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剧场是创造高度戏剧文明的园地。”1989年，曹禺先生为全国首届“南京小剧场戏剧节”题词时
如此写道。40多年来，新时期的中国小剧场戏剧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不断寻找自身的独特表达，彰显
着剧场艺术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同时，也为当代戏剧创作如何处理好个人与时代、小众与大众、守正
与创新的关系等不断提出着新的命题与回答。面向新时代，小剧场戏剧如何迸发新的火花？本报邀请
戏剧创作者、文艺评论家以笔谈的形式共同探讨小剧场戏剧创作的现状与未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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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戏剧创作谈

创作有趣味的小剧场戏曲创作有趣味的小剧场戏曲
□白爱莲

作为一名戏剧创作者，十多年来我一直在
小剧场戏曲领域耕耘。回想创作经历我深感，
戏剧艺术的戏剧其精神本质是诗性的，关注的
是“人的本质”这一永恒命题。就中国戏曲而
言，从美学上来看，这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舞
台艺术。在经典戏曲的舞台呈现背后，能读解
出历史的、民族的、文学的、艺术的等隐藏在作
品深处的信息。因此，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用
戏曲或者说是戏曲美学来表现富有思想的命
题，表达诗性的精神。而这种追求可以在小剧
场戏曲的创作上得到不断实践。

相对于传统、经典的戏曲，当代小剧场戏
曲可以更加自由、灵活，更具个性化、多元化，
有着实验性、颠覆性等鲜明个性。它没有固定
的模式、范式，而是一种包容性非常强的且和
观众之间联系更为密切的戏剧形式。小剧场
戏曲除了表达当下的思考外，还应该是富有情
趣的。“情趣”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共有的一
个特质。“情”指情感，“趣”指趣味、机趣。戏
剧只有感情饱满真挚，才能和观众建立起一种
内在的联系，从而触动观众的内心。趣味、机
趣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审美范畴。世事
人情皆有趣，把握好这一点便可以使作品更加
灵动，在表达浓郁而饱满的情感时可以更加动
人、好看。

比如我执导的第一部小剧场京剧《浮生六
记》，改编自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原作散淡而随
性，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戏剧性”不够强烈，改
编成戏可能会给人较平淡之感。但我当时选择
这个题材，恰恰就是因为喜欢沈复随笔中所散
发出的那种自然的充满情趣和意趣同时又饱含
深情的味道。编剧周广伟用一个套层结构贯穿
起沈复和芸娘最为精彩的人生片段，剧作的结
构、情节和唱词都带有天真烂漫的意味，且富有
一种游戏感。游戏感和仪式感实际上都是戏剧
先天具有的特质，比如“以一当十，以虚代实”，
还有时空的灵动变化等实际上都有很强的游戏
感，将之表现在舞台上就是一种很“高级”的美
学趣味。这个戏以“游戏思维”表现了日常生活
中的诗意，烟火夫妻一粥一饭之间的深情，既带
有喜剧风格同时又是感伤的，呈现了一种对古
典爱情的现代表达。

又比如我们为杨派青年领军演员杨少彭量

身打造的小剧场京剧《季子挂剑》。这部剧虽然
恪守传统，但是演员和我都有强烈的创作和探
索欲望。杨少彭饰演的季子在戏里有一段咏叹
自己宝剑的唱腔，这段唱最后设计成只用古筝
伴奏，杨少彭边唱边舞剑，体现出一种古朴悠远
的意境，同时也不脱离戏曲的气质。此外，这个
戏在角色设置上也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剧中
只有老生、花脸和丑三个男性角色，用三个男人
一台戏来表现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懂
得。季子和徐国国君因一把剑而相知，因相知
而信守约定，这么朴素而美好的情感十分难得
且可贵。

还有小剧场京剧《十二楼》，我想通过这部
剧探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比较。剧中，落魄
的意大利贡使窦玛利向秀才瞿佶兜售“千里
镜”，教秀才用它仰望星空，秀才却用千里镜窥
得城中佳人，并托窦玛利为媒，几经波折终成眷
属，窦玛利最后也功成还乡。丑角扮演的西方
贡使与生角扮演的中国秀才因为一个望远镜而
相互影响、观望、碰撞。他们充满喜感和情趣的
交往，引发的其实是对东西方文化生活的观照
和深层思考。作品最终呈现的不仅是生动有趣
的故事和别致新颖的样式，还承载着更多我们
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中国戏曲里的丑角实际
上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行当，可塑性非常强，很有
表现力。更重要的是，丑角在戏剧里除了角色
本身要起的作用外，还会带来疏离感，形成陌生
化的效果。比如丑角可以随时跳出来评点、议
论、开玩笑，这种间离感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
戏剧效果。丑角表现的其实也是一种态度，忘
我、调侃、真实，爱、恨、喜、悲，无所不能，“我”是
众人，众人亦是“我”。

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则是我自己编剧和
导演的一部戏。起念创作一部与苏东坡有关的
戏是因为喜爱。“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
生活悲苦，但他在人生态度和艺术表达上却抵
达了一个新的境界。可以说，黄州时期是苏轼
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那之后，苏轼成为了苏
东坡，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
赤壁怀古》《定风波》等名篇，还留下了《寒食帖》
这样经典的书法作品。从容与苦恼、柔软与坚
强、沉重与逍遥、庄严与嬉笑、刹那与永恒，都自
然地流淌在苏东坡的作品里。这不单单是名号

上的变化，而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腾跃。彼时，人
到中年的苏东坡人生第一次跌入深深的谷底。
他究竟是怎样面对生活的困顿和内心的困境而
超越自我的呢？这是我所好奇与关注的，也是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人生难题，探索的过程也
是想象和创作的过程。顺着苏东坡的人生轨
迹，我找到了这样的心理脉络：藏、嬉、行，并把
它作为三场戏的题目。这三场戏是我遥想的三
个夜晚。这三个夜晚里，苏东坡有酒、有诗、有
朋友，还有不期而遇的自己……演出后，有观众
谈观感：“看起来是一代文豪跌宕的政治生涯，
但其实哪个中年人不面对这样的落寞呢？……
当中年的苏东坡将要离开黄州，年轻的‘我’说，

‘我来送你’；年迈的‘我’说，‘我来迎你’；中年
的‘我’大笑，‘好，好，我来送我，我来迎我’。那
一刻，我几乎要掉下泪来。”

还有小剧场曲剧《我这一辈子》。这是我导
演的第一部北京曲剧作品，改编自老舍先生的
小说名篇，但并不是一个完全复刻文学，而是一
个有小剧场艺术特质和当代表达的剧作。在剧
本创作方面，编剧胡铭帅以原著中“我”的人生
经历为依托，提炼了“我”作为裱糊匠裱糊的纸
人的一组形象，并以歌队的形式贯穿全剧。这
种形式上的创新探索，也带来了对作品主题意
义的开掘、发展。“我”在乱世中苦苦挣扎，竭尽
全力也无法阻挡命运的下沉。在生存的呐喊声
中，在与“没心没肺”的纸人的对抗中还多了一
层自我意识的表达，这正是戏剧主题在小说主
题上的进一步挖掘：在对旧世界的控诉中，还有
一个普通人对人性、对善良的感知和坚持。不
做“空心人”，不做“没心没肺”的人，生而为人的
感受和希望在苦厄和不幸中沉浮，但终不能被
淹没。这个主题是超越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
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剧作的基础是现实，但
在呈现上又是超现实的、意象化的，具有强烈的
形式感，是一部带有哲思和荒诞意味，并有一定
喜剧效果的悲剧。

通过对这几部作品的回溯，表达了我对小
剧场戏曲创作的思考和追求：小剧场这方小小
的舞台其实是个广阔的天地，还有无限的潜力
和可能性，而我也会在这条探寻之路上一直坚
持走下去。

（作者系北京京剧院一级导演）

新作点评

战国时期七雄逐鹿中原，有一支师出鬼谷子、以游说各国外交来施展自身政治抱负的
谋士群体快速崛起，他们纵横捭阖，搅动历史风云，后人谓之“纵横家”。这其中尤以合“众
弱”以攻“一强”的苏秦，以及事“一强”而攻“众弱”的张仪最为世人所熟知。日前，由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创演，王宏编剧、杨小青执导、梅花奖演员蔡浙飞领衔主演的新编历史剧《苏
秦》，将纵横家苏秦的传奇经历搬上了戏曲舞台。

该剧在对《战国策》《史记》等史料的考据分析基础上，将苏秦塑造成了一名“朝闻道，
夕死可矣”的殉道者。苏秦在生活中、在挫折中悟道，立下为苍生谋安定的宏愿。他呕心沥
血，为了实现六国合纵的理想以制衡时局，不仅自身性命可以用来算计，连声望和名誉也
可以被折损毁坏。在践行理想时，他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疯魔，心中所怀却是以己之力扛
鼎天下的人文精神。

比起塑造群像的史诗传奇，越剧《苏秦》更像是“一个人的史诗”。剧中，强秦与六国对
峙的时代背景只是塑造人物的元素之一。综观全剧，对苏秦的解读和塑造以明暗交织的三
条线索进行了呈现，分别是：串联起人物一生的个人抱负追求线、交织在“家国天下”与人
生志愿中的生死相随的爱情线、隐藏在抗秦大势下的同门友情线。这三条线索互为经纬，
构建出舞台上苏秦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

个人抱负追求线是该剧的叙事线，是剧作整体框架的筋骨。苏秦一生经历的大事件全
都融会贯通在这一叙事架构中，从出师到游说列国被拒，从茅屋苦读悟道到游说燕文侯得
志，从佩六国相印到遇刺中毒，直至以性命为饵揪出行刺凶手和主谋等诸多事件均在剧中
有所体现。但该剧并非致力于还原时代“真相”，而是力图给予历史事件以当下解读。比如全
剧第一场，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冬之夜，身无分文的苏秦被市侩又势利的馆驿小二怼得哑口
无言，同道公孙庆为了他去见赵王却被相邦奉阳君割去舌头……剧作以欲扬先抑的手法表
现了苏秦早年的不得志，同时以“双关”和以小见大的方式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严冬是此段
故事发生的季节背景，也是奉阳君把持赵国朝政、驱逐诸子的政治境况，更是苏秦心灰意冷
的心理写照。

本剧第二场是主人公转变的关键。这场戏中苏秦回到家乡，经受了母亲、兄弟、嫂子对
自己陷入落魄的愤怒和羞辱，也感受到了妻子周灵儿对自己的深情，更加发奋刻苦坚定了
自己的理想抱负。苏秦在“引锥刺股”再读《阴符经》时醍醐灌顶，从中悟道，从而有了为百
姓谋求安定福祉的格局。历史上的苏秦或许在《阴符经》中看到的是宇宙万物的变化之道，
要以所谓的“天道”规则来规束民众而使国家不生乱象。但该剧中的苏秦从“宇宙在乎手，
万化生乎身”“立天之道，以定人心”中悟出的，却是以品德智慧包容变化万千的世界，临危
不惧、顺天应人、尊道贵德，以自己的见识、学识来为人民求福祉。这场戏于是成为以人文
主义情怀对苏秦的重构与再解读。

剧中第三场，表现了苏秦从游说燕文侯得志到佩六国相印的一段经历。这是其人生中
最辉煌的一段历程，本可以着力展现人物的志得意满和意气风发，但该剧在此处却反其道
而行。与早年求官求财的肤浅认知和后来的壮怀激烈不同，已成为“纵约长”的苏秦此时历
经时间的磨砺，已看到了权力的危险，也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此时的他是畏惧
而又坚定的。“畏惧”源于对权力的反思，其中有“伴君如伴虎”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对掌握
权力后还能否秉持初心的怀疑与警惕；“坚定”则源于理想和抱负，“为民谋安定”的志向是
他在谋求合纵之路上最坚定的指向标。

以上是苏秦人物形象确立、思想情绪变化最为激烈的两场戏。除了剧作本身的解读和
构建外，演员对角色的二度创作也很重要。蔡浙飞对苏秦的演绎具有突破性。从舞台上人
物状态的展现、情绪的表达、激烈情感的释放等一系列表演中可以看出，她对角色的理解
是融入了自身感受的，把握住了人物的精神内核。其中，第二场“悟道”的表演比较注重对
做功的把握与展现，蔡浙飞通过神态与肢体语言的配合展现了苏秦的郁郁不得志，将他埋
首书籍以求破解之道，既疯癫又对自己所走之路十分坚定的精神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第
三场六国拜相的表演则唱念皆重，在苏秦游说六国国君、舌战群雄时，以念白凸显其才华
和对时局的精准把控。蔡浙飞通过念白的轻重缓急与节奏变化，或娓娓道来、或强势威慑，
展现了人物对不同国君的态度和策略。在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有一段长达12分钟的独诉
唱段，这是人物完成自我跨越的重头戏。在这段唱腔的处理上，蔡浙飞用非常稳健的气息
控制人物的情绪转换，从害怕、犹疑到彷徨、挣扎，再到坚定本心、砥砺前行，感情充沛又恰
到好处。表现这样一个执着于理想初衷，为实现抱负呕心沥血，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名誉也
要成全六国合纵愿望、换取百姓休养生息的“理想家”，需要演员阅历丰富，对角色有独到
的理解，蔡浙飞的表演做到了以绝对的信念感和力量感，达到角色与自我意识和认知的合
一，实现了她在表演上的又一次飞跃。

剧中另一条表现人物的重要线索是苏秦与妻子生死相随的爱情线。在苏秦被所有人
嫌弃的时候，是周灵儿对他不离不弃，即便已家徒四壁，却依然将苏秦的书都完好保留。在
苏秦六国拜相后，周灵儿也不是表现得如其兄嫂那般喜气洋洋，而是依然在茅草屋中埋头
织布，与前面苏秦在面对权力时的反省和力持本心相呼应。最后苏秦遇刺安然赴死，周灵儿
也兑现了当年立下的“只要能随你心意，灵儿到死志不移”的诺言。在全剧家国情怀的主旋
律下，苏秦与周灵儿之间的爱情表现得并不浓烈，却为塑造人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讲到苏秦，主张“连横”的张仪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二人师出同门，却因政治理念不合，
近乎半生为敌。剧中，两人的关系是隐藏得最深的一条线索。乍看之下，他们之间的交集都
是对彼此理念的驳斥，可在该剧的序章和尾声处，编剧却不着痕迹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情
谊。序章中，尽管双方因“合纵”还是“连横”的意见不统一而争执，张仪却在分别时将裘衣赠
与穷困的苏秦。此后数年，这件裘衣一直陪伴着他。尾声处苏秦入殓，张仪发出了“天下未
安，大志未酬，君何以安然入梦”的悲呼。苏秦与张仪究竟是政治理念与追求抱负不同的一
生之敌，还是惺惺相惜的同窗之友，他们之间扑朔的关系或许就是本剧给予观众的留白。

纵观越剧《苏秦》的剧作结构、人物塑造和表演呈现，不难看出剧团在新时代对剧目求
新求变的迫切愿望。历史上越剧多以才子佳人故事见长，即便剧中需要表现家国情怀也基
本是通过以小见大的形式来体现，比如《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等。该剧的创排让越剧的
表现突破了桎梏，导演对剧本精心打磨，并辅以舞台声光电手段，通过灵活的舞台调度，让
本剧的舞台呈现既有传统戏曲舞台的大气写意感，又能令叙事的推进具有电影镜头般的

“纪实感”。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转向宏大叙事的史诗，这或许也是越剧创新探索的又一
条道路。

（作者系《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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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2023爱奇艺世界·
大会在京举行。活动现场，爱奇艺发
布了超过270部内容片单，备受期
待的“凝计划”也首次亮相。“凝计
划”包含的8部作品覆盖重大革命、
历史、古装传奇、现实、科幻等题材，
以经典、史诗、巨制为特色，与推进
文艺高质量发展目标相呼应。其中，
影视文学改编作品占5部，分别为
《两京十五日》《大医》（原著马伯
庸）、《父父子子》（原著梁晓声）、《间
客》（原著猫腻）、《银河英雄传
说》（原著田中芳树）。

在当天举办的文学分论坛“第
二届文学新势力大会”上，爱奇艺文
学向外展示了2022年文学IP影视
化策略取得的进展及成果，同时公
布了“造浪计划”、打造有声书IP等
举措，持续加码文学影视双向赋能
的生态建设。大会现场，爱奇艺文学
联合《十月》、《小说月报》、百花文艺
出版社、长江新世纪、中信出版集
团、浙江文艺出版社等14家知名文
学期刊和出版社，正式启动首届“造

浪计划”，旨在为新锐作者和尚未有影视化作品的
成熟作者提供影视化通道。该计划通过每年甄选
5至10部头部IP，授予“造浪之星”荣誉，并由爱奇
艺的工作室改编开发成自制剧、定制剧或是院线
电影。首批入围的8部作品为现实题材作品《妈妈
的南方宾馆》《死水奔腾》《庆城往事》《寻找李顺
章》《误入藕花深处》等。爱奇艺还将为入选作者及
作品提供包括文学奖项申报、图书出版运营、多版
权开发、作家品牌打造等全方位扶持，为好作品提
供更广阔的舞台。

从书改到剧改，IP边界在不断扩展。例如今
年年初的电视剧《狂飙》，实现了从影视到文学再
到多版权转化的反向改编路径。据悉，《狂飙》剧
改小说上线后，一周之内登顶爱奇艺小说APP
畅销榜，实体书在京东、当当热卖。《狂飙》有声剧
同期也在喜马拉雅平台悬疑和影视书榜单位列
第一。文学和影视的“双向奔赴”、互相成就，为好
故事赋予更持久的生命力。

（许 莹）

近日，电影《关索岭》于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式发布。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
大后方贵州山林的一段保家卫国的热血故事。丁虎(张丹峰饰)和沈啸飞(张傲月饰)是八百年
前的明军后裔，并先后爱上了采茶女金儿(陈都灵饰)，他们祖上累世生活在平静的田园中，
但因为世代居住的屯堡位居交通要塞而成为日军攻占的目标。在民族大义面前，两人摒弃前
嫌，以关索岭为中心将携带机密测绘地图的敌人全部歼灭。据悉，该片将于今年暑期上映。

（艺 文）

5月5日至7日，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由中国煤
矿文工团出品的首部大型原创舞剧《红翡绿
翠》在北京二七剧场首演。该剧由蒋明初编
剧，念云华任总编导。全剧以民间广为流传的
带有传奇色彩的翡翠故事为载体，讲述了以
翡翠隐喻的人生故事。剧作以现代的创作手
法和表现形式体现民族与古典的韵味，通过
舞蹈语言和音乐意象共同营造了唯美而浪漫
的演出氛围。

全剧共分序幕“翡翠鸟”以及“翡翠城”“翡
翠泪”“翡翠缘”“翡翠路”“翡翠山”“翡翠心”六
幕和尾声“翡翠情”。剧作以男主人公段翡、女
主人公寸小玉的爱情经历和他们对巧雕艺术

的热爱、坚守作为主线，讲述二人在历经风雨
考验后，他们的爱情仍像翡翠一样纯真美好的
故事。剧中，翡翠原石元素贯穿全剧，隐喻着温
润、纯净、坚贞的精神内涵和人生寓意。剧中的
《火山岩浆》《比镯》《马帮·骡子》《女人寨·种
花》《银杏树下》等舞段极具少数民族特色。音
乐也采用了多种少数民族音乐腔调和素材，用
现代的创作手法加以表现。舞美、灯光、多媒体
的融合，使舞台整体呈现出大气、唯美、立体、
多元的特点，极具视觉冲击力。该剧的服装和
造型融合了傣族、傈僳族、佤族、普米族、纳西
族等少数民族元素，既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
情，又具有现代的时尚美感。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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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红翡绿翠》探索民族文化的现代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