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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外国文化的涌入，

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怎样适应时代的变化和

读者、观众的需要，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文化艺术界

兴起了一股“探索”之风。但开始阶段，什么叫“探索性”

作品，怎样探索，人们是不清楚的。戏曲界也出现了一股

“探索热”，探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克服“戏曲危机”，吸引

青年观众。什么是“探索性戏剧”，应该怎样“探索”，大家

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今天回头看，剧作家徐棻对探索性

戏曲的认识是最接近事物的本质的。她说：“‘探索性戏

曲’是一个暂时的、相对的概念。这是戏曲在特定的社会

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不能和常规模式的优秀剧目和

常规意义的创作革新混为一谈。”

这一界定是准确的，“探索性戏曲”是一个历史现象；

但“探索性戏曲”所体现的探索精神对此后戏曲的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徐棻根据自己的创作以及其他剧

作家创作的作品，对探索性戏曲的特点作出这样的概括：

“探索性戏曲乍一看彼此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如果仔

细瞧瞧，就会发现它们骨子里完全一致，那就是：在引进

话剧、舞蹈等姊妹艺术和西方现代派戏剧手法的同时，都

固执地坚持本剧种的特色（如音乐、唱腔），固执地坚持戏

曲美学的基本特征（如节奏化与某些程式性表演）。”“探

索性戏曲大多不像传统戏曲那样仅仅满足于有一个正确

的主题思想，其内容往往含蓄、多义，能诱人回味、发人深

思，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不求大家的认识完全一

致。探索性戏曲大多也不像传统戏曲那样往往满足于对

人物进行是非善恶等浅显的道德评判，它们更感兴趣的

是开掘人物复杂、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总之，探索性

戏曲追求好听、好看，也追求可思、耐思。”

这当然指的是探索性戏曲中的优秀作品的特点。在

当时，也有一些思想内容上并无新意的作品，为了招徕观

众，变换一些花样，虽然也可取得一些舞台效果，但很快

就被历史所淘汰。徐棻此前和这一时期创作的《红楼惊

梦》《田姐与庄周》等作品不是这样，他们既考虑到观众审

美观念的变化，又追求艺术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徐棻不

是把“探索”作为炫人耳目的招牌，而是把“探索”作为一

种创作的精神，所以这些作品没有随着作为历史性形象

的“探索性戏曲”的“过时”而过时，而能长久地保留在舞

台上；在徐棻后来的创作中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一些特点，

因此她的作品能不断与时代相契合。

广义地讲，一切艺术创作都必须探索，而表现新题

材、塑造新人物，寻求戏曲艺术的革新发展，更需要有大

胆而又严肃的探索精神。徐棻创作的作品一部分是根据

传统戏改编的，一部分是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她在这些

改编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在探索中体现了高妙

的艺术创造。

徐棻据以改编的传统戏如《大劈棺》《目莲救母》《马

前泼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戏中主人公的行为多是对传

统道德观念的背叛，传统戏既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产生

其行为的社会环境和人物的心理，又从封建道德的立场

予以谴责。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或视为禁戏，或予以搁

置。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复杂性和人物心理复杂性的表

现一直吸引着作家、艺术家的目光，但人物的行为确有有

悖人伦常理或不值得肯定之处，如田氏的“劈棺”和崔氏

的“逼休”，因此也不能简单地“翻案”。徐棻的改编——

再创造不只是对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作出合理的解释，而

是从中引出深刻的哲理的思考。

在《田姐与庄周》中，作者还原了两个人物真实的关

系。田姐崇敬庄周，但并不能理解他，而且对这样一位

“仙风道骨”的人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庄周把世事看

得很超脱，但轮到自己身上却难以摆脱凡人的嫉妒和怨

恨。由于两个人地位的悬殊，所以庄周对田姐的“考验”

是残酷的。因此作者给剧作加了一个副题——“一个大

男子和一个小妇人无所稽考的荒唐故事”。传统剧目是

一个古代的“荒诞戏”，它的主题是“对人物进行是非善恶

等浅显的道德评判”，而徐棻从其中引出的思考是“人难

以战胜自己的悲哀”。

川剧《目莲之母》我是在这次活动中第一次看演出。

刘氏因丈夫把儿子送到寺院而失去了儿子，看到儿子虔

心皈依佛门而割断亲情，因此产生了背叛宗教的思想，这

对刘氏行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而看到目莲知道母亲

在地狱受苦，不顾修行的成果到地狱救母，并取得了成

功，使人感到这是母爱的胜利；但作者并未到此为止，阎

王要求刘氏必须写下“悔过”字据方允许其还阳，刘氏却

说自己无过，拒写字据，颇有一种“不自由，勿宁死”的气

概。到此，使人感到作品的思想是层层递进的，因此具有

很强的震撼力。

太原市实验晋剧院谢涛主演的《烂柯山下》保留了

“逼休”和“泼水”两个传统关目，作品要落入旧的窠臼

吗？徐棻当然不会那样。崔氏等待丈夫科考中第，与他

一起过了六年苦日子，到第七年忍不住了，逼丈夫“休”了

她；但丈夫离家出走，她便后悔了。朱买臣做了官衣锦还

乡，妻子跪地求他宽恕，朱买臣却赌气要她收回覆水。他

回到家里看到书房依旧，一派妻子等他回来的样子，他也

后悔了。让下人去找崔氏，找到的却是妻子的尸体。谢

涛说，她爱这两个人物，爱朱买臣，也爱崔氏。两个人的

本质都是善良的。如果崔氏在困难的时候，再忍一忍，或

者朱买臣回来的时候再冷静一点，悲剧就不会发生。因

此人物的行为令人同情和惋惜。“覆水难收”，在传统戏里

是对崔氏无情的谴责，在新编的《烂柯山下》中，成为两个

人无法挽回的遗憾。这样一种人生际遇可以引起诸多联

想。所谓高深的哲理性就在这普通的“人情物理”中表现

了出来。

外国戏剧表现了与中国戏曲不同的生活内容，并有

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改编外国戏剧特别是戏剧名著是

丰富和拓展戏曲艺术的一种途径，同时对作者也是严峻

的挑战。戏曲表现的内容可以让观众感到一定的陌生，

但总须有相通处。徐棻根据奥尼尔《榆树下的恋情》改

编的《欲海狂潮》，根据迪伦马特《老妇还乡》改编的《贵

妇还乡》等是徐棻坚持探索精神的又一种表现。

《贵妇还乡》的三个主人公交织着爱恨情仇，保住和

占有财产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但当一对青年男女相遇到

一起时，人性中自然产生的情欲和爱欲又成为一种不可

抵挡的力量。女主人公蒲兰为了表白自己对三郎的爱，

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在原著中是作为爱的力量强大而表

现的（在《德伯家的苔丝》等西方作品中也有为了爱杀子

的情节），而对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徐棻结

合中国的现实，对作品的结尾做了改动。她说：“思想解

放与改革开放，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壁垒；但是，又引起人

欲横流。我在惊愕、愤慨之余，不由得对欲望这个东西

作一番沉思。”“我改变了三位主人公的结局，让整个戏

着重表现人们沉浮在欲望中的痛苦与欢乐、获得与失落、

理性与疯狂、善良与邪恶……我想使各种不同层次的观

众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体验到一种人生况味，并期望引起

人们思索欲望的两重性；特别要警惕，莫让自己的欲望毁

灭了自己。”

戏曲以表现人的感情为长，表现哲理思考有一定的

难度。但在徐棻的作品中，无论是改编传统戏，还是改编

外国的作品，都能做到哲理与诗情的结合，这是需要有很

深的功力才可能做到的。

“笔吐玑珠，心怀时代”，是张庚先生给徐棻的题词。

这是对徐棻很准确的评价。因为她心怀时代，才能够笔

吐玑珠。她有广阔的视野，能够吸取古今中外艺术创作

的精华。她心中有舞台，并致力于把一种“戏曲新形态”

呈现于舞台。她的创作理念是：“要搞川剧，但不是老川

剧。”她在许多作品中担任名副其实的“艺术指导”，参与

导演工作，所以她的创新是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创新。

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复杂，内心的搏斗激烈，增加了表

演的难度，但对于勇于创造的演员也更有吸引力。有的

演员知道徐棻有这样的本事，就去找她为自己写剧本。

如《死水微澜》就是田蔓莎请徐棻写的。由于剧本能够

“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所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演出

《欲海狂潮》的陈巧茹、王超、蔡少波，演出《贵妇还乡》的

京剧演员刘子微、滇剧演员冯咏梅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演员的创造力在演出徐棻的剧作中得到彰显。十几

位演员演出徐棻的作品而获得梅花奖。这是剧作家为戏

曲艺术发展所作出的“立体”的贡献。

现在是民族艺术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在大好形势

下如何推动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繁荣，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应该学习、弘扬徐棻老师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不走寻

常简便之路，努力追求思想的精深和艺术的精湛，这样才

会有更多人民喜欢的优秀作品出现。

一切艺术创作都必须探索，而表现新题材、塑造新人物，寻求戏
曲艺术的革新发展，更需要有大胆而严肃的探索精神。徐棻不是把

“探索”作为炫人耳目的招牌，而是把“探索”作为一种创作的精神，
所以她的作品没有随着作为历史性形象的“探索性戏曲”的“过时”
而过时，而能长久地保留在舞台上。

剧作家徐棻剧作家徐棻：：不走寻常简便不走寻常简便之路之路
□□安安 葵葵

5月4日，笔者观看了徐俊导演的话剧《漫

长的告白》。当天演出了午、夜两场。出人意外的

是，该剧开票仅10分钟，所有票就被抢空，上座

率超过100%。一部诗化的话剧，一部反映当代

青年爱情与生活的话剧，居然如此受到当代观

众的热烈追捧，这个文艺现象发人深思。

《漫长的告白》取材于法国著名剧作家埃德

蒙·罗斯丹的经典悲喜剧《西哈诺》。这部戏是

历史上最受广泛认可的法国戏剧之一。1990

年，《西哈诺》改编为电影《大鼻子情圣》，热拉

尔·德帕迪约借西哈诺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男

主角奖。徐俊告诉我，2015年，他在以色列卡

梅尔剧院看了《西哈诺》，两个多小时的希伯来

语演绎，一句也不曾听懂，但依仗着对故事的熟

知，依旧被深深地打动。4年后的今天，《大鼻

子情圣》以本土化的改编呈现在上海的舞台

上。徐俊在地中海边的遐想终于成为中国舞台

上的立体真实。

《漫长的告白》是一个上海的爱情故事。故

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戏的主

角是青春激昂的校园里一群情感真挚、富有理

想的青年，他们热诚又果敢地追索着人生的真

谛。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来信、

大学生张华跳入粪池舍己救人是否值得，都成

为当时校园里热议的话题。剧中几位青年的命

运走向和际遇改变，引发了一个时代内心深处

的共鸣，书写出一段凝练着青春、理想、奉献和

隐忍的漫长的告白。大学生们走出校门，有的人

选择种植平凡，有的人选择收获崇高。国家的命

运与个人的际遇紧紧交织，个人对爱情的悸动

和理想的追索，流淌在山河家园的变迁里，崇高

的理想在主人公的情愫表达里得到绽放升华。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什么

是真正的爱情？《漫长的告白》告诉观众：真正的

爱情，偶尔才出现。爱情是占有，更是成全。爱情

并不自私，为了你的幸福，有人甘愿放弃自己的

幸福。这是一种崇高的爱情。张志国、陈中行和

方圆是大学的同学。方圆是张志国的女友，但陈

中行也暗恋着方圆。陈中行多次帮助张志国写情书，赢得了方圆的

爱情。张志国和陈中行在离开校园后，奔赴了战争的前线。在生和

死的考验面前，陈中行代张志国写下了给方圆的最后一封情书，字

里行间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信中写道：“方圆，你是我眼波的温柔，

你是我心里的不朽，你是我热爱这个世界的近乎全部的理由。”信

中，张志国又关照方圆：“如果我不能给你想要的幸福，而别人可

以，那我愿意躲起来，目送你们走向幸福的旅程。”这为戏的结尾留

下了一个可喜的伏笔。

张志国在战场上英勇地牺牲了。陈中行虽然面容丑陋，却有着

美丽的心灵，让人想起《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这封为张志国

代写的遗书，被送到了方圆手中。陈中行从未向方圆吐露代写情书

的秘密。他在方圆经历了十多年失去志国的痛苦之后，要求方圆拿

出志国的那封最后的情书，自己再读一遍。方圆终于真正了解了陈

中行，两人拥抱在一起，而此时的陈中行已经旧伤复发，生命垂危。

方圆无限感慨：“我爱上了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人的外表固然

重要，但内在的灵魂的接近，更能引起爱的共鸣。这就是这出戏的

主题。用正确的恋爱观引导青年的人生，让青年懂得爱情并非源自

外在美，而是一种更为崇高的心灵美。这至今依然是戏剧家不可推

诿的责任。《漫长的告白》做到了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

徐俊邀请在综艺节目《声入人心》中的音乐剧演员郑云龙饰演

陈中行，是一个高明的选择。虽然音乐剧与话剧同为舞台艺术，但

郑云龙从来没有演过话剧。大段的台词是对郑云龙戏剧功力的极

大挑战，也是一次演技的磨练。陈中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鼻

子，他容貌丑陋却满腹诗书，才高气傲却内心柔软，他以细致的表

演来诠释这个内心复杂的角色，点燃了一场势不可当的熊熊的青

春之火。青年戏剧演员施泽浩饰演的张志国和秦子然饰演的女一

号方圆也不负众望。方圆表演细腻动人，从内到外都是美的。音乐

人李泉婉转灵动、饱含情感的三首歌曲贯穿全剧，为整部戏剧情的

推动与氛围营造起到绝佳的作用。

这部话剧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许多台词都富有诗意画意。如：

“总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爱，写下来的不会，藏在心里的也不

会。”“我向你诉尽了心中的光明，哪怕剩下的只能是阴影，我也义

无反顾地、绝不游移地享受对你的告白。这是我一生中最自由的时

刻。”“世俗的爱，是千方百计地和喜爱的人在一起，这需要恒心和

勇气，可一旦深陷进去，也会夹杂私欲和贪心。”这些近乎格言式的

台词，给当代的大批青年观众以思想启迪。略有不足的是后半部分

的情节交代略显仓促，使观众的情绪难以很快地扭转过来。

年轻观众就是戏剧的希望所在，戏剧艺术同样需要朝气。《漫

长的告白》两者兼而有之。《漫长的告白》的热演，也是如今民营剧

团不断崛起的一个新的信号，值得我们热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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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由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

出品、改编自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同名经典诗作的“幻

想现实主义”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5月16日至19日

在京完成了其中国巡演的最后一站演出。来访期间，由该

剧编剧、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携主创团队与中方专家一

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观众见面交流活动。

活动以名著的改编与舞台演绎为主题，多角度地探讨了

普希金诗作与俄罗斯文学的内在精神及对其进行舞台艺

术化呈现的思考与实践。

与会专家认为，经典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被不断地

阐释。《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普希金最重要一部作品，

讲述了19世纪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逃离奢靡的上流

社会生活，来到乡村后发生的爱情悲剧。该作以复杂、精

致的十四行诗体的文学形式，充分融合了作家在诗歌和

小说创作上的天赋，使作品在翻译与艺术改编上具有很

大难度，而里马斯的这部话剧，能创造性地挖掘并展现原

著作品中强烈的诗意与诗性，以重获生命的“舞台诗歌”

打破了惯见的“生活散文”式的戏剧表达，重新感动了现

代人日渐麻木的心灵。里马斯谈到，该剧中女主人公塔季

扬娜身上体现出来的勇敢以及对祖国、故乡、家庭的忠

诚，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与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他看来，

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带有诗意的，会让人感到生活是一

件礼物。对于名著改编，他的态度是忠于原著，在实践中

他会通过和演员一起研读原著、剧本，想象每句话的舞台

呈现等方式来和团队共同完成二度创作。谈及《叶甫盖

尼·奥涅金》一剧的改编，他表示，诗歌反而能帮助艺术家

从个性的局限中走出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对于

以话剧的方式改编该剧的意义，剧中青年连斯基一角的

扮演者尼古拉·罗曼诺夫斯基表示，原著伟大的地方还在于它打开了俄

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在今天演出这部话剧，就如同为当代观众复活

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声音与灵魂。

据介绍，作为一部创作于约200年前的文学经典，《叶甫盖尼·奥涅

金》在历史上曾有过芭蕾舞剧、歌剧及电影等改编版本，但搬演至话剧舞

台却并不多见。作为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当今俄罗斯最重要的剧院之一，

此次剧团为期三周的巡演时间之长，创下了剧院近20年来的出访纪录，

所到的广州、上海与北京三地，让俄方充分感受到了当代中国观众对俄

罗斯文学及世界经典优秀戏剧作品的热情与期待。

（路斐斐）

5月 21日，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

工作推进会在京举行。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韩新

安表示，成立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一

是拓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方式的重要途

径；二是增强音协组织“三性”和“四力”的重要抓

手；三是新兴音乐群体展示艺术才华、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的重要平台。此次工作推进会的召开，为推

进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活动的常态化、

品牌化建设总结了有益经验。

会上，部分新兴音乐群体优秀代表作交流发

言。“‘轻骑兵’活动服务的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很接

地气，每一次演出都是近距离心与心的交流。”在青

年歌手皓天眼中，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

活动就是一曲守正气、唱正气、扬正气的正气歌。

青年歌手乌兰图雅谈到，“当新兴音乐群体‘轻骑

兵’载着党的关怀，走村入户，为村民们带去精彩演

出时，把经典红色歌曲深情传唱时，文化就种在了

田间地头，更种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据悉，中国

音协自2018年9月启动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基

层慰问演出活动以来，已先后在广西宜州刘三姐

镇、京台高速平潭跨海大桥工地、四川邛崃市平乐

镇、湖南长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路社区等4个

基层地区举办慰问演出。未来新兴音乐群体“轻骑

兵”队伍将更好地担当起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

的光荣使命，在服务人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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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工作推进会举行

5月 22日，“我从草原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资助内蒙古贫困牧区青少年赴美国肯塔基大学

艺术学院学习成果汇报会在中国文联报告厅举

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于2014年启动了海外研

修文艺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由姜昆倡导发起，是

为培养国际型艺术人才设立的重点项目，通过社会

资金募集和政府资金支持，有计划地选派高级访问

学者、优秀青年文艺教师和有艺术发展前景的学生

到海外高水平大学留学、访问进修、合作研究，开拓

文艺人才海外培养渠道，获取学科前沿知识，学习

世界先进的教学科研方法，提升水平，拓展文艺学

者、文艺教师和学生的国际视野。

首批资助的呼和图拉嘎、喾日瓦、耐吉拉、宝日

格勒、王乌日乐5名同学，均为草原农牧民的孩子，

他们不仅能演唱蒙古族现代、传统合唱作品及中外

合唱作品，还擅长演奏马头琴、钢琴、小提琴、三弦、

雅托克等乐器，2015年，5人均被美国肯塔基大学

艺术学院录取，但他们由于家境贫困，面临辍学的

困境，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海外研修文艺人才培养

计划为他们架起了通往国外艺术学府的桥梁，圆了

他们的艺术梦想。据悉，这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在公益资助活动中，首次将贫困地区的青少年送

往国外大学学习深造。活动现场姜昆谈到，我们视

这些孩子像“种子”一样，让他们在沃土中成长，让

他们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让他们学成归来时，胸

怀一颗感恩之心。在汇报演出中，5名同学展示了

他们的学习成果，内蒙古艺术学院基地合唱班的学

员表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节目。 （许 莹）

“我从草原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
内蒙古贫困牧区青少年海外学成归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