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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回归戏剧初心 凝望生命本真
——首届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夜幕降临，凉山州西昌市火把广场华灯点

亮，身着盛装的表演者，热情的观众，座无虚席的

金鹰大剧院都在共同期待着中国西昌·大凉山国

际戏剧节的开幕。11月20日晚，在中国西昌·大

凉山国际戏剧节发起人李亭、王晓鹰、黄定山、赵

淼、玛琳娜、提姆、迈克、唐青石等人的共同见证

下，2019首届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在凉

山州西昌市正式拉开序幕——为期12天的戏剧

狂欢全面开启。

300余场演出点燃暖冬戏剧之旅

戏剧节期间，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兰陵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品的《丁西林民国戏剧三

则》、凉山文旅集团和梁山歌舞团联合出品的民

族歌剧《彝红》、三拓旗出品的《失歌》、黄盈工作

室出品的《西游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

《原野》、浙江省话剧团出品的《秋水山庄》以及法

国冰偶剧《在任何地方》、澳大利亚亲子新马戏

《魔法莫扎特》、罗马尼亚话剧《早餐之前》、日本

话剧《班女·葵上》等8个国家的312场戏剧活动

在火把广场(火空间)、听涛小镇(木空间)、邛海宾

馆(水空间)、邛海17度(金空间)、建昌古城(土空

间)5个表演空间进行演出，点燃四川西昌暖冬戏

剧之旅。

据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运营总监张

建刚介绍，今年3月27日，中国西昌·大凉山国

际戏剧节在北京正式启动的同时，首届大凉山

国际戏剧节的剧目征集同步开启。一方面是通

过23位中外知名艺术家及戏剧节6位艺委会成

员的推荐及全球剧院、导演的自荐，另一方面艺

委会成员也马不停蹄地先后前往韩国大学路、

法国巴黎、德国杜塞尔多夫剧院及鲁尔剧院、捷

克、罗马尼亚锡比乌戏剧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日本利贺戏剧节、俄罗斯圣彼得堡波罗的海之

家戏剧节等各类艺术节、戏剧节，观看了各国优

秀的戏剧，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为本届戏剧节

选定剧目。

音乐响起，幕布缓缓拉开，发起人王晓鹰执

导的《兰陵王》作为首届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

剧节开幕大戏，将北齐名将兰陵王的传奇故事搬

上舞台。剧中兰陵王作为一个因目睹父王被害而

用女儿态掩藏真性情的柔弱王子，齐后为唤回兰

陵王的男儿血性，交予他先王遗物——神兽大

面，戴上大面的兰陵王神奇般地平添雄伟气概，

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却也同时走到冷酷无情、暴

虐可怖的人性另一个极端。最终，齐后用母性的

牺牲帮助兰陵王告别迷途，回归本我。全剧用艺

术象征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灵魂与面具”的

寓言，体现对悲剧命运的观照，引发观众对于人

性、本心的思考和探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精彩

演出点燃了西昌的夜，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话剧有寓言的深刻，有轻松的诙谐，也有民

族的自信。重头戏《丁西林民国戏剧三则》接力

《兰陵王》，取材于中国物理学家、剧作家丁西林

青年时期的创作，由三部短篇《一只马蜂》《酒后》

《瞎了一只眼》构成。《丁西林民国戏剧三则》借婚

恋关系恬淡冲和、机智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上世纪

20年代人们的爱情观与婚姻观，让观众一饱眼

福，现场笑声不断；民族歌剧《彝红》重现了“彝海

结盟”的感人故事，歌剧中蕴含的浓郁乡土气息、

彝族文化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深深感染着现场观

众，24日演出当晚，《彝红》回到出发原点凉山，

回归戏剧初心，成功完成了其百场演出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昌火把广场、建昌古城

等地，中国传统的川剧变脸、京剧片段、新疆的十

二木卡姆以及阿坝的藏戏等轮番上演。首届中国

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发起人濮存昕告诉记

者，新的环境下，以戏曲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文化、

古典文化的缺失，使得过去对自然细致的描摹、

哀莫大于离愁的伤感等正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

淡去。他认为，有年轻观众愿意为这些戏曲买单

比单纯的保护更有意义，他正在考如何在戏剧节

中加入更多的戏曲演出与传统元素。

学者分享戏剧节的“国际经验”

作为本届戏剧节的“重头戏”之一，中国西

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论坛邀请到来自英国、瑞士、

俄罗斯、日本和国内的戏剧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围绕“全球化语境下戏剧节的功能与演化”进行

深入交流。

“这是一次取经会，让大家从不同角度对论

坛主题进行不同解读。”论坛由濮存昕主持。在国

际戏剧协会总干事托比亚斯·比昂科尼看来，举

办国际性艺术节有着许多积极的方面，也有风险

存在。国际性艺术节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

需要涵盖城市的文化根源，只有形成了独特的氛

围，才能有别于世界各地定期举办的成千上万的

各种艺术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党委副书

记尹晓东与大家分享了走过9年历程的“中国儿

童戏剧节”，并表达了中国儿童戏剧节与大凉山

国际戏剧节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希望通过合

作，为中国戏剧的创作演出搭建更加广阔的展示

平台，并为促进中外艺术交流作出贡献。ITI国际

剧协日本中心会长永井多惠子谈到，日本的表演

艺术是交融的，古典戏剧与当代舞台艺术并存，

他们还会继续接受新的挑战，将西欧戏剧与传统

戏剧相结合，以满足当今观众的需求。中国有许

多可待挖掘的好故事，开展参与国际性大型交流

活动是了解异国地域文化的绝佳机会。圣彼得堡

大学副教授、孔子学院院长尤利娅·米尔尼科娃

分享了举办、策划、落实国际戏剧项目的经验，并

提出建议：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要在模

式上做突破，求新求变，做一个不一样的国际戏

剧节。苏格兰亚洲艺术基金会主席理查德·路易

斯就爱丁堡“如何打造国际艺术节之城”发表了

自己的经验之谈。他说，大凉山戏剧节的故事才

刚刚展开，他希望大家从爱丁堡的经验之中了解

到，成为一座优秀的艺术节之城会有丰厚的回

报，也要面临巨大挑战，但大家一定要相信：“为

打造一座文化之城而付出是值得的。”韩国表演

艺术协会策划理事李光馥发现，大凉山国际戏剧

节的观众很年轻，年轻化的观众给戏剧带来了新

的活力。论坛现场，她着重介绍了韩国的“大学

路”，这条以原首尔大学文理大学院旧址为中心

所形成的一条年轻的马路，地跨东崇洞和惠化

洞。韩国最大的话剧表演舞台设在了大学路，这

里的表演文化和青春气息广为人知，这是韩国话

剧艺术的根本所在，可以代表韩国话剧、韩国戏

剧发展过程的展现。俄罗斯波罗的海大剧院艺术

总监玛丽娜·贝利亚耶娃分享了关于“波罗的海

之家”国际戏剧艺术节的宝贵经验。1991年设立

的“波罗的海之家”国际戏剧艺术节是俄罗斯首

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戏剧艺术节，它在最大程度上

向专业人士和广大观众呈现出欧洲戏剧艺术生

活的全景图。日本鸟之剧场创始人、总监中岛谅

人认为，观赏戏剧并且通过戏剧给社区带来活

力，是举办戏剧节的价值所在，要坚信戏剧的力

量以及由举办戏剧节而得到的热度。“第一次举

办这样的戏剧节就起步这么高，有国际视角、视

点和国际概念，非常不容易。”中国国家话剧院一

级导演吴晓江说，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

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第一次”，而且已经显现出

美好的前景和未来。要从戏剧节的成功举办中找

到一点点或者多一点的经验，不仅是戏剧节的成

功经验，政府的经验，也是艺术家的经验。这个经

验对于下一届戏剧节如何办？以及中国举办类似

的或者相近的大型活动，应该如何办？如何从自

身出发，走出一条自我的发展之路都有借鉴。

推动艺术高校资源分享与转化

戏剧教育是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重

要的、可持续的社会共享支点。本届戏剧节的举

办得到了国内、国际60家艺术高校的合作和支

持。不仅戏剧盛典上成功举行了戏剧教育之凉山

西昌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仪式，而且戏剧节期间还

召开了艺术高校资源分享与转化恳谈会，会议通

过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搭建互通平台，

推动艺术高校艺术资源的分享与转化，提升凉山

州艺术教育高水平发展。恳谈会上，各高校艺术

教育院校相关负责人、专家展开了一场建言献策

的“头脑风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凉

山14个世居民族保存有良好的原生文化，彝族

火把节被誉为“东方情人节”，毕摩文化神秘奇

特，彝族歌舞服饰、泸沽湖摩梭文化、木里藏乡风

情等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凉山民族

歌舞享誉全国，众多音乐人、诗人、传媒人从凉山

走向世界，“大凉山文化现象”的热度越来越高。

随着恳谈会交流的深入，与会人员达成了共识：

要充分发挥各艺术高校艺术教育教学的丰富资

源，在戏剧表演编排、艺术普及教育、戏剧人才培

养与使用、艺术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开展交流合

作，特别是在凉山贫困地区艺术师资入校教学、

师资培养、毕业人才实习、高端艺术人才培养、艺

术考点设置、专业艺术学校建立等方面开展交流

合作。要努力实现艺术资源与高校艺术教育之间

的互动与转化，将文艺作品积极融入高校艺术教

育中，使高校成为保护和传承民间艺术的载体，

为民间艺术的传承搭建平台，培养富有激情和创

造力的艺术人才，从而使民间艺术资源的挖掘应

用和传承保护与高校艺术教育之间形成双赢的

局面。

首届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举办恰

逢彝历新年。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活动

之一的阿惹妞民俗村寨彝族年活态展演——丰

收彝年，让前来参加戏剧节的国内外朋友近距离

体验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彝族年，阿惹妞民俗村

寨的村民们现场演绎了彝族原生态歌曲及彝族

乐器，享用完彝族美食，村民们还邀请来宾围着

锅庄跳达体舞狂欢，现场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濮存昕告诉记者，我们在慢慢地耕耘我们自己的

文化生态园林，但面对文化消费市场时，我们培

育的花圃是否值得蜜蜂采蜜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正努力通过文化消费的循环方式，建立起良

好的创作与欣赏的生态环境，同时他也透露，明

年或有可能推迟举办日期，以方便让更多当地观

众参与进来。

“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自2015年创办

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经过多年努力，已发展成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世界电视日”主题活动，在推

动电视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1月

21日，中国文联副主席胡占凡，中共北京市委宣

传部部长杜飞进出席大会并致辞，并与中国视

协分党组书记廖恳、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

记杨烁、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范宗钗共同启动

了第五届“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本届

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北京市

人民政府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局与中国视协联

合主办，以“融合·智慧——拥抱电视无限可能”

为主题，共同探讨新传播格局下电视媒体未来发

展方向。

胡占凡借大会表达了三点体会：拥抱未来，

我们的内容创作要把握方向，引领正确价值观；

拥抱未来，我们的电视媒体要深度融合，在挑战

中赢得机遇；拥抱未来，我们的视野要更加宽广，

在国际交流中发挥作用。胡占凡在致辞中呼吁，

电视过去的辉煌是我们一代代电视人努力缔造

出来的，电视的未来还要靠我们来创造，未来属

于勇于创新，甘于实干的人。

在本届大会的主旨峰会上，不少一线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都敏感地捕捉到5G的到来将对

电视媒体融合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晓涛在演讲中表示，5G

时代，电视媒体要面对两个变化，一个是播出形

态的变化，另一个是手机屏幕尺寸的变化。梁晓

涛提出，2019年2月华为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大

会上发布了可折叠5G手机，手机屏幕尺寸的扩

展，将改变用户固有的视频观看方式，通常移动

端适合观看短视频，而中长视频更适合大屏幕观

看，折叠屏让移动端屏幕尺寸呈现跨越式延展，

将会模糊大小屏之间的功能界限。梁晓涛表示，

5G的到来，让移动端的大带宽应用成为现实，移

动端将会通吃短、中、长视频，5G将解构移动终

端固有的视频格局与电视媒体固有的播出方式，

为电视媒体向移动端有效拓展创造了千载难逢

的机会，强互动、度耦合互动，是真正实现大小屏

之间的一体化互动。在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CSM）董事、总经理丁迈看来，5G的普及，一方

面为受众带来更好的收视体验，另一方面也极大

地改变了受众的收视环境，从而带来受众收视行

为的改变。从传输速度上的增速量变，最终将带

来整个电视行业质的变化。受众收视行为的改

变，首先要归因于电视数字化设备的普及。此外，

5G将促进电视大屏的智能化发展，促进大屏受

众年轻化，最终使电视大屏与移动小屏获得功能

相同、应用相同、受众相同，只是尺寸不同、场景

不同这一飞跃性的改变。从广告预算的角度看，

这可能带来广告预算向大屏直点播市场的回流。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网

络安全，信息社会将成为黑暗中的废墟。”中国工

程院院士沈昌祥强调，5G时代，一定要筑牢基于

5G的安全可信数字媒体防线。

据悉，除主旨峰会，大会还举办了10场专题

研讨会，涵盖广电5G规划、媒体融合发展、智慧

广电建设、有线网络整合、垂直内容生产、冬奥赛

事传播、网络视听产业等广电行业热点内容，同

时还设立主题展区，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成果，为广

大电视机构与技术企业营造互学互鉴、交流共享

氛围。

第五届第五届““世界电视日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中国电视大会

抓住抓住55GG电视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机遇电视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许 莹莹

“丰收了·游甘肃”冬春

季旅游产品优惠政策发布会

11 月 20 日在京举行。会

上，《丝路花雨》驻场版敦煌

舞蹈以别具一格的艺术风

格，将瑰丽多彩的敦煌壁画、

华美多姿的敦煌服饰呈现给

现场观众，形象地表达了博

大精深的敦煌艺术。酒泉肃

北蒙古族通过歌曲展现了浓

郁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特

色，让甘肃深厚的文化底蕴、

壮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

族风情触手可及。

会议发布了“丰收了·游

甘肃”冬春旅游惠民活动十

大主题线路以及六大优惠政

策，活动期间，甘肃各市州政府和全省文旅

系统共同推出了200多项文化旅游特色主

题活动，如“春绿陇原”文艺展演、甘南正月

祈愿大佛会、大型历史情景剧《回道张掖》常

态化演出等，将以艺术化的内容和形式打造

流动的景点、活化的景区和人民的节日。

（吕漪萌）

▶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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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惹妞民俗村彝族年活态展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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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三棱镜·阿来
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 阿 来
安魂，或卑微者的颂诗………………………………… 何 平
圆满即匮乏——阿来《云中记》管窥 ………………… 何同彬
废墟上的灵魂——论阿来小说《云中记》兼及刘庆小说《唇典》

…………………………………………………… 王达敏
思潮与现象

“旧作再生产”与中国当代诗歌知识体系的建构 …… 李海英
语言自觉与文体创造的可能——当代文学七十年一瞥… 徐阿兵

“花城关注”，在中国文学现场策展了什么？………… 周红莉
青年批评家论坛·重评与前瞻（五）
中国古典乌托邦的当下言说——以格非与阎连科为例… 张雪飞
时代的错位与统一——孟京辉版《茶馆》 …………… 温方伊
柔刚诗歌奖·获奖诗人评论小辑
在多重视界里人剑合一——当顾彬走向中国新诗 … 李 玫
青春之痛与自我之歌——杨德帅诗歌读札 ………… 魏 巍
青年诗人的“异面”——孙立本诗歌创作简论 ……… 顾星环
作家作品论
民族志、人类学和“世界诗歌”——论吉狄马加……… 杨庆祥
是引信？还是掩体？——论自然物象在吕德安诗中的抒情角色

…………………………………………………… 李倩冉
漫话王蒙与《中国天机》及其他 ……………………… 徐兆淮
越境者的文学景观 ——观察台湾作家林文月的一个角度

…………………………………………………… 朱 婧
评张新科长篇小说《苍茫大地》 ……………………… 温潘亚
论宇秀诗集《我不能握住风》的“痛感”及其意象创设… 方向真

主编：丁帆。国内邮发代号为28—271，定价15.00元。欢迎邮购，免
收邮资。联系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
论编辑部。邮政编码：210019。联系电话：025-86486055。电子邮箱：
yzjpl@vip.sina.com。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

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
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
局编辑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
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016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12室，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广 告
叙 事
弯月地（中篇小说） ………………… 李一清
愤怒的吕澄（中篇小说） …………… 王季明
失踪（短篇小说） …………………… 仲文娜
血圈寨（短篇小说） ………………… 曾 瓶
阿拉斯加（短篇小说）……………… 张勇利
龙凤呈祥（短篇小说） ……………… 秦 超
品 相
扶风堂随笔 ………………………… 吴克敬
祭农具稿 …………………………… 陈 纸
母亲 ……………………………… 宁克多杰
乡愁 ………………………………… 彭文春
怀念一条河的前生 ………………… 廖晓伟
汉 章
民间深处（六首） …………………… 于 力
简朴之诗（组诗） …………………… 龙 郁
短歌行…………… 紫凌儿 姜 华 筱 凡

龙 叟 王可田 闫丽娜
视 界 欧文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关于华盛顿·欧文及

其作品 ………………………………… 刘荣跃
精 品 请告诉他们，不要杀我 …………【墨】胡安·鲁尔福

悲催的一生 ……………………………… 次仁罗布
现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牛轭湾 ………………………………………………… 召 唤
赶火车 ………………………………………………… 许启勇
征文·“我们的这一天”
作别我心的郁结 ……………………………………… 邹永前
特别的一天 …………………………………………… 雯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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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迎喜神 …………………………………… 蒙彦琼
虎须 ……………………………………… 袁鸣谷
严冬酷事 ………………………………… 聂鑫森
玛卡 ……………………………………… 李永天
房子 ……………………………………… 丁红了
人参果 …………………………………… 段玉芝
画中人 …………………………………… 柏祥伟
一地鸡毛 ……………………………… 纳兰泽芸

本期一家 活在城里（中篇小说）…………………… 王心军
刘大刀与霍大侠（散文）………………… 王心军
真诚地面对生活（创作谈）……………… 王心军
人间烟火气中，自有向上的力量（评论）

——王心军和他的中篇小说 ……… 白 草
散文随笔 随笔二题 ………………………………… 蒋 泥

白描的大手笔（外一篇）………………… 韩春萍
乡女记 …………………………………… 安 宁
冬深处 …………………………………… 李 敏

诗 歌 山峦隐约（组诗）………………………… 王兴程
散歌（组诗）……………………………… 马晓麟
新的一天，从一匹马开始（组诗） ……… 白爱琴

访 谈 寻找意义，叩问真理，归根结底在为生命本身寻找
赖以停靠的港湾——就《韩东论》答记者问
………………………… 张元珂 张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