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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演戏的时候，面对黑压压的观众，面对那暗处的一双双眼

眸，可能得到热情的掌声，可能得到唏嘘的反应。但在谢幕时我常想：

‘哎呀，我听不到他们真正的评说。高人往往背身而去。’可是毛时安老

师，他是高人，他并没有背身而去。他仿佛是一条河，又绕回来，在我们

面前掀起浪花，能让我们听到他对作品发自内心的真切而真诚的观

感。”谈到对文艺评论家毛时安的印象，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如此深情

地说道。

2023年是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第50个年头。1973年，25

岁的青年工人毛时安在《美术资料》发表美术评论《众志成城 战无不

胜——评油画〈铜墙铁壁〉》，从此与文艺评论事业结缘。50年来，毛时

安始终活跃在文艺现场，积极关注文学艺术的创作现状和潮流变化，在

文学、戏剧、美术等领域取得了大量评论成果，成为深入中国当代文艺

现场、前沿的评论家。

12月16日，“呼唤真诚——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周年暨舞

台艺术评论研讨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高韵斐，中国剧协分党

组成员、副秘书长薛长绪，中国评协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副主任袁正领，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夏煜静，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马文运，

上海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毅等出席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和总结了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

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围绕新时代文艺评论应如何与创作实践更紧密地

结合，如何让文艺评论更具生气、更有文气、更接地气，如何打磨好文艺

评论这把“利器”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我唯一拥有的，就是一颗赤诚的心。古人说‘修辞立其诚’，真诚是

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个历经半个世纪文坛艺坛风雨阳光的评论

家，我一如既往地要求自己，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以无比的坦诚对

待内心，以无比的热诚对待生活，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活动现场，

年逾古稀的毛时安两次向大家深深鞠躬致谢，与会者们回报以阵阵热

烈的掌声。这份掌声属于毛时安，也属于他一生热爱、孜孜奉献的文艺

评论事业。

“始终坚持文化艺术的精神品性和审美格调”

“我与时安兄相知相交很多年了，我们常常在剧场、研讨会，在创作

的第一线见面。”在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来，毛时安是自己的良师

益友，多年来对自己的创作多有启发和帮助。“时安兄对戏剧的热情、对

舞台的喝彩、对创作的思考与评论，几十年如一日，无不令我们感动着。

他开阔的艺术事业、极具个性的飞扬文采、澎湃激昂的铿锵发言，总让

我们印象深刻。能有这样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朋友，是我们戏曲界的

幸运，更是文艺发展的幸运。”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冯远用“在场”和“立场”两个词，来概括毛时安

文艺评论的鲜明风格。毛时安的评论从未脱离过文艺现场，在文化系统

工作几十年，他经常深入创作第一线，和编剧、导演、主创一道讨论节

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有自己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不管时代

思潮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文化艺术的精神品性和审美格调。

“视野是大地，视点是山岳。大地越厚实，山岳越坚实。视点越犀利，视野越开阔。”毛时安曾在

文章中将“视野”与“视点”的关系比喻为“大地”与“山岳”的关系，可谓抓住了文艺理论批评主体

的两个关键。在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看来，毛时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自己从事文艺批评

的主观条件有着清醒审视和自觉把握，既重哲学修养，也重审美鉴赏，在于其言说不独在“专”更

在“通”，能够娴熟分析各门类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还在于他言说的个性化和秉笔直书，在于

他的说真话、述真情、求真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纪人称毛时安为“全能型的文艺评论家”，认为“理智与情感的混响”是

其评论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毛时安的评论文本就像立体交叉的道路，

在作者和作品、作品和读者、作品和世界之间搭建起桥梁，把它们连接起来。”

“满满的对作家艺术家的钦敬和对文艺的大爱”

“文艺评论是艺术大地上精神的守望。有时候写评论不亚于打仗，需要勇气、智慧和意志。几十年

来，我始终在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谈及文艺评论之于写作者的意义，毛时安如是说。

戏剧评论家崔伟认为，毛时安的文艺评论是对文艺实践的理性扫描，是能够捕捉到纤毫深处

的敏锐发现，是升华为客观冷静评判的深刻剖析，更是具有责任感和时代感、具有学术深度和思

想光芒的精彩表达。他的评论别具一格，深刻、敏锐、坦率，流露出性情的率真和情感的精细。

“30年前，我和时安兄第一次见面，一听到彼此的发言，我们就互视对方为同道和知己。30年

来，作为创作者和评论家的友谊从来没变，对彼此的判断一直信任。”回忆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剧作家罗怀臻记忆犹新。他谈到，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尤其是中国戏曲面临挑战，一方面要回归

古典戏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走上国际舞台，接续世界戏剧文学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毛时安

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这种感觉里既有古典文论的根基，又有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现代文明的成

分”。在他看来，毛时安就是一个永远的文艺青年，对工作和生活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始终保持着

一个青年人入行时的纯真。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同样从毛时安的文艺评论中，感受到了他年轻时的睿智

和勃发的才情。“它们虽继续在恣肆横溢，但随着年命增、阅世久，渐趋宏阔深沉，对异量之美的欣

赏与对殊调之致的体恤潺湲其间。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对作家艺术家的钦敬和对文艺的大爱。”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毛时安的文艺评论“不前卫、不学院、不冷酷”，甚至某种角

度上可能更“老派”一点，“但是这种老派，常让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文艺批评的原点，看到了从事文

艺批评的初心”。

“真诚、热情、睿智是他文艺评论最突出的特色”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认为，毛时安的文艺评论充满着理论家的严谨与敏锐，

张扬着他对专业创作的准确回应；充满着理论研究之于文艺评论的广博底蕴，展示着他对艺术现

象的深邃知见；充满着他对创作主体的文化体认，以温暖而不失严厉的同情理解，契合并引领着

创作者的创造逻辑和思维空间，形成了评论与创作的良好互动。毛时安和他的文艺评论见证了时

代在创作中的影响印迹，也留住了文艺在时代中的创造精神。真诚、热情、睿智是他文艺评论最突

出的特色，他是在用真诚的心胸来面对风云变幻的文艺世界，对“人”的价值给予充分的生命体

验，并敢于直面人生和社会、突破固有的思维藩篱、树立独具个性的观点，这也是文艺评论家的文

化使命所在。

在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眼中，毛时安能不忘来路，而且有感恩心、有责任感，归根结底是因为

他心里面装着他人。“一个艺术家、批评家，无论是做艺术实践，还是做理论工作、研究工作，心里

面没有他人是不行的。而内心时时有他人，同时还要保存自己，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我在他身上学

到了很多。”

“50年前，一个满头乌发的小青工，懵懵懂懂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美术评论。半个世纪，他像

《金蔷薇》中那个卑微的扫地工，一生为心爱的姑娘打造一朵金蔷薇那样，兢兢业业、不舍昼夜地

写作。他心目中那位‘可爱的姑娘’，就是艺术，是作家和艺术家，是他们用心血铸就的小说、诗歌、

散文、绘画、戏剧、舞蹈、音乐、电影、电视……”回忆起自己半生的工作，毛时安打了一个轻松诙谐

的比喻。“半个世纪过去了，‘可爱的姑娘’依然年轻美丽，当年的那个小青工已经头发稀疏，老眼

昏花。他仍在打造他心目中的那朵‘金蔷薇’。”

正如王鸿生所说，毛时安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我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是新中国培养的

文艺评论家。改革开放给了我全新的人生机遇，形成了我做人为文的自觉之心。我是我们这代人

的幸运者，赶上了时代的列车。出身布衣青年，我不能忘记党、祖国和人民对我的栽培，不能忘记

所有与我穿云破雾、一路结伴而行的作家、艺术家。”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一道除法，“以我得到

的荣誉除以我自己的努力奋斗，除了应得的商，还有许多没被除尽的余数。我今天所得到的，已经

远大于我的付出”。他表示，为了偿还这些“人生的余数”，自己将继续回报社会、回报艺术，回报所

有和他一路同行、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备感人间温暖的人们。

此次研讨会由上海市文旅局、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协、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指导，上海剧协、

上海评协、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上海市剧本创作中

心、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

关 注

日前，由中国剧协、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

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文联、深圳市

南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8届中国校园戏

剧节在深圳举办。本次戏剧节汇集了13台大型

剧目及5台短剧、折子戏，演出剧目形态多样、制

作精良、主题鲜明，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一剧进

一校”校园戏剧活动、“戏剧在校园”主题对谈、

“戏剧与文学”主题讲座和戏剧教育体验工作坊

等活动亦丰富了本届戏剧节的内涵，提升了校园

戏剧的影响，展现出一幅悦目的艺术景观。

入选本届校园戏剧节的剧目精彩纷呈，包含

了传统戏曲、话剧、音乐剧、民族歌剧等舞台演剧

形式。云南艺术学院的原创音乐剧《象北旅行》，

作为开幕大戏在深圳艺术学校上演。该剧以

“2021年野生亚洲象远距离迁徙”事件为题材进

行改编创作，将“新闻热点”与“艺术美感”相结

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在舞台上谱写出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由河南大学河南戏剧

艺术学院演出的豫剧《俄狄王》，改编自古希腊悲

剧《俄狄浦斯王》。作为中国戏曲学院和河南大学

河南戏剧艺术学院教学实践成果共享转化的作

品，该剧以传统戏曲艺术的样式演绎古希腊悲

剧，在传统戏曲表现题材与艺术内涵的挖掘上进

行了大胆开拓。由广西艺术学院演出的原创民族

歌剧《拔哥》，讲述了壮族卓越的早期农民运动领

袖韦拔群同志（群众亲切称为“拔哥”）的英雄故

事。该剧通过歌剧特有的表现形式，以双管编制

的管弦乐队为主、民乐为辅，结合了广西民歌、广

西民乐等民族音乐元素，以音乐的语言向历史致

敬、向英雄致敬、为时代放歌。内蒙古艺术学院演

出的话剧《战士·战马》，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对各族

人民的关注关怀这一红线，融入马群、那达慕、婚

礼等蒙古族特色文化，演绎出年少童真、青春色彩

与红色记忆、激烈战斗交织的跌宕起伏的场景和

故事。此外，还有表现服装行业的京味话剧《应福

祥》（北京服装学院），形式感鲜明、深具探索精神

的实验戏剧《亲爱的安东》（福建师范大学），将音

乐、舞蹈与青春编织在一起的音乐剧《心动之

城》（清华大学），实验心理剧《响》（深圳大学）、木

偶剧《白蛇传》（上海戏剧学院）等，这些作品风格

特异、演绎精巧。在集中展演的10天时间中，令深

圳的观众、学子们目不暇接。以多姿多彩的舞台

呈现营造了浓郁而鲜活的演剧、观剧氛围。

本次戏剧节上不乏旗帜鲜明的弘扬主旋律

的戏剧，如《侗乡大衣》《拔哥》《战士·战马》等，塑

造出一个个不惧艰险的革命先烈、舍身忘我的先

进人物和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等光辉形象；同

时，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讴歌生活中的真善

美、激励工匠精神、抨击黑暗、表达青春等主题方

面也进行了多样的艺术表达。校园戏剧的独特美

育作用不仅在于其表现的题材与主题，还贯穿于

剧目排演的整个舞台实践过程。亚里士多德曾提

出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即陶冶或者宣泄的功

能；席勒也指出过审美教育在人格养成中的特殊

作用。五彩斑斓的校园戏剧活动，吸引了众多师

生投入其中，在反复排练、演出、探讨的过程中，

学生们深入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激发了他们对于

生活和生命的思考，实现了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

的全方位的美与感性的教育，在帮助青年学子成

长、成熟，激励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些剧目的选择，体现着校园戏剧节对于戏

剧艺术美育功能的特别关注。

戏剧是各类艺术样式的集大成者。因此，要

完成一次高水平的戏剧演出，背后往往需要付出

巨大艰辛。无论是剧目的创作还是制作，无论是

展演的组织还是团队工作的协调……一场演出

的实现往往凝聚着许多校园戏剧工作者的心血。

由同济大学演出的昆曲《长生殿》，演员汇集了海

内外十几所高校的师生，经过了一年的训练和排

练才得以完成。作品在青年人心中播下了昆曲艺

术的种子，让更多年轻观众体验到了传统戏曲艺

术的无穷魅力。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演出的话

剧《雾重庆》，积极探索中学校园戏剧的发展路

径。相较于高等院校，他们在专业人才稀缺、经费

局促的状况下，借力专业院团，探索开辟了一条

中学生戏剧的发展道路。如此生动鲜活的戏剧普

及工作，赋予了校园戏剧更丰富的内涵。不同于

专业院团，校园戏剧在活动经费上也常常面临捉

襟见肘的窘况。由北京服装学院演出的《应福

祥》，舞台制作方面十分“简陋”，但却以充满青春

气息的表演与扎实的剧本创作，达到了较高的演

出完成度。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的《亲爱的安东》，

亦以简约的舞美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演出。这些

作品都充分展现了校园戏剧人迎难而上的专业

精神与艺术精神。

除了18台展演剧目，本次校园戏剧节还增

设了“一剧进一校”活动。各剧组进入深圳市大中

小学校，在开展戏剧艺术的交流与普及，进行校

园特色文化宣传，搭建校际合作交流平台、建设

合作机制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

在本届校园戏剧节期间举办的各项学术交流活

动，邀请业界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与观众们开展

深入交流，探索校园戏剧发展道路，探讨新媒体

时代戏剧的传播以及对于当代青年的影响等议

题，使校园戏剧活动展现出一种向外伸展的姿

态。在提升演员演出水平、储备戏剧人才、培养戏

剧观众，不断扩大戏剧在校园的影响力，汇聚更

多戏剧人才与爱好者、凝聚强大的戏剧力量、扩

大戏剧受众基础、提高戏剧艺术鉴赏水平等方面

取得了积极成效。

（作者系天津传媒学院副教授）

第八届中国校园戏剧节

凝聚戏剧力量 展现多彩青春
□姚佳根

音乐剧《心动之城》剧照，中国校园戏剧节组委会供图

本报讯 由中国文

联、中国剧协、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杭州市人民政

府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戏

剧节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大

剧院落下帷幕，2023年中

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戏剧）

表彰仪式同时举行。京剧

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剧作

家徐棻获颁“中国文联终

身成就奖（戏剧）”奖牌和

证书。中国剧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向

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黄海峰颁发“第十八届

中国戏剧节举办纪念牌”，

双方还郑重交接了中国戏

剧节节旗。第十九届中国

戏剧节将继续在杭州举

办。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

员、副秘书长薛长绪表示，

中国戏剧节自1988年创

办以来，成为我国推介优

秀剧目、展现青年人才、推动戏剧艺术创新

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戏剧节参演院团类

型多样，参演剧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中国精神，践

行了守正创新的艺术精神。戏剧节注重理

论研讨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为促进中国戏

剧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了可贵的学术思

考。前辈大家德艺双馨的艺术人生与对戏

剧事业的崇高追求，将成为戏剧工作者取

之不尽的精神养料。

仪式结束后，到场嘉宾和观众一起观

看了讲述时代楷模张桂梅不凡人生的音乐

剧《绽放》。该剧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出品，冯必烈编剧，霍樱导演，谭维维、淮梓

伦、代玮主演。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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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7日至10日，云门舞集时隔四

年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郑宗龙的全新

力作《霞》，以旺盛的年轻气息，呈现了一个轻快

明亮、充满生命力的云门舞集，向观众展现出“后

云门时代”新鲜绚烂的色彩。

《霞》的创作灵感，源于郑宗龙不经意间看到

的一道变化无常的霞光。创排之初，正值疫情期

间，所有舞者只能通过线上视频一起练舞，这次

前所未有的“云”排练，触发了郑宗龙试图开启全

新创作模式的灵感，“每个舞者的家里背景都不

一样，他们的房间颜色丰富，不再是排练室统一

的样貌，生活状态跟我平时看到的也不同，甚至

排到一半，舞者的家人会穿镜头而过。这才是最

真实的他们。”这次契机让习惯挖掘自己人生经

历作为创作灵感的郑宗龙，转变为挖掘每位舞者

独特的生命故事，将他们的人生转化成舞台上的

不同舞段。

伴随萨克斯版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

悠扬回响，舞台犹如一张巨大的画纸，任由舞者

尽情舞动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画卷。整场演

出由十二组舞段构成，每一篇章看似独立实则相

互关联，共同呈现云门舞者的生命光芒。为了让

舞台视觉更丰富，郑宗龙为每位舞者开设绘画

课，通过世界剧场设计大奖得主周东彦与动画设

计师魏合廷的创作，让舞者画作成为舞台影像的

一部分，就像舞者在自己创作的云彩上跳舞，用

肢体演绎自己的故事。舞段编排上，郑宗龙也运

用了很多奇思妙想，用鱼线悬吊音响，摇摆晃动

产生的音场变化让《霞》富有多元性；在作品结

尾，舞台深处亮起一道“日光”，云雾缭绕似霞光

万丈，舞者以夸张的肢体动作驱赶阴霾云雾，竭

尽全力迎接照耀内心的那道“霞”。（任晶晶）

云门舞集新作《霞》舞出绚烂的年轻色彩

云门舞集云门舞集《《霞霞》》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