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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京剧演员，业余京剧爱好者，乃至歌唱演
员等，都觉得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梨花颂》很
好听，所以喜欢唱它。笔者以为，好听是一回事，它
是不是京剧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以前者遮掩人们
对后者的思考。《梨花颂》的曲作者杨乃林先生曾在
央视戏曲频道的一个节目中说过，他给《梨花颂》谱
曲之后，是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去见梅葆玖先生
的。何以会如此忐忑呢？显然，他知道自己创作的并
非属于京剧的东西，担心梅先生不认可，不接受，没
想到梅先生竟痛快地拍了板。是不是梅先生拍了板
的东西，其他人就再无发言权了？它既不是京剧，那
么充其量就是一首“戏歌”，笔者以为，一出京剧却
以一首“戏歌”做它的主题曲，实属不伦不类。其实
梅先生认可的还不止《梨花颂》。记得张学津先生说

过，在《大唐贵妃》的舞台布景中有一楼梯，其台阶
竟高达三十多级，演员从上面走下来，起初观众都
看不到他的上半身而只能看到其下半身。梅先生既
参与了该剧的演出，说明他对此也是认可的。写至
此，不禁想起梅兰芳大师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次
看《秋江》的演出，天幕上并无江景，一位患有晕船
症的观众看着演员逼真的表演竟然眩晕起来；另一
次再看此剧，天幕上出现了江景，反倒没有了这样
的效果。两相对照，恐怕也不难看出梅氏父子在置

景问题上的歧见了。
近来，京剧评论家、《中国京剧》杂志社编辑部

主任封杰先生在一个讲座中提到歌唱演员唱《梨花
颂》，唱出来的是歌味儿，而京剧演员唱出来则是戏
味儿。有的京剧演员演唱《梨花颂》，报节目时竟说
是演唱“戏歌”《梨花颂》，这是不自信的表现，就应
该报“京剧选段”《梨花颂》。笔者以为，这样的批评
未免有些武断。人家既报的是“戏歌”，可能认为《梨
花颂》就是“戏歌”而不是“京剧选段”，难道不允许
人家有这样的看法？怎么就一定是不自信呢？大家
所熟悉的《唱脸谱》不是也很有戏味儿吗？难道它也
不是戏歌吗？当然，《唱脸谱》与《梨花颂》的不同之
处在于，前者是独立的，后者则是被塞进了《大唐贵
妃》这出戏里而已。

争 鸣

戏乎？歌乎？
□史震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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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此为“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年，
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一年。尽管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但是各级文艺主管部门，依然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在抗疫中高举文化
旗帜，在奋斗中谱写时代新曲，积极有效地组织文艺创作，推
动艺术精品的生产与传播。

抗疫戏剧 不舍不弃

2020年，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就是“抗疫”。面对新冠
疫情的骤然来袭，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抗
疫的阶段性胜利。从西方世界对中国疫情作壁上观，到疫
情在世界范围内流布汹涌，人类存在与命运的命题变
得如此聚焦，而文化传统的不同，又带来了不同区域
的人们对疫情、对世界、对人生理解的差异性。

中国话剧向来有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与观众共同创造的艺术传统，疫情面前，话剧
工作者以戏剧为武器，直面困难，化危为机，
发挥了关注现实、反映生活、振奋民心、鼓
舞斗志的社会作用。

武汉疫情告急之后，江苏省率先派
出医疗队前去增援，3月，江苏演艺集
团着手以艺术的方式书写抗疫传
奇。7月话剧《因为有你》（解涛编
剧，李伯男导演）正式公演，此
剧表现了南京与武汉的密切
关联，从南京出发的男医生
段一铭与在武汉社区抗疫
的女书记范小沫是恋人
关系，疫情发生之前，
他们为谁该迁就对
方离开家乡争执不
下，疫情让他们
同处武汉却咫
尺天涯。段一
铭 看 到 医
学院里曾

经的好兄弟牺牲在武汉抗疫一线，毅然选择留在武汉医院。此
剧展现的是抗疫斗争，焦点却是人心和人情。尽管人们很难预
测，“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来”，但是因为有你，不离不弃。此
剧风格质朴鲜明，基调平实真诚，形象鲜活生动。

《逆行》是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编剧赵瑞泰亲历了
武汉交通管制的日日夜夜，他笔下的人物饱含挚情和感悟；导
演王晓鹰仅仅因为这是武汉人创作的抗疫剧，便义无反顾地
奔赴排练现场。剧中表现了两个医护家庭。院长刘宇先身患渐
冻症，他隐瞒病情、忍受苦痛，在医院日以继夜地抢救病人。他
的妻子是一位护士，不幸染疫，两位深深相爱的人却无法相互
照顾，只能在精神上彼此支撑。面对困难和危险，刘医生勇于

决断，敢于承担，牢牢
掌控医院的整体局面。

江凌云退休后返聘回医
院，他的女儿、护士江晓玲

刚参加工作就面临生死考验，
在极端环境下她迅速成长，冲

锋在前。此剧点、线、面有机结
合，群像式与闭锁式结构相互交

融，它表现了在疫情面前人们的压
力，但更多的是坚韧刚毅；它给人以痛

感，但更多的是顽强不屈；它触碰观众的
泪点，却充满豪迈乐观。它将许多真实的

生活事件，如转瞬间的生离死别、身上挂满
购物袋的志愿者、居民楼里唱国歌、方舱医院

跳广场舞等等一一巧妙地化入戏剧情境，以歌
队形式表现了武汉的众生相，确如剧中最后的台

词所言，“城市还是那个城市，而我们已经不是从前
的我们”。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人民至上》（刘金妮
编剧，李伯男导演），以武汉医护人员抗击新冠疫情的事

迹为表现内容，聚焦疫情暴发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多角
度、多点位的舞台画面，展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不怕牺

牲、勇敢奋斗的高尚情怀和无私行动。主人公武汉医院的院
长李宏宇，其原型是国家勋章获得者、抗疫英雄张定宇，他拖
着病弱的身躯，坚持战斗在抗疫一线。剧中塑造了在抗疫中
牺牲的医生谭敏、护士长小黄鸭、志愿者等一系列感人的戏剧
形象。

抗疫题材的话剧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护士日记》、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的《生死24小时》、南京市话剧团的《鸽子》、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社区居委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局的《致
勇气》、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14天》等等，这些戏剧聚焦普通
人，讴歌时代英雄，表现众志成城的抗疫行动，展现了生死面
前人的处境和反应，以及在疫情面前的生命感悟和感动。

农村题材 脱贫主题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宏大主题，值得深入开掘并进行艺术
表现。全国290多万扶贫干部中牺牲在扶贫一线的干部就有
1000多人。决胜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作为主题创作，带动
了一大批话剧剧目的产生。如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村里新来

的年轻人》、新疆歌舞剧院话剧团的《金色的
胡杨》、煤矿文工团的《情系贺兰》、福建人民
艺术剧院的《县委书记廖俊波》、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的《干字碑》、云南省话剧院的《白鹭
归来》、南通艺术剧院话剧团的《索玛花开的
地方》等等，都聚焦了农村题材和脱贫攻坚
主题，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
事迹。

《村里新来的年轻人》（蒲逊编剧，刘丹导
演）以扶贫干部为表现主体，展现当代农村的
社会现实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剧中的女
主人公孙倩倩是城里长大的“作”女，她的网
名叫“风一样的女子”，最初报名下乡扶贫，是
因为恋爱不成，被母亲逼婚，想要一走了之。
可是到了农村才发现，这里老百姓的日子过
得十分贫困，村子破烂得像个大垃圾场。孙倩
倩年轻漂亮有洁癖，宣称“死了都要美”，刚下
乡时还照样穿着高跟鞋，结果是崴断了鞋跟，
一头栽进了粪池。随着对环境的适应和工作
的开展，孙倩倩不仅看到了农村的希望，干出
了业绩，而且还遇到了意中人“等风来”。此剧
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脱贫过程中农村旧势
力与新生力量的较量，有农村生活的气息，人
物性格鲜明。

《金色的胡杨》（李龙吟编剧、李利宏导
演）以新疆喀什科克敦村几位村民的回忆和

几段完整的故事，串联起村支书刘国忠的人
生和对边疆土地的热爱。刘国忠实有其人，他

还在2013年被评为最美村官。戏剧从他临近退
休、准备辞去村支书开始写起，一帮维吾尔族群众

到乡里求情，希望他继续任职。他们讲述他在其父病
危时，把好不容易积攒的路费拿出来抢救维吾尔族村

民；他在大旱之年为了村里的庄稼四处奔走，终于引来
了大渠之水解危济困。他带领农民引种经济作物色素辣

椒，赔了钱是自己的，赚了钱却归还村民。刘国忠有眼光有
胸襟，他知道扶贫必先扶智，因此他让自己的儿女回到村里，
办好乡村教育，引领村民共同富裕。一个汉族村支书受到维吾
尔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真心爱戴，此剧写出了心的印证，爱的
融通。刘国忠与村民是命运与利益的共同体，每一个人都像是
一棵胡杨树，长在这片土地上，根脉相通，枝叶相连。

值得注意的是，扶贫题材因为目的一致、结果相同、路径
相类、人物相似，需要创作者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发掘时代

生活的底蕴、不同区域的世态人心，表现戏剧人物的鲜明个性
和精准脱贫的典型性。

目前，我们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化之
大、信息之丰富、生活层面之繁复，都是前所未有的。怎么把具
有时代特征的生活素材加工为艺术精品？第一点就是要尊重
艺术规律，以艺术的方式塑造形象，结构情节，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要深刻认识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时代工程，要把它放
在历史的架构中，去表现它的深刻性、系统性、创新性。第三，
处理好大时代和普通人的关系，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
代、讴歌英雄，是当代戏剧创作的重要使命。要处理好先进个
体与农民群体的互动关系。第四，处理好脱贫攻坚戏剧创作的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真诚、质朴、简约、精妙的方式呈现出
来，不能搞奢靡豪华的舞台大制作，因为那是和精准脱贫、艰
苦奋斗的时代精神相悖的。

讴歌英雄 重温经典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话剧艺术工作
者的使命。近年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人公的戏剧创作，呈现
良好的发展态势。

安徽省话剧院的话剧《今夜星辰》（唐栋编剧，傅勇凡导
演）以“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与妻子李佩为主人公，表现了他
们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衷心报国的感人事迹。郭永怀不
顾美国人的监视、阻拦，抛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毅然带着妻女
回归祖国，为了制造“两弹一星”，他在戈壁滩上拼命工作，在
即将爆炸的飞机上，他和警卫员用身体牢牢地护住了宝贵的
资料。他的妻子无怨无悔，发奋有为，成为中科院“最美的玫
瑰”、“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谱写了“爱和智慧的传奇”。此
剧的总体风格像一首交响诗，在起承转合之中，遵循意识流
手法，却又有现代叙事的灵动特点，在写实性再现场面、诗
意表达空间、多义意象呈现上自由转换。导演善于以少胜
多，以点带面，营造情境，展现有意味的多维、多义的戏剧意
象空间。

广东省话剧院的话剧《深海》（周振天编剧，黄定山导演）
是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话剧，其主人公是国家荣誉勋章获得
者、人称“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深海》的戏剧结构设计巧
妙。它以黄旭华随核潜艇进行极限下潜实验为纵线，以黄旭华
不平凡的人生和奋斗历程为纬线，编织起充满悬念和戏剧张
力的情节网络，生动而细腻地展现了黄旭华为核潜艇事业呕
心沥血的人生。黄旭华的人生充满了传奇性，少年时期遭遇日
寇侵华，触目所及是祖国沦陷、举家逃难、生灵涂炭，因此他立
定人生的根本，就是要发奋有为，造飞机，造潜艇，抵御外辱。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离开上海，辗转迁移，隐姓埋名，为国家设
计建造核潜艇。甚至在“文革”当中，他被造反派打击迫害，让
他去养猪，他在猪舍旁也依然潜心研究核潜艇。等到30年后
他回到家乡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为他梳理白发，以如此
深情的举动，表达了慈母的欣慰和感动。此剧将冰屏等现代科
技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戏剧结尾时，舞台上的黄旭华向众人

回首告别，屏幕上出现了现实中黄旭华的真实影像，他尊贵如
神，又宛若常人；他威武雄壮，又和蔼可亲；让观众对他的风采
和荣光留下深刻的印象。

2020年，革命历史题材依然是话剧创作的热点。以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三湾改编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创作的话剧就有
江西省话剧院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及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三
湾，那一夜》。两部话剧取材一致，艺术表现各具特色，都以浓
墨重彩描画了领袖形象，表现了革命的危机关头，毛泽东力挽
狂澜，高瞻远瞩，引领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2020年是戏剧家夏衍先生、熊佛西先生诞辰120周年，是
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为了缅怀前辈戏剧家的精神，纪念他
们的贡献，浙江大学在夏衍的故乡杭州、上海戏剧学院在熊佛
西的故乡江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
究所在曹禺工作过的地方北京，分别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和学
术研讨会。上海话剧中心重排了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组织了《雷雨》的新人版演出，天津人民艺术

剧院的《雷雨》在全国30多个城市巡演。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也邀请外国导演，在保利剧院演出了曹禺的《雷
雨》和万方的《雷雨·后》。借助这股重排经典的风潮，国家大剧
院推出了根据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改编的同名话剧，
此剧对原小说的复仇主题进行了具有现代意味的阐释和演
绎，其舞台设计和表演风格亦可圈可点。

云上线下 是雾是花

新冠疫情的出现，给演艺事业特别是剧场艺术造成了很大
困难。受疫情影响，很多民营演出机构处境困难，他们想方设
法，努力自救。2020年5月8日，鼓楼西剧场的创始人李羊朵面
对门可罗雀的剧场，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静待花开终有时”，
他们以线上剧本朗读会的形式，以帮助烟台农民卖樱桃的方式，
凝聚人心，聚拢人气。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没能保住他笔下的
樱桃园，而鼓楼西的樱桃园却守住了戏剧的精神家园。据不完
全统计，到2020年6月底，全国注销了13000多家演出机构。

疫情之下，戏剧艺术工作者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剧场关
闭期间，各地院团仍在直面挑战，制定对策，谋划发展。他们采
用的方式，一是组织线上艺术生产，如剧本研讨、云端排练等，
二是组织保留剧和新创剧的线上观演。如文化和旅游部组织
的“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年戏剧展演”，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组织的“第九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舞台艺术获奖剧目
展演”、北京影偶艺术周，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陕西人艺、广东人艺等多家院团都将优势戏剧资源传
布于互联网云端。这些演出以“网联网+”、“科技+”的模式，打
破戏剧演出的场域限制和空间阻隔，以灵活的、交互的、便捷
的方式传播戏剧艺术。

线上演出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还是未来演出的一般
样式？这有待进一步考察、论证。它的好处是，打破了实体剧场
物理空间的局限，扩大了虚拟空间戏剧艺术的传播效能，它让
实体剧场发生的不可逆的真人观演，在互联网中具有了可复
殖、可审视、可弹幕、可臧否的自由参与的多种可能性。当然线
上演出利弊皆有，显然，它弱化了群体气息、情绪互动的剧场
审美效应。

要打造有特色的线上演出，我认为首先还得是“硬核”的
演出——艺术产品的质量，质量的意义指向包括品牌、文本、
导表演、整体效果、IP影响力等等。其二是强化自身的优势和
特色，线上演出要形成鲜明的创作理念，并且结合剧目本身的
特点来打造演出风格。其三是摸准线上人群的观剧心理，做好
前期宣传，准确对接特定人群和目标受众。其四是发挥互联网
的功能，做好线上线下的导引、交流、互动。其五是确保线上播
出时技术条件的有效支撑。

疫情期间，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先后举办线上学
术研讨会，就戏剧批评的对象、原理、方式、功能，以及当代戏
剧批评的文化特征、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广泛的线上研讨和互
动交流。

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艺海
问道”文化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仲呈祥、韩子勇、田沁鑫、李树
峰、祝东力、田黎明、管峻、金宁、鲁太光等专家学者围绕“文艺
批评的现状与对策”主题，就文艺批评的现状与问题、如何促
进文艺批评的繁荣、文艺批评的“才”“胆”“识”“力”、文艺批评
如何助力艺术院团创作、文艺批评的媒体责任等话题进行研
讨。主办单位负责人、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有关同志也参加了
此次会议。

与会专家认为，文艺批评是否及时、透彻、准确，直接影响
到基础理论和艺术史体系的认识水平，也影响到学科体系的
建设水平。因而，文艺批评者应去掉面子要里子，不为应景要
真知，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夯实基础。文艺
批评应判断准确、分寸得当，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故
事旁逸显个性、有意反说博眼球，惟其如此才能保有较高的公
信力。也有专家谈到，当前有关重大题材创作的文艺批评力度
还不够，应当认识到，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作
品的价值，对于这类创作而言，有必要建构起创作和批评的良
性互动。大家表示，文艺批评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系列重要论述，积极投入到文化建设的生
动实践中去，发挥好文艺批评对于文化强国建设的积极作用，
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
说真话、讲道理，营造文艺批评工作的健康氛围。（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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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话剧：：疫情之下的征程疫情之下的征程
□□宋宝珍宋宝珍

《村里新来的年轻人》《《深海深海》》

《《逆行逆行》》

《《人民至上人民至上》》

《《干字碑干字碑》》

近日，由宜兴市紫砂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紫砂风云录·紫砂七老》编纂工作启动座
谈会在宜兴举行。紫砂不仅是宜兴的主要特产之一，还是当地文化积淀、工匠精神传
承与艺术升华的重要载体。1956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的任淦庭、裴石民、吴云
根、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等7名紫砂技艺辅导员，不仅自身创造了紫砂工艺
的辉煌，更对紫砂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纪念“紫砂七老”在宜兴紫
砂发展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更好传承老一辈紫砂艺人的手工技艺，宜兴市紫砂艺术
研究院认真梳理“紫砂七老”的人生历程、创作轨迹和精神脉络，牵头组织成立了筹备
编委会，对成书的必要性、写作角度等进行了反复研讨和磋商。

座谈会上，宜兴市紫砂艺术研究院院长卫江安介绍了该书筹备编纂工作的基本
情况。他谈到，编纂该书既是弘扬宜兴紫砂文化的需要，也是传承紫砂文脉的需要，
更是抢救紫砂历史的需要。目前该书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编委会将做好
具体采访、实地考察、资料查找核对等编纂工作，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可读性、
文学性，确保该书能于2021年第11届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前顺利完成，向
第11届陶瓷文化艺术节献礼。 （慧 言）

《紫砂风云录·紫砂七老》编纂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