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在反思中寻找在反思中寻找 在探索中创新在探索中创新
□刘 平

话
剧
话
剧

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艺 术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滑稽节目奖揭晓
11月1日，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最后一

个类别的奖项滑稽节目奖，在中国杂协命名的

“中国杂技之乡”河南省开封市决出。天津市杂

技团报送的作品《三个和尚》从来自10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11个决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

奖，其他两个名额空缺。至此，包括杂技类、魔

术类两个子项在内，本届金菊奖各类奖项全部

揭晓。

据组委会介绍，滑稽表演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在中国的杂技发展历史中却属相对弱势的一

个领域。本次大赛初评参选作品中，新文艺群

体滑稽团体和个人参赛节目占比约七成，比赛

为培养滑稽新人、扶持宣扬传统艺术起到了示

范引领作用。此外，决赛活动期间，组委会还特

别举办了中国杂技理论高级研修班、中国滑稽

创新创作研讨会、国外专家滑稽艺术讲座等多

场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开闭幕式晚会、惠民演出

和首届开封国际滑稽幽默艺术周展演等多类文

化演出活动。中国杂协分党组书记王仁刚表

示，这些活动为更好地交流与探讨中国滑稽艺

术乃至杂技艺术的未来发展，让更多社会群体

了解国内外滑稽艺术、杂技艺术的发展状况，鼓

励滑稽艺术创作者开拓出新、推动精品创作有

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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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西方戏剧

交流的日益密切，西方经典文学频繁亮相于中

国传统戏曲的舞台。蓬勃发展的跨文化戏剧作

为中西方戏剧艺术、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丰富

了西方经典文学的表现形式，也为中国传统戏

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塑造了极具创造力的戏剧

样式。10月27日，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

究所主办的“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和实践”学术研

讨会在京举行。十余位业内专家以戏剧的跨文

化研究为支点，围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

发展的中国戏曲改编西方经典文学的舞台实践

及相关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研讨会上，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鳞以中

国戏曲搬演古希腊戏剧为例，提出要善于发现

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之间互补的美学原则，找

到东西方戏剧的审美契合点，将二者有机融合。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冉常建认为，中国戏曲应该

坚持表意的美学传统，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现代

派戏剧的精髓，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实现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陈戎女以河北梆子

《美狄亚》和京剧《王者俄狄》等剧为例，探讨了

古希腊戏剧在融入中国戏曲的过程中所体现出

来的本土化和创造性，认为跨文化戏剧不仅扩

充了传统戏曲的表演题材和表现空间，也使西

方戏剧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和展开方式。剧作

家郭启宏视跨文化戏剧为中西方艺术、文化之

间的桥梁，强调跨文化戏剧在表现民族、文化差

异的同时，促进了异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

中西方戏剧的交融与碰撞能够产生出具有创造

力的全新戏剧样式。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跨文化

戏剧是大势所趋，有助于双向的跨文化交流。

（杨诗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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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创作不断深入与拓展

改革开放40年来，现实主义话剧创作经历了回归、寻找与

突破中拓展三个发展阶段，显示了强劲的艺术生命力。

回归现实主义话剧创作“写真实”的传统，是“文革”结束

后话剧创作的重要转变。一是突破题材禁区，以写“人”为创作

主旨。“文革”期间被压抑多年的有关恋爱、婚姻方面的内容获

得重新展示，《明月初照人》《不知秋思在谁家》《昨天、今天和

明天》《山乡女儿行》《人生不等式》《寻找男子汉》从关注女性

恋爱婚姻入手，大胆表现改革开放年代女性思想意识的觉醒

和自信力的增强，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改革中女性的思想变

化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二是以新的视角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改“仰视”为“平视”，以鲜活的生活细节写

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民本色和人道情怀，表达他们

的宽广胸怀、远大理想和对国家、民族的突出贡献，《报童》《陈

毅市长》《秋收霹雳》《贺龙军长》《北上》《平津决战》等率先突

破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禁区，塑造了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陈毅、贺龙等有血有肉、可爱可亲的领袖人物形象。

在学习、借鉴中整合，促使现实主义话剧创作向深度与广

度进发。现实主义话剧在学习借鉴外国戏剧表现手法的过程

中，努力克服“为政治服务”遗留下来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

不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真实地表现生活，形象地刻画人物，深

刻地揭示人生哲理，艺术地提升审美意蕴，精练地开掘主题寓

意。《红白喜事》《黑色的石头》《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

《北京大爷》《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春夏秋冬》等反映生动、鲜

活的现实生活，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夕照》《地质

师》《洗礼》《士兵突击》《“厄尔尼诺”报告》《天籁》《这是最后的

斗争》《去往何处》《一诺千金》等则以丰富、细腻的生活细节塑

造，描绘出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发展，中国人能够在艰难困苦中

站立起来的精神动力。《商鞅》《死水微澜》《沧海争流》《立秋》等

的出现，提升了历史剧创作的艺术质量。《岁月风景》《让你离不

成》《独生子当兵》等则以喜剧的形式讲述责任与使命的问题，

在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信心与力量。

新世纪以来，话剧创作题材不断拓展，艺术品位不断提

升，尤其是弘扬主旋律话剧创作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一，

从展现好人好事到创造人物形象，出现了以真人真事为题材

创作的多部优秀作品。《郭双印连他乡党》描写一个村党支部

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塑造了时代感强、个性化的人

物形象。《黄土谣》通过父子之间的心灵碰撞展现了两代人的

思想矛盾冲突和不同的人生追求，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深度”

真实。《麻醉师》通过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陈绍洋这一形象的

塑造，写出了“信仰”的力量。第二，从写社会问题剧向艺术审

美层次迈进。《父亲》把以下岗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社会问题剧

提升到美学观照层面，塑造了真实、感人的“父亲”形象。而在

展现抗日题材的作品中，《生死场》则以群像的方式展现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第三，主题立意的艺术提升。《我

在天堂等你》在讲故事中展现两代人的思想冲突和价值观念

的不同，使人们看到了理想的崇高和信念的光辉。《共产党宣

言》通过描写中国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

历史，把深刻的思想理念融入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兵者·国之

大事》敢于直面当代军队在治军观念中的

矛盾冲突，是军旅戏剧在创作观念上的一

次突破。《平凡的世界》通过描写艰苦创业

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形象，深刻展示了

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曲

折道路。

在探索实验中追求舞台诗意化

舞台诗意化，是话剧创作追求的最高

境界。新时期话剧在经过社会问题剧短暂

的繁荣后遭遇了“生存的危机”，艺术家们

开始反思靠那种政治情绪引起舞台轰动

效果的创作弊端，深入思考话剧创作如何

以自身的艺术魅力去赢得观众的问题。发

生于1983年前后的“戏剧观”大讨论，布

莱希特、梅耶荷德等外国戏剧家被陆续介

绍，为中国戏剧创作者们打开了视野。他

们一方面学习西方戏剧中优秀的舞台艺

术表现手法，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戏曲中吸

收艺术营养，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实验与

创新，打破陈旧创作观念的束缚，努力寻求舞台呈现的多样化

与丰富性。其中，导演观念的革新起到了关键作用。戏剧革新

者们在舞台创作中突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引进

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外国现代派艺术的表现手法，把西

方戏剧的假定性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

写实与写意，以及意识流、电影蒙太奇等创作手法，比较好地

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问题，使新时期的话剧舞台上

涌现出一部部诗意化的戏剧作品。

《屋外有热流》推倒“第四堵墙”、破除一切幻觉的实验,

《原子与爱情》舞台上多场景的运用,《绝对信号》电影蒙太奇

手法的运用,《母亲的歌》中间舞台、四面观众的实验,《周郎拜

帅》的叙述者的运用,《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假定性舞台设置,

《挂在墙上的老B》的心理意识流的尝试,《魔方》多种创作

流派、表现手法的交叉使用……这些戏不仅没有使所表现的

内容“失真”，而是在不追求表面真实的前提下，强化了人

物的情感真实，把生活真实提升到艺术真实的层面。此外，

《蛾》《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

析》《双人浪漫曲》《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WM（我们）》《野

人》等借鉴外国荒诞派和象征主义的某

些表现手法，以超现实的创作方法表现

生活的内在真实，使舞台创作呈现出整

体的样式美和时空流动的韵律美，不仅

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且也进一

步拓宽了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深度与

广度。

其间，也曾出现过一些片面追求形

式、忽略内容开掘的现象，但随着学习、

借鉴的深入，尤其是受到文化界“寻根

热”的影响，戏剧家的艺术修养不断提

高，创作水平也在逐渐提升。《狗儿爷涅

槃》运用戏剧假定性，借鉴中国传统戏

曲和说唱艺术的表现方法，将表现与再

现、写实与虚拟、荒诞与象征有机地融

为一体。把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变得能和

观众直接交流，并外化为有意味的戏剧

情景。《中国梦》运用西方现代戏剧手法

和传统戏曲表现手法，将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的内心感应、布莱希特的姿势论和

梅兰芳的程式规范融为一体，体现出写意戏剧的和谐、完整和

充满东西方哲学意蕴的流动美。《桑树坪纪事》将写实与写意、

现实与幻觉、再现与表现，以及话剧表演与音乐、舞蹈相融会，

体现出话剧艺术的诗意美。该剧演出后在中国剧

坛引起极大震动，被称为“桑树坪现象”。这些作

品是自1980年代“探索戏剧”兴起以来的里程碑

式的作品，标志着中国新时期探索话剧经过蜕变

后走向了成熟。

进入新世纪，话剧的诗意化创作又出现了新

的追求。《生死场》以雕塑般的手法刻画人物性

格，把人物的外部动作与内在的心理变化有机地

融合在一起，使整个演出体现出版画般的美感。

《秋水山庄》的舞台演出在虚实之间体现写实与

写意的结合，以简约、大气的手法创造出具有浓

郁诗化意象的演出形式。《再见徽因》通过对林徽

因和她周围人物心理的开掘，揭示出语言和行动

背后涌动着的“欲说还休”的浓浓情感，体现出心

灵的美好与纯情。

小剧场话剧促进演出市场繁荣与发展

新时期小剧场话剧发端于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1月北

京人艺演出《绝对信号》，同年12月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了《母

亲的歌》。两剧都侧重舞台表现形式的实验与探索，《绝对信号》

采用三面观众围观的形式，《母亲的歌》采用“中心舞台”、观众

四面围观的形式。此后，创作方面出现了多种风格样式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话剧社团迅速增加，小剧场话剧创作

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上海现代人剧社、

何念戏剧工作室、大道文化公司、戏逍堂工坊、盟邦戏剧工

坊、龙马社、哲腾戏剧体、黄盈戏剧工作室、蓬蒿剧场、9剧

场、繁星戏剧村、鼓楼西剧场等的出现，带来了小剧场演出

的活跃，也使小剧场戏剧的内容、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这些民营剧团的创作中，有的通过独特视角描写青年人的婚

恋生活，表达他们的情感困惑，如《情感操练》《灵魂出窍》《恋

爱的犀牛》《隐婚男女》《单身公寓》等；还有的以探索、实验等手

法表达对时代、生活和个体的关切，如《思凡》《黄粱一梦》《庄先

生》等。

自2015年以来，民营话剧社团的剧目常被国有话剧院团

搬演，成为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如李伯男导演工作

室的剧目《剩女郎》《嫁给经济适用男》《隐婚男女》分别被福建

人艺、大连话剧团、重庆话剧团、武汉人艺、浙江省话剧团、青

岛话剧院、山东省话剧院、内蒙古话剧院、四川人艺等院团演

出，黄盈戏剧工作室的《枣树》被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这期

间，民营院团、新文艺戏剧团体的导演也开始纷纷为国营话剧

院团排戏，像李伯男为浙江话剧团排演了《再见徽因》《秋水山

庄》《天真之笔》等，为辽宁人艺导演了《秘而不宣的日常生

活》，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了《特赦》等。赵淼则为中国国家

话剧院导演了《罗刹国》《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话剧创作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涌现了数量庞大的剧目，但是我们依然要看

到话剧创作中存在的不足，或者说制约话剧发展的因素。诸如

优秀编剧、导演、表演艺术人才缺乏，话剧原创力不足，可以常

演不衰的好剧不多，青年创作者成长缓慢等。期待面向未来的

中国话剧，能够在砥砺前行中，潜心创作，逐渐克服自身存在的

弱点，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之作，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话剧创作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与时代同步伐，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
同呼吸，在每一个时代发展的重大节点，话剧创作总是以最敏捷的速度和简洁的表达方式，及时地出现在人民大众需要的舞台
上，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指导下，艺术家进一步增强了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用心用情用功书写新时代，以更多更好的话剧作品为广大观众服务。在反思中寻找，在探索中创新，成为
改革开放40年话剧创作的特色和趋势。

《《绝对信号绝对信号》》

《《桑树坪纪事桑树坪纪事》》 《《生死场生死场》》

《《立秋立秋》》

《《玩家玩家》》

由中国美协艺术委员会、山东美协和中共威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的“写意的海——吴晓林油画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吴晓林自
幼生长在海边，从艺40多年来从没有离开过海的主题。他研究水、海
面以及物体的反光，并把反光画得丰富而韵致，打乱了传统绘画的秩序
感。此次展览共展出吴晓林作品50余幅，其中包括不同时期吴晓林绘
制的胶东大海的部分代表作与其学艺之旅的部分优秀作品。（许 莹）

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作演出

的秦腔现代剧《项链》11月10日亮

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该剧由徐新

华编剧，韩剑英执导，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院长、秦腔首个二度“梅花奖”

获得者李梅领衔主演。剧作围绕韩

雪莹借项链、丢项链、还项链这一主

线，通过韩雪莹与王亚先、傅丽丽与

黄柏钧、韩二龙与贾三妮三对夫妇

之间的矛盾纠葛，真实反映了当代

中国普通白领、底层民众、上层富豪

等各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

剧中，李梅饰演的韩雪莹被一

个偶然事件逼到绝境，最终她用自

身的行为给出了答案：她的灵魂挣

扎，是当今社会大部分人面临同类

境况时的真实写照；她“做人，就得

像个人”的泣血呼唤，是每一个生命

个体必然担负起诚信社会维护的责

任警醒。为了塑造这个角色，李梅

巧妙运用了圆场、平转、翻身、挫步、

云步、退步等十几种传统戏曲程式，通过大

段的内心咏叹，将自己的心灵煎熬、世俗社

会的诚信弊端及个人灵魂的步步救赎一一

展现，深深感染着在场的观众。在11月

11日举行的该剧专家研讨会上，与会者认

为，该剧描写了围绕项链出现的诚信、反

省、自律等诸多命题，但并没有停留在对道

德思想、契约精神的刻意渲染，而是在尊重

中国人契约实践的同时，展现现代人对于

自己操守尊严的纠偏与升华。

（余 非）

“阴阳和而万物生”，“和”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与重要精神，“和

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也是最高理想。11月2日，中国伦理学会

在京举办了首个“中国和文化之乡”的授牌仪式，湖南省双牌县获命名，首

轮挂牌为期3年。

双牌古称“泷泊”，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是中华史祖舜帝南巡途经之

地，“和文化”底蕴深厚。从2006年开始，该县连续举办了12届“和文化”

节，创建了阳明山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基地，打造了“永和文化长廊”

“和字展馆”“永和塔”“万和湖”等一大批“和文化”的传播平台，开展了一

系列“和文化”进基层活动及“最美”系列评选活动等，使“和文化”在该地

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与弘扬。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表示，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既有

家和万事兴的和气，也有民族相和的和谐，“和文化”作为一种根基深厚

的传统文化认同，在今天依然滋润着民风，滋养着民心。在基层持之以

恒地进行“和文化”建设，对全面提升公民素养，促进地方经济与文化建

设的融合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推

广价值。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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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双牌县获首个
“中国和文化之乡”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