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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话

剧《苏东坡》文学基础好，舞台呈现高，思想上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保持高度一

致，同近年来其他戏剧作品相比，尤其在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等“硬实力”上都更具竞

争力。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濮存昕认为，在新时代，四川人艺在抓大题材、

本土题材上表现非常成熟，以原创剧目带动院

团年轻队伍建设的战略要坚持走下去。苏东坡

是中国古贤第一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都

有自己追求的苏公情怀。感谢四川人艺让我们

接近了一次苏东坡的生命，对我们今后的创作

有很大的帮助。

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戏剧教育家徐晓钟
说，《苏东坡》舞台表现是一大创新，大量运用的

戏曲与民间艺术假定性原则和“说书”叙述手

段，配合非幻觉主义语汇，将“诗”的美完全解读

出来，开创了新的舞台美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

的佳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宋宝珍对剧目的艺术呈现给予肯定，认为《苏东

坡》文学基础很好，舞台表现力很强，且剧目内

容丰富，层面丰满，可以提供给观众方方面面解读

的空间，通过话剧可以学习古贤人格精神，缅怀知

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剧中采用的一些网络热词，既

能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又能使戏剧语言更灵活。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剧作家冯俐认

为，《苏东坡》具有巴蜀文化特质，是一部通向观

众心灵深处的作品。在强调继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今天，相信进行有针对性的打磨提升后，

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

佳作。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

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冷成金和故宫

博物院苏东坡研究学者、作家祝勇认为，话剧

《苏东坡》把东坡的文化精神和北宋各阶段的变

法、变革、政治斗争、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客观准

确呈现，张弛有度、波澜起伏。该剧不仅是一部

很雅的话剧，更是苏轼题材文艺创作中一个很

好的样板。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在晚

年创作的《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曾如此描述湖北

黄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在其生命中的重要地位。

而在900多年之后，2018年7月，由四川省委宣传

部、四川省文化厅指导，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

任公司和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联合出品的话剧《苏东坡》，再次踏上其主

人公曾经走过的道路，先后前往三地巡回演出，获

得观众热烈反响。

从今年2月在成都首演，直至7月22日结束海

南的演出，话剧《苏东坡》已在四川、北京、重庆、湖

北、广东、海南等地上演23场。作为“四川历史名人

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启动以来的首部舞台剧，《苏东

坡》再现了一代文豪的诗意人生，展现了四川历史

名人的人格魅力，凸显出四川人艺不俗的创作水

准，获得专家学者广泛好评。

剧作三年打造、六易其稿

讲述“苏轼”如何成为“苏东坡”

“各位，在眉山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苏轼名

字的由来……”《苏东坡》自“乌台诗案”讲起，融合

了湖州陷狱、汴京受审、黄州躬耕、惠州修桥、儋州

育人等情节，通过对苏东坡宦途、诗路、情感等方

面的立体呈现，展示了一个富于创造、乐观豁达、

才华横溢、守正不阿、为民造福的政治家、思想家、

文学家形象。

一代文豪辉煌人生的艺术再现，依托于《苏东

坡》强大的主创阵容：姚远担任编剧，查丽芳担

纲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韩生负责舞美设

计。《苏东坡》历经三年精心打造，剧本六易其

稿，今年2月在成都首演，3月应邀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展演，得到了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领

导，以及戏剧界、史学界、文学界专家学者肯

定，并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舞台艺术创

作项目扶持。

姚远希望写出“苏轼”如何成为“苏东坡”，“他

在黄州东坡的时候，把数十亩土地上的瓦砾捡干

净，也把内心打扫干净，那时候他就不再是苏轼

了。”姚远表示，也许苏轼后半辈子的活法是一种

“苟活”，但一个人竟能在那样的“苟活”中，创造出

如此令人惊叹的锦绣文章。查丽芳认为，创作《苏

东坡》，关键并不是在舞台上展现他的诗文，而是

将贯穿诗人一生的气象和诗意呈现于舞台。韩生

从这一创作理念出发，巧妙地将“车”的形象贯穿

于全剧始终，既提示苏轼名字的由来，又象征其颠

沛的生涯。

《苏东坡》还创造性地加入川剧帮腔，以及戏

曲中的串场人角色、苏东坡故乡眉山的方言俚语

等，是一部创作者以新的剧本写作方式呈现的人

物传记。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既有“四川话”又有“普

通话”，既保留了地域特色，又照顾了各地观众的

接受程度。巡演所到之处，观众无不为苏东坡的人

格魅力和四川人艺演员的精彩表演折服。

传承东坡文化、四川文化

响应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话剧《苏东坡》的创排和巡演，当属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大鲜活案例，这

在四川文艺创作领域也是“开风气之先”。去年3

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启动实施，

苏轼是首批十位入选历史名人之一，四川人民艺

术剧院发挥了四川文艺先行军的作用，话剧《苏东

坡》则成为工程首部原创舞台剧，是四川传承东坡

文化、传播四川文化的重大举措。

四川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名人巨匠灿若星辰。

特别是历史上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政治家、思想

家、科学家、艺术家等，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

神品格，闪烁着巴蜀人民独特的气质风范。组织实

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对重拾川人

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精神记忆，延续巴蜀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脉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增强四川文化软实

力、影响力、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开展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四川深入挖掘本省历史名人思想文化资源及其当

代价值，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和眼光开

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和现代表现形式，让历史名人及其文化“活”起来，

真正走出历史、融入当代，走出书斋、面向社会，走

出四川、走向世界。话剧《苏东坡》创排期间，主创

团队走进东坡故里眉山采风；而在黄州、惠州、儋

州巡演过程中，又先后集中探访东坡赤壁、惠州西

湖、东坡书院等相关遗址遗迹，将东坡精神遗风贯

注于演出。

工程将建立一批学术研究中心，创建一批文

化传习基地，策划一批文化品牌活动，创作一批文

艺精品力作，打造一批主题旅游线路，研发一批优

秀文创产品，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带动“文

化+”产业茁壮成长，形成全社会参与守护、传播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据悉，四川人

艺有意以扬雄为主题，继续打造四川历史名人题

材剧作。

着力优化结构、创新发展

65载四川人艺寻求舞台艺术新突破

话剧《苏东坡》能在全国上下取得热烈反响，离

不开四川人艺在剧中倾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四川

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于1953年，2012年9月转企改

制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今年适逢建

院65周年，四川人艺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巴蜀大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长期以来，四

川人艺依托四川丰富的文化资源，坚持创排“彰显

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作品。

近年来，四川人艺不断思索，优化结构，创新发展，

陆续创作了《范长江》《雪域忠魂》《巴交龙布》《铁血

西迁》《赵一曼》《高腔》等大型话剧。2017年创排、

献礼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的川话版《茶馆》，更被

广泛赞誉为“为中国话剧打开一扇窗”。

四川人艺还积极探索商业戏剧发展的道路，其

经营的黑螺艺术空间建于都市商业综合体，吸引着

城市高消费群体，通过引进品质上乘且具有当代性

的剧目，每年保证高场次的演出，拥有了一批忠实

的粉丝群体。同时，四川人艺从2016年开始连续两

年举办川渝话剧“双城记”暨成都戏剧节，进一步扩

展戏剧在两地的影响力。

依托于近年来四川大力发展音乐产业的政策

红利，四川人艺还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欧·亨利同名

短篇小说创排了音乐剧《麦琪的礼物》。该剧不仅在

2017年受邀赴韩参加第十一届大邱国际音乐剧

节，获得“评委会大奖”殊荣，最近又入选第十三届

全国声乐展演暨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成为音乐剧

组仅有的6部入选作品之一。

探索还将继续。四川人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罗鸿亮表示，今后将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结合四川建设文化强省战略，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着力挖掘具有巴蜀文化特质的舞

台艺术作品，以重回“中国话剧第一方阵”为目标，

与西南大区的其他兄弟院团紧密团结和合作，倾力

促进西南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

依托丰富文化资源依托丰富文化资源，，打造新时代精品力作打造新时代精品力作————

话剧《苏东坡》奏响四川强音奏响四川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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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话剧《苏东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