术家以教益。这样一场对子戏也把艺
术与民众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全剧不只唱词隽
美，文字既有历史感又生动便于理解，追求性格化、昆
曲化，为舞台演出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剧围绕并突出演
员的表演，充分发扬了昆剧“捏戏”的传统，以保持剧种
表演的纯正形神来获得昆剧现代戏应有的艺术品格。
主演施夏明化妆造型后与梅兰芳形象非常吻合。他的
嗓音绝佳，表演大气内敛、生动流畅，把梅兰芳“温润如
玉”的气质表现得相当准确。全剧题材、题旨隽永，艺术
上紧贴昆剧本体，让我们对该剧的长演不衰持有期待。

晋剧《烂柯山下》对传统剧目的出新、再造同样令
人惊异。该剧情节取自《汉书》、明清传奇等作品，许多
剧种都有过演出。其中，由阿甲执导、张继青主演的昆
剧《烂柯山》影响颇大，剧中“痴梦”一折曾与《牡丹亭》
中的“惊梦”“寻梦”齐名。但在以往剧目中，崔氏是一个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甚至逼写休书、改嫁“张百万”，待
到朱买臣中试为官后则痛悔不已，央求破镜重圆的一
个被社会道德批判的典型，而晋剧《烂柯山下》在原有
情节框架和人物关系的前提下却写出了迥然不同的新
意和深意，令人不禁心生赞叹。剧中的崔氏也曾敢于自
己择婿，甘愿清贫和操劳而供丈夫苦读，只是在一再落
第的打击下借酒劲做出了逼休之事，之后对丈夫心生

牵挂，也未再接受过任何一个求婚者。而朱买臣在“马
前泼水”中也没有一味表现发迹之后的张狂，相反也隐
隐自责，念及她与自己共同生活中的长年辛劳。这种书
写人世间夫妻悲喜剧中人性的多面、复杂和一念之差
带来的无限悲悔的写法，让古代题材更具普遍意义和
现代人文观照，体现了传统本无而新作独有的博大的
悲悯情怀。作品中还增加了几个丑行角色，全剧于生动
活泼中又具有浓浓的世俗烟火气，在旧题新做的创造
中，于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的剧种化、地方化、突出表
演魅力等方面均给人留以深刻印象。

戏曲精神传统的执著坚守

本届戏剧节还给观众带来了对如何坚守戏曲精神
传统的多种思考。湖南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就是一台

“台上演出生动活泼、台下看戏轻松愉悦”的好戏。这与
该剧的轻喜剧风格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贴近
民心”，即继承、坚守、表达着让戏曲千百年来生生不
息、生机勃勃的“群体精神”。体现在内容上，该剧通过
农夫蔡坤山巧遇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以一饭之恩获
报而串连起民众、官员、皇帝之间的关系，传达了“以民

为本”的思想。形式上，
剧中充满浓郁花鼓戏
风格的唱腔、语言、表
演、润腔方法和器乐色
彩等浸透了该剧种发
生、流行地域民众独特
的性格、气质、趣味及
文化习俗，充分彰显了
剧种的本体精神。蔡坤
山的善良质朴、妻子的
泼辣多情、县官的昏庸
糊涂、师爷的见风使
舵、朱夫子的将计就计
一概演得鲜活生动，让
观众获得了极大心理

满足。当然，“群体精神”也有其时代性，如何避免局限、
努力增添时代感，该剧也还存在可进一步推敲之处。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楼胜折子戏专场》剧场气
氛热烈，主演楼胜今年刚获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此次应邀演出的《临江会》《白蛇传·削发、水斗、断桥》
《火烧子都》，通过对周瑜、许仙、公孙子都这三个不同
身份、行当角色的表演，把“文戏武唱”和“武戏文唱”表
现得相当充分。《临江会》一开场周瑜得知刘备即将中
计，轻狂大喜，从桌上加椅的高空飘然翻下、稳稳落地，
接着甩腰耍翎飞身窜入众兵丁的托举，最后“杀设”未
逞，在兵丁的高喊声中耍翎后正面僵尸倒地，一系列表
演合戏合情、动作干净利索。《白蛇传》中面对小青怒不
可遏的追杀，许仙在仓皇奔逃躲避中的吊毛、跑跳窜
坐，脱逃后的飞跳平身僵尸落地等高难动作，准确融入
剧情冲突，把一段复杂的情感关系特别是许仙有口难
辩的懦弱惊恐表现得淋漓尽致。《火烧子都》则是大武
生戏，楼胜扮演的公孙子都穿厚底、扎大靠，于各种戏
剧情境中完成了打斗翻滚、倒食虎、跳起平身摔僵尸、
单腿原地后空翻等表演，用夸张的方式、频繁的特技、
浓烈粗犷的风格和层层递进的心理刻画，把人物的癫
疯表现得触目惊心，以过人的绝技、绝艺把专场演出推
向了高潮。楼胜的扮相好、嗓子好、功夫好、表演更好，
而全团各个行当也均属“硬棒”，连龙套都极其认真、整
齐。这样的戏曲演出让观众由衷地喜爱、敬服！楼胜以
全身心的投入和不懈的攀登阐释了“梅花香自苦寒来”
的戏剧精神，也以自己的真功夫、真投入让我们看到了
什么才能在当今为中国戏曲赢得尊严，并能让越来越
多的人真正认识戏曲、喜爱戏曲。

京剧《新龙门客栈》则是一台由民营剧团编演的具
有广阔市场和独特艺术贡献的好戏。华人戏剧家卢燕
看戏后便赞它老少咸宜，懂不懂京剧都会喜欢。能达到
这一水平或许在于，该剧依托同名电影佳作改编，取其
框架、人物、情感和精神内核，但做了充分彰显戏曲本
体魅力的形式转换，还调动了影视、话剧、音乐、美术等
丰富手段进行了艺术新综合；在流畅的情节编织中呈
现了高频率审美刺激和快节奏叙述方式；以史依弘这
位文武兼备、才貌双全的艺术家出色的塑造人物能力
和才华技艺，充分发挥出角儿的艺术的强大魅力。剧
中，她的“唱念做打舞”无一不好，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而
性格色彩迥异，舞绸、耍鞭均见功力，诸多流派运用自
如。全剧兼具深厚的京剧传统魅力和现代审美的品质，
从中我们似乎可看到以观众一张张戏票的购买、口碑
的延伸所形成的“民间喂养”的生存之道。而其最为深
刻的意义则是戏曲与民众的血脉联系、以人民为中心
的初衷、创作与演出并举的追求，而这一切，恰是戏曲
良性发展的根本。

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已圆满结束了，但其中所体
现并引发的诸多艺术思考却会不断延展开来、深入下
去，影响和推动着中国戏剧事业的不断前行。

探寻戏剧良性发展的根本
——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观察 □汪人元

关 注

古典戏曲理论文献是我们今天创立中国戏曲学的
先决起点，是传承中华传统文明和戏曲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历来受到曲学界的看重与珍视。然而，古典戏
曲理论文献林林总总，可以聚为庞大的库藏，却又由于
古人观念的重经传轻俗艺，散落于经史子集之外，散见
于市刊俗刻之中，未能以整体面貌示人。因而，当代学
坛一直在对之进行汇总辑佚的工作。中国戏曲研究院
傅惜华等编纂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十册，1959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惠及戏曲研究界久矣。
2009年又有俞为民、孙蓉蓉纂辑的卷帙更大的《历代曲
话汇编》在黄山书社问世。

古典戏曲理论文献主要呈现为专著、专论与序跋、评
点等几类文体，前者相对集中，序跋文字则庞杂众多而散
碎凌乱，见于各种戏曲剧本、选集和有关曲著的序言、跋
文、题词、凡例、缘起等对用者而言，始终为散沙遗贝，难
以尽顾。然而戏曲史上真正有见解的曲学理论，却多见于
此类文章之中。2021年由郭英德、李志远纂笺，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以十年之功毕其一
役，披沙拣金、聚沙成塔、编纂成书，成为迄今最为科学完
备的戏曲序跋整理本。

戏曲序跋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研究价值，往往体现出
作者的创作动机、戏曲观念、专业理念、认识水准，并广涉
戏曲理论的各个方面。序跋作者大多与原书著者密切相
关，或出自剧作家本人之手，或出自其他戏曲名家，因而
对作者生平境况、创作意图、时代背景、写作过程、作品的
流传影响以及版本的甄辨考量都留下了最为真切和直接
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其内涵提供了可靠渠道。由于依托于实际作品比较容易
剔抉幽微，历来名家都喜欢运用这种方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朱有燉的
杂剧引、汤显祖的“四梦”题词、屠隆的《昙花记序》等，以及徐渭、冯梦龙、臧
懋循、孟称舜、袁于令、卓人月等人的有关文字。尤其到了清代以后，剧作家
已经形成将序跋视为剧作必备成分的自觉，往往在剧本刊刻时，就写出相应
的序跋作为辅助。洪昇的《长生殿》自序、例言，孔尚任的《桃花扇》小引、凡
例、批语等，皆成为经典性文献。

这类序跋式戏曲批评虽然带有我国传统艺术批评的一般性特点，例如
多为直觉式、感悟式的议论，较少整体性的系统论述，但由于作者对论述对
象的熟悉程度较高，因而一般能作出准确而深刻的评价与把握。有些篇目还
能结合当时的戏曲发展状况，触及时弊，展开争论，解决一些重大的理论问
题。其中一些序跋名篇，如徐渭的《〈西厢〉序》、李贽的《〈拜月亭〉序》、汤显祖
的《〈牡丹亭〉题词》、臧晋叔的《〈元曲选〉序》、孟称舜的《〈古今名剧合选〉序》
等，不仅具有独特的见解和观点，而且往往成为影响一个时期、引导一个流
派的纲领性说明。所以，除了珍贵的史料价值外，这些文献还具有鲜活的理
论价值，尤其值得治戏曲史学者随时参考。

凡文献资料集，其有用处首先在于“信”，编纂须信实可靠，读者方可以
放心引用。前辈许多编纂成果已经立为标杆，例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
成》，多年来成为戏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其中资料可以直接引用，原因是版
本清晰、劾校精审。然而戏曲序跋集成类著述过去虽有编纂，却未能达此标。
蔡毅1989年在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四册、吴毓华1990年出版
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勿论其搜集远非完备，即是在版本意识、考订详
审、校点精确方面，尚缺乏必要基础，而失考失辨、编次无序、错字误逗等缺
陷严重，因而无法进入文献库府。

《明清戏曲序跋纂笺》力图实现超越，在纂校劾笺方面下足了功夫。其
建树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体例赅备，搜罗完善。一是从各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总集、别集、笔
记、方志、目录文献，将海内外有关资料搜罗净尽。二是与戏曲有关者几乎
靡有绝遗，举凡戏曲剧本、选集别集、曲话曲目、曲谱曲韵著述，旁及诸宫调、
散曲集，皆入编内，搜集文献4300余种，远扩蔡毅、吴玉华本近倍。三是尽
录戏曲文献正文前后的有关资料，不仅标名“序”“跋”者，更有“引”“题词”

“总论”“凡例”“问答”种种，都是从某个角度谈戏论曲的，全部纳入卷中。四
是例添作者小传、资料解题和内容笺释，以利导引读者；书后附“戏曲文献名
目索引”“序跋作者人名字号索引”，便于读者翻查检索。

二、精审精校，慎添传笺。一是尽量选用较早或较好版本为底本，并采用
多种有价值版本认真劾校比勘，出校记以存迹。二是确保字真、审慎点逗。尤
其序跋印版多手书体，真草隶篆，异体繁多，尤以手写草书为字迹难辨，今日
阅者多有困滞阻遏，难以畅晓，编中皆一一辨迹详勘，更为印刷正体，便利读
阅。三是精于对撰者的劾证与考实，一应作者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月、生
平经历、著述、作期，尽力核确，落笔有据。四是对有关背景、典故、史实等，添
加合理笺释，便利导读。

由此，“纂笺”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完备而可以征信的明清戏曲序跋集，可
喜可贺。郭英德先生积一生之力研究古典戏曲，尤以明清传奇为工，又指导
了李志远博士论文《明清戏曲序跋研究》的写作与出版。师徒二位专门家合
力共为，成此恢弘14卷12巨册、洋洋洒洒400余万言之著，实乃中国传统
曲学集大成之汇录，诚可谓学界知库、曲苑渊薮。使曲学研究与习练者无需
四处寻访，省却翻捡之劳，一编在手，传统曲学堂奥尽窥，其功莫大焉，亦可
谓戏曲界的皇皇巨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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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当年梅郎》（昆剧）

由慕星编剧、白皓天执导，刘佩琦、倪大红、
韩童生、辛柏青、章劼、刘晶晶、崔凯、吴祯、杨淨
淇等主演的中国国家话剧院首部公安题材原创
话剧《英雄时代》，日前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
作为国家话剧院“红色演出季”剧目之一，该剧讲
述了派出所民警老胡及其同事不畏牺牲、不惧艰
险，以热血和生命保护人民安全的故事，讴歌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戎装英雄们。

该剧集结了“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获奖作品《谷文昌》的主创班底，自今年4月作为
国话首部“高清影像话剧”开机录制以来，已经过
半年打磨，此次线下首演,成为“双演融合”的新
尝试。舞台方面，该剧舞美总监刘科栋配合剧中
与高科技相关的犯罪情节，将整个舞台打造成了
楼体框架结构的九宫格“魔方”，运用三层转台变

换出商场、指挥中心、拳击馆、警务室、街道等场
景。视觉总监孔庆尧用灯光、色调营造出充满科
技感、现代感的舞台氛围，以五彩的霓虹灯、
LED广告牌等灯光线条营造出如科幻电影里未
来城市般的质感。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该剧致敬新时代公
安战线上的英雄们，彰显了和平年代人民警察的
英雄情怀。白皓天表示，讴歌英雄、讴歌人民是
该剧的创作初衷，此次剧院诸多艺术家的合作体
现了剧院“传帮带”的传统，主创团队试图讲述有
温度的、好看的新时代公安故事，让更多年轻观
众走进剧场。 （路斐斐）

10月11日，由中国煤矿文工团与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音乐诗剧《青山风骨》在
京建组。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2021年的重点创作项目，该剧将融合音乐、诗歌、舞蹈、情景演出
等艺术元素，真实再现“草鞋书记”杨善洲“坚守一辈子、奋斗一辈子、清贫一辈子”的革命历程。
贾雨岚任该剧艺术总监，冯必烈任编剧，郭凯敏任导演，李杰任作曲，郭凯敏、徐涛、何音、张兆北
等主演。

该剧的创作源自2020年9月,中国煤矿文工团云南演出小分队在当地演出期间，曾赴保山
施甸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通过丰富的专题教学、现场上课、体验教学等
形式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杨善洲同志，走近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优秀共产党人，并萌生了创作一台
音乐诗剧表现其先进事迹的想法。今年3月，主创团队再次赴保山采风，在老书记生前学习、工
作、生活过的地方寻访他的足迹，倾听、串联起不同人眼中不同侧面的人物故事，更加坚定了要以
叙事诗的方式，发挥音乐诗剧的艺术特色，用诗化的语言表现出老书记22年造林兴林的全过程，
生动诠释一位共产党员60年如一日践行初心使命、坚守理想信念的执著精神。目前，该剧已完成
剧本创作、舞美设计等前期工作，计划今年在京首演后还将赴云南保山等地进行巡演。（路斐斐）

国话首部公安题材话剧国话首部公安题材话剧《《英雄时代英雄时代》》上演上演 音乐诗剧《青山风骨》诗意塑造杨善洲形象

王昊宸王昊宸 摄摄

《深海》（话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