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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把
观众带入小剧场这一近距离的、高度共享的、自由互动
的观演空间中来，到底要实现怎样的戏剧效果，想达到
怎样的艺术目的？”“小剧场戏剧最直观的基本特征是什
么？”“如何使当代小剧场戏剧体现其意义和价值？”

近日，在中国剧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联共同主办的“全国小剧场戏剧
现状与发展高峰论坛”上，业内专家围绕当代小剧场的
创作、发展与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小剧场意味着一种创新精神

“从更深入的层面来理解已有40年发展历程的中
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其今天的发展现
状或看到其未来端倪。”作为新时期中国小剧场戏剧40
年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中国剧协顾问、导演王晓鹰认
为，今天的小剧场戏剧创作在保留“实验”品格的同时，
还延续了追求娱乐性、商业性的创作意识，“实验性”作
为中国小剧场戏剧的重要艺术特征又非其唯一属性或
必备前提。相比之下，今天更值得关注的小剧场戏剧最
直观的基本特征是其有别于传统大剧场的“非常规”的
演出空间，及其从根本上对观演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带
来的更加强化的、鲜明的戏剧艺术的“共享”特质。

“简单的空间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创作可能，这是我
们需要珍惜的。”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艺术总监、编剧喻荣军感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
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开始从最初的反商业化、反传统，以
先锋和实验的态度为主流戏剧创作带来生机的创作面
貌，转向了为挽救“话剧危机”而进行的商业化、市场化
之路，小剧场戏剧一度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创
作现象，而这种状况在近10年来已得到了逐步改善。他
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自2011年起推出的“后浪-小剧场
新运动”为例谈到，10年来更多的观众通过小剧场展演
等各种演出了解了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创作状态，商业、
实验、探索、先锋等各式各样的作品共同展现着创作者
对“小剧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一命题的回答。在他看
来，“小剧场不只是空间，更意味着一种创新的精神。创
作者需要更多地在创作中发现自己，打破剧场的束缚，
追求实践、探索、创新、自由的精神，这才是小剧场给我
们带来的意义”。

小剧场藏不住“假”和“拙”

总结梳理近10年来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
长宋宝珍认为，新时期的小剧场戏剧依然保持着探索性和实验性，且探索、实验
的点和面各有侧重，广度和深度亦有所扩展，更多的作品不再刻意强调自身所谓
先锋前卫、反诘反叛的艺术姿态，也不再仅仅注重意识、形式的标新立异，而是在
艺术的多层面、多环节上彰显了小剧场戏剧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此外她还注意
到，10年来大量小剧场空间纷纷涌现，充分显示了小剧场自身的生长力和社会
需求，小剧场成为凝聚人气和艺术发展潜力的中心，也成为年轻戏剧人施展才华
的场地。“直面戏剧、沉浸戏剧、肢体戏剧、多媒体戏剧、文献戏剧等多种剧场样式
的出现，一大批原创、新创、经典新解作品和引进剧本的新编上演，以及中外小剧
场不断开展的合作与交流等都说明，小剧场戏剧已不再是为了挽救戏剧危机所
运用的‘手段’与‘补充’，而更多地在展现着自己的艺术追求。”

“相对于传统大剧场的演出，小剧场戏剧更具颠覆性和鲜明个性。”多年从事
小剧场戏曲创作的北京京剧院导演白爱莲谈到，小剧场戏剧并不局限于单一模
式或固定范式，而是一种多元的、包容性非常强的且与观众关系更为密切的戏剧
演出形式，其创作空间更为自由，可以更多地表现作品的“作者性”。在小剧场，创
作者可以放飞思想、大胆表达，而这些表达、思考和对每一个细节的用心创作，观
众都能深切感受到。对此，北京人艺导演、演员王斑也深有同感，他谈道：“小剧场
反而更要追求品质的精致。从剧本到演出的各种方面更需‘讲究’，演员的表演必
须更加细腻生动。毕竟与观众的距离在咫尺之间，藏不住‘假’和‘拙’。”

“今天我们谈论小剧场是为了以‘小’见‘大’。”《新剧本》杂志主编、编剧林蔚
然认为，小剧场是一个有容乃大的空间，创作者归根结底要找到自己生命中的独
特体验，否则为“新”而“新”就容易陷入苦苦求索的“盲区”。“‘创新’二字要在日
常生活中、对素材的提炼中时时闪耀。要不重复自己、不批量生产，不断突破舒适
区和安全区，让小剧场成为我们可以大胆触摸边缘、拓展边界的场域。”

激发思想在“空间”里的充盈与成长

谈及小剧场戏剧原创力提升的话题，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结合
江苏艺术基金小剧场戏剧编剧人才培养项目的运作经验分享了她的思考。“小
剧场戏剧人才的培养特别强调实践性、交流性、探讨性，因此要用各种方式和
青年展开交流、实践，从而引领青年编剧不断向前。”她感到，青年编剧在小剧
场戏剧的创作中体现出了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对人性细腻的观察和十分真诚
的投入，因此理应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创作机会，为他们的戏剧演出配备更好的
演员。

对如何推进小剧场戏剧的艺术探索，王晓鹰认为，创作者不妨更多地寻找、
发现、开拓真正非常规、有特点的演出空间，相关的文化主管部门和小剧场戏剧
节的主办者也可以有意识地为各具特色的作品寻找、提供这样的演出空间，激发
思想在“空间”里的生发、充盈与成长。同时，在主流色彩浓厚或更偏向追求娱乐
性的小剧场中，也有必要保护实验探索精神，因为这是小剧场戏剧生发的原初动
力，也是整个戏剧艺术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小剧场的艺术探索永远在路上。”宋宝珍希望未来的小剧场戏剧创作能进
一步处理好情感视角的个人化和时代脉搏的关系、作品“小而精”与传播效应“广
而久”的关系、小众先锋探索意识与大众接受的关系、艺术本体规律规范的守正
与不断创新求变向前的关系。王斑期待，小剧场永远成为艺术家和观众互动、游
戏、发挥想象的地方，创作者在这里展开想象的翅膀，打开观众的心扉，引起观众
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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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电
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协办的电影《此生有约》观摩研讨会于4
月27日在中国电影人之家举行。中国影协
顾问、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
长童刚，中国影协副主席尹鸿，中国影协分
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虹子出席。宋智勤、张思涛、康
伟、牛彤、梁明、皇甫宜川、武亚军、林丽宁、
张弛等专家学者，该片编剧、导演杨涧华，该
片总制片周晓燕、总统筹吴非等主创代表参
加会议。

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的重点扶持
作品，由广东海上云天影视集团出品的电影
《此生有约》具有浓郁的年代感和鲜明的现
实主义风格。影片根据“时代楷模”“感动中
国人物”张玉滚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三
代乡村教师信守一个承诺、坚守一所山村小
学，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扎根深山教育讲台，
坚持通过教育改变山村孩子未来的故事。与

会专家表示，该片以一根扁担作为串联，用
鲜活的影像和丰满的人物，表现了一代代乡
村教师群体在艰苦条件下的薪火相传和为
乡村教育做出的奉献与牺牲。影片通过对乡
村教育几十年演变的描绘，也侧面反映了改
革开放40多年的时代变化。作品在台词、美
术和表演上都力图还原生活本来的样子。该
片以情动人、直击人心，歌颂平凡英雄，充满
正能量和人性光辉，塑造了可信可亲可敬的
时代楷模形象，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悉，电影《此生有约》历时三年拍摄完
成。影片拍摄地选择在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
一个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山村。中原文化的融
入，使得电影具有了非虚构性故事片所特有
的乡土味道和地域特色。目前该片已获得第
十一届西班牙马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
故事片奖、最佳导演提名，第七届意大利费
拉拉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22年戛
纳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等国际电影
节奖项。6月28日，该片将在全国公映。

（余 非）

以“新时代·新京味儿·新经典”为主题，由北京演艺
集团主办的第九届五月演出季日前在京启幕。5月8日至
6月23日，京演集团旗下的9家艺术院团将献上14部原
创剧目共37场演出。此次展演荟萃13个艺术门类，力图
让京城观众在京味儿文化中感受新时代舞台艺术的独特
魅力。

演出季期间，多部原创精品将集中上演。5月26日至
28日，由北京歌剧舞剧院演出的原创现实题材音乐剧《理
想之城》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该剧聚焦建筑行业，
讲述了以赵显坤、苏筱为代表的奋斗者们克服重重困难、
坚守初心信念，共同构建心中“理想之城”的故事。“六一”
儿童节前后，改编自作家叶广芩儿童文学三部曲之一的儿
童剧《土狗老黑闯祸了》将在北京南锣鼓巷京演演艺新地
标“南锣剧场”与观众见面，经典木偶剧《大闹天宫》与
2022年央视春晚舞台上获赞的大型纪实性木偶剧《大象
来了》将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相继上演。

此外，中国杂技团创演并进行改版升级的现实题材杂
技剧《呼叫4921》，北京演艺集团出品的京味儿话剧《簋
街》，北京曲艺团展现北京人文特色与中轴线上历史故事
的原创曲艺专场《中轴魂》和运用多种曲艺表现形式讲述
《水浒传》故事的曲艺专场《水泊英杰》，中国评剧院创演、
改编自鲁迅同名文学作品的评剧《祝福》，河北梆子剧团改
编自古希腊悲剧的《美狄亚》和河北梆子赵派名剧《打金
砖》，北京民族乐团以大运河文化带为题材创作的民族交
响诗《大运河》，北京市曲剧团新创推出的北京曲剧《正红
旗下》情境音乐会，以及特别策划的以民乐为主题汇聚京
演集团旗下9家艺术院团不同艺术门类演出的《国乐＋9》
音乐会等，也将在北京多个剧场精彩上演。

据了解，展演期间还将以“一起来‘艺’游”为主题举办
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观众走进艺术院团，沉浸式体验多
种艺术形式，感受舞台艺术魅力。同时，活动还将结合演出
季主题与即将展演的剧目，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方
式，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和感受各院团的艺术精品，感
受艺术创作的生动历程。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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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演集团五月演出季
展现新时代新京味儿

关 注

4月12日至15日，由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自主创作的交互式舞蹈作品《巡天遥
看一千河》在深圳中洲湾“牧星X计划”卫星遥感瞰世界艺术展上演出，为观众带来
了别样的艺术体验。作品以“航天”为视觉主题，以“舞”的形式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实
时渲染技术、交互和光学定位技术等多种科技手段而创作，在表现宇宙空间意识的同
时也彰显出浪漫的东方韵味。

该作品在内容上分为“缘起”“探索”“迷失”“腾飞”四个部分。作品以实时交互系
统实现舞者与画面元素的互动，象征梦想的纸飞机在屏幕上跟随舞者飞翔，绚丽而梦
幻。作品在技术控制方面，可分为交互输入、内容处理、显示反馈三大模块，通过不同
模块的协调配合，实现舞蹈、音乐、舞台表演和画面的融合，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影像表
现的舞蹈艺术叙事，实现了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据悉，该交互式舞蹈作品是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表演实验环境的系统搭建与整
合及应用》项目的科研成果之一，此项目旨在推进“表演实验环境”的研究工作，探索实
验性质的“表演环境系统”搭建方法，并以沉浸式虚拟交互为依托，把传统演出工作流程
和计算机虚拟现实环境技术相结合，构建虚实结合的演艺环境与虚拟内容演出创作制作
系统。 （艺 闻）

以交互式舞蹈展现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评 点

莆仙戏莆仙戏《《踏伞行踏伞行》：》：

优秀的戏曲传统如何实现创造转化优秀的戏曲传统如何实现创造转化
□王 馗

在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举办的“新时
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上，《踏伞行》的
谢幕引发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随着人物的
拜谢，莆仙戏的行当之美一一再现，每个行
当最具代表性的科介：蹀步、摇步、千金坠、
三步行、雀子跳等等，已经在两个小时的观
演中深深打动观众。这再一次证明了莆仙戏
古老的艺术体系与现代审美接受是完全无
碍的。《踏伞行》的艺术创作让莆仙戏重新找
到了剧种本体的古典气质，也获得了寻求当
代剧场知音的现代品质。

首演于2018年的莆仙戏《踏伞行》，在5年的
演出中备受赞誉，不断地在众多展演平台上引人注
目，特别是在第十七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文华大
奖，成为近年来整理改编传统戏领域中难得的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该剧的主创团队在多年演出时常有
微调，将来自不同层面的意见和建议予以修正、打
磨和提升，在时间检验中使该剧的艺术品相臻于精
致纯熟。该剧的艺术定位和创作过程，为当前优秀
的戏曲传统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
供了切实的艺术个案。

《踏伞行》的成功首先来自于剧作家周长赋的
匠心构思。在古老的南戏剧目库里，《蒋世隆》《双珠
记》等作品都有共有的场面：走雨，而莆仙戏、梨园
戏的《陈三五娘》亦有同样的场面：抢伞，这成为《踏
伞行》的重要戏核。借着用以表现雨中慌不择路、人
物彼此抢夺雨伞的艺术排场，剧作家将“踏伞”这个
戏剧动作予以突出，让两个青年主人公王慧兰、陈时
中，从陌路的相遇开始了他们相识、相依的情感历
程。只是剧作家从传统的“踏伞”引出的崭新故事，最
终指向了极具现代质感的爱情心理，通过他们细腻
的心理猜度和情感推移，顺着普遍的世俗人情原则，
让主人公以独立的自我抉择，实现了对自主人性的
依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对青春浪漫的追逐。从莆
仙戏传统经典艺术排场“踏伞”，衍生而出的新故事、
新结构，带着新观念、新思考，完成了它的新创造、
新气质，一部看似整理改编传统的作品，成了今天
极具时代质感的新创作品。

导演徐春兰及其主创团队的二度创作保证了
该剧舞台艺术的精良品质。长期浸淫于传统戏曲艺
术的徐春兰导演，是当前活跃于创作领域中的优秀
代表，她的大量创作集中在昆曲和地方戏的古典题
材领域，《红楼梦》《双蝶扇》《浣纱记》《红裙记》《唐
琬》等等，都在对戏曲本体的坚守与现代舞台的创
新之间，寻求艺术表达的有序衔接和适度的平衡。
在《踏伞行》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团队中的姚清水、
祁玉卿、王少媛，都是长期致力于莆仙戏传统挖掘
和传承的艺术名家，他们将剧种以曲牌体和傀儡介
为基础的艺术本体，在全剧四场戏中得到气韵贯通
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导演所追求的现代表达，通过
舞台上可以前后移动的古典楼台，以及底幕连续排
列的古典版画绣像，呈现出宋元时代的文化气息。
前者以台中台的形式，为舞台的前区和后区留出了
足以容纳主要人物表演的空间，由此承载莆仙戏科

介艺术的细腻表达；后者以意象化的图案背景，凸
显南戏题材故事所营造的广阔社会图景，在舞美装
饰效果中扩容舞台表达空间。而舞台左右两侧设立
的检场区域，通过检场人摇动装有黄豆的笸箩，制
造出风雨音声效果，与舞台上方可以飘洒水雾的装
置，共同营造出江南烟雨的意境，而检场人的自由
出入有效地引带着观众聚焦于剧中人物和情节的
深入展示。莆仙戏古老的艺术表达，经过现代舞台
视听效果的包装和渲染，一改剧种惯常的古朴、喧
闹的风格，而具有了典雅、沉静的气质之美，这正与
剧作所塑造的人物身份个性相契相合，也完成了今
天面对数百年前的人文社会的古典想象，拉近了古
老的剧种、古老的表演、古老的风格在今天的现代
审美接受。

莆仙戏是中国戏曲最为古老的剧种之一，和梨
园戏、昆曲等剧种拥有共通的古典戏曲规范。同时，
莆仙戏也是一个艺术形态衰变速度很快的剧种，在
莆仙戏记录在案的五千多部剧作中，能够看到这个
古老剧种在承续南戏传统时，与时俱变，吸收不同
时代的艺术营养，形成的比较阔大的艺术格局。而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由于借鉴学习京班、闽
班等表演艺术，莆仙戏在音乐、表演、行当、舞美等
多个领域，逐渐地改变着其艺术本体和传统规范。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由于文化娱乐审
美形式的多元并呈，大量的莆仙戏创作不断地突破
着剧种本体体系的束缚，其中曲牌体的音乐文学和
以各行当尊奉的傀儡介表演艺术是消失最为迅猛
的艺术内容，包括众多卓有声名的艺术精品都无法
充分呈现在这几个领域的艺术之美。即如周长赋在
其创作谈中所说，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剧作
家更多重视戏剧文学中的思想、情节和人物挥洒，
相比对剧种艺术的重视并不足够，他们“在以前剧
本唱词上多用板腔体写就，因此还曾埋怨音乐设计
不好，演员唱不动听，连咬字都不如上一辈人清
晰”，之后“才幡然大悟，才惭愧才反思”。剧作家对
剧种本体艺术的重新学习和重新认知，是《踏伞行》
能够回返莆仙戏传统的重要前提。虽然在该剧目前
的呈现中，传统的科介艺术仍嫌不够完备，但是令
莆仙戏的传统曲牌与科介艺术相得益彰，已经完美

契合着剧种本体艺术规律。
该剧的成功还来自更深层的背景，即莆仙戏在

新世纪以来，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戏曲
传承发展的扶持工程等多项工作的推进而重新修
复其艺术体系及艺术生态的工作成绩。莆仙戏艺术
传承工作在新世纪以来就得到了来自省内外戏曲
理论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莆田市文化主管部门亦吸
取了这些持续不断的学术意见，推动莆仙戏找回逐
渐消逝的传统。《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的编撰出
版，莆仙戏锣鼓经和传统曲牌的记录、整理和出版，
《目连救母》及经典折子戏的复排等切实的扶持工
作，通过音乐、表演、剧目的挖掘整理和青年后继人
才的培养、院团体制机制的建设，让优秀的剧种传
统更加深入到当代传承者的艺术创作中。《踏伞行》
的创作成功再一次说明：“传统”只有保证了自身体
系的完备，也是可以如此现代的。莆仙戏挖掘保存
的传统越厚，她带给当代审美的空间才会越大；莆
仙戏传承的体系越全，她带给中国戏曲的惊喜才会
越重。

莆仙戏《踏伞行》的出现，是莆仙戏的传承群体
理解传统、修复传统、整理传统、创新传统的优秀实
践，也是福建省文化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维护、拓展
传统文化生态的优秀实践，更是在当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和创造转化的时代命题前，中国戏曲界
契合戏曲本体规律、发展规律来张扬戏曲之美的优
秀实践。近年来，戏曲界推动出现的昆剧《景阳钟》
《临川四梦》和“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
全本《牡丹亭》，以及粤剧《白蛇传·情》、婺剧《白蛇
传》《穆桂英》、秦腔《三滴血》等具有现象级的艺术
创作，让戏曲的古典之美获得了普遍认同。这些剧
目的创作演出都有与《踏伞行》一样的成功经验，即
创作者都以谙熟剧种艺术传统为其创作前提，剧院
团都以夯实剧种艺术本体为其创作基础，文化主管
者都以尊重剧种传承和发展规律为其文化依准。戏
曲需要当代的创造转化，但首先是戏曲要拥有自身
的艺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传统”不应该是当前创作
的“点缀”，否则不断的创作必将带来传统的快速消
失；“传统”更应该是创作一脉相承的本位立场，这
才是戏曲不断进行创造转化的原初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