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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

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2022 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成

为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和

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更是明确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

在要求和秉持的基本原则。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将激发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

中的生机与活力。

杂技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杂技艺术发源地的世界位置和数千

年灿烂的发展史是中国杂技的自信底气和突

出优势，而传承千载有余的传统技艺也始终

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当代舞台上。2022年11月，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热潮之际，由中国文联、中共河南省委

宣传部、中国杂协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杂技

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在河南省濮阳市举办，

从 30 个入围决赛的精品杂技节目中角逐出

10 个杂技节目奖。作为中国杂技最高奖，此

届金菊奖的赛场见证了近5年来中国杂技创

作的重要进步，为今后中国杂技创作的繁荣

发展与中国杂技事业的自信自强锚定了新起

点，树起了新标杆。

从此届比赛中可以看出，传统技艺仍是

当代杂技节目的重要内容，在参赛节目中比

重过半。如中幡、蹬人等耍弄类技艺和对手、

顶技等形体类技艺都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发

展出了新技巧和新的表现形式。其中，耍弄

类技艺中的蹬技节目最值得一提。本届决赛

中共有 5 个参赛节目着力于展示“蹬”的技

巧，获奖的10个节目中有3个归属蹬技，分别

展示了蹬技中的蹬鼓、蹬伞和蹬人技艺。这

3个节目代表着蹬技传承发展至今的最新高

度，可以从中窥见杂技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

新之道。

作为有悠久历史和丰富表演内容的杂技

技艺，“蹬技”在古时就有踢瓶、踢碗、踢缸、蹬

梯子、蹬车轮的各种记载，发展至今已成为中

国杂技的一大技艺门类。“蹬技”重蹬、抛、转、

传等技术动作，非常考验杂技基本功的灵活

掌握，其中又分“重蹬技”和“轻蹬技”。“重蹬

技”如蹬缸，以承力负重为特色。“轻蹬技”则

以蹬伞为代表，重在表现轻盈与灵巧，由于蹬

起的道具重量轻，要兼顾轻薄物体的悬浮感

和易受外力影响的环境因素，因此更显难度。

此外，“蹬人”也是重要的蹬技艺术。

“蹬鼓”是山东地区的强势杂技。山东省

杂技团的《弈》在继承原有蹬鼓技巧的基础

上，创新使用了360度旋转移动车鼓，完成圈

传、对穿、蹬小鼓上肩等技巧，加入前空翻、后空翻传人接毯、直立

720度接毯、蹬人720度接毯，将蹬人连续两周接毯突破为三周接

毯，把原有的蹬一周、蹬两周接毯创新使用在第三节人上，结尾以

多组四节人、三节人、二节人蹬大鼓形式呈现，以此达成蹬鼓技艺

的突破。该节目兼具技巧难度的提升和道具的创新，并挖掘中国

象棋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以技巧动作的变化对应棋局

形势变化，彰显中国审美旨趣，呈现形式上更添雅致和新意。

“蹬伞”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节目，以单脚、双脚拨弄

伞为主要表现形式，有高抛、蹬转、走伞边、空中翻滚等技巧。

1950年代，重庆杂技团的全莲娣开创了蹬伞等一系列轻蹬技表

演。近70年后，大连杂技团有限公司的《蒲公英·远方——蹬伞》

又谱写了新纪录。该节目展现了“纯粹”的蹬伞技艺，演员从蹬起

一把伞开始，将伞一把一把叠加，最终手脚并用完成十五把伞的

蹬转表演。其中独有的创新技巧如一把伞时跑伞边大跳、五位脚

打击抛接伞，蹬三把伞时双手转伞双脚小开花、手脚转伞对传，

蹬四把伞时的双伞大飞、过桥飞伞、点伞脚磨抛伞上，蹬十五把

伞时双手转伞双脚叠伞捻转540度等。在艺术呈现上，该节目将

道具伞拟物化为蒲公英，小小蒲公英为了梦想踏上征程的诗意

象征大大丰富了技艺之外的表演空间。

南京市杂技团有限公司和南京市杂技家协会的《奋斗

者——绳技蹬人》，是融合绳技和蹬技的复合技巧节目。蹬人的

“刚”和绳技的“柔”并济同台还属首次，体现了编创者的巧妙构

思。底座演员蹬接舞绳的尖子演员以及尖子演员被蹬起翻转腾

空时，舞圈旋转的绳子不能断开等技巧，则对表演者提出了巨大

挑战。节目尾声的“转小绳连续后翻斜梯蹬人接云里翻下”技巧

动作发生于沿轨道倾斜向上移动的仅半平方米的平台上，尖子

演员在舞绳旋转的同时，在底座演员的蹬接中连续后空翻，待平

台升至高点后一跃而下。技巧之外，该节目着力于刻画新时代奋

斗者的青春群像，表现了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需要身体力行。受限于人类的体能，杂技

千百年传承的传统技艺发展至今，在技巧提升上已不具有太大空

间，传承创新绝非易事。技巧是杂技的本体，当下杂技传统技艺的

技巧发展一直有两种方向：一是在某种技艺中深耕苦练，呈现该

种技艺的纯粹技巧难度提升；二是通过多种技艺的深度融合，实

现技艺复合后的难度创新，并不断提升复合难度。包括蹬技在内

的各种传统技艺一直在保证优质传承的基础上，遵循着这样的技

巧发展思路，由此诞生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创新，不断为传统技

艺的发展提供范本与思路，积累丰富着杂技技艺的深度和广度。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其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杂技界的深刻共识和孜孜以求的共同

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杂技人定当激发创新创造的新

活力，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以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文艺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文化艺术研究
所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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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地捧出时代的魂灵虔诚地捧出时代的魂灵
——观剧笔记五则 □□欧阳逸冰欧阳逸冰

那些真正的剧作家、导表演艺术家以及戏剧美术、戏剧

音乐艺术家，在那几百上千的剧场座位组成的神奇天地里，

就像油画《父亲》中的那位劳动者一样，用辛劳铸就了自己

的一生，却又从不懂得什么是“辛劳”。当“父亲”翻动脚下被

汗珠砸碎的土坷垃时，心中浮现的是灼目的麦海稻浪；而那

些真正的戏剧艺术家也和画中的那位劳动者一样，他们的

眼中是变幻灯光下的神奇舞台，所有的座椅都会变成活力

充盈的生命，同舞台上变幻多端的历史与现实的天空融合

在一起，形成远不是“剧场”二字所能解释的奇妙世界：那是

一种飘离大地而又反观万物的感受，那是踏进“人”这个光

怪陆离而又绮丽幽美的心灵世界的奇妙旅途……

行文至此，我从内心发出真诚的呼唤：你好，辛勤的戏

剧创造者，你们是开创戏剧文明新人物画廊的雕塑家！就是

你们，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了一个个时代的魂灵。

一、别动，我心灵上的朝露
——昆曲《瞿秋白》的主人公

现代性从不排斥优秀传统的融入。细细思忖，在主人公

塑造上，且不说表现其在囹圄淫威下的坚贞不二，也不说他

在真情假意的软化面前付之一笑，单只说在主人公唱词的

细微处，一个天然无雕饰的“趣”字在熠熠闪光——

明末清初戏曲作家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引用古语说

“诗有别趣”。他认为，“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

人者。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

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

曲”。当然，此“趣”非低级之趣，非无聊之“趣”，非琐屑之

“趣”，而是智慧的幽默、大智的快语、悖逆的豁达、出人的聪

颖、平淡的奇说……且看昆曲《瞿秋白》之“趣”：

身陷囚牢的主人公开场第一唱，便是“烟尘渺渺忽回

望/澄心一片皆清旷/皆清旷/啾啾儿雀鸣枝上”，其视线竟

然是凝视在树枝上的“雀鸣”。是喜爱今日那雀儿的自由

歌唱，是向往明日歌唱的自由，还是雀儿自由的歌唱给他

带来了生命自由的快感？无论如何，是欣赏，是向往，是快

乐，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仁人的情

怀，诗人的神思。相对应的是结尾，在唱完那首瞿氏译本

的《国际歌》“这是我们的/最后决死争/同英德纳雄耐尔/

人类方重兴”之后，就是那首在全剧三次出现的《卜算子》

中的梅花，“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当把整个

生命献给“人类方重兴”的事业后，遭受敌人屠戮，在主人

公看来，不过是“逍遥”而已，这正是“从容赴死”的艺术表

达。主人公浑身浸透的是中国文化，而其精粹乃是“风骨”

二字。这是怎样的“趣”？“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

也”（《制曲枝语》）。

最“趣”者莫过于就义当日，主人公出了牢房又急匆匆

复返，为何？仅为将刚刚想到的集唐人句（韦应物等人四句

诗）写下来，以此记述昨夜美丽的梦。那梦里，除了杜鹃，锦

云，姹紫嫣红，还有那“清露一滚芳草尖”。这是主人公最后

的诗作，那一滴“清露”把世界与未来透视得愈加明晰、清

澈、透亮。这“清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必须在生命结束之

前写出来，唱出来，正如还没画完几何图形的阿基米德，面

对向他举刀砍来的罗马士兵大叫：别碰我的圆！阿基米德，

瞿秋白，他们心中自有高于一切的圣洁啊！

这是怎样的“趣”，让颟顸者瞠目，让知心者痛哭，让愚

昧者木然，让市侩者无解，让贤达者肃然起敬……

这就是昆曲《瞿秋白》开掘现代性时，坚持以人为中心

的真诚努力之所在。

二、神秘的人生戏剧与诡谲的戏剧人生
——话剧《路遥》的主人公

《路遥》的主人公正像歌德说的那样：“莱辛之所以伟

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路遥是这样阐释并践行坚定

性的：“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

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

神也会永远年轻。”（《平凡的世界》）

用戏剧思维来表达这样的内蕴，那就是神秘的“人生戏

剧”与诡谲的“戏剧人生”的编织。在该剧中这是由四条经纬

线编织而成的。

先是围绕着《平凡的世界》创作与诞生铺排出“搓板式”

的命运主线：历经多次退稿之后的出版发表，继而是京城研

讨会的“当头棒喝”；待到作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

说连播赢得无数听众的喜爱，主人公的身体却发出了严重

警报：头晕，胸闷……之后喜从天降，《平凡的世界》荣获茅

盾文学奖，同时出现了种种流言，旋即又祸从天降，妻子正

式提出离婚！主人公临终前，文集的出版终于有望，但却怎

么也凑不成必须订购的1000套。主人公的命运顺逆相接、

起伏相缀，喜悲头尾重合、得失形影不离。引人深思的是，所

有这些不是命运之神对他的捉弄和拷问，而是他要改变命

运对他的既定安排。如果我们把这一波又一波命运的恶浪

倒过来看，这又恰恰是主人公一次又一次令人惊叹的戏剧

行动：退稿之后是继续投稿，被斥为“低劣”之后是继续写出

后两卷，流言之后是获得“茅奖”，妻子提出离婚之后是谋划

文集的出版……“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与

奋斗”，这就是主人公的“人格与坚定性”。

其他三条辅线是：一、主人公与郭见海及高二强的正反

二元关系，前者为反衬，后者为烘托。直至主人公病入膏肓

生命垂危，郭见海依然再次试图驱使其给自己书写传记，以

“拉大旗作虎皮”；而高二强则要把自家的店铺卖掉给主人

公治病。二、主人公与妻子程远关系的断崖式坠滑。在全剧

六场戏里，妻子一共发出了五次一次比一次严重的“警报”，

而主人公则仅仅是一次比一次惊愕不已；略过他们家庭问

题背后蕴藏着的社会学原因，也不谈阴晴圆缺是生活的必

然，这离散的家庭悲剧强有力地反证了，主人公为取得文学

事业的卓越成就而不惜贡献出了一切，其中包括家庭生活

的遗憾。这同样显示的是那构成伟大的“坚定性”。三、最后

一条线是主人公与他的人生“贵人”曹谷溪建立起来的知

友、挚友、诤友的宝贵情谊。岂止为“友”，舞台上的曹谷溪就

是一颗社会的良心，对主人公这样伟大而诚实的作家尽力

呵护。这不正是人民的愿望吗？

四条“龙骨线”扭结在一起，相融相映相倚，牢牢地把整

个戏树立起来，使之坚实、丰实、厚实、扎实，在话剧舞台上

为伟大的文学家路遥建筑起一座无形的纪念碑。

三、偶然中的历史根由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每当历史转变的特殊时期，时代激流会漫卷着一切。这

个“漫卷”真是伟大，把砂砾筑入丰碑，把点滴卷入浩瀚。然

而，这个“漫卷”常常是缘于偶然。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

征》的主创就是抓住了原著小说这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偶

然”发生的故事，用巧妙而深邃的戏剧思维，用采茶戏的喜

剧手法，把整个舞台变成小人物骡子的眼睛和心田，由此衬

映出这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

迹”——长征。

这正是该剧令人震颤之处：主人公脚夫骡子的个人遭

遇对应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他的“长征”是由红军长征

派生出来的属于他个人的“心灵的长征”。原本他只是一名

脚夫，一觉醒来，他赖以生存的黑骡子竟被黑心老板盗卖

了，他变成孑然一身，身无分文。红军首长要给予他补偿，他

又怕红军吃亏，坚持以工代赈，继续为红军拉脚。这样，他和

红军首长的做人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仁者爱人”“思诚

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或许没念过《孟子》，但

是他具备中国人这样的优良品格。这是主人公灵魂的“根”，

是这个“偶然”背后的必然依据。

然而，没有历史激流的漫卷，他这个“心灵的长征”是不

可完成甚至不可能开始的。如果没有湘江之战一个排的战

士以命守护，如果没有共青团员古玉洁以国民党“团长小

姐”身份的保护，如果没有邱明亮一路上的护卫，甚至为了

给他挖野菜而身陷沼泽……脚夫骡子是完不成心灵的长征

的：“早就想喊你一声哥……哪怕再深的水再陡的坡，我也

要做像你一样的人！”

红军首长、邱明亮和古玉洁正是历史激流的象征，脚夫

骡子与他们的人物关系也正是这出具有寓言性戏剧所隐喻

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就像哲学家培根说的，“在人类历史的

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

发现”。骡子用自己的信义和生命所护卫的“金子”就是历史

的真理：光明与正义。

令人震颤的不仅是这出戏的深邃思辨，还有它的舞台

呈现：仿佛整个舞台都被赋予了新鲜生命。一草一木、一人

一景、一墙一物、一琴一瑟、一柱一弦，甚至日月星辰都有了

盎然生机……舞台上的世界与主人公脚夫骡子连同他的心

上人花姑，“通灵”同心，表达着他的喜怒哀乐：门前那一排

绿杉树竟然会在他和花姑之间表情达意，或眺望，或惊喜，

或遮掩，或感叹；为了突出骡子勒马救美的惊险，当惊马冲

到门楼时，那高大的门楼居然吓得“飞”上了天；在草地之

夜，骡子想念花姑，不但那排杉树“赶来”增添浓情蜜意，就

连弯弯的月亮也轻轻划到银星的身边，将它揽在怀里……

如此浑然天成的运用，把这出戏“一个人与历史”的“内

容”变成了“一个人与世界”的“形式”，让整个舞台世界“一

枝一叶总关情”。

四、当代意识与思维的大道
——话剧《大道》中的主人公尤道生

《大道》的主人公尤道生，最可宝贵的是，他的命运之路

在当今话剧舞台上所显示出来的当代意识与当代思维方

式。那么，如何去表现尤道生当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及变化

的实质呢？

主人公与“电脑鬼才”李子建的人物关系就好比是一支

意味深长的“回旋曲”。它属于“三段式”回旋，提出了令观众

随之思辨的三个重点：一、当代意识中的思维方式，二、当代

意识不相信溺爱，三、当代意识中“王道”与“霸道”的关系。

在第一点里，显示了主人公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在

赚了一个亿，两个亿的利润已近在眼前时，主人公却不扩

大再生产，而是要冒险搞自主研发。尤道生在与李子建第

一次见面的争论中就指出，“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三步

就是先烈。‘国讯’要做先驱，不能做先烈”。在继续生产国

外落后产品赢得利润的同时，立即开始系列研发，李子建

就是“国讯的未来”，“用最优厚的待遇，最科学的分配激

励，最透明的阳光管理，将顶尖人才从世界各地吸引过

来”。这都是为了“明天”。

而在第二点里，当李子建用最高音调不容置疑地喊出

“李子建创造了国讯的辉煌”时，观众和郁德和（主人公的合

伙人）会同时愤愤地斥责：“真是不可一世！”而主人公则慨

叹：“这世界最难搞的就是人！”他在观察，在思索，在自省：

“看来，用感情维系起来的关系是很脆弱的。”他失败了，不

是因为爱，而是当代意识不相信溺爱。

在第三点，主人公对失去底线的李子建进行着“王道”

的怀柔与“霸道”的钳制。因为李子建“联手偷走公司的技术

机密与商业机密……和外国的基金联起手来对付国讯”，必

须使用“霸道”，让他“走投无路，我才能救他”。而所有这一

切的目的仍然是“王道”，他太珍惜李子建的才华了：“国讯

是你的家。”不成想，对方直到真的走投无路了却决定：“电

信领域，李子建从此不再涉足。”尤道生还是失败了。但他仍

然不无遗憾地憧憬着：“一个企业能够做到真正强大，他就

应该能够容得下任何人。”那节奏是有力的、深沉的。这个遗

憾所显示的仍然是当代的思维方式。

这是全剧最具意味的“回旋曲”。主人公始终怀抱着的

是对明天的希望。他所有的不懈奋斗、新颖的思维方式，都

是来自对明天的希望，都是为了明天的成功。这就是当代意

识的重要方面：可能性超过了现实性。

五、民族化的真谛
——话剧《天算》的主人公

一张：“杀贼（日寇少佐）者，奉天鲁宗舜也”的字条，引

出了两路“追杀”。一路是鲁宗舜尚未拜堂的发妻白珍珍，据

此寻找“丢失”了多年的丈夫。殊不知，日寇正在她背后阴森

森地盯着。另一路则是穷凶极恶的日寇关东军情报课长今

井隆一，他咬牙切齿地发誓：“我一定要亲手砍下他（指鲁宗

舜）的脑袋！”他目标直指“相师”白凤岐，对其极尽“拜访”

“拉近”、恫吓之能事，直至最后硬闯其婚礼现场，预谋当场

抓出这个“杀贼者”。

全剧的这个核心情节不但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更重

要的是，其中洋溢着整体构思的“民族化”追求。窃以为这或

许是全剧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一是剧名源于汉语中的熟语

“人算不如天算”。在剧中，这凝聚着经历多年沦陷痛苦的东

北同胞对赶走日寇的苦苦期待，是东北同胞对天理正道的

坚信。二是全剧主要戏剧矛盾正是以白凤岐与今井隆一正

反双方的冲突为线索的。今井这个特务经常以“同行”富山

相师的身份，站在“侵略有理”的立场上，曲解《易经》，妄图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白凤岐嘲讽心怀叵测的今井，

正告他《易经》思想不容玷污：“道者，天地运行之节律也。立

天之道阴与阳，立地之道柔与刚，立人之道仁与义。有此三

道，世间万物方才道而有序，没有了仁与义，哪来的人，哪来

的家！”戏剧冲突从情节的推进探入到了思辨的深层。而这

个思辨正是民族化的实质——特定时代里独有的民族情感

以及这种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

再一个重要成就，是主人公白凤岐的塑造大大得益于

总体构思的精巧设置：发妻与日寇特务的两路“追杀”构筑

了独特的戏剧情境。在发妻面前，白凤岐以攻为守，竭力保

护她，避免她与鬼子追查的鲁宗舜沾上关系，以此来掩盖内

心无尽的愧疚；在今井面前，他又以守为攻，伺机反击，千方

百计地保护发妻、韫之、二顺子等同胞乡亲。他既是发妻白

珍珍的丈夫鲁宗舜、新娘子韫之的“新郎官”白先生，也是地

下交通员二顺子的上级，是今井眼中的杀贼者，是北市场百

姓仰慕的白大贤人……如此这般，主创充分表现了主人公

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变性和多向性。这正是恩格

斯所期待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

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

台词仅仅是语言艺术吗？它还有可能表达特定历史时

期人们思想潮流的深刻变化。譬如，白珍珍那句表白：“嫁给

什么样的男人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嫁给壳螂就下崽儿，嫁给

毛驴子就拉磨。国有良将，家有贤妻。这辈子，珍珍跟你当一

回忠臣，不冤！”这是三从四德、忠孝节义，还是抗日救亡的

新意识突破了旧躯壳？

回顾2022年观摩戏剧的印象，上述五则笔记当然挂一

漏万，但是五位主人公的共同特点显示了戏剧作家、艺术家

对主要人物内心世界越来越阔大而又精细的生动雕刻。正

如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所说，“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

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魂灵的心理学”。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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