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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析

开创戏曲艺术的新境界
□安 葵

徐浩峰话剧《搭手飞人》以武行故事展现中国精神
本报讯 8月16日至20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

出品、演出，根据知名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徐浩峰的

小说《白俄大力士》改编，由其共同编剧、导演的话剧

《搭手飞人》将在京亮相。“这部剧讲述武林故事，也

探讨中国精神。”在该剧的媒体探班活动中，国家话

剧院院长田沁鑫及主创团队介绍了该剧的创作排演

情况。田沁鑫表示，该剧从侠义精神、武林规矩来谈

中华民族道德层面上重情重义、守正守信、独立自强

的精神和智慧，体现了古老大国“天人合一”的高维

思想。

《搭手飞人》原著小说曾发表于《收获》杂志。该

剧从一部武打片的首映日开始，继而追溯到1916年

天津武术界的一桩比武事件，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讲

述了一个关于师徒、传承、情义的故事。随着故事的

展开，天津武术文化的传说与典故、人情与品格，天

津传统武术界的推手与大杆子技法等将充分展现给

观众。“百年前中国人的生活逻辑一直是我作品的主

题。”徐浩峰表示，基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年轻时对

祖辈的大量采访、写作以及一直以来从民间汲取的

养料，使得民国时期的天津武行已成为他能够立起

来的独特的创作素材。由其编剧的《师父》《一代宗

师》等电影曾获得过国内外多项荣誉，此次受邀创作

是其阔别话剧舞台20年之后的一次回归。该剧也

将与电影《师父》一样，“借助爱情故事来展现天津传

统武术界的人文层次及其恪守与创新”。

据悉，首轮演出后，该剧还将作为由中国国家话

剧院、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特邀剧目之一，于8

月25日、26日在山东济宁演出。

（路斐斐）

2023桂林艺术节暨全球华语

青年戏剧导演英才计划发布
本报讯 1944年，由田汉、欧阳予

倩等在桂林发起举办的“西南剧展”，曾

于3个月内由数十家文艺团队近千人演

出179场。为赓续这一戏剧传统、向世界

展现桂林山水人文之城的魅力，“2023

桂林艺术节”将以“共生”为主题于10月

27日至11月5日举办。日前，由桂林市

人民政府、中央戏剧学院联合主办，中央

戏剧学院导演系、宽友（北京）文化交流

有限公司承办的2023桂林艺术节暨全

球华语青年戏剧导演英才计划发布会在

京举行。桂林艺术节组委会主任、中央戏

剧学院院长郝戎，桂林艺术节组委会副

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韩流等出席活动。

据介绍，本届桂林艺术节将彰显“美

美与共、和谐共生”的中国文化精神内

涵，充分挖掘桂林的山水特色场域空间，

定制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精彩活动及演

出。此外，国内国际剧目邀约演出板块

及戏剧高清电影放映板块均包含全球首

演/首映、国内首演/首映的新创作品；世

界大学生戏剧教育联盟（WTEA）板块

将第一次走出校门，在山水间与世界观

众见面。主办方将继续坚持年轻态、国

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定位，以“全球华

语青年戏剧导演英才计划”、WTEA为

抓手，发挥桂林山水剧场的独特优势，展

现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魅力。

2023全球华语青年戏剧导演英才

计划致力于选拔、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一

流创新能力的青年华语戏剧人才，为青

年戏剧人提供全链条式的人才培养与作

品推广平台。“英才计划”启动后，有300

余位创作者、350余部作品报名参与，经

过网络初评、现场答辩、片段竞演等环节

的激烈角逐，共有10部作品脱颖而出进

入全剧孵化阶段，将于 8 月底精彩呈

现。其中，话剧《阿木古郎（平安）》《黑山

羊》《在最遥远的地方等你》《冷血》聚焦

现实与当下生活，话剧《江带春潮》《金蝉

脱壳》关注历史，话剧《横行天下》《窸窸

窣窣》《比悲剧更悲剧》、舞蹈剧场《罗密

欧的罗密欧》则试图在奇思妙想中探寻

人生意义与哲理。此外，“英才计划”的

委约创作板块还邀请国内中生代知名导

演黄盈、赵淼作为推广人，分别为艺术节

创作了话剧《西游记（2023版）》、肢体剧

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两部作品

以不同视角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融合于

舞台呈现中，同时代表桂林艺术节亮相

8月4日至27日在英国举办的爱丁堡国

际艺术节，角逐亚洲艺术奖。（路斐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加深了

我们对民族戏曲艺术宝贵价值的认识，更明确了戏曲工作者

今后努力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

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

些特点在戏曲艺术中都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在世界数种古

老的戏剧中，中国戏曲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戏剧。千百年来，

她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舞台上和群众中流传，在思

想道德观念上和审美观念上都给群众以深刻影响。她之所

以能生生不息，又在于她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

新，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中国戏曲包括各个民族的戏剧和

上百种地方戏，各剧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同

时又具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特色，和而不同，多样而又统一。

各民族戏剧、各地方剧种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包容，共

同推动了中华戏曲的发展进步，也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和国

家统一的作用。中国戏曲也在海外广泛传播，通过文化交流

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发挥了维护和平的

作用。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戏曲之所以能传承发展是与历代知名、不知名的戏

剧家的贡献分不开的。在古代戏曲的历史上，产生了关汉

卿、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伟大的戏剧家，他们创作了彪炳

史册的优秀作品；一代又一代的戏曲演员薪火相传，创造并

丰富发展了独树一帜的戏曲表演艺术；还有王骥德、李渔等

戏剧家和学者不断总结戏曲创作和表演的经验，将之提升为

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戏曲理论。清代以后，“花部”兴起，

京剧形成，各地方戏争胜的局面逐步出现。一批著名的演员

随之涌现，他们的表演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戏曲在艺术实

践和理论研究各领域的这些创造，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宝

贵遗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发挥戏曲

的社会功能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延安，戏曲改革的实验已

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党制订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

针，使古老的戏曲艺术焕发了青春。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

下，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戏曲艺术在现代化的道

路上不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传统文化高度重视，

制订了一系列保护传承发展戏曲艺术的政策措施，戏曲艺术

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环境，在剧目建设、演员培养、理论

研究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作为戏曲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努力践行总书记

的嘱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

现在的戏曲舞台上存在三类题材的剧目，即传统戏、历

史剧和现代戏。实践证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三者并举

的戏曲剧目政策是符合戏曲艺术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审

美需要的正确决策，应该继续贯彻执行。要实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研究三类剧目的特

点和规律，在艺术实践中努力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

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浩如烟海的戏

曲传统剧目记录了历代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创造幸福生

活的瑰丽图景，积淀了历代人民善恶分明的美好情感与家国

情怀，保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传统剧目中有封

建性的糟粕，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的戏曲改革，在发扬

精华、剔除糟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除掉了蒙在传统

剧目这颗明珠上的污秽，使她焕发出夺目的光彩。现在还应

该继续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同时要以更为辩证的观点看待传

统剧目，挖掘因各种原因失传的剧目，发现她被埋没的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

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一工作做起来很不简单，需

要戏剧家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与很高的艺术鉴别力、创

造力。

传统戏的内容与她的精美表演形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不能割断传统戏根脉，包括不能丢掉传统戏的优秀表演

艺术。表演艺术是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薪火相传的，其保

护传承的难度更大，对此，我们必须加倍重视。

新编历史剧创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

的实践。与传统剧目相比，新编历史剧在创作时大多更重视

历史真实，但更重要的是，她要体现新的历史观，对历史人物

和历史进程做出正确的评价。强调历史剧要古为今用，这没

有错，但对古为今用不能做简单的理解，不能采用影射比附

的手法。历史剧创作应是一种历史的抒情，咏古鉴今，寻求

古今人物心灵的共振。各时代、各地区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人

物的事迹并没有被搬上传统戏的舞台，今天把他们创作出

来、演出来，是应该的，但一定要符合戏曲艺术的规律，让新

创的作品能为群众喜闻乐见，能在舞台上长期流传。在这一

方面，历史剧创作应多向优秀的传统剧目学习。

现代戏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能够更直接地体

现新时代的思想观念，具有不同于传统戏和历史剧的价值，

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但现代戏创作和表演的难度更大。

其一，她需要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需要剧作家有较强的创

造力。即使从小说等艺术形式进行改编，艺术形态的转换也

需要进行新的提炼、新的创造。其二，现代戏同样承担着传

统戏曲传承发展的任务。曾经有过如何看待“话剧加唱”现

象的讨论。如果只把戏曲看成一种娱乐手段，那么只要观众

接受，怎样演出都无可厚非；但要从戏曲是一项重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从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角度看，她

如果丢掉了戏曲艺术的特点，就是失去了保护传承的责任。

因此，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一部现代戏

既有较高的思想性又具有戏曲的特点和韵味，这才是优秀的

现代戏。这样的作品成为主流，与优秀的传统戏、历史剧并

驾齐驱，才标志着“三并举”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脉在戏曲领域得到全面保护和健康发展。

戏曲理论建设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

分，同时它又对戏曲艺术的创作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

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要求努力建设戏

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千余年来，戏曲发展

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当代的经验是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

但要把它用中国的道理总结好并提升为中国理论，则必须付

出更大的努力。新世纪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许多成

绩。《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完成，《京剧艺术大典》《汉剧艺术大

典》等正在编纂中，戏曲表演艺术体系、戏曲理论体系、戏曲

美学体系研究也都取得不少成果。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继续努力，把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戏曲批评紧密结合起

来，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我们

必须在剧目建设和理论建设中努力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

了大批高水平的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家、戏曲音乐家、

戏曲理论家以及优秀的院团管理人才，才会不断有优秀的剧

目和理论成果产生。有了大批的优秀剧目和理论成果，各方

面人才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

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我们有信心，在经过前辈培植、土壤肥沃的戏曲

百花园中勤恳耕耘，努力开创戏曲艺术的新境界。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戏剧评论家）

本报讯 8月3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

画院创研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大道不孤——

2023年度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时间的镌

刻·罗贵荣作品展”在京开展。作为“大道不孤”系列展中

首个聚焦版画创作的展览，展览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版

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罗贵荣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

100余幅木版画，较完整地对其30多年来的艺术创作进

行了总结，展现了其不同时期版画作品的艺术面貌和创

作上始终如一的专注与探求。

“大道不孤”系列展是中国国家画院自2021年起组

织策划的品牌活动之一，以个展形式展出院内中青年艺

术家群体的创作成果。此次展览题材丰富，以10年为一

个阶段有对比地展现了画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

理念与艺术历程。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张江舟认为，罗

贵荣的版画作品很好地融合了具象与抽象，有着神秘幽

寂的独特的审美情调，其作品融入了画家的生存经验、生

活体验与情感观照，体现出其不断探索的非常当代的审

美品质。据介绍，受本身画种、尺幅的限制影响，版画家能

举办个展并非易事。此次展览不仅在灯光、作品摆放上有

所突破，还加强了学术研究性，在展览作品之间穿插了理

论家的评论和版画原版，通过具有创新性的展呈方式，帮

助观众更好地了解、欣赏创作技术和过程较复杂的版画

作品。

“30多年来，我的版画创作一直注视着浩渺世界和

世界中的人。”罗贵荣表示，在经历了对线条的精细雕刻、

对方格的精微运用，再到如今对圆点的自由布局，他的创

作一直努力以个体版画语言的系统性建设，镌刻心中的

时代嬗递、命运兜转和艺术流变。

（晓 璐）

图为罗贵荣作品《我和我的土地》（之一）

罗贵荣作品展用版画镌刻时代嬗递与艺术流变

自古诗人多生于蜀或曾入蜀，蜀中曾

诞生或寄寓过李青莲、杜少陵、苏东坡、郭

沫若等古往今来之名诗人，可谓诗国渊薮。

诗人吉狄马加早年亦生长于蜀地大凉山核

心区，此间素来以大山大水大资源而著称。

峦岫回旋、树木森郁，真有惊心动魄之观，

神境想象之阔大壮丽，罕有其伦。这些气象

后来表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则是笔墨雄

秀苍润，力透纸背。此等功夫气魄，来自于

巍峨群山的滋养浸润。后来吉狄马加多方

履职，来自天地万籁的启示令其作品愈加

磅礴大气、悠远深沉、生动活泼，像一部徐

徐展开的人文地理笔记，以美的形式生动

呈现了人文山水久远而凝重的历史。

近日，吉狄马加书法展将于山东举办，

届时将展出百余幅作品。综观此百余件待

展作品，悉数为其自作诗词，并不蹈袭前

人，仅此一点，即与当下多数书画家拉开距

离并显出其卓异不凡的独特性，体现出作

者独立不羁、不依不傍之文化自信。方今党

中央力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对于文艺家而言，如何将“文

化自信”融入到日常创作中，落实到纸面

上？吉狄马加的这些自作诗书法，可谓有力

诠释。展览作品中一幅“词语与线条的黄金

分割”，就不啻为吉狄马加艺文创作之“夫

子自道”。其诗词与书法的双重变奏，文翰

并美、诗书辉映，珠联璧合，益臻大雅大美

之境。

先论其书。书画同源，吉狄马加书法非

单纯临摹碑帖及前人范式而有成者。其笔

墨沉着厚重，既葆有宋人苏、黄之传统意味情趣，更将书

法当作大美术范畴中之造型艺术来看待，秉持“书为心

画”之理念，以画入书，从而摆落凡蹊、自蹈高华，达致沉

雄博大的美学制高点。其书法中之线条，作为艺术表现

形式之主干，深得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中“勾勒”与“渲

染”之妙谛三昧。

近代画坛巨擘吴昌硕缶庐先生，将高古篆籀之书法

用笔揉入其绘画中，所谓“以书入画”，遂能独辟蹊径，终

成艺苑宗师。吉狄马加作为当代诗人、书法家，将大美术

范畴中之造型艺术融入书法创作，又可谓“以画入书”，

反前贤之意而为之，能独创新格、自拓衢路，足见其人胆

魄之大、意致之高，读之令人意兴豁然。

所谓“天真烂漫是吾师”，吉狄马加之书法取颜鲁公

及摩崖碑刻之意蕴神髓，妙兼苏、黄，笔厚墨沉，铁画银

钩、瑰奇精妙，不衫不履、天真烂漫。其作往往信手挥洒，

意不求工而自工，俨然有传统绘画意象寄予其中。其出尘

脱俗处，有野鹤闲云之逸致，点画烂漫、意象纷披，极为朴

实刚劲，融会儒、释两家笔墨韵味，宛如风行水上、自然成

文，不受传统法度之拘束羁绊，近乎方外高僧墨迹。

具体言之，其书法特点为势大力沉、点画重拙，墨色

如漆、光彩照人，得北碑之神髓，有雄直强悍之气魄，显

见笔端腕下有扛鼎臂力。如行书横幅“齐赵

遗风，崇德之州”，笔势如“锥画沙、屋漏

痕”，刚健老辣而自在无碍；“茶味泉水”“家

中院后”“看风酌词”诸幅自撰联，绝无刻意

造作之态，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一片自然天成气象；“窗外山静竹无声，月

下桂香风成眠”旧作一联，其笔致颇类王逸

少之东床坦腹，纯然信笔由之，了无寻常小

儿女矜持拘谨忸怩态势，可见作者胸襟之

宏阔腹笥之深厚。“这个世界的欢迎词”则

采用长幅横卷形式，清奇古怪、参差错落，

然又通篇连贯、气局深稳，整体风格逼肖陆

俨少之诗文题跋手稿，凸显与画师相近之

笔墨情趣；“鸟是诗歌的幻影，诗是天空的

鸟儿”一幅，则将现当代诗歌以传统书法形

式表现出来，且出语极富哲思禅理。

再论其诗。吉狄马加本色为诗人，诗风

浩瀚博雅、豪迈壮健且淋漓酣畅，意境空灵

浑厚，气愈老而力愈劲，有“大风歌”“铁板

铜琶”之气概意象在焉。其诗词，既有传统

意义上之古体诗联，复有新式语体诗，皆出

乎胸臆肺腑，毫无矫揉造作之态。盖因之亦

颇喜书写自作诗及联语，“我手写我口，我

口达我心”，遂能臻至文翰双美、心手双畅

之自由王国境界。其诗作中佳句迭出，如

“孤舟月下如飘叶，单鹤云上似牛郎”之奇

逸隽秀，“燃烛读书夜尤长，推窗迎风晨嫌

短”之晓畅明白，“茅屋夜半听雨滴，楼台风

中辨鹤鸣”之高古不群，深得司空图《二十

四诗品》诸境界之要旨。

此次展陈，将另有多件作品为吉狄马

加创作的新诗，如《自由》《火焰》《尼木昭觉》《不朽的蓝

色》《马鞍的赞词片断》等诸篇。其诗作情感热烈奔放、酣

畅淋漓；其书法之笔墨浑脱奔逸、壮怀激越，书法与诗歌

之意境相契相合，可谓珠联璧合之佳构。读者先读其诗，

再赏其书，可欣然获得双重艺术享受。此展览作品表现

形式亦多样纷呈，举凡传统书法之形制，如立轴、横幅、

对联、斗方、扇面、册页等，无不赅备齐全，林林总总、蔚

然可观，先生实亦书法创作之多面手也。

2016年初春，吉狄马加曾为首届书堂山当代文人

书法周题联并挥毫作书。其联曰“文承新风欧阳询，诗

学沉郁杜工部”，揭橥出其所崇尚之艺文标格，乃是以

老杜为楷模，直取沉郁顿挫、高古雄直一路。静心体察

其展览作品，亦再三标举此义，如向诗圣杜甫致敬联

之“笔沉民间修诗史，眼望苍穹写尘世”，自撰旧作联

之“未吸仙气难懂太白天成，不知沉郁岂解少陵老道”

等，总不脱此情此意。盖因作者心仪老杜其人，民胞物

与，无时或忘，其意甚善，宅心良厚。故其发为诗歌、书

法等艺术形式，亦一本此旨，于雄强朴厚之中寄托其

无限的深情和悲慨，在在可见怀抱仁德、为民发声之

心。其每于书幅右上所钤盖引首闲章“怀玉”二字之深

意，或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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