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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以戏剧的方式，共话有关世界和

平与理解的时代话题，意义深远且重大。我以

为，世界的本质其实是带着一种戏剧性的运动，

充满了人与人、人与族群、人与自然环境及自身

的冲突、和解。其中的变数，一如戏剧的一波三

折，云谲波诡、深不可测。因此，我们戏剧人更

应该研究世界运动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去把握

人类戏剧演进的规律。

在整个文学艺术门类中，戏剧是最早开始

讲述文明故事的一种样式。按人类学家的判

断，五万年前，晚期智人走出非洲，日渐散布世

界各地，其实就是孕育文明萌芽的大幕开启之

过程。甚至这个大幕开启得比五万年前还要早

一些，但目前，我们只能按照人类学家的研究成

果进行粗略划分。那时，我们共同的祖先面临

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首先是对自然认知的限度：

我们不知道为何有突如其来的雷鸣电闪；更不

懂呼啸而过的长风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那

巨大的潮汐又怎能像魔鬼的血盆大口，长舌一

伸一卷，便会让整条海岸线一次次重塑……还

有地震、火山、洪涝、冰雹、干旱，以及天体运行

中的日蚀、月食、流星等自然现象，都给我们的

先祖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困境与困惑。最早他们

只是恐惧、躲避、逃亡、无奈，渐渐地，其中一些

聪明人萌发了创造的欲念，尝试着担任起“编

剧”“导演”“主演”的角色，开始上演抗争自然的

“戏码”。

最早的“戏码”主角是巫师，他们似能“呼风

唤雨”，能阻止狂风大作，也能防止“日月残破”，

即日蚀月食。作为最先掌握了风雨雷电以及日

月星转部分规律的人，他们常常被认为料事很

“灵验”，于是常被人请去“演出”，甚至能给到很

高的“戏价”——因为这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

题。但大自然高深莫测、行动诡异，直至今天，

人类对其的认知仍是一知半解，可想而知，我们

的先辈“编、导、演”们，不知曾遭遇过多少“把戏

被揭穿”的尴尬。很多时候，戏都演砸了，“演出

台口”也就日渐式微。但这些“创作者”们并不

甘于退出历史舞台，便从“指天骂地”的巫师角

色转换为“敬天畏地”的宗教角色，仍然上演着

轰轰烈烈的有关或进“天堂”、或入“地狱”的“大

戏”。随着人类科学认识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

宗教的很多“戏份”被逐渐论证为“这是戏！”而

非真实的存在。中国的先贤孔子对他弟子季路

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是人类认识自然

的一个很重要的跨越阶段。世界不同地区的

“编、导、演”们，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步步进

入到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尤其是对“人”的根

本追问与探寻的深度拓展之中，探讨的问题十

分宽博，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军

事、外交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也是世界戏剧对

人类经验智慧总结、概括最为集中的时期，出现

了大量影响人类精神生命进程的戏剧经典作

品，至今它们仍品质鲜活。

戏剧面对的最大的故事讲述对象是“人”，

是人本身的生命探索和精神演进。人类千辛万

苦走到今天，创造了无尽的灿烂文化和文明，从

身裹兽皮树叶、茹毛饮血，到华冠丽服、钟鸣鼎

食、诗礼簪缨、香车宝马；从单打独斗、家族群

居，到社会集团、都市国家、全球畅通、网络互

联……经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我们喜气洋洋

地陶醉于“地球村”的扑面而来，但世界远不是

我们想象得那么文明顺遂、万里晴和，有时甚至

越发感到沟通的艰难与冲突的难以消弭。世界

的不太平，人类的各种“条块划分”，甚至局部的

分崩离析，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的现实。作为始终在沟通人类

共同精神情感、思想价值的戏剧，也始终在场，

自然应该发挥其强大的沟通能力，去探寻彼此

消除隔阂、增进了解互信的更多“牵手”可能。

这令我想起两个戏剧故事，一个是中国的

传统戏曲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是莎士

比亚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954年在日

内瓦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为了促进与会国

际代表间更好地沟通交流，特意播放了戏曲片

“梁祝”，并在请柬上写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

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播出后效果极佳。这是一个有关沟通的

故事，其中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是两部作品内

部人物之间沟通不畅所带来的巨大悲剧命题。

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互爱慕，因沟通误会，也因家

庭干预，造成无法挽回的爱情悲剧。而罗密欧

与朱丽叶完全是因家族恩怨、社会矛盾导致全

然无法沟通，酿成了双双含恨而去的后果。这

是第一个层面的沟通问题。另一个层面的沟

通，即为国际间的情感沟通。在没有翻译字幕

的情况下，周恩来仅以一个比喻，迅速沟通了不

同文化间的共情故事，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

合作对话提供了人文价值基础。不同国家彼此

的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我们的生命样貌、人际

关联、感情形态是基本一致的。

这又让我想起《圣经》里有关巴别塔的故

事。巴别塔又叫通天塔，人类团结一心，共同建

造了一座眼看就要通向天堂的物理塔。上帝觉

得，天堂怎能允许所有人类都无障碍地进出，甚

至安营扎寨地生活呢？于是就把塔给毁了，并

且惩罚人类到各不相同的地域去安身立命，且

不能讲一样的语言。上帝害怕，人类一沟通就

会产生接近“天堂”的力量。这是一个寓意很深

的故事，一个有关合作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戏剧

性。人类一合作，就有通往美好“天堂”的可

能。但犹如戏剧在不断发生冲突与激变，人类

也总是在合作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直至今天，

局部战争仍在继续，很多曾经建立起的伙伴关

系也在分化瓦解，似要曲终人散。从这个意义

上讲，呼唤交流、呼唤信任、呼唤和平，将永远是

世界的重大主题。而这个主题，也正是2024年

世界戏剧日的主题，足见戏剧人对世界的担当。

信任与合作，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之上

的。从人类各不相同的文明背景看，无论差异

性多大、个性特色多么鲜明，其对根本价值的追

求仍是趋同的。善良、友好、互助，公平、正义、

自由，互信、互利、和平等，从来没有在任何民族

的典籍中，产生具有颠覆性的不同认知。即使

处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人的性情、面目被

塑造得千差万别，或暴躁或温顺、或高大或矮

小，但人性的本质都是相通的。世界戏剧的所

有文本都参与了这种人性的“证明”。即使人类

历史所归纳出的那些永远处于“多动症”中的好

战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也不敢明火执仗地对

人类这些宝典加以挞伐。他们总是以各种托词

打扮战争，而戏剧多有对此的深刻揭示、批判与

对罪恶的审判。正是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文

化、价值基础，人类才能让陆地、海洋、天空、互

联网中那些于不同时代创造的显赫一时的“利

器”，最终仍是服务于全人类。对当下的发明，

人类总是会保留着一个阶段性的认知壁垒，深

深忌惮着他人的获取。而一旦这个成果被更新

的技术所代替，它便会普惠人世。比如数千年

前，地中海文明所产生的玻璃制造技术是严格

保密的，那些工匠艺人不仅不许出国，而且在国

内也受到特别的保护与监视。在未来，今天的

所有高端技术发明，只要有益，也会于某一天作

用于人类的日常，但走向共享的过程，是一部

“谍战悬疑剧”，是充满了奸诈、血腥与火药味的

曲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人类的文明

进步葆有耐心和信心。任何新的技术，终有一

天都会成为我们日用而不觉的“锅碗瓢盆”。而

有着沟通人类情感之天赋的戏剧，在文明的曲

线行进中，是有着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甚

至军事、外交一样不可替代之作用的。由文化

沟通起来的信任，是我们一再谋求共同出发的

基础。

戏剧始终在讲述着人类文明的故事。各民

族将自己最独特的那一份情感，用多样性的手

段汇聚在一起，给人类增添了一份无比宽阔的

自信与自豪。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我们

适应不同山川、河流、海洋、土地的题中之义与

必然结果。尊重彼此的个性差异，正是我们遵

从自然规律的一种适恰把握。任何骄傲自大、

自负与自恃，不仅会成为沟通理解的障碍，也会

成为隔阂与祸乱的缘由。尊重他人观点与文化

背景，才是达成沟通理解的最重要桥梁。事实

反复证明，文明沟通对话解决不了的问题，战

争、枪炮、恐怖袭击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付

出的成本不仅更高、代价更大，还会酿下永无宁

日的后患。我们的戏剧，正是在这个地方显示

出了卓越的柔性与韧性能力，不同地域贡献出

不同的文化元素，我们在“个别”中寻求到一种

彼此欣赏而普遍认同的价值力量。相互悖谬、

情感冰冷的世界，不是文明发展希望看到的世

界，我们也不应该在几千年的发展进步中，枉顾

历史的诸多教训，仍在同一个轨道上徘徊或翻

车。我赞赏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先生为今年

世界戏剧日撰写的献词《艺术即和平》中表达的

观点：“艺术并不是通过消减差异而使不同的事

物同质化，恰恰相反，艺术是让我们去欣赏和了

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陌生的或外来的事物。”

作为人类广泛参与的活动，戏剧更应该与弱者

站在一起，而不要去做那坚硬冰冷的石头。人

类有太多的对话前提，有太多交流互鉴的可能，

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戏剧是最能讲好命

运共存这个故事的一种样式，她是艺术，具有一

种巨大的超越性，也就更容易在大众传播中赢

得根性感染与互动。

我们都应该有一种信念、信心和希望，将戏

剧这个富有人性深度与多样性的文化符号，努

力传递到更广大的世界，让戏剧从数千年、甚至

数万年历史进程中裹挟来的人性成长价值，更

丰富地作用于我们今天所共有的世界。人类是

用讲故事的方式率领不同族群一往无前的，戏

剧最精髓的优势也正在于讲故事。让我们一如

既往地用我们的独特优势，去讲好既有个性特

色又有人类普遍价值意义的故事，把更多柔软

心灵的血脉接通起来，为理想、为正义、为自由、

为和平持续拉开演出的大幕。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

席，本文系作者在“2024年世界戏剧日——中外

戏剧人对话”活动上的主旨发言）

本报讯 伴随着钢琴与乐队版《红旗颂》史诗般磅礴

烂漫的崭新演绎，3月22日，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开幕仪式暨开幕演出“浦江春潮·启航新程”——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上海交

响音乐厅拉开了帷幕。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央

音乐学院院长、指挥家俞峰受邀执棒演出。上海交响乐

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音乐学院音

教系混声合唱团、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等共同参

演。整场音乐会以恢宏的气势奏响“礼赞新时代”的乐章，

以振奋人心的激昂旋律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和上海文化金名

片，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自1950年创办至今，不仅承载

了新中国音乐60余年的深厚历史底蕴，是上海音乐、舞

蹈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更是国内外文艺界交

流、借鉴、切磋的重要平台。俞峰表示，“上海之春”能够持

续举办至第39届，可谓久久为功。其持续不断的努力和

执着于力推新人新作的理念，使得很多优秀作品和人才

都在音乐节上崭露头角。《红旗颂》《梁祝》等一批优秀作

品都是从“上海之春”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成为新中国

音乐作品的经典之作的。这是“上海之春”重要的历史价

值和贡献。

据介绍，此次开幕演出以交响合唱的演出形式演绎

新时代交响曲，是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过的编制最庞大

的交响音乐会。在曲目设置上，演出呈现了经典与新作的

呼应，钢琴与乐队《红旗颂》、小提琴与乐队《阳光照耀着

塔什库尔干》、管弦乐《鲜红的太阳》、二胡与乐队《第六二

胡狂想曲》以及交响曲《新时代》，分别由作曲家吕其明、

陈钢、周湘林、王建民、龚天鹏创作，在高扬时代主题、展

示上海原创的同时，也体现了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由中国

音乐金钟奖等音乐大奖获得者、上海乐坛新秀朱婧、王睿

一、王山担纲独奏、独唱演绎的三首作品，以西藏、新疆、

青海三个地区的大美风情为创作灵感，亦体现了上海与

对口支援地区携手奋进的山海情深。

据悉，作为今年上海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文化节展活

动，此次音乐节将以66台主体演出，包括57台音乐演

出、9台舞蹈演出，以及10项主题活动，包括2项节中节、

3项征集活动、5项教育成果展示及展演活动等，为中外观众献上

一场丰富多彩的文艺盛宴。其中，“新时代交响序曲”音乐会、交响

组曲《浏阳河之光》、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编钟与民族

管弦乐《千年绝响》音乐会、“天山南北”音乐会、“中国音画”交响音

乐会以及民族舞剧《醒·狮》等一系列主题演出，将以艺术的形式着

力展现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奋斗之志和发展之果。此外，今年

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首演60周年，本届音乐节还将通过再现经

典、座谈回顾、图片展示等多种形式纪念这部经典舞剧。

本届音乐节将有来自德、奥、意、法、俄、美、日等10余国的20

多台国际交流演出，占演出总数量比例超过30%。音乐节还将携

手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中法音

乐交流展演季”，带来柏辽兹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法

国五重奏音乐喜剧《鳟鱼》、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

法国圣马可室内童声合唱团音乐会等7台形式多样的演出以及艺

术讲座、大师班论坛等活动，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4月14日晚，

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演出将在上音歌剧院举行。意大

利科莫歌剧院与上海音乐学院将联合演绎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

理发师》，把原汁原味的经典歌剧搬上“上海之春”的舞台。

（路斐斐）

六
十
六
台
中
外
演
出
点
亮
﹃
上
海
之
春
﹄
国
际
音
乐
节

由刘深、杨浥堃编剧，林熙越导演，刘端端、夏力薪、樊

尚宏、种丹妮等主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人民法院

新闻传媒总社联合出品的话剧《鼓楼那些事儿》，以北京东

城法院典型人物冯晓光与西城区社区巡回法官赵海为原型

人物，塑造出了一个性格阳光的“背包法官”赵晓海这个舞

台艺术形象。在笔者看来，这是一部久违的，贴近真实生活、

贴近百姓，有着浓郁北京生活气息和人物风貌的剧作，让观

众通过话剧艺术的方式，走近可能是极为日常却又别具深

意的生活之中，从中透视和品味关乎情与法的种种世象与

人情，体察和了解万家灯火中的法律工作者们所付出的苦

心与汗水。

生活中，林林总总的各类矛盾与纠葛总会纷至沓来。那

些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长里

短，无日无之、接连不断地涌现，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困扰与

忧烦，而这或许就是生活的应有样态和基调。这些轻重有

别、是非难定的凡人琐事，往往介于法律与人情之间，因此

自然涉及一个重要角色：法官。而该剧就选定了一个特殊坐

标：鼓楼，表明其地理定位是处于北京中轴线的胡同；而“那

些事儿”则并非是寻常视角下所惯见的北京生活，而是与法

律紧密相关的那些人和事，进而以精心选择的典型案例来

进行构剧和解剖，建构起一部洋溢着浓郁北京烟火气的引

人入胜的话剧佳作。

从观剧的实际感受而言，这是话剧极少表现的题材和

人物。剧作的生活场景不是人们常见的威严法庭，而是放在

接地气的鼓楼苑社区；以剧作主人公赵晓海为代表的法官

们，也不是人们印象中那样穿法袍、拿法槌，而是每天骑着

电动车、背着国徽、走街串巷，“在百姓中间，离群众最近”的

在社区巡回的“背包法官”。这些法官天天面对的，是主动迎

上去或是百姓找上门来的各种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鸡毛

蒜皮、大小纷争和人情冷暖之事。通过人物之口反映出的，

是这些法官们“忙一上午了连口水都没喝”的工作常态。也

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成绩单，即整个法院一百多人，一年办案

竟达10万多件，光赵晓海一人一年就处理纠纷2700多起。

通过这一数据可以体现出基层法官在社区民生中起到的重

要作用。正是他们“入社区千万家，管群众身边事，解百姓心

中结”的平凡而又非凡的作为，充分证明了我国司法制度的

独特优势和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剧中设置的一系列事件或纠纷，看起来都是人们经常

遇到的寻常之事，但又都需要赵晓海们为之付出极大的热

心、耐性与智慧。无论是金奶奶砍了自家栽的树却被按规罚

款15000元，赵晓海通过调解让其在街心公园补种10棵树

苗作为补偿；抑或是开出租车的钱瑛追尾周传雄的奥迪车，

赵晓海以请来周传雄家人金奶奶诉说其生病受到钱瑛救助

之恩而化解了两人的矛盾；无论是在王家房产继承问题上，

赵晓海洞悉王大爷、王大妈、王凯、陈玉婷等人物各自背后

的心理动机，圆满有效地解决了困扰这家三代人的难题；抑

或是吴德普因汪斌弄破了他的裤子，过分地要求其赔偿

3000块钱，赵晓海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诫进行了

调解；无论是周俊波和于海燕的家庭矛盾导致婚变风波，赵

晓海以冷处理的方式及女儿周小雨的诉说，使夫妻二人得

以重新认识自身并重归于好；抑或是遇到装地锁占车位、砸

人车玻璃、遛狗咬了人之类左邻右舍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

的争执与碰撞，赵晓海们均进行随机性、合法合情的解释与

解决。剧作通过这一个个交错发生、展开和化解的事例，生

动表明赵晓海们所担当的法官角色，始终处在各种生活矛

盾与纠纷的旋涡之中，各类司法案件也穿插其间，需要他们

谨慎地面对、梳理和处置，使其消弭于无形。剧作对此进行

的抽丝剥茧般的艺术表现是令人信服的，也是赏心悦目的，

富含着扣人心弦的法理和情感力量。

客观而言，赵晓海们所面对的“那些事儿”可能是易于

解决的，但更多的问题解决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这检验

着他们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和人格素养。剧中的赵晓海既是

有缜密法律思维的理性法官，又是一位观念新、有个性的人

物。因此，他既善于从法理的角度处理问题，又懂得人情世

故的“老理儿”，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总显示出追根寻源的可

贵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策略和技巧，使得许许

多多棘手的难题在其苦口婆心地巧妙调解和人性化的司法

过程中迎刃而解。作为年轻法官的代表，他总是想帮人们把

矛盾解决在源头，让更多的家庭和邻里不伤和气，并通过协

商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希望让全社会都能和谐和睦相处。这

之中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变通，既要显机智，又要显严厉，其

多样灵活的执法风格和处事方式，反映出基层司法者们是

怎样在严肃的法律与温暖的人性之间解决矛盾纠纷的，可

以说，他们所书写的司法历史，既是惊心动魄的，也是赏心

悦目的。剧作富于艺术魅力的戏剧性呈现，其意义不仅仅在

于进行普法教育，而是透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的产生与消解，

塑造出了可亲可敬、有血有肉的新时代法官形象，并以此构

成和展示感动人心、给人启示的社会人生图景。

剧作在事业线以外还设置了一条情感线：作为基层法官

的赵晓海，其工作始终不被同样是法学院毕业却选择从商的

女朋友许林所看好，且被强势地要求他于继续留岗和随她而

去之间作出选择。“你要是不跟我去上海，就不用来机场接我

了”，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话语，无疑深深地刺痛了赵晓海，使

其陷入彷徨与矛盾之中。许林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在时空上

增添了戏剧开放性的人物关系和现代性的色彩，既有调节戏

剧叙事节奏的功能，更表明赵晓海是如何一方面从事所热爱

的职业，为社会履职尽责做贡献；另一方面在坚守与割舍之

间，承受着怎样巨大的情感压力。当获悉许林乘坐的航班出

现意外状况时，他内心的牵挂与焦虑被推向了极致。而许林

的最后平安归来，特别是两人的情感转圜，则是在峰回路转

之后实现的。那般本已有之的炽热恋情和重逢时的忘情表

达，都使观众感到了戏剧所赋予的又一重温暖。

该剧对戏剧环境的营造也是颇具特色的。灰墙青瓦的老

北京胡同和金光灿灿的国徽一起出现在舞台上，突出强调了

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旋转舞台根据剧情需要进行富于匠心

的转换，形成了多重叙事空间和心理空间，增添了视觉感受

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葡萄藤、石墩子、大槐树等元素，展

现了北京典型的环境特征，所接通的是来自胡同的生活地

气。音乐、灯光等手段的运用，则有力地烘托和揭示出剧作的

生活氛围和人物的心理层次。从而也使该剧成为一部真实、

饱满、动人，具有较高思想艺术品质的新创话剧佳作。

（作者系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艺术局局长）

话剧《鼓楼那些事儿》：

走近那一个在百姓中间的“背包法官”
□汪守德

新作点评

话剧《鼓楼那些事儿》剧照 王昊宸 摄

艺 谭

用戏剧讲好文明的故事
□陈 彦

世界的本质其实是带着一种戏剧性的运动，充满了人与人、人与族群、人与自然环境及自身的冲突、

和解。其中的变数，一如戏剧的一波三折，云谲波诡、深不可测

作为始终在沟通人类共同精神情感、思想价值的戏剧，也始终在场，自然应该发挥其强大的沟通能

力，去探寻彼此消除隔阂、增进了解互信的更多“牵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