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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深藏于花店的咖啡馆，笔者与导演、编剧、诗人

张弓惊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小小的花店一派春日气息，在

与张弓惊的对话中，不难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点滴观察与热

爱。作为“社戏控股”创始人，张弓惊曾执导制作多部备受好

评的舞台作品，如《红楼与梦》《平西地下交通线》《后稷》《五

道口》《中关村往事》等，其作品不仅注重艺术表现的外在形

式，更富含哲学思辨性。近期，由张弓惊担任总导演的作品、

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展演剧目元宇宙题材舞台剧《归

去来兮》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成功上演，引发广泛关注和热

议。这部舞台剧以独特的视角和前卫的表现形式，展示了未

来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对话和冲突，让观众感受到了科

技和人性的交织和碰撞。在我们的采访中，张弓惊分享了他

对艺术的独特见解和创作理念，以及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的

深刻理解。

元宇宙不是新鲜事物

在谈到舞台剧《归去来兮》这部作品时，张弓惊提到了

他对元宇宙概念的思考。他认为，元宇宙一直存在于文艺家

的想象中，而如今通过技术的补足，元宇宙得以在现实中部

分甚至全部呈现。虽然元宇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在其

中，人类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象和情感，同时也可以探

索未来的无限可能。在元宇宙，真实与虚拟可能没有明确的

界限，这种模糊性也被运用在舞台剧《归去来兮》的创作中，

例如鼓手在剧作中掌控整个戏剧的节奏，但创作者并没有

明确交代这一角色是虚拟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剧中主

角“归去”和“重生”都寄寓着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选

择，观众看完演出后，甚至可能认为“重生”和“归来”这两个

角色是同一个人，这种身份的变化和反思恰恰能够增强角

色之间的互动性。

在表达创新概念的戏剧中，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否则

观众可能会对剧情感到模糊或不理解。所以在创作过程

中，张弓惊和他的主创团队经历了不少困难。在多元文艺

形式蓬勃竞发的今天，如何留住观众来看戏？在他看来，推

进文艺形式的融合、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寻平衡，或许有助

于帮助今天的观众更好走入剧院。“舞台作品天然具有假

定性、抒情性和表演性，舞台剧可以借鉴相声、朗诵、音乐

等其他艺术形式为我所用。我们要在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之

外寻求创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和兴趣，从而达到理想的

演出效果。所以在《归去来兮》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仅有精

彩的故事情节，还在舞美、服装设计、视觉效果等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元宇宙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张弓

惊会心一笑，告诉我们这本来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他从小就热爱阅读科幻小说，并且在大学时还曾写过一

些科幻题材的小说。他认为，科幻作品中蕴含着对未来的

探索和想象，正是这种探索精神，激发了他对元宇宙这个

主题的创作灵感。同时，“社戏控股”作为中关村的一家戏

剧公司，与高科技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接触是自然而然的。

早在2016年，张弓惊就带领其团队制作完成了机器人舞

台剧《小王子》，这也为后来的《归去来兮》奠定了基础。他

们始终坚信，高科技与戏剧的融合可以让观众体验到前

所未有的艺术魅力。“现代科技正在不断地推动戏剧艺术

的发展，而戏剧艺术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视

角。”张弓惊在谈到他对戏剧的理解时强调，戏剧不仅仅是

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传承和表达方式，应

该不断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并探索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的路径。在他的作品中，科技和人文精神总是不可分割的。

就像《归去来兮》以虚拟世界为背景，探讨了人性、价值观

和未来社会的方向。同时他也承认，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

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如信息爆炸、隐私保护等，这些都是

他关注和思考的议题。戏剧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是一个不

可逆转的趋势。因为现代科技已经与现实世界十分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而戏剧艺术也在不断地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

并进行创新。张弓惊相信，通过科技的创新和戏剧艺术的

发展，人类可以更好地探索未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人类

文明。他的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不断探索着

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未来之路。

让观众走进“幸福现场”

张弓惊多元化的职业道路和丰富的文艺喜好，让他在

创作中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和深度。他的诗歌作品表达了

他对生命、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思考，而媒体工作者的经历使

其拥有了敏锐的观察力。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

会经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对于他来说，艺术家的责任不仅

仅是创作好的作品，更是为社会提供一种反思和启迪。他

说：“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

考，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这也成为张弓

惊做“社戏控股”这样一家戏剧公司的理由之一。在过去，中

国的村庄都有戏楼，戏楼是村民精神文化的聚集地，每到演

戏的时候，整个村子都会热闹起来。看戏是人们交流的好机

会，也是社群的核心。做戏是对一个地方的精气神进行梳理

的过程，所以张弓惊在成立“社戏”之初提出一个口号叫“看

社戏合家欢，社戏就是幸福现场”。在他心里，人们需要的就

是这种面对面的感动。一个好的作品应该具备观众爱看的

特质，并且能够让观众多次欣赏、不断发现新的魅力，所以

“社戏”始终坚持两个标准：第一，正能量；第二，真好看。“正

能量”就是绝不做不好意思带老人和小孩去看的剧，“真好

看”就是绝不做看了第一遍不想再看第二遍的戏。在他看

来，与雕塑、绘画等静态艺术形式不同，舞台作品具有动态

性，可以随着演员、角度等不同的变化而带来不同的体验。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舞台作品需要注意舞台的张力，并

且每个演员都要全身心投入到角色扮演中去，为观众带来

最好的体验。在创作“好”作品时，张弓惊还分享了他的一些

独特做法：要做出让老人孩子都喜欢看的戏，就需要在剧本

创作、演员选择等方面下功夫。在“社戏”，每位演职人员都

是被平等对待的，让他们各司其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

作、表演中去。这样的做法可以让每个人都有所发挥，为整

部作品注入更多生命力。张弓惊深信一句话——“戏剧的所

有问题都能在下一场演出中解决”。

像艺术家一样生存

舞台剧《归去来兮》是“社戏”成立以来推出的第9部作

品，张弓惊一直把做戏当作自己的使命，他提出了“像艺术

家一样生存”和“把每一部作品都当成名作”等观点，这意味

着艺术家应该专注于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而不是过分关

注市场和商业化等问题。只有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

产生真正的、有创造力的作品。此外，他认为艺术家应该将

生活成本降低，这对于许多刚刚创业的年轻艺术家来说，可

能会有所启发。张弓惊坦言，疫情的冲击确实给“社戏”带来

了很大困难，但也给他提供了冷静的思考时间，并找到了长

足发展的生存之道。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创作上，并

把每部作品作为自己的生计。正如舞台剧《归去来兮》中的

台词所讲：“天道酬勤，天佑善缘。”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关

系上，张弓惊认为，艺术家们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创造性和独

立性来迎合市场和商业利益，因为牺牲创造性和独立性，恰

恰会让艺术家丧失市场和商业利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般化的人云亦云的东西基本都可以交给机器来完成，艺

术家只能通过创造和独立获得生存空间。他们应该坚持自

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品质，创作出更具有创造力和独特性

的作品。

在采访的最后，张弓惊热情地分享了那些对他影响深

远的文艺作品。对他而言，优秀文艺作品能够带来精神的启

发与滋养。他提到了彼得·汉德克的舞台剧《骂观众》，这位

剧作家以批判观众的方式，直面伪善，作品深深触动了他的

内心。除此之外，他也喜欢布莱希特的诗歌，他曾经无数次

对友人分享那些他喜爱的诗句。这些诗歌充满了直面现实

和时代的强劲力量，不仅让他感受到了诗歌的美感，更激发

了他创作的灵感。鲁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尽管他承认

自己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鲁迅的作品，但是其强烈的反思精

神，已经深入到张弓惊的骨髓，激励着他在创作中不断探索

和前进。他相信，做戏是帮助他人的一种方式，也是帮助自

己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在作品中表达某种道理，言之有

物，已经成为张弓惊的创作习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未来创作者需要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

形式，以更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同时，也需更加注重

社会责任和作品价值，为人民创作，为社会发声，引导社会

进步。”只有这样，文艺作品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内心，成为

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本报实习生杨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3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

学共同主办，中国民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

国民俗学会承办，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文学专

委会协办的“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

钟敬文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北

京、上海、山东、浙江等地35所高校、科研院所的

近百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日本、韩国、印度和美

国的国际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

为期两天的会议研讨。

18日上午，开幕式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

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高度赞扬

了钟敬文先生的学问功业，指出在当下通过阐释

与弘扬钟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理念，总结中国

民间文艺的发展历程，研讨新时代民间文艺的发

展命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他号召

大家学习钟先生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坚持民间文艺的人民性思

想，继承钟先生对民间文艺事业的热情，积极抢救

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弘扬钟先生建构中国学派民

间文艺学的精神，为建设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

中国话语体系而奋斗。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高度评价了钟

敬文先生在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发展及体

系建设中的卓越贡献。赞扬钟先生终其一生走在

为民族民间文化“发采扬辉”的道路上，致力于中

国民俗学学科人才培养，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乃

至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和保护培

育了骨干力量。

开幕式后，大会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运

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程正民、刘铁梁、董晓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名誉教授

苏独玉分别做了发言。刘魁立教授讲述了一位把挖掘弘扬民间

文化的价值和内蕴、颂扬人民的文化创造才能作为一生的追求，

矢志不渝，履践着、体现着自我生命价值的“人民学者钟敬文”，

彰显了钟老奋斗不息的生命力和可贵精神。程正民教授回顾了

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科的学术过程，谈到正是因为钟先

生学术研究中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学术自觉意识，才能在世界民

俗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为中国民俗学派树立了一面文化

自信和学术自觉的大旗。刘铁梁教授概括了钟敬文先生晚年的

理论核心，即现代民俗学对中国人认知和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

作用，中国民俗学在改革开放时代如何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研

究和建设，以及如何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民俗学派。这三个核

心论题为后来的民俗学者们指明了必备的中华文明主体意识和

文明互鉴的视野。董晓萍教授认为，钟敬文学说作为一种整体性

的中国学问，由于其对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改革的信念与实践，以

及面向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开放意识，使它与中国式现代化理

念具有深刻的默契。苏独玉教授则对比了钟敬文先生与美国学

者理查德·多尔森的学术思想，认为两位学者都注重民俗学科在

本国的建设，同时又对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保持

开放，由此对中美两国各自的民俗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期两天的会议围绕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思想，以“记忆中的

先生”“学科定位”“学科视野”“学科建设”“学科史”等主题展开

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会专家深切缅怀了与钟先生的师生情谊，

从多角度探讨了钟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践体系，其国际学术交

流，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成就等。结合民俗学在当代的发展，专

家们对民俗学的当代性、中国民俗学派、恢复民间文学二级学科

地位以及民俗学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

当代如何更好继承和发展钟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做了充分探讨。

（民 闻）

做戏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
——访导演、编剧、诗人张弓惊 □本报记者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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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你平安》是大鹏导演的第四部电影作品，无论是

2015年创作情景喜剧《煎饼侠》，还是2017年自导自演《缝

纫机乐队》，作品都以诚恳的态度关注草根梦想。2018年创

作的《吉祥》是他在现实题材电影方面取得的突破成果。

2023年上映的《保你平安》更以“现实+喜剧”的类型模式，

获得观众认可。《保你平安》延续了常规的喜剧创作模式，赚

足了观众的笑声。然而，如果影片仅仅停留在搞笑层面，还

称不上一部好电影。纵观国内外优秀的喜剧作品，无不在诙

谐幽默的基础上有思考、有情怀、有品位。

“现实+喜剧”的创作模式并不鲜见。上世纪初，卓别林

的喜剧电影《摩登时代》《淘金记》《大独裁者》等作品都体现

出创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层思考。喜剧不等于搞笑，悲情内

核才是笑行为发生的始因。

谈到真实，《保你平安》关注了网络暴力与校园霸凌两

个社会热点问题。通过魏平安为韩露洗黄谣以及魏磨砺揭

露真相却被同学霸凌的故事，引发观众思考：面对他人受到

不公正待遇时，在容易和正确之间如何选择？在帮助他人和

付出代价之间如何抉择？在追求英雄主义、信奉人间自有真

情在的路上，当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时还能坚持多久？影片以

众多喜剧人物形象塑造了面对网络暴力时“与我无关”的众

生相：有高高在上的冯总，有唯利是图的陵园董事长，也有

“吃个瓜需要较真吗”的托尼、玩偶扮演者、金董事长，还有

屏幕背后无数个键盘侠，网络谣言犹如潮水般漫天而来，成

为人们茶余饭后乃至道听途说的“真相”。看似荒诞的情节

背后，导演讨论了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大鹏用喜剧的艺术

手法，让观众在啼笑间审视自己与周身。魏磨砺问魏平安你

帮助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吗？魏平安说没什么好处。反而在他

一路追查、帮助韩璐洗白的过程中被大众赋予了“傻”“有

病”“和韩璐关系不简单”等符号，甚至成为网红竞争、利益

驱动下的全民娱乐对象，追找真相的魏平安本身也成为网

络传谣的受害者，让观众感受到了网络暴力层层下沉、迅速

失控的魔力漩涡。影片两条故事线并行推进，父女成为彼此

踽踽独行的动力和慰藉，最终演绎了一桩得偿所愿的大团

圆故事。

导演如何以荒诞、夸张且有代入感的喜剧手法，巧妙化

解了“挖坟”“黄谣”“霸凌”等恶性事件给观众带来的悲痛感

与窒息感，如何通过喜剧作品表现社会问题、引发观众思

考，在上述方面该片也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首先，在喜剧结构的设置上，影片在开头就预设了一个

追查真相、洗白黄谣的结局，在魏平安追查真相的剧情设置

中将人物陷入误会和曲折，通过追“凶”路上一个个意外，将

网络谣言链上丰富的社会形象铺陈开来。导演使用了观众熟

悉的喜剧“历险”剧情，让主人公魏平安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陷入困境，但魏平安更是具有英雄主义的倒霉蛋，社会

人称“籍安断尾虎”，染着绿头发、有入狱服刑的黑历史、背信

弃义、离婚、女儿和前妻继父生活在一起，这样一个被观众

“俯视”的小人物，却成为一个追查真相的大侦探，并上演了

飙车、翻越火车、陷入草原绝境的公路类型片叙事中。随着剧

情的推进，被“谣言”所建构的“失败者魏平安”的形象也不断

被澄清：他当年因为替兄弟打抱不平大打出手被判罪入狱，

并怕牵连妻女而主动离婚。

其次，本片对喜剧元素的把握也较为成熟，除了“小人

物成为大英雄”的“错位感”，还有“追逐”“悬念”“夸张”“误

会与曲解”等元素的使用都给观众深刻印象。例如，魏平安

在寺庙抢走冯呛呛骨灰盒后被马丽饰演的冯总和秘书等人

围追堵截，结果却是作为强大者的一方被愚弄，与《猫和老

鼠》《港囧》《泰囧》《唐探》等片的追逐故事如出一辙。魏平安

背着骨灰盒一路逃亡一路追查，卷入火车却死里逃生的夸

张间离手法，也带给观众强烈的喜剧体验。片中众多喜剧演

员的人设重现，大鹏、马丽、贾冰式幽默，尽管可能被观众误

解他们永远无法超越自己而成为角色，却保持了观众对演

员的熟悉感，强化了电影的喜剧效果。

此外，被网友热议的“抽离型喜剧”也在近些年的国产

喜剧作品中涌现，即前面大笑、结尾大哭的共情效果。魏平

安从“籍安断尾虎”变成头顶一抹绿的墓地销售，经历了公

路片的非现实人生际遇之后，在片尾回归现实生活，化身快

递小哥骑着电动车在茫茫夜色中奔波，却意外收获了韩璐

生前留下来的生日祝福，以及收到了他一直在直播间渴望

得到的“666”大烟花，结尾毛不易版《祝你平安》和江边绽放

的烟火，将影片情感推向高潮，在笑声不断之后又赚足了观

众的泪水。

《保你平安》在近些年上映的国产喜剧电影中确实让人印

象深刻，面对国产喜剧同质化严重，“不好笑”的喜剧层出不穷，

碎片化的网络段子拼凑全片的创作乱象，观众不得不在脱口秀

等其他文艺形式中获得“寓庄于谐”的替代性满足。简单的情绪

发泄并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在娱乐中汲取营养的喜剧成为稀

缺品。《保你平安》的成功，让我们不禁再一次思考，如何创作出

优质喜剧电影。终归，“讲好”故事、讲“好故事”，都是喜剧创作

者亟须深耕的艺术之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舞台剧《归去来兮》

以喜剧力量践行社会责任
□杨卓凡

新作点评

人 物

舞台剧舞台剧《《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剧照剧照

3月22日，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

局支持指导，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演演出

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举办的《天桥春至·北京（演艺）文化

创新发展论坛》暨第七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启动仪式，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以“追风逐月 为见春山”为主题，本届“华

人春天艺术节”在未来3个多月时间里，将以涵盖话剧、音乐剧、

戏曲、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的28部舞台佳作、超80场演出及一

系列特别活动，为京城观众带来一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

盛宴。

2016年，首届“华人春天艺术节”举办，着眼于呈现“华人文

化”、关注华语戏剧原创作品和华人经典作品，迄今已成功举办

六届。今年，以“北京演艺文化，何以见春山”为主题，艺术节首次

举办论坛活动，宋官林、顾亚奇、陈蔚、徐晓辉、滑斌、彭涛、马晨

骋、郑颖、张力刚、唐金楠、周莉亚、王斑等12位专家学者、艺术

家、企业家代表，分别从剧院与城市、行业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等

议题出发，就剧院作为城市文化艺术高地，在彰显城市文化气

质、艺术品位、精神特质与创新活力上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及在新时代如何发力北京“演艺之都”建设，如何从科技手段、

作品立意、创作初衷、文化惠民等不同层面推动当代戏剧发展等

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分享了各自在演艺行业的新实践、新思考。

在演出剧目方面，本届艺术节将分5个单元板块呈现。其

中，“中国故事”板块描绘时代变迁，将带来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

获奖小说改编的话剧《白鹿原》，展现当代奋斗者追梦故事的音

乐剧《理想之城》、共诉两岸同胞情的音乐剧《恋曲》、表现簋街

30年变迁的京味话剧《簋街》、以芭蕾塑造“两弹一星”元勋等典

型人物的舞剧《壮丽的云》等，并将于6月24至25日上演本届艺

术节闭幕大戏、同样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现实主义话

剧《人世间》。“现代都市”板块中，根据作家紫金陈长篇小说《坏

小孩》改编的同名话剧和音乐剧《隐秘的角落》、音乐剧《我的遗

愿清单》（中文版）、高清放映《暧昧》《水中之书》、舞蹈脱口秀《浩

浩传奇》等也将为观众带来舞台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别样洞察。此

外，“人物传记”“戏曲百花”“东方意象”等板块，还汇聚了昆剧

《瞿秋白》、音乐剧《南唐后主》《侠影·咏春》、芭蕾舞剧《斯巴达

克》、北京曲剧《永生花》、黄梅戏《铁画情缘》、高清放映《京剧搜

孤救孤》（纪录电影）、昆剧《牡丹亭》《蝴蝶梦》《世说新语·谢公故

事》《南昆经典折子戏专场》，以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儿童剧

《狮王》、话剧《网子》等优秀原创剧目与经典佳作。

为进一步丰富观众的艺术体验，3月21日至5月21日期间，第

七届“诗意生活节”也将以“东方意蕴、传统焕新、自然之境”为主题

举办，通过“观展、游艺、阅己、演说、文创”等板块策划，让艺术走进

大众生活。期间，“周末艺聚”艺术普及活动也将结合艺术节精彩演

出，邀请剧目主创、艺术家、行业嘉宾，开展戏剧工坊、艺术沙龙、文

化讲座、舞台探班等特别活动，为观众带来专业、开放、多元的文化

体验。 （路斐斐）

第七届天桥·华人春天

艺术节在京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