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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的中国电影华表奖

颁奖典礼上，颁奖嘉宾刘德华先生揭晓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

表奖优秀故事片名单。当他念出“粤剧电影《白蛇传·情》”

时，我身边的制片人激动地说：“终于获奖了，五年啦！”而另

一边的主演曾小敏更是欣喜地说：“我们拿奖啦，九年啦！”听

着他们的话，我心里无声地应答：不止五年、不止九年，而是

好多好多年的点点滴滴辛辛苦苦勇往直前，终破茧成蝶亮翅

翩飞。

写一点情，承千斤负

从小，书香门第出身酷爱看戏的奶奶就带着我看戏。于

是，《杨家将》《包公铡美案》《西厢记》《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白

蛇传》等老戏就成为了我的戏剧启蒙教育，这些戏文里的人物

与他们所坚持所秉承的想与做，潜移默化之间，成为了我心里

的那把尺与线。特别是跟随戏迷奶奶看过无数次的《白蛇

传》，让我对白蛇的故事深深念记于心：小白和小青特别勇敢，

敢爱敢当，我亦当如此女子！由戏里及戏外，居然就这样因此

存了心愿：长大了也要写自己的剧。

童年的心思很纯粹天真，往往认定了就念念不忘百折不

挠。于是，从少年到中青年，我辗转南北求学又义无反顾南归

守驻粤剧院10余年，努力着理想的努力，艰辛着成长的艰辛，

磨砺着前行的磨砺，终究写出了自己的剧。剧里，有从一出出

老戏中汲取蕴酿的根与底，也新生着属于我自己的言语与悲

喜，链接着过去与当下的共鸣共情。“不为‘颠覆’，但求别致”

是我开始戏剧编剧的初心。

上大学时，我读到了李碧华的小说《青蛇》，很喜欢她笔下

的青蛇白蛇。人间一趟，爱恨情怨一场修行，终究参悟了悲

喜。我将之改编为小剧场舞台剧《青蛇》，在戏里借小青之口

质问与深思：那种特别付出、特别无我的情感是否值得？是否

真的可以爱无怨尤？年少时所有关于情感的问题，戏文里没

有给予答案，需要在现实生活的经历里感悟许许并揭开谜

底。所以，当2014年再写这个题材时，我感到，白素贞就是我

心中最纯粹最理想的情感演绎叙说者。这一次，我想以“白蛇

传”这个民间故事为载体，重在阐释我要说的那一点“情”，它

是超越天地万物，永恒存在的一种能量。这一诉求在创作过

程中变得愈加鲜明而澎拜。剧本于一周时间完成，一晚写一

场，从动笔到写罢，酣畅无比。人物、情景、唱词和对白，就好

像已经在我心里冥想浮现了无数次，都是呼之欲出、合曲唱念

而生成的。

如，序就是一首歌：“圆我的愿，心事千年，只等你遇见。

西湖雨里，为我撑起一片晴天……”不同于传统戏曲唱词惯用

的五言或者七字句、十字句，我采用了长短句、顿句，但却遵守

着粤剧唱词特有的韵辙平仄，自然而然地带出粤语的风雅呢

喃，新式循旧例，似歌似曲、似唱似念，却妥帖此情景中白蛇千

年“塔”中的丝丝心语与点点念想，晕染开一片娓娓道来的有

情天地。

而尾曲的“未了情”，是剧本写好后却依然空缺的。直到

和作曲在谈整剧的音乐结构、基调、风格等细节时，我提出，希

望结尾是一首仿佛历经千年后自我与他我的“回望”与“期望”

的歌咏，唱出所有美好终究“再见”的世间温情与众生悲悯。

于是，我一边写词一边唱，和曲作者说：“这样子的词、这样感

觉的曲、这样大概的旋律。”粤剧传统的编剧都是这样，自己写

的剧本里的唱段、曲牌填词、新曲，自己都得唱得出来，这样方

可检验是否押韵对辙、平仄相间、顿句吻合。我也秉承这样的

要求，写剧写词，入心生情达意，自然而然一曲压一韵到底，词

句平仄参差九音，问字循腔辗转和律。做到种种所求，仿佛是

极短时间的灵机一动，其实却是我入剧院以来，近10年随团

演出打字幕工作时，把所有演出的老剧新戏字字唱诵、夜夜温

习，熟稔于心、潜移默化而成的习惯与必然。原来，所有熬的

夜、对的灯、读的书、求的学、练的功与捱过的寂寥，那些岁月

里点点滴滴的用心与尽力，都终将渗透生命的支脉，在某一

天，盛放独属于它的“步步莲”。

然而，就在我心无旁骛地写剧时，剧外也出现了一些质

疑之声。而我，从真诚地解说到据理力争，再到沉默却不改

初衷倔强地做下去，和年轻的主创伙伴们坚持着我们的信

念：戏曲艺术是活态集成的艺术，每个时代的艺术创作者，都

将自身的艺术智慧与心血融会其中，不仅仅是传承，更应该

是负责任的更新与创造。粤剧的观众多是老者，青年人较少

问津。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艺术工作者，我们应有前瞻意

识、危机意识，当破此圈，接轨当下，让粤剧与我们在同一时代

共青春、正当时。

粤剧《白蛇传·情》生逢其时，因国家推行的“戏曲进校园”

活动得以走进中山大学演出，受到大学生喜爱，吸引了大量粉

丝追剧热议。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黄天骥先生曾评价：该剧

实现了从主题意蕴、文本格调到艺术样式的一次创新。其中，

“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的主题开掘，深具人性哲

思与醒世况味。自此《白蛇传·情》一场场感动着观者，好演员

亦成全了我们所期望的舞台艺术呈现，从舞台到戏曲电影，我

们依然背靠背肩并肩地步步前行，不冒进，不轻率，不浮夸，认

真而细致，一点点地突破之前戏曲电影纪录舞台式的拍摄陈

规，提出：粤剧和电影的结合，不仅仅是1+1=2，而应该是遵循

粤剧艺术的表现元素与特性，大胆地运用电影技术与语汇来

结构表现，创造1+1＞2的美美与共的艺术佳品。终于，我们

摸索着创造性地做出了不一样的戏曲电影，也创造了戏曲电

影票房3000多万的新纪录。

今年，恰逢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10年来，传承

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成为时

代的新风尚、新气象。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传统文化以

“新国潮”“新国风”的样貌与新生代的价值观相融洽，传统文

化的当代转化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与自觉，这既是艺术工作者

的努力成果，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今年，亦是《白蛇传·情》

应运而生整10年。想起自己曾经的心愿：如创作一部于舞台

能演出10年的好剧，我愿足矣。10年来一路风雨兼程负重

前行，不知不觉乘风展翼，轻舟已过万重山，圆了愿。

呈一念想，花百般思

《白蛇传·情》一剧后，我有感于自身学识、阅历、底蕴、格

局的不足，孜孜不倦地学习读书，更游历山海川域，行走烟火

红尘感知人间悲欢无常散聚。10年来，排演过好多剧，每一部

有每一部的喜乐艰辛，一切负重与挑战都在心力与思想的丰

盈坚韧中越发从容淡定。随着时代发展，小剧场艺术与市场

蓬勃兴盛，新古典小剧场粤剧《帝女花·一念》又从我心里一直

放着念想着的创作冲动，变成了可以搬上舞台的戏剧作品。

传统粤剧《帝女花》是粤剧经典，宛如粤剧艺术王冠上的

明珠，自其诞生以来，演员都是按原版照演，哪怕感到某个唱

词不通，亦无人无意去更正，照单全演就是。我深思熟虑后定

好了改编原则：不改其宗而更新其格。首先在文本上择取其

中的主场次，保留提纯最经典的唱段，组合嫁接构成《帝女花·

一念》的核心情节故事，创作的重点落在“古典音乐与戏曲文

学的精致蕴和与表达”“写意美学与空间结构的呼应契合与表

现”上。剧中所有间叙由4位既是前朝宫女又是剧外旁观者

闲话感叙，写成仿粤剧最传统的“南音”清唱，其中又分出声部

来，组合成有主唱、有和声的“类音乐剧式”的唱法与格调，相

互应和烘托成曲。当然，这些创作必然还要合乎粤剧固有的

韵辙与平仄，要形散而神合，合规又别具一律。如尾声的曲就

如咏叹调般：“许是那夜凤台花正香/许是那时杯映月儿光/许

是那树恰好是含樟/许是那人一望入心念想//（和声念诵）家

国倾 宫帷殇 庵堂寂 花烛寒/生离乱 死合葬 百花妆 柳荫

帐/一念落花 一念蔽月光/一念带泪 一念临泉壤……”就这

样，从那曲经典传唱的《香夭》衍生出穿越时空的共情同声，旋

律熟络但意境别样，古弦今音既是先辈大师的遗产，又是我们

新的创造。

如果说，小剧场作品的特点是从“实验”到“实践”，那么属

于我们青年人创作的展现戏曲艺术高品位表现形态的小剧

场，更应该是“实现”。是的，不再是某种形式不确定的尝试与

“未能实现”，不再是哪个方向或左或右的寻找与探索，而是了

然而坚定清晰地相信，努力去实现戏曲空间艺术精致的小理

想：它既写意又具象，不囿于东西方美学的藩篱，它源自对传

统的传承又有现代意识相融相生，它既有鲜活个体的艺术风

格又契合主流的审美格调，它表达自我又能引发共情……这

样的作品，终究循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无言的法道而

去，或许我一时未可达，但守持这样的理想，心为之所动、心为

之所安、心为之所向、心为之所归，忘我地行与践，相信终归能

不负创作初心。

一介剧作者，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机缘际遇，方可念念

于心化想成真，留得一剧。每每念及，总记得稚龄的自己看戏

时的着迷，记得当年奶奶看戏时的悲喜，记得万千观众看戏时

的欢愉，记得中华故事里戏曲绵延生息的印记……为此，我愿

以“勇”字生无尽之能量，为“敢”字赋一心成就为“憨”，如此以

至正至善至真至诚，继续做好剧，一生做好剧。

（作者系广东粤剧院一级编导）

以勇敢的心一生写好剧
□莫 非

（上接第1版）
“破圈”联动、“跨界”融合的多元传播格局中

同样活跃着青年作家的身影。于第六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开始设立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

元，旨在为电影产业推荐最新的、具有影视改编

潜力的文学作品，为文学作品提供影视化合作与

孵化平台。从近两届公布的入围作品可以看到，

不少都是青年作家创作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为青

年作家的入围作品提供专门的洽谈空间，为青年

作家和影视行业人士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依托重大文学行动和评奖，推
动青年创作攀登艺术高峰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是中国作协十代会以来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重大文学行动，也是中国作协引导扶持

青年作家创作的重要平台。自 2022 年启动以

来，其中青年作者选题的占比不断提升。截至

2024年 5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

推进的31部作品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作

品共有5部，占比16%；“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支持的4期62个项目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

家作品共有8部，占比13%，其中，第4期支持

的15个项目中，有4个来自“80后”作家。此外，

在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网络文学重点作品

扶持、“作家定点深入生活”、“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之星丛书”等项目中，“80后”“90后”等青年

作家的比重持续提高，青年文学新秀不断涌现。

在各地作协组织实施的重要文学项目中，

同样有青年作家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不断

深化“文艺再攀高峰工程”，开展“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实践活动，“红色足迹”“红色起点”纪实

文学系列创作，组织青年作家参与主题写作，为

书写新时代发出强有力的青年声音。广东实施

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计划，组织小康建设主题创

作，倡导青年作家聚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

创新，一批青年作家参与集体创作的大型报告

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全景式展

现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

6年来，青年作家创作活跃、成绩突出，他们

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斩

获各类重要奖项，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学奖开始有

意识地关注青年创作。

在中国作协主办的四大国家级奖项方面，出

生于1978年的徐则臣在2019年以《北上》获得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第一位斩获茅奖的“70

后”作家，而在2023年评出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中，“70后”作家乔叶凭借《宝水》获奖。2018

年，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第七

届鲁迅文学奖，这是第一位“80后”鲁奖得主。到

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该奖项的“80

后”作家已达5位，多位“90后”作家参与奖项角

逐。在刚刚评选出来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中，45岁以下获奖者达11人。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为鼓励文学新人，也专门设立了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

此外，中华文学基金会组织评选的“茅盾新

人奖”于2014年发起，每两年颁发一次，奖掖并

扶植了一批有发展潜力和影响力、年龄不超过

45周岁的文学新人。

为鼓励青年学者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馆特设立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从

2003年首届唐弢奖举办至今，已有71位青年学

者获得该奖项。他们已经成长为文学研究的中坚

力量。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持续组织开展的客座研

究员队伍建设，在开拓青年批评家学术视野，促

进青年学者对当下文学现场的关注与研究方面，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杂志奖在发现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实绩突出。

《人民文学》自2021年起恢复举办年度奖，其中

的“新人奖”备受关注。《当代》为鼓励和推动青年

创作，在年度奖中增设青年作家奖项。《十月》为

青年作家开设青年论坛，多次在十月文学奖中设

立新人奖。《钟山》从2019年起每年主办“《钟山》

之星”文学奖。

近年来，由市场主体主办的文学奖影响力同

样在迅速上升。如“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至今已举

办6届。此外，各类文学榜单及作协系统的多种

扶持性项目等，也进一步助推了青年作家成长。

如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收获文

学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等文

学榜单都注意吸纳青年力量。《青年文学》杂志

创立的城市文学品牌“城市文学”排行榜，在已

评出的5届榜单中，青年作家作品占比达40%。

浙江放大青年作家声量，每季度发布1至3名上

榜“每季之星·浙江青年作家季度榜”，年底产生

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年度新闻人物1名。

一系列的奖掖和推介举措，切实发挥了有效

的创作引导作用，畅通了发现人才、推举人才的

多方渠道，形成了支持促进青年文学创作的合

力，激励广大青年作家不断向文学高峰攀登。

推介扶持文学新人，为青年作
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中国作协所属报刊社网在发现、扶持青年作

家方面，不断拓宽思路，以更大力度、更多版面推

荐文学新力量。《人民文学》通过“新浪潮”“90

后”等栏目，积极推介青年作家作品，仅2022年

一年，就推出200多名新作者。其中，首次在《人

民文学》发表作品的作者达109人，大部分为青

年作家，封二“人民阅卷”栏目也有大量的青年

声音。改版后的《诗刊》以“双子星座”“数字诗

界”“后浪新声”等栏目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并

通过持续组织“青春诗会”推动更多青年诗人亮

相诗坛。《民族文学》常设“本刊新人”栏目，陆续

推出一批优秀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并通过设立

创阅中心、进校园、每年举办作家翻译家培训班

和基层作家改稿会等活动，直接从基层发现“苗

子”。《中国作家》在文学版上专门设立了“中国

作家之星”栏目，加大对青年作家作品的推介力

度。此外，《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作家出

版社、中国作家网等单位也结合自身栏目板

块、工作领域，推出多项扶持青年文学人才成长

的举措。

不少纯文学期刊通过常设栏目和青年专号，

推动青年写作者“群体亮相”。《收获》近年来将每

年的第4期或第5期杂志专门留出，推出“青年

作家小说专辑”。《当代》2022年起拓展和丰富其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青年力量，刊载了一批“80

后”“90后”作家作品；2023年增设“发现”栏目，

每期集中推荐一位青年作家，以更大的力度、更

多的版面聚焦新作家新题材。《十月》的“小说新

干线”栏目，每期推出同一青年作家的多篇作

品、作者创作谈和评论家的评介文章，不少青年

作家已成长为当下文坛的活跃力量。《北京文

学》开设“新人自荐”“星群”“新北京作家群”等

栏目，发掘和凝聚优秀青年作家。《长江文艺》开

辟“新鄂军”栏目，每期与《芳草》联合推出一位湖

北新锐作家。

以高校创意写作机构为依托，越来越多的在

校生成为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2023年4月，由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等9所高校的创意写作机构发起倡议、联合成

立了“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同年5月，《青年

文学》杂志推出“现在出发·小说专号”，所刊发的

15篇作品皆由在校学生创作，这些青年作者大

多来自中文系或文学写作相关专业，最大的是

“85后”，最小的是“00后”，被视为全国各大高校

学生作品首次在文学期刊上的集体亮相。此外，

《特区文学》《作家》《草原》等多家文学刊物将工

作重心放在推荐文学新人上，积极与高校创意写

作专业合作，开设专门栏目刊发青年作家作品，

发现助推了一大批文学新锐。

图书出版是培养青年文学力量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许多与青年创作相关的图书出版项目引

起关注、成效颇丰。以书系项目、工作室品牌等为

媒介，整合优秀青年作家资源、系统推介青年创

作优秀成果，正成为图书出版领域扶持推介青年

创作的典型方式。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协中华文

学基金会多年来持续打造的重要书系，旨在推介

首次正式出版作品的文学新人。该丛书自1994

年启动以来，每年持续征集出版，已扶持青年作

家出版第一本个人专辑近300本。山东省作协编

辑出版《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齐鲁青年

文学名家文库》，精选山东优秀青年作家的作品

进行展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从2021年开始

打造“未来文学家”书系，旨在挖掘“80后”“90

后”乃至“00后”中有潜力的青年作家，首批已推

出3部青年作家作品，收获了良好口碑。中信出

版社专门设有“青年创作者计划”，其一系列文学

出版子品牌都对青年写作者创作成果有主动的

关注。如成立于2018年的“春潮”工作室长期致

力于发掘本土原创青年写作者，目前已推出一批

活跃的青年作家作品。

青春正当时，风劲好扬帆。新时代文学正呈现

出蓬勃发展、人才辈出、佳作不断的生动面貌，焕

发着绚烂多姿的青春气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火热实践中，广大青年作家厚植家国情怀、涵养

进取品格，积极做伟大时代的在场者、历史进程的

记录者、人民心声的表达者、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建设者，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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