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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把“梨园舞台”搬上“三尺讲台”
□本报记者

本报讯 由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品、宝鸡市艺术剧院创排演出，姜涛任总

导演、吴京安领衔主演，2023年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文华大奖”剧目、话剧《面

皮》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作为一部地域风味浓郁的方言话剧，该剧以高度写

实的创作，讲述了陕西宝鸡一个小村落里三代人发明、制作、传承面皮手艺的故

事，通过描绘党的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历程，展现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陕西农村的历史变迁。

面皮是宝鸡的地方特色名小吃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西府人舌尖上

的味道和乡愁记忆。“创作话剧《面皮》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家乡推出去，让大家感

受到宝鸡人的奋斗精神。”该剧艺术总监、宝鸡市艺术剧院院长杨兰说。编剧张骥

谈到，该剧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写起，时间线跨越45年，作为一部群像剧，作

品之所以能打动观众，是因为剧中众多人物形象与大量细节都是来自于生活。剧

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因擀面皮或兴或衰，从饥饿、贫穷、挣扎，到生存、发展、壮大，

从主人公一家人身上，观众可以看到中国普通农民对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坚

守。全剧用艺术的手法讴歌时代，展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和众多普

通人直面生活、直面人生、自强不息的奋斗诗篇。在姜涛看来，“小题材展现大情怀”

是贯穿这部剧的核心理念，“舞台形象的创造，是创作者思想情感和他们对生活思考

剖析的结合，在该剧的二度创作中，我们特别注重对作品历史内涵、文学内涵、思想

内涵的理解，希望通过对每处细节的生动展现讲述好我们祖辈的故事”。（路斐斐）

陕西方言话剧《面皮》晋京演出

本报讯 继今年3月，作家兴安在法国巴黎伽利克司画廊（Galerie Galix）

举行“色不异空”水墨艺术展之后，近期又在北京妙屋艺术中心成功举办了巡展。

作家、评论家兴安出版有散文集《伴酒一生》《在碎片中寻找》《天性如此》，发

表文艺评论近百万字。2018年以来，兴安多次举办个人水墨艺术展，受到国内外

文学界、艺术界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作家跨界“出圈”，从事“文人画”创作的

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以马为媒介，以“文人”和文学的视角，不断探索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他的作品既有内在情感的个性表达，又有对复杂世界

和现实生活的关怀，被认为其“每一幅画，都是一篇丰富的文学作品”。兴安在中

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有尝试和创新，尤其是写意，已经

形成了其独特的简约、抽象的风格。他的作品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意大利贝纳

通学术基金会、法国作家之家、巴黎艺术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艺术学院等收藏。

作家兴安水墨艺术展在中法两地举办

评 点

清廉与贪腐矛盾对立，讲述清官故事、塑造清官形

象，历来是中国戏曲观众喜闻乐见的热门题材。在同类

题材中，漳浦县竹马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原漳浦县

芗剧团）推出的芗剧（歌仔戏）《一代相国蔡新》，以是非

鲜明的题旨、一事到底的直线结构、盘旋曲折的人物心

理、守正创新的声腔音乐风貌，在“曲”“直”“正”“义”的

追求中另辟蹊径，不落窠臼，有新意，做出了歌仔戏独

有的建树。

曲：盘旋迂回的人物心理。该剧在人物心理刻画上

用力甚深。围绕着对“议罪银”的态度与行动变化，乾隆

与和珅、蔡新与尹壮图君臣组成多重变化关系，人人内

里藏事，人人心中有戏。

蔡新是剧中着墨最多、心理层次最丰富的角色。剧

作化直线为弧线，展示了七十高龄的他作为重臣的“发

展”“变化”与“成长”，从接受《四库全书》文章盛事总裁

的诱惑到“议罪银”责任的担承，得失之间有较量有权

衡；从解除门生牢狱之灾到引咎辞职，行动之际有明哲

自保的权宜，更有翻天覆地的抉择与决绝，全程放大并

延展了人物内心的拉扯与张弛。从前期的拖泥带水、妥

协退让、见招拆招，到后期的羞、惭、愧、悔及解决问题，

蔡新相比于传统戏中的清官廉吏，并非“纯白”之人，他

的净化与升华经历了一个过程，他一步一步从被动走

向主动，从犹豫走向坚定，这一舞台形象的最大贡献就

在于他的变化与运动、多面与丰富，因此可以说，这个

蔡新是可亲可近可感可观的新形象。

在人物心理刻画上，剧作力避“上帝视角”，尽可能

还原彼时彼境彼人彼思。对封建统治阶级不同层级间

的试探拉锯、人情心理着墨重点明显不同。正反几组人

物在稳定的三角构图中又处处使巧劲、时时埋机关，通

过复杂迂曲的心理挖掘，令人物形象更加清晰可鉴，题

旨更加深刻明了。

直：一事到底的叙事结构。《一代相国蔡新》采用了

中国古典戏曲之法，在有限时空内，以蔡新为第一主

角，以“议罪银”前因终果为中心事件，集中笔墨直线贯

穿。剧作在故事明白晓畅、线索清晰明了的基础上顺势

而为，以主线为轴，用心编织人物关系和关键情节，剧

情于直线而下中显出摇曳多姿之美。

整个作品围绕一纸文书、一项制度的兴废展开，一

场博弈充分展示出盛世繁华下的贪腐暗生，平静表面

之下的急流暗涌，人物行动和故事进展始于泛微澜、漾

微波，终于起巨浪、劈惊雷，单线故事在丰富层次中有

序行进，起、承、转、合一目了然，主体情节起伏跌宕。

义：行当比照下的精神超越。传统的“清官戏”故事

离不开为民请命、智斗权奸，题旨无外乎一心为民、两

袖清风，而该剧则将情节上的起落和结局上的喜悲有

意识地集中到了蔡新的主观认识和内部思想斗争上，

有意彰显主人公不断升华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更讲

求个体精神认识层面上的超越与突破。

戏曲作品的思想表达往往寓于外化表演，该剧几

位“男主”作为“义”的正反面，或经历正反转化过程，最

终都以戏曲舞台行当表演艺术化地传达出来。同为“七

零后”，乾隆武小生打底，讲究帝王样。蔡新老生应工，

沉稳为主，内紧外松是传神关键。从蔡新几次出场的台

步、甩袖到为表现人物激动紧急心情，着意安排的几次

或立或跪的蹉步，速度快而步法匀，既见基本功，又适

度调节了剧作整体节奏，取得了意料中火爆的剧场效

果。当然，关系比照中各有章法最是好看也最要紧。从

和珅本人的性情和定位出发，结合演员老生、丑行兼工

的本领，既表现其文臣一面，更渲染夸张其奸臣一面，

在老生程式中更多丑行功法，人物反而鲜活。尹壮图作

为和珅“完全的对立面”，表演技法与程式上又明显强

调文、武气质的不同，有意加大了区别度，和珅的调度、

身段表演以及音乐唱腔等方面往“丑”化走，尹壮图主

工小生、武生，表演上更显大开大阖的刚直武气，组图

间的黑白对照也因此更加鲜明。

正：守正创新的音乐声腔。以闽南歌仔（锦歌）和方

言为基础的歌仔戏，充分吸收梨园戏、北管戏、高甲戏、

潮剧、京剧等剧种营养，既流行于闽南、台湾和东南亚

华侨聚居地，也因自成风格的声腔、表演体系和剧种本

体特色而吸引着“外乡”观众。

该剧乐队属于小型编制，作曲妙尽其用，音乐配器

以一当十，整体展示了较为浓郁的民族风、戏曲剧种

风。歌仔戏是相对年轻的剧种，在唱腔、音乐上也体现

了较高的包融度，如本剧围绕人物念白或心理节奏以

及上下场所下的鼓、板锣鼓经，为营造氛围、转场、表达

人物情感适时出现的音乐编排以及独具特色的唱腔设

计都是坚持守正创新理念结出的创作硕果。整部作品

的音乐与唱腔叠加了作曲、演员、乐队伴奏多方功力，

是条分缕析、清晰可感的多层表义的准确表达，创新中

蕴藏着曲律曲韵，唱腔、音乐、配器水乳交融。

剧中的锣鼓借鉴以京剧为主，使用上则谨慎节制，

只在恰当处精准点染。笔者看来，该剧相比于一般大

戏，很讲究唱、念相济，关键叙事情节上的念白往往泼

墨重彩。对念白的重视既展示了演员的嘴上功夫，也加

快了剧情进展速度，既符合时代风尚，也为主要人物的

唱段留出时空，整体效果实现了张弛有度。记忆犹新者

如蔡新门生菜园斥罪的申诉，念白加上准确的锣鼓点

相催，可谓内容丰富、情绪饱满。在表现群臣上朝时虽

然是“文”场，因为情绪紧张、节奏紧急，音乐直接借用

了《急急风》，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歌仔戏唱腔原以曲牌为主，在严格的七言、五言词

格与押韵变化基础之上，唱腔创作也因势利导，以传统

曲牌为底，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探索。首先为解决男女同

腔同调给不同性别、不同行当演员造成的不适，本剧的

作曲就根据三四位不同演员“男主”同台的情况做了

“移调不变腔、移腔不变调”的尝试，因人设曲，不断磨

合修正，较合理地解决了该问题。

其次，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作曲以传统曲牌为

底，为主要人物设计了各自的主题音乐，如蔡新的音乐

主题，在传统曲牌《百花春》的首句基础上变化发展而

成，再根据剧情、场景及人物的情绪变化以不同的配器

手法达到感人的效果。

此外，该剧的唱腔设计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如蔡

新接到门生狱中来信后转过时空的主场独唱和最后对

皇帝谆谆相劝的核心唱段，还有和珅基于丑的“喜感”，

尹壮图基于犟傲的直耿激越，乾隆作为帝王的自如大

气都下足了功夫，唱腔与音乐设计一人一格，多人多

旨，借作曲家朱维英先生的行话即是，“唱腔、音乐准确

表现和刻画了剧中不同性格人物的情感，既有歌仔戏

浓郁的剧种风格特点，又赋予了时代感”。

（作者系国家京剧院创作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歌仔戏《一代相国蔡新》之“曲”“直”“正”“义”
□彭 维

本报讯 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民族管

弦乐《水阔山海间》日前在浙江音乐厅奏响。该作品由浙演·浙江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携作曲家王丹红历时3年在浙江实地采风潜心创作而成，是2023年度浙江

省舞台艺术重大主题创作项目。全曲以历史、自然与诗性的互相交织，时代、人

文与艺术的共通共融，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诗意浪漫的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

《水阔山海间》以浙地文化资源为创作灵感，用音律表现越地“水阔山海间”的

壮丽与“樱桃带雨红”的秀美。在序曲《一苇杭之》的韵律中，远古遗落之江大地的

第一滴水自记忆深处缓缓而至。第一乐章《水至》弹拨乐跳动的音符带领观众仿

佛望见“浙东唐诗之路”上的万壑争流、村野牧歌与唐代诗人们一路载酒扬帆、击

节高歌的盛景。第二乐章《山望》以古琴余音抒情吟诵浙江山海的万般风物人

情。第三乐章《闹花台》以充盈着民情风俗的音符绘就一派人间烟火。第四乐章

《缘会》则用古筝以深情优美的越剧音乐语汇重新演绎古老爱情传说“梁祝”。终

曲《水阔山海间》将传统与现代元素融汇一体，展现世界遗产西湖之大美。整部作

品通过主题性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富有江南特色的演绎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感和人文关怀。 （路斐斐）

民族管弦乐《水阔山海间》奏响浙地长歌

歌仔戏《一代相国蔡新》

“这种课谁不抢第一排呀！”

“毕业了还能选课吗？”

“抬头率100%，上课都不用打卡！”

当老师在教室里舞起水袖，耍起枪花，带领着同学们沉浸

式体验戏曲艺术的魅力，这门只有 2 个学分的通识选修

课——《赣剧艺术鉴赏》竟成为广大学生竞相追捧的热门课

程。近日，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传承

人、南昌大学赣剧文化艺术中心教授陈俐授课的短视频片段

火爆网络，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与“赣剧陈俐”相关的话题

达到了2亿人次的浏览量。

戏曲课成为大学生喜爱的爆款并在互联网平台走红“出

圈”的背后，是长期以来戏曲从业者努力耕耘的成果。推动古

老的戏曲走向当代、走近青年观众，除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外，还离不开国家数十年来持续推进的“戏曲进校园”项目。以

此为代表的系列戏曲教育普及实践，让学生有机会了解戏曲

艺术，有效推动戏曲在校园中的传播，唤醒沉睡在广大学子血

液中的文化基因，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让戏曲的种子在校园生根发芽

戏曲“亮相”大学课堂并非新鲜事，其实早在2006年，教

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

案的通知》中，就已将《戏曲鉴赏》设定为“艺术限定性选修课

程”之一。但长期以来，这门选修课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

态，这与各大高校戏曲教师资源配比不均有关，也和这门课的

“打开方式”较为单调，无法满足大学生的文化需求有关。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看来，不管是戏

曲鉴赏还是教育推广，方式方法很重要。“过去的戏曲鉴赏课，

可能就是老师在教室里放录像、念PPT，老师自己也未必真正

了解戏曲美学。现在有专业从事戏曲表演的老师在教室里一

边示范一边讲解戏曲的奥妙，效果自然就会有所不同。”戏曲

艺术的现场性、活态性和互动性决定了戏曲鉴赏课必须要有

参与感，要能让学生感受和体验到其中的美。“当专业演员来

到教室带领学生展开戏曲教学，学生自己就成了鉴赏的主体，

这个举措值得提倡。陈俐的火爆也给我们带来思考，戏曲究竟

应该用什么方式在校园内实现和大学生的互动，如何在寓教

于乐中让学生发现、认识和接受戏曲的美？”王馗说。

在陈俐走红网络的同时，一则“国家一级演员课堂上‘爆

改’大学生！”的报道登上了各大主流媒体平台，这条新闻的主

角是天津京剧院演员、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教委戏曲进校园特

聘专家黄齐峰。他将戏曲化妆、勒头等幕后环节搬上了课堂，

通过讲解京剧行当、服饰纹样与文化寓意、京剧脸谱及人物性

格等内容，全面呈现了京剧艺术虚拟性、程式性、综合性的特

征，为同学们揭秘了京剧舞台的台前幕后。其实早在10余年

前，黄齐峰就已开始“戏曲进校园”实践，京津冀等地的几十所

大学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授课场次累计超百场。回想起10

年前第一次在大学课堂讲授戏曲艺术，黄齐峰说：“同学们的

喜爱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大学生们的思想非常活跃，接受

能力很强，也有表达的意愿。授课结束后，我收到了厚厚一沓

手写的反馈。那时我就意识到，我们在课堂上所代表的不只是

我们自己，更是传统文化。”自此之后，黄齐峰非常重视每一堂

课的授课内容和讲授形式，不断优化输出方法，用心思考怎样

才能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戏曲之美。

“在大学讲授京剧课程，就是要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让

学生们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要保证传授的内容

准确无误，不能偏离正统，不能走向泛娱乐化。”黄齐峰深知，

传播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而是需

要长期坚持的事业。“看戏本身是有门槛的，并不是每个走进

剧场的人都能感受和欣赏到戏曲的美，但这种能力是可以培

养和引导的。”即便已经有了10余年的授课经验，但黄齐峰每

次还会花三到五天的时间来备课，“我是一名京剧演员，讲课

并非我的专业和专长，面对大学生们，我必须要认真备课，甚

至要像对待舞台演出那样，来对待每一堂课”。

建构知识体系，滋养精神世界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关于

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

见》《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戏曲

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等文件的印发，为大中小学戏曲进校园实践的深入开展提

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为戏曲在新时代的传承传播营造了一

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如今，戏曲进校园的形式和手段正在不断丰富，但更重

要的是要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传

播。”王馗谈到，中小学时期是“种种子”的阶段，对于孩子来

说，从小接触戏曲，听唱腔，欣赏表演，不管他们将来是否进入

戏曲行业，都会对戏曲产生一种熟悉感，甚至会把家乡的戏曲

当作一种乡情，在乡土文化层面留上烙印；对于大学生来说，

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消费能力和选择能力，将这一年轻群

体引流至剧场，成为剧场观众的增量，是在大学推广普及戏曲

的重要努力方向。同时，也要让戏曲艺术的理论体系、文化体

系成为大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自觉接受传

统文化的美学熏陶，并将这种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谈到，大城市里的孩子们与戏曲

“绝缘”太久，戏曲的普及和传播之路任重道远。他认为，戏曲既

是“戏”又是“曲”，但从教育推广角度来看，更应该强调戏曲的

音乐属性。“我们的音乐课是用标准化的‘练习曲’当教材，让所

有学生像‘描红’一样，模仿着范本唱歌或演奏简单的乐器。如

此一来，即便在最差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乐器，只要有一个老师

就可以教很多学生学会唱歌。戏曲也完全可以用取材于经典的

‘练习折子’当教材，让所有学生先‘拷贝’发声和动作的范本，

由此入手学会演戏，多次模仿成功以后再让特别有兴趣或天赋

的学生来学原创。”

体验戏曲艺术的传统文化之美

2022年4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将戏剧（戏曲）纳入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内容中，成为和音乐、美术、舞蹈等课程并列

的艺术科目。另外，语文、历史等课程方案内均

包含戏曲等方面内容。语文课程引导学生参与

学校和社区举办的戏曲、书法等相关文化活

动；历史课程鼓励学生探寻戏曲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蕴含的具体历史信息。如何以此为契

机，做好戏曲在课堂的落地实践，成为广大戏

曲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王馗谈到，音乐、

美术等学科早已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模式，校

内每周都有专门的课程，也配备了专业的教

师，校外有专业的社会考级、评比和竞赛，与之

相比，戏曲在这方面还较为欠缺。为此他建议，

未来要加大戏曲在通识教育和义务教育中的

占比，鼓励更多的戏曲人参与特色课程教学，

在实践中逐步摸索行之有效的戏曲普及方式，

打通戏曲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

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在学校推进戏曲人文素养教育，

既是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

措，同时还有助于引导学生充分体验传统艺术

中的民族文化特征，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黄齐峰在长期

教学实践中观察到，表演专业出身的老师往往欠缺系统的文

化知识，而懂理论的人才又不会舞台表演，如果这两种人才能

进行有效的结合，那么实际授课效果将会得到显著提升。他谈

到，“戏曲进校园”并不只是把戏曲演出带到校园里，老师在课

堂上也不是演一段或唱一段就结束了。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

其中包含古典诗词、音乐、舞蹈、武术、绘画等方方面面的内

容，老师要将其中的文化内涵掰开了、揉碎了，让同学们听懂

并接受，而且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确实是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珍宝。 （杨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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