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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谭

创造多姿多彩的现代演艺新空间创造多姿多彩的现代演艺新空间
———从春班—从春班、、大戏棚大戏棚、、现代剧场谈起现代剧场谈起

□□季国平季国平

当代中国的演艺样式多姿多彩，大剧场、小

剧场，沉浸式、新空间，实景、厅堂，戏曲、话剧、歌

剧、音乐剧、舞剧、杂技剧，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令人眼花缭乱，彰显了我国舞台艺术蓬勃发展的

生动局面。其中，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是舞

台艺术重要的生力军。我印象里，前几年国内红

火演出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在广州的商演场次

比北京还多。当下流行的杂技剧这一创新样式，

以肩上芭蕾《天鹅湖》为首创，也是在广州诞生

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三次在广州举办中国戏剧

梅花奖竞演评奖，国际戏剧协会（International

Theatre Institute）在广州召开过亚洲和国际

传统戏剧论坛。广州无疑是南中国演艺事业的中

心城市。

当下，各地的戏剧同仁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小

剧场、沉浸式、新空间这些新名词，都在积极探索

更为多彩的演艺舞台，满足观众、繁荣戏剧。现代

源于传统，历史值得镜鉴。在论及现代多姿多彩

的新空间之时，我又联想到了当代广东的“春班”

和香港的“大戏棚”。实际上，我国从古至今的演

剧舞台就是多元的，是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

广东“春班”堪称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所谓

“春班”，指春节期间粤剧院团到基层的演剧活

动，时间能延续一个月之久。“过年睇大戏”是一

个古老的演艺民俗，是现代广东最具特色的传统

演剧活动。广东自古有着“无戏不成年”的民俗，

这种“春班”演艺作为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已经

融入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在每年的重

要节日里，尤其是春节期间。之所以称之神奇，是

因为这一流传已久的演剧文化生态，随着现代文

明的成长和西方舞台艺术的进入，在很多地方已

经衰退或者消失了。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

国最发达、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地区之一，这一演

剧习俗却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春班”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去年春节期间，我曾随广州粤剧院到了茂

名、湛江，亲身感受到了春班的盛况，看到了县

城、村镇基层观众对春班的追捧。承接春班的村

镇，演出前还给各路前来看戏的观众提供免费

“流水席”，饭桌一直摆到了路边，让观众吃饱喝

足了好看戏。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广州粤剧院

先后在广州、东莞、茂名、湛江等地开展春班演

出，以60余场春班拉开了2024年的演出大幕，

惠及近10万人次观众，为基层地区带去《范蠡献

西施》《睿王与庄妃》《焚香记》《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经典大戏以及新编现代粤剧《隆平稻香园》，梅

花奖获得者欧凯明、黎骏声、陈韵红、吴非凡、苏

春梅、李嘉宜等名家轮番登台献艺。

香港的“大戏棚”是另一个神奇的存在。作为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香港有着诸多的现代剧场，前

几年新建成的香港西九戏曲中心，是香港西九文

化区第一个落成的地标性现代剧场，地处九龙高

铁站对面，造型漂亮、功能现代。然而，早在10年

前戏曲中心开建之时，在剧场工地附近的空地上，

就先用几万根竹子搭建起了能容纳上千观众的大

戏棚。戏棚外有各种商业游艺和餐饮摊位，看戏与

集市融为一体。每年的元旦、春节期间，这里会举

办各种戏曲演艺活动，不只唱大戏，还有青年粤剧

演员才艺竞演，热闹非凡，前后延续了几年。

大戏棚可说是戏曲中心的前身，是传统演剧

场所的现代再现。其存在也是为了给建设中的西

九戏曲中心暖场，为建成后的戏曲中心提前培养

观众。当年，应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部门邀请，我

曾率梅花奖艺术团多次到大戏棚演出。演出前，

大戏棚管理者还举行了敬“戏神”唐明皇的仪式。

戏曲中心建成时，梅花奖艺术团亦专程前来庆

贺，连演四天，一时传为佳话。

春班、大戏棚是我国传统演剧场所和游艺活

动的重要样式。这种演艺样式就如同综合性的戏

曲艺术一样，集百姓娱乐、生活和商业、交往活动

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戏曲文化的综合性功能。在

西方镜框式舞台进入中国之前，我国的舞台演艺

场所既有城市的勾栏瓦舍，也有达官贵人家的厅

堂戏台，还有乡镇普遍建造的传统戏台、戏亭，背

靠墙幕，三面看戏。30多年前，我曾到古戏台保

存较好的山西考察，看到了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留

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戏台。有建在庙宇对面的戏

台，娱神娱人，如五台山五爷庙前的戏台，迄今大

戏的演出依然红火。还有建在道路中间、十字路

口的戏楼，舞台很高，台上演戏，台下是行人和车

辆通道。古人云“高台教化”，就是因为传统戏台

较高，便于大批观众的围观。

随着西方镜框式舞台进入中国，传统戏曲也

走进了现代剧场，镜框式舞台成了现代戏曲主要

的演剧空间。伴随着城市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影

响、改变，传统的演艺方式受到冲击而渐渐衰退

乃至消失。从春班土戏台、都市大戏棚到现代大

剧场，一方面剧场条件好了，现代舞台技术进步

了，观众进入现代剧场可以专心致志看戏，艺术

欣赏的水平提高了，新创剧目也日臻精美了；但

另一方面，现代剧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也有利有

弊。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戏班都已逐渐国有化，戏

曲赖以生存发展的鲜活的民间文化生态衰弱，剧

团吃上了“大锅饭”也带来了演剧艺术市场性的

弱化、社会功能和情感联络的淡化。昔日大戏开

锣，十里八乡观众汇聚戏台，互问个好，道个吉

祥，共享节日气氛、其乐融融的氛围渐渐消失。然

而，广东春班的活跃、香港大戏棚的重建，却表明

了传统演剧方式持久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我们关

注和深思的。

现代剧场改变了传统演剧的方式，观众花钱

买票进剧院看戏，互不搭讪，看完戏各奔东西，民

俗化、人情味淡了。现代剧场还有各种管理规矩，

约束了原本潇洒自在、自由表达的戏曲观众。近

些年来新建的大剧院，以国家大剧院为典型，有

歌剧院、戏剧场、音乐厅，就是没有以中国戏曲命

名的专门场所，俨然只是西方剧场建在中国，岂

不遗憾！

其实，戏曲的观演习惯与话剧、歌剧等西方

舞台样式是很不一样的。这些现代剧场模仿西方

剧院的建制和规矩，看戏正襟危坐，看歌剧、听音

乐会的“噤声”沉静，约束了戏曲观赏的生动活

泼，不尊重戏曲观众的看戏习俗，影响了戏曲观

演时互动性、即时性和大声叫好的审美习惯，影

响了观众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与此形成反差的

是，多年前国家大剧院曾经在戏剧场入口处搭建

了一座古戏台，汉剧与京剧曾经同台演出陈伯华

传人和梅兰芳传人的《宇宙锋》片段。复古戏台的

演出，回归了戏曲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舞台，释放

了戏曲的魅力，观演互动的演出效果是戏剧场里

所没有的。

当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传统演剧

与现代剧场应该是共存互鉴、互相促进的。我们

更可以从传统的演剧方式中寻找现代演艺发展

的新契机，不断开拓进取，创造更为多姿多彩的

演艺新空间，这应该是现代剧场发展的应有之

义。比如，由传统的春班、大戏棚，到现代剧场的

热词“沉浸式”，在我看来，所谓“沉浸”，关键还是

要让观众融入剧情和人物才是硬道理。我国的戏

曲艺术本质上就是沉浸互动的舞台艺术，观众的

随时叫好与表演的精彩是紧紧相连的。俗话说

“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戏曲的观演关

系正是这种特殊的“疯傻”关系，观众借助掌声、

叫好声与舞台互动，演员一个亮相、一个眼神，甚

至直接“出戏”与观众传情，又瞬间“入戏”继续表

演，这种“疯傻入魔”“出戏入戏”的中国式沉浸互

动，直指观众的精神世界，要比现代剧场某些延

伸T台、制造幻境、“胳肢观众”的沉浸式要深刻

得多。这也告诫我们，在现代剧场里，传统戏曲良

性的观演关系和戏曲观众的审美个性应该得到

张扬，而不是被约束或是被改造。犹记得，当年梅

花奖艺术团曾先后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慕尼黑演

出昆曲《白蛇传》，我接受了在巴黎演出前没有告

诉外国观众如何欣赏戏曲艺术的教训，在慕尼黑

的演出开演前直接告诉德国观众，看中国戏曲就

像德国人看足球一样，感动处可以随时鼓掌，即

兴叫好，不必等到幕间或闭幕。结果，那天的演出

打破了西方人的正襟危坐，台上台下互动，叫好

声口哨声此起彼伏，观众热情，演员得劲儿，大家

都沉浸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之中，剧场效果特别

好。可见，外国观众也了解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

接受了中国式的观剧习惯，我们的现代剧场也能

发扬光大！

要之，我们应重视从古到今表演空间的不断

开拓，创造多姿多彩的演艺新空间，重视观演关

系的剧种化、时代化、多样化和市场化，要让看戏

曲、话剧等舞台艺术成为观众日常生活和现代文

化生态的一部分。当然，在此我还想强调的是，弘

扬优秀传统、追求现代时尚、开拓演艺空间、发展

繁荣戏剧，还是要“内容为王、剧目优先”，这是根

本。当下的新剧目创作，无论是戏曲还是话剧、歌

剧、音乐剧、舞剧、杂技剧，无论是大剧场还是小

剧场，沉浸式还是新空间，往往平庸泛滥、优秀奇

缺。可见，演艺事业更要在剧目创作、艺术本体上

下功夫，否则仅靠舞台样式的光怪陆离，仅有新

新空间、沉浸再沉浸，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以我

多年的观剧体验而言，现代剧场在改变戏曲观演

关系和观赏习惯的同时，客观上也将戏曲纳入了

西方舞台艺术的框架，出现了削足适履、迷失本

我的现象，诱导戏曲现代化走向歌剧化、话剧化

的歧途，这对于传统戏曲的现代发展是不利的，

甚至是有害的，必须高度警惕和纠偏。

（作者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中国

剧协顾问、原分党组书记、原驻会副主席）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

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近日，由

上海市长宁区沪剧传承中心（长宁沪剧团）推出

的原创佳作沪剧《同舟》，在上海虹桥艺术中心

首演，将名副其实的“同舟”精神在戏曲舞台上

予以了体现。

“同舟”精神，就是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同

心同德，同甘共苦、抱团勇闯激流险滩的精神；

也是一种人民干部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惠

民生的精神。“同舟”精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

形象化了，“民主协商”成为解决百姓生活矛盾

的精神武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

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全链条、全

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专门

考察了长宁区的一个街道社区，与干部、群众亲

切交谈，强调了立法的全过程民主问题。他指

出，“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

沪剧《同舟》选取了城市“社区居委会”中

的“小人物”“小事情”，朴实而真诚地演绎了基

层干部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一心为人民办实

事、办好事的大爱情怀和全过程民主精神。编剧

徐正清和导演张仲年精心构思，以小切口表现

大视角、以小故事弘扬大主题，从一地鸡毛的琐

事杂事中提炼、梳理、组织戏剧矛盾。

全剧故事发生在上海市的一个“人大”基层

立法联系点，民意可以直通“人大”立法委的街

道社区。面对两个相邻居民小区之间的一堵隔

离墙、一扇铁门、一把铁锁，是“拆”还是“留”、是

“开”还是“封”的问题，让街道党建办主任汪海

洋陷入两难境地，还令他与初任居委会干部的

妻子产生了误解和分歧。他在充分听取群众两

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分析利弊，提出了一个便

民利民、资源共享、保障安全的积极方案，即拆

除围墙和铁门，建造公共健身园地，规划通行道

路，加强巡查治安管理，等等。这一方案通过几个月、十几

轮上上下下的征求意见、修改，终于得到居民百分之百的

赞同。

剧中最感人的一段戏，是退休老人宋阿婆受不了女儿

的“冷暴力”，万念俱灰，遂让外孙女燕燕帮她买安眠药欲

了断余生。燕燕已经上高二了，自小在外婆家长大的她和

老人感情最深，觉察情况后，她抱着外婆痛哭，并急忙向居

委干部求助，提出了由自己（未成年人）来当外婆的监护人

的请求……这一案例，为亟需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切实保护老年人权益提供了又一现实参照。经

过居委干部的细致工作，三代人的矛盾终于得到了合法、

合情、合理的解决，老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有权支配自己

的养老金和房产，选择去养老院度过晚年。老人心情舒畅

了，女儿认错了，外孙女燕燕也高兴了。剧中还穿插了同为

基层干部的夫妻如何消除误会、统一认识和一同修订拆墙

方案等情节。全剧选取普通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很接地

气，在多重情节线的交织与矛盾化解中，展示了被喻为“小

巷总理”的社区干部们通过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为民排忧

解困、造福谋利的生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台戏共21个角色，除有

名有姓的人物采用专业演员饰演外，群众演员

很多都是剧团里的“志愿者”。团长陈甦萍说：

“我们是区级剧团，人员配置有限，很多龙套角

色如果在外面找演员，成本高不说，也不方便

之后去基层社区学校巡演。”于是大家抱成一

团，各尽所能，同舟共济的精神就体现出来了。

乐队统筹汪绮珊、大提琴乐手王沁等，也上台

演群众，反复推敲台词、向主演讨教，在每个尖

团音下认真画圈标注，不停练习，终于有模有

样地在舞台上亮了相。

上海长宁沪剧团一直以贴近基层、关心社

会现实生活见长，曾连续创演过歌颂社区街道

干部的好戏《小巷总理》三部曲。团小志气大，

人少干劲足。这次他们又不负众望，推出了一

台反映基层干部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为

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一台大戏。作品甫一亮相，

就受到观众欢迎和专家好评，被视为是“第四

部《小巷总理》”。有观众说：“演的都是阿拉身

边事，看了觉得特别亲切”；“以前比较常看‘西

装旗袍戏’，这次看《同舟》，剧里的故事、台词、

场景都很日常化，就好像是我生活中发生的事

情一样，很真实、贴心”。

在笔者看来，社区干部的故事是沪剧的一

个永恒主题，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值得我们

不断开掘，一部一部地演下去。生活中，有些看

似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矛盾，处理不当就会

搞得剑拔弩张；通过听取民意、深入调查和民

主协调的办法，问题得到了解决，则百姓满意，

皆大欢喜。作为一台真实反映现实、表现生活

中的“矛盾”的作品，该剧洋溢着满满的正能

量，充盈着浓浓的温情暖意，很受观众欢迎。建

议在有关戏份中还可与时俱进，加入数字化、

智能化等现代科技手段，表现民主决策可因之

更精准、更省时省力、更具说服力。

这台戏的沪剧韵味浓郁，唱腔饱满、余音

绕梁，令沪剧迷们大呼过瘾。该剧主演王斌（王盘声派）最

难忘的，是陈甦萍等艺术家帮助他逐字逐句打磨表演、唱

腔。如“拆墙”那场戏，开始时他一上来就铆足全力去唱，但

陈团长指点他，要由轻到重铺展情绪、循序渐进，带领观众

产生共情，一步步达到情感爆发点。他的好多唱段，加上一

段赋子板，唱得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塑造人物的演技大有

进步。该团当家花旦朱桢此次饰演剧中宋阿婆的外孙女晓

燕。如何演绎这个与自己有一定年龄身份差距的角色？朱

桢反复琢磨、体验人物的感情，一开始她觉得要演得天真

活泼一些，后来导演让她多去中学采风，了解当下中学生

的真实状态，她才发现，“他们比我以为的更加懂事、成

熟”。正因如此，她才能把这个深爱外婆、颇具正义感的可

爱的女高中生演得更加真挚感人。

民主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丰富的实践；民主更不是

一种“装饰品”，而是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权利的根本途径。沪剧《同舟》以高水平的编、导、

演、音乐、舞美，共同创造了一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宣扬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好戏。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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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年

的发展为创作主线，新疆兵团歌

舞团去年推出了大型舞蹈诗剧

《老兵故事》，试图通过舞蹈艺术

来追溯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宏伟图景，展示老兵“戈壁滩上

盖花园”、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奋

斗精神。兵团人跳兵团舞，该剧上

演以来，引起了热烈反响。兵团舞

蹈家用身体语言重温新疆大地上

的辉煌篇章，舞绘新疆，舞动新时

代中华儿女的报国之情。

“红”的主题：用身体语言表
现时代精神。新疆兵团军垦博物

馆在该剧中作为特定历史呈现

的场所，具有“时空交叉性”，把

兵团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紧

密结合在一起。舞蹈中采用了

时空对话，从“军旗的红”到“忠

诚的红”，博物馆及其中陈列的

图像所代表的兵团历史，成为舞

蹈诗剧最深刻的背景，舞蹈中的

音乐、场面调度等也都紧扣时代

主题。作品的创意就是要使军

垦文物“活”起来。

舞剧一开始就强化了“红”的

概念。每一个观看过该剧的人可

能都会对“红”留下强烈的印象。

人们像沉浸在一条红色的河流

中，去感悟老兵的人生情怀与理想信念。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新疆大地上有了

无数建设者的身影，兵团精神铸成了中华

民族血脉中的辉煌篇章，它的光芒不仅照

彻天山，也辉耀祁连山、太行山、武夷

山……今天，我们重读老兵故事，就是为

了进一步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伟大精神。

第一幕“军旗的红”，以男子群舞演

绎了解放军“凯歌进新疆”的历史画卷。

八一军旗占据了舞台的大半空间，所有

舞台调度都是为了凸显“军旗”这一形

象，整个舞台灯光都笼罩在红色的诗意

当中。从部队行军场景中提炼的大量舞

蹈动作，既是对舞蹈诗剧创作主旨的强

化，又是对主题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作品

通过一幕幕历史画卷的呈现，从精神层

面扩大身体语言的张力，凸显老兵艰苦

创业、开拓进取的光辉形象。该剧对“红”

的本质有着独特的理解，舞蹈诗剧所传

达的磅礴气势已经在诉说“红”的内涵与

震撼力，这是有着厚重的现实基础的。

力的劲健：彰显生命的庄严与崇高。
舞蹈的逻辑关系体现在身体的动与静、

疾与缓的辩证关系上，动是为了叙事，静

是为了抒情。剧中的舞蹈动作编排采自

日常生活图景，有些甚至取材自博物馆

珍藏的历史照片，再进一步将它们舞蹈

化，因此是庄重的、崇高的。

《老兵故事》突出了舞蹈的力量感，

从大生产劳动中提炼编创了许多舞蹈动

作，然而它又不是纯叙事的，而是着眼于

体现“兵团人”改天换地的豪迈精神的，

这种精神构成了该剧的核心思想，作品

整体上是抒情的、充满诗意的。

在第二幕的开场，一段军垦老兵的

坎土曼独舞奠定了该剧的基本走向：以

抒情性、表现性的舞台空间传达老兵对

新疆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热爱。“热血的

红”更加强化了“锄”的精神走向，不单单

是作为劳动场景的复现，剧中通过托举、

凝望等舞蹈语言，刻画兵团人的价值观，

整个舞蹈是向上走的，设置了腾

跃、侧翻等舞蹈动作，是一种力的

抒情。要组织这样一场大型演出，

对舞蹈团队的整体素质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对生活细节、情感细节

的刻画，都全力凸显出“兵团人”

浓重的家国情怀，体现出强烈的

国家意识。军旗、军帽、军徽、行军

壶已不再是舞台道具，而成为“兵

团人”心灵世界的精神寄托和情

感皈依。追忆那段热血澎湃的新

中国往事，小小的舞台融合了几

十年来不能忘却的记忆，更是以

现代艺术形式来召唤爱国主义精

神，是一种崭新的历史再现，再现

了新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

史，可谓壮怀激烈。

老兵不老：用舞蹈铭刻时代
功勋。全剧以舞者与老兵触景生

情的对话方式为主线，老兵形象

贯穿在新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不同历史时期，是整个舞蹈诗剧

的焦点。一枚枚军功章，凝聚了一

代代人的信仰，寄托了人们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与期待。

在新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一抹青春的

红，是军垦女战士为西部开发涂

抹的一层亮色，为新疆大地播撒

的希望。该剧植根于铁流西进、八千湘女

上天山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舞出了

军垦女战士的奉献与担当。这些女兵在

花季年华，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守卫边

疆、建设边疆，体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军垦女战士的故事

依然在影响着一代代青年。

剧中呈现军垦女战士的舞段表现得

轻盈、柔婉。充满奉献精神的女拖拉机

手，展现出军垦女战士的生命活力。群舞

部分加强了灯光的调度，舞台大量采用

了暖色光，使女兵的舞蹈洋溢着青春之

美和人性的光辉。

舞蹈诗剧《老兵故事》从不同视角再

现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图景，具有

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新疆舞蹈的创作中，

鲜有这样大体量的舞剧。新疆兵团歌舞

团将屯垦戍边的历史舞台化，舞蹈编创

大气磅礴、感人至深，作品思想深刻、刚

健有力。

（作者系新疆艺术学院教授）

用舞蹈展示老兵“戈壁滩上盖花园”的奋斗精神
□刘 涛

粤剧粤剧““春班春班””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卢俊义卢俊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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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诗剧《老兵故事》剧照 刘海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