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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评 点

看了上海杨浦出品、上海淮剧团演出的

小剧场淮剧《画的画》，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有

一种意外的惊喜。一年前，看过上海淮剧团向

党的“十九大”献礼进京演出的《半纸春光》，

也就结交了编剧新秀管燕草。不久，燕草寄来

了《画的画》的原作。看后，如实说是喜忧参

半。喜者，才气毕露，多有出彩之处；忧者，按

历史剧视之，诸多不妥，且场景多而驳杂，断

难推上舞台。我把初步印象告诉了燕草，期待

改本，却未抱过高希望。这次一看，竟然是攻

克难关，破解难题，面目一新，令人兴奋不已。

看后归来，心潮起伏，想了好多好多。我

把最深感受概括为四句话：

第一, 这是一出富有思想启迪意义的寓

言剧。它借作者编造的一个古代故事，来说

明她想要告诉观众或者读者的一些富有启迪

意义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怎么样做人、怎么

样做官。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像

不像历史剧的问题。既然是寓言剧, 就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我们不能按照严格的

历史剧要求它、评价它。如果真要“追究”它是

否合理，是否可能出现，历史上是否真有其

事，那就是我们自己迂腐了。作为寓言剧，作

者可以设定一个完全“莫须有”的故事，借“古

人”之口说“今人”的话，借“角色”之口说“作

家”想说的话。于是，剧中人说的话很多是今

天现代人的话，表述的思想是现代人的思想，

我们需要借鉴的思想，或者我

们需要引以为戒的思想。所

“寓”者“言”，是警示如何为人，

如何做官。这一点恰好是我们

今天极富现实意义的命题。因

而，就思想立意说，这个戏完全

符合时代要求，是教人向上和

向善。它的思想价值，不是通过

简单地讲一个古人的好玩的故

事、阐释一些枯燥的理论加以

体现的，而是通过形象以及人

物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的，是

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第二，它是一个带有荒诞

色彩的轻喜剧。它的故事、它

的人物关系，都有相当的荒诞

的意味在里头，这些人物身上

多有喜剧因素，这种喜剧因素

又不是大喜大悲的喜剧，它是

轻喜剧，带有荒诞色彩的轻喜剧。与总体的

寓言相关联，该剧的荒诞也是合理的，所以我

们听到剧场里几乎不断的有笑声。舞台上的

生旦净末丑这五个角色，几乎每个人身上都

有喜剧因素，鲜活而生动。这些喜剧因素的

展示，让人觉得很可笑、可信，没有过多的夸

张和虚假。

第三，这是一个充分发扬了戏曲艺术优

长的创新戏。编剧为该剧找到了舞台呈现的

最佳样式：小剧场淮剧。如此一来，原本难以

搬上舞台的最大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破

解得非常出色。人们熟知，中国戏曲确实和西

方写实主义戏剧大不一样，我们戏曲的虚拟

性、假定性、程式化等等这些特色，让我们的

舞台活泛极了，时间、空间非常灵动，转一圈，

几千里出去了，旁边一坐，就已经下场了，然

后场上别的演员、别的角色自在表演，互不相

干。这种灵活性、这种丰富性、这种无限的可

能性，是我们戏曲艺术自身的特长、优长。而

小剧场淮剧《画的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

色。五个人，生旦净末丑，加上一个打鼓匠，极

佳组合，戏曲特色鲜明。人物也是假定的，这

个场合是这个人，换一个场合成了另外一个

人，非常灵活。这么多场景，可以在80分钟时

间里展示出来，浓缩到这么一个短时间里，可

以说，只有中国戏曲能够和谐自然地完成。几

个演员的表演都很出色，首先是县令的扮演

者徐星辰，这个“丑”，作为最核心的人物，完

成得十分到位。然后是他的哥哥、嫂子，主配

“生”和“旦”，扮演者陆晓龙和陈丽娟，正是

《半纸春光》的男女主演，我在评该剧的文章

中着实夸赞了一番。在该剧中，他们的表演也

相当出彩，扮相、演唱得也好。然后就是“净”，

他以宦官身份出现，可谓出其不意，按说宦官

不太用黑头扮演，但是在这里却很和谐。小剧

场戏剧我看得不少，从最早北京人艺的一些

剧目，到后来北京京剧院的实验戏曲剧目，但

看罢该剧有一个突出的收获和感受，就是小

剧场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同中国

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段、表现方式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算是该剧的一

个出色贡献、一个有益开创。

第四，这是一出好看、好听、好玩、引人入

胜的优秀舞台实验剧。该剧充分用好、用活、

用巧中国戏曲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段，让戏好

听、好看、好玩，让观众充分享受审美愉悦。用

一句通俗的话说，剧场没白进，时间没白费，

钱没白花。对于戏剧人来说，就是把我们想宣

讲的道理、把我们想要说的话，寓于艺术之

中、寓于享乐之中。

小剧场淮剧《画的画》：

发扬戏曲艺术优长的创新戏发扬戏曲艺术优长的创新戏
□康式昭

12月13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
助项目，根据作家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
《青春之歌》在京首演。作为一部影响了新中国
几代青年人成长的作品，诞生于60年前的原著
小说曾被成功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成为时代
经典。此次话剧改编在吸取了小说、电影两种
艺术形式与艺术创作魅力的基础上，以更凝练、
鲜活的舞台创作与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将林道
静、余永泽、卢嘉川、林红为代表的一代知识青
年于民族危难之际，对青春、信仰、人生的思考
与抉择加以重新演绎与表现，歌颂了中华民族
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与民
族血性、青年气魄。此次创排的话剧由北京联
合大学制作出品，蓝天野、王冼平分别任艺术顾
问和艺术指导，导演罗琦，王欣雨、陈创、郭超、
郑铮等出演剧中主要角色。 （京 艺）

没有一条路是弯路，也没有一种努力是荒

废，因为生命的精彩从来都不是以结局论断好

坏。不是所有奋斗都会有一个让你满意的结

果，但每一个奋斗的过程都会让人变得与众不

同。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年代剧《外滩钟

声》，通过讲述发生在一条老上海弄堂里几户人

家在改革开放浪潮下的时代变迁与人情冷暖的

故事，展现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奋斗历程，这些

人物置身于时代的大变迁、改革的大潮流中，虽

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但他们的一切却与时代、

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血肉相连，他们可以称得

上是与这个伟大时代同行的平凡英雄。

一条弄堂的前世今生，点出了平民百姓的

真实梦想，梦在千家万户的生活细节中，也在娓

娓道来的细微末节中。浓郁的80年代的上海，

是整个中国的缩影，而梧桐里是整个上海的缩

影。《外滩钟声》展现出梧桐里杜姓人家和他们

的邻居们构建起来的人物群像，以人民展现改

革开放初期的风情画卷，折射改革开放的成

果。杜妈妈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努力

追求自己的梦想，老虎灶爷爷将孤儿阿大当做

自己亲孙子一样养大成人，胖嫂家里突遭变故，

她依然乐观面对生活，小滑稽叔叔看起来不靠

谱，其实对胖嫂一直呵护有加，周阿姨和当远洋

船长的丈夫的婚姻历经风波，依然不离不弃，梧桐

里的所有居民都代表了时代的精神，是真善美的

化身，他们相聚在梧桐里，相守在梧桐里，将自己

的一生与时代的命运相连，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在梧桐里平凡又不平凡地生活，在大时

代下散发出中华民族朝气蓬勃的灿烂光辉。

在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面对未

来，有的人选择了“守”，有的人选择了“闯”。杜

心生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也为了传承父亲的使命

与责任，选择守护大钟，用匠人的心态执著地“择

一事爱一生”，而杜心根和他完全不同，他也曾有

份稳定的工作，但骨子里不安分的血液让他一直

有颗想创业的心，他曾走私四喇叭录音机，卖过

力士香皂，倒卖过各种票证，虽屡战屡败，却永不

服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临时，他终于凭借一

股闯劲有了一番新作为。他曾说“我不想过平凡

安稳的生活，不想永远跑龙套，我要做人生的主

角”，后来他做到了，这样拼搏的人生，最终让他

感到幸福。心生和心根是“旧”与“新”两种完全

冲突的思想，他们的选择没有谁对谁错，无论是

“守”还是“闯”，他们都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为中

国在经历改革开放浪潮后的华丽蜕变贡献出自

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外滩钟声》表达出了普通民众在中国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己梦想的心路历程，每个

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都

曾面临过不同的人生选择。杜心生是和共和国一

同出生成长起来的老三届，他继承了父亲的衣

钵——维护上海大钟，他有着所有的上海老工人

身上的优秀品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杜心美热

爱设计，她想要完成自己和姐姐共同的梦想，她是

这个时代不屈服于命运的真实人物，充满着时代

的正能量；杜心根则看似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但他

身上的创业冲动，对新生事物的敏感，让他决心放

手一搏；余佩佩有自己的音乐信仰，为了完成父母

的遗愿和外婆的嘱托，她选择了为音乐牺牲爱情，

她和杜心生的爱情固然令人惋惜，但因为一直坚

持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闻名中外的大提琴演奏

家。他们或是纠结过，或是放弃过，他们也都为自

己的选择付出过。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奋斗的

人生总能收获幸福。

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

命运，无疑的是，剧中的他们都未曾感到后悔。无

论命运和他们开了多大的玩笑，他们仍感恩这个

时代，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同呼吸共命运融为

一体，因为在时代浮沉过后，他们看到了自我价值

的实现，看到了梧桐里“解放思想”后的涅槃重生，

看到了上海“开拓创新”后取得的卓越成果，也看

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而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还有如你我一般在大

时代沉浮的小人物，秉承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奋

斗在我们的黄金时代。

电视剧《外滩钟声》

黄金年代的“守”与“闯”
□杨 玉

近日，由北方昆曲剧院、京城老字号荣宝斋联合创作出

品的昆剧《荣宝斋》首登京城舞台。该剧以清朝末年八国联

军攻占北京，琉璃厂惨遭劫掠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荣宝斋

掌柜殷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兴木版水印技术过程中所

历经的坎坷多艰，表现了国运兴衰与个体命运、文化荣辱的

密切关联。

如何用唯美婉转的昆腔演绎具有浓郁京味儿特色的近

现代题材故事，是此次新创昆剧的一大难点与特点。“我们

首先希望观众能看得懂、听得懂。”北昆院长杨凤一表示。作

为我国第一批入选世界级非物质遗产的项目，被誉为“百戏

之祖”的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影响最大的剧种之

一；而拥有“木版水印”和“装裱修复”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技艺的荣宝斋，创建至今已有300年历史。如何在昆

曲特有的语境中，较为贴切地讲好荣宝斋的历史故事，是主

创团队的有益尝试与积极创新。据介绍，编剧韩枫、总导演

凌金玉等为此曾多次深入实地采访创作，最终在唱腔设计

上全部采用了北曲，充分利用昆曲北曲腔调比南曲更为豪

放又不乏细腻的艺术风格，旋律激越、舒朗的同时又注重细

腻地传达人物的性格情绪，兼具传统与创新的特色。在舞台

表现上借鉴了话剧的形式和贴近普通话的念白处理，试图

“在昆曲化与生活化的碰撞中，寻求探索与发展”。在杨凤一

看来，用传统艺术的形式传扬传统文化，也是剧院在昆曲传

承与创新中的一份坚守。

（路斐斐）

昆曲讲述百年老字号
“荣宝斋”传奇

12月13日，“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剧目推介会”活动在北京798艺

术区举办。《茶馆》（四川话版）《苏东坡》《赵一曼》《麦琪的礼物》《高

腔》《欲望街角》《博什瓦黑》《我爱你的方式叫离别》《苍穹之上》《岁月

密码》等近年来由四川人艺创排演出的精品剧目，在推介会上得到了

重点推介与部分精彩段落的表演展示。

四川人艺党委书记罗鸿亮表示，适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5

周年，此次精品剧目推介会旨在将剧院近年来策划制定剧目创作生

产计划、开展戏剧节会活动、拓展演出市场等举措取得的成绩，通过

剧目推介的方式，将一批艺术上乘受到业界和市场肯定、青睐的作品

送到更多观众面前，与社会各界一起分享舞台剧目创作的经验与成

果，共同见证剧院的发展历程，搭建好文化艺术产品与大众接受之间

的桥梁。推介会现场，四川人艺还与北京保利票务发展有限公司、中

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公司、凤凰卫视文化演艺（上海）有限公司等十

多家公司单位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路斐斐)

四川人艺精品剧目晋京推介

我以为，如何产生社会转型时代的伟大艺术作品，亟需对当前

文艺发展的生态、心态和形态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思考，对诸多深层

问题展开哲学层面的索解。我们只有自觉转换坐标系，以更加前

瞻的眼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高远的历史纵深和更加超越性的

价值尺度把握当代文艺发展的格局、脉动和趋向，才能真正唤醒历

史的记忆、穿透现实的迷茫、眺望未来的风景，才能推动中华民族

跃上新的审美高度，开显别具面目的美学景观，铸就无愧于伟大民

族和伟大时代的精神丰碑。

第一，回归艺术本体。在人类精神所包含的认知、信仰和审美

三维结构中，艺术是精神感受性的制作、外化和呈现，是追求生命

超越性的独特方式和路径，具有超感官、超生活、超技术、超逻辑、

超理性、超概念等精神品性。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根植于这种

审美本体、本源、本质。当代艺术发展在社会转型、主体异化、技术

碾轧、消费侵蚀等力量的撕扯下，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审美本体的

疏离、颠覆、逃逸和遮蔽，表现出泛技术化、泛生活化、泛感官化、泛

概念化、泛社会化、泛形式化等趋向，偏离了伟大艺术生成的精神

脉络和价值轴心。因此，要繁荣发展艺术，应对危机和挑战，我们

必须回归和重建艺术本体，以审美感受的方式揭示人们内心深处

如大海波涛般的脉动，激发人们内心深处如沉默大山般的巨大能

量，滋润人们内心深处如荒漠之于泉水般的心灵渴望，点燃人们内

心深处暗夜迷雾中希冀的火光。

第二，引入未来价值向度。艺术是点燃了的生命理想，是以艺

术语言在精神层面对未来的价值构建。从哲学上看，人工智能是

人类前所未有的存在论革命和价值论转型，是人类总体价值体系

的裂解和重建。它昭示着人类发展一种新的未来视域：历史经验

失灵，传统确证失效，主体地位失衡，一切皆可改变，但不知引向何

方。人类的艺术形态也将发生全新的转变。在人工智能时代，我

们的参照系要足够大，视野要足够开阔，目光要足够长远。只有着

眼人类命运、世界文明格局、历史发展进程和未来愿景，我们才会

有新的希望。未来不但是迎面涌来的河流，而且是我们正在耕耘

的田野，只有主动把未来的尺度引入今天的现实，才能准确定位我们所处的位置，正

确判断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向一切可能性、复杂性和神秘性坚定掘进前行。

第三，期待一种新的艺术形态的育成。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今天正处于人类精神

大变革的前夜，新的文化形态和艺术形态正处于孕育之中，虽然面目不清，却风神可

感，气息逼人。在人类文化历经前语言时代、语言时代、文字时代、视听时代之后，人

类正期待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当前，脑科学、量子计算、基因编辑、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等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正在推动艺术格局的迅速演变和新的艺术形

态生成，形态各异的网络艺术、数字艺术、虚拟艺术、融合艺术、生物艺术、奇点艺术正

向我们展示诱人而迷茫的图景。可以预见，未来伟大的艺术高峰一定不是传统艺术

形态下高峰的重新隆起，而是新的艺术形态和格局下的巅峰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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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讴歌新时代，回顾和总结重庆市川剧院40

年来的建设成就，重庆川剧院自本月13日至30

日举办了包括川剧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川剧艺术巡礼启动仪式暨主题晚会、新时代

川剧艺术发展座谈会、重庆川剧院40年发展大型

展览等系列庆祝活动，重庆市内外广大戏迷通过

看得清、听得见的川剧作品，切身感受了改革开放

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川剧院剧目创作和剧

目传承齐发展，独树一帜，成绩斐然。创作了《金

子》《李亚仙》《灰阑记》《江姐》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传承了《婚变案》《白蛇传》《御河桥》《五子图》等有

剧种代表性的经典传统大幕戏，以及《评雪辨踪》

《金山寺》《人间好》《三祭江》等数百出优秀折子

戏。改革开放以来的川剧院人才辈出。从1980年

到2015年之间，重庆市川剧院委托四川省川剧艺

术学校和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进行过四次招

生，累计培养出了100余名川剧艺术人才，形成了

老、中、青三梯队专业人才格局。其中包括有沈铁

梅、曾帧、彭欣綦、钟斌、赵勇、刘枫等担当剧院艺术

创作，探索川剧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

秀人才；有吴熙、周露、徐超等传承川剧艺术的青年

骨干人才；有白孟迪、褚汉卿等继承川剧艺术的新

生力量。剧院自1983年中国戏剧梅花奖始创以来

共有4人获得过此项殊荣。其中有三度梅花奖获得

者沈铁梅，第8届梅花奖获得者马文锦，第22届梅

花奖获得者黄荣华，第27届梅花奖获得者吴熙。此

外，还引进了第20届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孙勇波，

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胡瑜斌。

川剧艺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各种原因对

外交流沉寂了近20年的时间，直到1996年，重庆

市川剧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华人艺术节”。以此次

对外交流为起点，重庆市川剧院踏上了川剧走出

去的新征程，实现了川剧艺术对外交流从无到有、

从有到新、从新到精的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在2000

年以来，重庆市川剧院在院长沈铁梅带领下，加大

了国际交流的步伐，先后赴韩国、日本、印度、英国、

荷兰、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德国、加拿大、美国等

十多个国家演出，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一个国家级

艺术院团在改革开放以来宣传国粹、弘扬民族文

化、推动世界文化相互交流发展的表率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40年征程中，一代又一代重庆

川剧人乘着改革的东风，敢为人先，敢立潮头，为川剧艺术的

传承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川剧领军人物沈铁梅表示，我

是川剧的女儿，川剧院就是我的家，川剧事业就是我一生的

追求，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们所有川剧人的坚守和奉献。

（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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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那座城这家人》
12月10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指导、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创作研

评会在京举行。该剧改编自李焱小说《平安扣》，讲述了因地震

而走到一起的异姓大家庭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共历风雨的故

事。创作研评会上，与会专家从剧本创作特色、精神家园的重

建、电视剧与时代和观众的关系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以震后重组“九口人七个姓”的大家

庭生活故事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42年前唐山抗震救灾中，

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创造人间奇迹、重建美丽家

园的精神主题。地震灾难、恢复高考、国有企业改革、非典疫

情来袭等民族记忆镶嵌其中，全面描绘出改革开放40年的

感人画卷。主创使用非血缘的基本人物关系结构全剧，沿袭

了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优秀

传统文化，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对爱与亲情的坚守彰显出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与不断创造的可贵精神。也有

专家认为，“唐城”这一名称的虚构消减了唐山大地震的历史

厚重感，建议剧中回归“唐山”这一真实的城市名字。（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