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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在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

舞评奖中，北京舞蹈学院的集体舞《骏马

图》、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的集体舞

《散乐图》和北京舞蹈学院的独舞《觉》等

三个舞蹈最终斩获大奖。比赛虽已落

幕，但热议之声不绝于耳。从当时比赛

现场的“一票难求”和“座无虚席”以及相

关网络宣传分析报告显示出的网络传播

效果来看，这届中国古典舞“荷花奖”的

演出与比赛备受媒体及广大舞蹈爱好者

的关注。

应该说，作为晚生的中国古典舞学

科，经过几代舞蹈家和广大舞蹈工作者

的多年努力发展了起来，在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探讨、

创作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经典作品。

同时，也不断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的中国

古典舞舞者，展示出了“中国式”的中国

古典舞作品，进而诞生了这种具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特殊性和时代

赋予的现代性为一体特征的，民族性鲜

明突出的身体语言艺术种类。

从本届“荷花奖”古典舞参赛作品来

看，舞蹈编创思维主旨非常明确，主要体

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集中观照了中国历史文化“物

器”的“还原复活”。如《散乐图》《富春》

《簪花仕女》《簪花一卷》《归义》《铅华·满

壁》《瑶光赋》《巴女拓影》《绿釉陶男俑》

《红山玉龙谣》《三足问鼎》《宅兹中国》

《湘奁》等舞蹈作品，基本上是从壁画、文

物、画卷、玉器等历史遗留物上的图文留

痕进行了整理、发掘，复活了“当时图

景”。创作主体充分地展开想象并运用

了延展、夸张、变形等艺术思维，“再现”

历史遗留物的所谓历史“原貌”。

二是从历史文名人和诗词作品中开

掘了舞蹈的“舞意”表达。主创人员通过

绚丽多姿的舞技去立体“复活”意境深远

的“舞意”，如舞蹈《如梦清照》《年年雪

里》《易安醉》《橘颂》《求索》《无问》《了

兮》《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能不忆江

南》《懒画眉》《淡妆浓抹总相宜》《思兮长

相忆》《江城子·记梦》《莲鼓越歌行》等舞

蹈作品，仅从作品名字上就能看出舞者

想通过舞蹈表现历史中的某位词人、诗

人或是诗词作品。舞者通过对屈原、苏

轼、李清照、王阳明等古代文化名士或诗

作的“舞意”阐释，展现了传统文人的精

神符码和精神指向。

三是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风土民

俗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舞蹈解读。如

《东游》《门神》《洛神》等作品，其中《东

游》赋予了神话传说《八仙过海》团结一

致、共克艰难的主题新意；《门神》将年画

中传说的“门神”赋予了时空转换的童

趣；《洛神》则以诗句意象为创作灵感，在

无限遐想中构思塑造出端庄秀美的洛神

形象以及古韵神行的审美意境。

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意象

进行了“舞意”表达，如《骏马图》《人在草

木间》《一川青水》《象山水月》《不染》《龙

凤仪》《鸿鹄高飞》《莲·生》等舞蹈作品，

分别以“万马奔腾”“人生品茶”“寄情山

水”“莲花不染”等古人追求的精神意象

再塑时代精神追求。

五是在先进的革命文化中寻求表现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主题。如《那时花

开》借用“伞”的意象，讲述了一对革命恋

人对人生、爱情和信仰的追求；《南泥湾》

通过一位老“鲁艺”文艺工作者的追忆，

展现出“鲁艺”人在面对民族危难时赴死

抗争的精神面貌。

综观上述五点，可以深刻感受到，中

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为新时代的舞蹈创作

带来了可供挖掘的极为广阔和深远的历

史资源，也为舞者提供了展示绚烂多彩

的舞技和“舞意”的文化承载。传统文化

不仅需要“还原复活”，更需要“再造创

新”。因此，文化艺术工作者要切实提高

艺术创作和表达的领悟力，真正扑下身

子，扎根生活，秉承操守艺德，在历史的

“物器”和“文气”里觅寻出符合时代需求

的新意来，让受众能够充分体验到“旧貌

换新颜”的艺术表现。同时，广大文艺工

作者，尤其是中国古典舞的编创者，也要

在现实生活里寻觅社会发展中富有新意

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创作的灵感与素材，

让中国古典舞创作亦展示出当下人们的

真实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作者系辽宁省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

还原复活与再造创新的“舞意”表达
□林 喦

评 点

集体舞《骏马图》 “美在耕耘——孙海宁国画与陶瓷艺术展”亮相
本报讯 8月8日至13日，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和广西防城港市美术

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美在耕耘——孙海宁国画与陶瓷艺术展”在中国国家画院

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了孙海宁的书画代表作和其近年来的瓷绘新作。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李虹霖表示，多年来孙海宁以促进民族文艺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推动书画事业发展为己任，不断加强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

锤炼自己的笔墨，致力于写意花鸟画的研究和创作，技艺精进、面目日新。一

路走来，他以相当数量的作品拉近了纸上绘画与瓷上绘画的距离，以高格调、

高修养、高意境的笔墨展现了中国画和瓷画的面貌。其作品表现出艺术的本

体之美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之厚，是传统思想的延续、传统工艺的出新和文化传

承的结果。

孙海宁师承齐白石先生弟子韩不言，曾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1986年起任职于甘肃博物馆，开始从事山水画、花鸟画、水彩画、油画、壁画、

书法的创作。现任广西防城港东盟书画院执行院长、海宁艺术馆馆长等。从

艺50余载，孙海宁广泛阅读各类经典，追求恬静、闲适的艺术品格，所作书画

体现了传统美学与时代精神相融的神韵之美。 （晓 璐）《人在草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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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热演的“文明戏”因

为从欧美输入，在演剧观念与形态上与旧剧不同，起初

还被视为“进步的新的戏剧”（欧阳予倩）。后来，“文明

戏”却成为了对“新剧”颇具贬义色彩的称呼。文明戏

被话剧史学家和研究者诟病，主要是因为其曾在商业

资本驱使下畸形发展，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将粗制滥

造的演出呈现在舞台上，最终“极剧而盛，急速而

衰”（田本相）。2021年，赵骥的《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

迁》（上、下册）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该著上册以论为

主，下册附有上海话剧演出史部分史料长编，结合上海

商品经济和多元文化混杂的城市氛围，多方位细致描

摹了文明戏的演剧活动，恢宏展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

文明戏发展史。

作者首先从“中国话剧起源之争出发”，重新审视

“文明戏”在话剧发生阶段的意义。关于中国话剧的起

源问题，向来是话剧研究者争议的热点，较为集中的一

次讨论可参见傅谨、袁国兴编的《新潮演剧与新剧的发

生》（2015年）。在话剧史的著述当中，通常将春柳社

看作中国话剧的开端，或者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另

有不少学者对“话剧始于春柳社”（1907年）的说法产

生疑问，将中国话剧的起点提前到19世纪末20世纪

初的学生演剧。赵骥认为，将春柳社曾孝谷改编的《黑

奴吁天录》当作中国第一个话剧剧本缺乏文献依据，其

演出形式也并非全是对白而是保留了唱腔，春柳社在

日本的演出是上海学生演剧形式在留日学生中的延

续，“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话剧的发源地，相当大的

程度上是源于上海的学生演剧”。但与一些学者的观

点不同，在他看来，是否可以将圣约翰教会学校的学生

演剧作为话剧的开端还有待商

榷。他依据鸿年的《二十年来

新剧变迁史》、朱双云的《三十

年前之学生演剧》等文章，提出

“南洋公学的学生演剧，开启了

中国新式学校的学生以中文演

剧之先河”。近些年关于中国

话剧起源的论争，既深化了上

海学生演剧的研究，又重新评

价了文明戏的历史意义，将新

潮演剧推向了更开阔多元的研

究视野。究竟如何定义中国话

剧的“开端”“诞生”“发生”或是

“起源”？依托于史料的新发

现，也体现出话剧史研究者戏

剧观念的差异性。

在文明戏发展史上，有的

剧团不过是昙花一现，但也有

一些剧团延续时间长、影响力

极大，成为见证上海都市变迁

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赵骥

没有局限于剧团来龙去脉的简单介绍，而是基于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对新民

社、民鸣社、启民社、移风社、民兴社等剧团，以及笑舞台、大世界、绿宝剧场、红

宝剧场等演艺空间的跨时代、跨地域、跨社团流动现象进行翔实的爬梳整理，高

度还原了上海早期演剧活动现场。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员的流动。朱

双云、郑正秋、张石川、顾无为、汪优游等担任管理者、编剧、演员、剧评家的新剧

人，乃是作者论述的焦点。他们在不同的剧团间辗转，延续了特殊历史时代当

中文明戏的生命力。比如曾任民鸣社编演部主任的顾无为，早年因反对洪宪帝

制、上演新剧《皇帝梦》遭遇逮捕，直到释放后重返民鸣社，才一改辍演的局面，

使得民鸣社再度恢复演剧活动。后来，顾无为在后期文明戏时代又创办了导

社，流转于多个地域之间，在上海完成了重要的发展阶段，期间努力践行“真性

情”“真学诚”和“真艺术”的创社理念，在话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

剧评的价值得到重视。在没有任何影像视频资料的基础上，对文明戏的研究是

相当困难的。不过，通过马二先生、丁悚、钝根、玉儿、觉迷、病夫等剧评人对人

物、情节、场面、表演、舞美、观众等多方面的立体化评介，呈现了文明戏演出的

诸多细枝末节，也表达了新剧人的评剧观念和态度，值得研究者重视。作者从

复杂交错的细节着眼，重视历史发展的过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穿

针引线般地生动解释了文明戏在上海早期话剧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如上所述，该著的亮点还在于展现了上海演艺空间当中丰富的文明戏演

剧活动史料。除了对笑舞台、大世界演剧活动的呈现外，赵骥还特别提到了绿

宝剧场。绿宝剧场是活跃在上海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的重要演出场

所。但与上海剧艺社的话剧史地位相比，绿宝剧场显然少有涉及。当然，剧团

剧社研究已日渐成熟，但演艺空间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赵骥重点考察了绿宝

剧场诞生的历史背景、剧场空间设计、内部的组织架构、前后期发展脉络、演出

剧目等，且在全书附录中附上了《绿宝剧场开幕纪念特刊》，并在下册罗列了绿

宝剧场的演出剧目表和说明书，为全面了解绿宝剧场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可见，作者没有止步于20世纪20年代，而是将文明戏的历史延伸

至上世纪三四十甚至是五六十年代。他认为，上海滑稽戏、通俗话剧在演出内

容和形式上都与文明戏有较深的渊源。比如文明戏的滑稽角色成为上海滑稽

剧的滥觞，笑舞台等上海游艺场演出通俗话剧保留了文明戏的演剧形式等。

作者在第五章“新剧在上海的余绪”当中，结合新剧家的论述，也展现了“文明

戏”“滑稽文明戏”“通俗新剧”等名称的变更史。

新剧家徐半梅说过：“上海一处，不但爱好戏剧的人较多，并且是个通商口

岸，与各国人士的接触亦繁，于是这话剧的种子，当然落在上海的土地上了。”

赵骥的立论基础正是徐半梅的后半句，也就是从上海的本土性出发，将舶来的

话剧种子怎样在上海生根发芽、壮大延伸作为论述的视点。在此基础上，他也

试图在上海话剧史的版图上重绘文明戏的图像，进而从边缘出发，为文明戏正

名，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话剧的另一个侧影。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关 注

文学作品为儿童剧创作赋予独特面貌与品质
“丫丫三部曲”叶广芩儿童文学作品同名系列儿童剧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儿童剧创作的关键是什么？儿童剧如何做到既好

看又耐看？今夏暑期，根据作家叶广芩的儿童文学三

部曲《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

闯祸了》创作改编的同名系列儿童剧在京演出，并在

北京儿艺南锣剧场首次开启了“三戏连演”的“儿童戏

剧马拉松”活动。此次线上线下结合的长达近7小时

的演出活动及暑期30场演出的推出，吸引了首都观

众与业界专家学者的关注。“丫丫三部曲”讲述上世纪

50年代北京市井生活中平凡而美好的童年故事，为

何却能收获当代儿童剧观众的喜爱，实现市场与口碑

的双丰收？日前，在北京演艺集团和中国艺术报社主

办的“北京丫丫”成长三部曲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

围绕该剧的创作，从儿童戏剧的文学改编、审美创造

等角度展开了研讨交流。

“丫丫三部曲”以作家的童年生活为原型，按照时

间先后顺序，讲述了主人公丫丫从寄住颐和园、回到

胡同里到进入小学后发生的故事。2018年，首部作品

《耗子大爷起晚了》出版后，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

书（文字）奖。2021年至2023年，在北京演艺集团与

北京出版集团的联合推动下，儿童剧“丫丫三部曲”由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相继创排演出。正如北京剧协副主

席、编剧王宝社所说，“题材、剧目的选择与方向的定

位决定了一个剧院的灵魂”。在北京儿艺院长王东看

来，“丫丫三部曲”为北京儿艺“想要为北京的孩子创

作北京味道的儿童剧的追求”提供了丰厚的文学素

材，为北京儿艺现实题材儿童剧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

文学支撑。

“剧院要用作品说话、用剧目影响人，最重要的就

是抓好创作，而抓创作首先就是抓选题。”北京演艺集

团副总经理、北京儿艺董事长董宁说。“丫丫三部曲”

中，既有偏散文风格的《耗子大爷起晚了》，也有展现

细碎生活场景、纪实性较强的《花猫三丫上房了》，还

有小说风格较鲜明的《土狗老黑闯祸了》，三部风格各

异的作品如何在改编时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著作品的

味道，形成较为贯通一致的舞台风格，成为该系列作

品改编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董宁看来，“丫丫三部曲”

从书籍走向舞台，在保持原著文学性的基础上创造戏

剧性，较好地实现了从文学到戏剧的转换。“三部作品

用舞台艺术语言完整地讲述了丫丫的成长故事，跨越

式地展现了北京独有的人文温度，为孩子们营造了充

满真善美的戏剧世界，这与北京儿艺一贯的创作追求

是一致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刘玉琴谈到，“丫丫

三部曲”有统一的成长主题，有贯穿到底的主人公形

象，还有较完整、连续的故事性、情节性，剧中人物情

绪和心理上的变化、推进都层次分明、温润感人。三部

作品用儿童戏剧的思维，从孩子的视角对原著进行了

精准、精到的提炼并重新建构了戏剧结构。随着情节

的不断发展变化，人物在天真烂漫中不断成长，温暖、

温馨、美好的基调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发生变化或被

冲淡，文学作品为戏剧创作赋予了独特面貌与品质，

成为该系列作品能获得观众认同与情感共鸣的重要

保障。

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编剧、戏剧评论家欧

阳逸冰看来，创作好儿童剧的关键在于能否抓住儿童

戏剧的本体特征。他总结经典儿童剧的成功经验，提出

了儿童剧创作的三点根本要求：首先，儿童剧是为儿童

创作的，要表达儿童的美好愿望和儿童对世界的理解，

要满足儿童的情感渴求与审美需要；其次，儿童剧要拉

起孩子们的手来共同探索生活的奥妙，要有发现生活、

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眼光与追求；此外，儿童剧还必

须有丰富的想象力，要能让奇思妙想闪烁全剧。在他看

来，这些特点在《马兰花》《十二个月》《豆蔻镇的居民和

强盗》《饼干人》等优秀儿童戏剧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也

是“丫丫三部曲”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时代在发展，如何更好地贴近不断提高的儿童

审美能力，需要对当代儿童的情趣与审美需要有格外

的关注和独特思考，”刘玉琴说，“剧场如何能留住孩

子们，这是对创作者的考验。”在她看来，“丫丫三部

曲”中对童年以及对北京风土人情的表达是鲜活的、

独特的、朴实的并令人感动的。舞台上的跳皮筋、扔沙

包、捉迷藏等游戏以及菊儿胡同、方家胡同、后圆恩寺

胡同等路牌、场所的呈现，还有舞美、多媒体视频及场

景设计的共同努力，营造了该剧的年代质感。各种元

素的交融在人物和情节的自然流转中产生了独特的

艺术魅力，在展现孩子们美好天性的同时也把北京的

地域特色和超地域的情感表达进行了充分传达，“它

引人怀想、怀念和神往，为作品的时代化、戏剧化，为

作品主题的更加鲜明突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戏剧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种形式有自己无可替

代的作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孙大庆谈

到，戏剧是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艺术的综合展现，它

能帮助儿童培养个人的自我表达意识，形成基本的社交

概念与集体协作意识等，因此今天的儿童剧创作更应当

把握好当代儿童的思维，要理解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认

识时代的以及我们希望他们能如何认识世界。

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剧照

《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赵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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