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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以下简称“十艺节”)于2013年10月11日至10月26日在山东省隆重举行。根据福

建省文化厅部署。福建省文化厅剧目室、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组织省艺术指导委员会戏剧组、音乐舞蹈组专家和省艺术

研究院部分研究人员赴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地观摩“十艺节”。戏剧组共观摩了十余台戏曲剧目，音乐舞蹈组共观

摩十余台以音乐、舞蹈为主的剧目。之后，分别召开座谈会。围绕具体剧目的优劣得失、舞台呈现的风格特点、全国舞台

艺术各领域的发展态势等等问题发表观点．并从中反思我省艺术创作的问题与导向。本刊以述要的方式刊载座谈会有

关情况．希望引起全省文化领导机构及文艺创作群体的关注与重视．并能由此生发深入讨论与实际对策，促进我省文

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就有道而正之·I“十艺节"剧目摭谈
On the 1 Oth Ch ina Arts Fest iva l

观摩“十艺节”戏曲类剧目座谈会述要

戏剧组共观摩了京剧《飞虎将军》、昆曲《红楼梦》(上)、京

剧《香莲案》、汉剧《宇宙锋》、昆曲《牡丹亭》、秦腔现代戏《西京

故事》、京剧《建安轶事》、黄梅戏《徽州往事》、昆曲《景阳钟》等

剧目．并召开了座谈会。就所看剧目展开讨论，现将发言述要如

下：

一、整理改编类

浙江京剧团的京剧《飞虎将军》主要是继承与

展现盖派艺术。编剧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周长赋，该

戏主要围绕李存孝做文章。大家都认为该剧有想

法．有自身独特的见解。但由于主演翁国生去年不

慎摔断脚筋．自然会影响演出效果；不过全本武戏

也确实不好演。在舞台呈现上，它的戏曲化程度还

可以再高一些．比如“车裂”的处理就可以有很多写

意的、象征化的展示。最后李存孝的顿悟一一表示

要回去牧羊有些突兀．大家都认为不必要，这对人

物刻画、主题展现好象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北方昆剧院的《红楼梦》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

件大事。戏曲对《红楼梦》的改编，多是抽取“宝黛

爱情”为故事主线．或者是着重演绎某些经典场面，

但像这样全景式展现的好像还没有，舞台呈现很

美．演员很不错。只是觉得上下两本戏还承担不了

全景展现这种任务．全剧结构呈块状而非线状。舞

美有时会遮挡表演。

对于天津京剧院的京剧《香莲案》，大家～致叫好，认为是

这次观摩中最好看的两场戏之一(另一场戏是《西京故事》)。这

个戏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每个行当都有戏．连配角都非常“雕

琢”。特别是韩琪追杀秦香莲母子的戏，传统演的折子戏叫《杀

庙》，这里改在了路上．这段表演设计得好，韩琪奉命追杀香莲

母子．扮演香莲的吕洋充分运用戏曲水袖的力量．不但表现出

了香莲的惊吓躲避．还在自己的躲避过程中，尽力护着自己的

一双儿女．传统戏中店家没有卷入这段戏．改编后店家为帮助

香莲母子而加入．更增添了这段戏的张力，比如为香莲母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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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琪恳求时的连续“飞跪”．既增强

了这段戏的戏曲化和戏剧气氛．也

为香莲的表演和后边韩琪的死．做

了有力铺垫。这个戏给我们一个很

好的启示．我们总提“三并举”．那应

该如何改编传统戏．如何提炼经典

故事呢?这个戏将故事处理得很顺

畅，表演不卖弄。很恰当地运用戏曲

技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只是由于它

的节目单上宣传该剧是“对古老故

事新的解读”．整个戏是否达到新的

解读层次则有正反两方意见。

湖北汉剧团的新版汉剧《宇宙

锋》也旨在学习经典、继承经典、发

展经典．充分展示了汉剧这一古老

剧种的艺术菁华与高超技艺。全戏

在原来“修本”、“装疯”两折戏的基

础上，拓展为7场大戏。故事完整，

传奇性强。主演王荔非常棒。只是在

演出上，两场“装疯”有些重复．没有

太多递进的意义。“装疯”这段戏．也

还有些加工空间．可以把装疯的原

因、动机．比如赵艳蓉不愿嫁秦二

世．还有就是为丈夫争取逃亡的时

间．让这种人物心理始终伴随在赵

艳蓉的装疯过程中．渗透在演员的

表演里．这样观众看这段戏就不会

有人物为装疯而演疯的感觉。当然

这都是些小细节．

昆曲《牡丹亭》是汤显祖留给我

们的经典．白先勇的青春版也还不

错．剧种特色体现得很充分。但这个

题材本身，和《红楼梦》一样，也是百

科全书式的．不止于柳杜爱情．如果

过于浓缩的话会失掉很多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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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就整理改编戏如何化用原有的折子戏展开讨论．也

就是说究竟我们在改编传统剧目的时候．应当如何化用经典折

子戏?毕竟那些精彩的表演在作为折子戏的时候，无论是唱、

念、做、打，都是不断细化，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越演越细腻，

但嵌到全本戏中间的时候．若还完全按照折子戏的模式演绎，

就容易出现失衡。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运用．如何取舍，在前后剧

情中怎样铺垫处理．才能在展现原有折子戏的精妙的同时，又

不损害全剧的完整。这是我们必须琢磨的。

二、新创作类

从现代戏角度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作的秦腔《西京故

事》是一个很好的戏，很有生活质感。现代戏能写到这个程度很

不容易。它触及了社会的尖锐问题一一如何解决社会阶层的凝

固问题。这个戏注意运用戏曲的元素，有的地方如“打饼”。还有

“十字路口的挑担舞”甩得不错。主演李东桥很出色，他根据人

物的特定身份，创造了诸多极具表现力的身段，充分融合在高

亢激越、热耳酸心的秦腔之中，把一个艰辛备至的父亲形象呈

现在观众面前。只是感觉最后罗天福儿子的转变有些勉强．另

外还是有点话剧的成分在里边，但这也是现代戏的通病。有个

别地方用歌舞来表现，似乎不太理想。毕竟歌舞与戏曲程式是

不一样的。

湖北京剧院的京剧《建安轶事》有些细节很好，比如曹操夫

妇撮合蔡文姬与董祀的时候，是夫妇俩分别找他们谈的：也有

一些表达不是很清晰。比如说曹操杀董祀，是真杀还是假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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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感受是大家都有的．相左的意见

主要集结在蔡文姬究竟应是作为

特定女性还是也可以作为一般女

性来刻划塑造。这是讨论比较激烈

的地方。有些同志认为作为文化女

性的蔡文姬．不可能依恋更不可能

重返南匈奴这块文化荒漠：现在舞

台上呈现出的人物，其家国情怀、

汉民族文化情怀没有体现出来。有

的认为蔡文姬也有着一般女性的

一面．这样写也是一种路子．戏不

沉重．好看。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

道理。这个戏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

面对与处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

题。剧作家对该题材与人物做这样

的处理是他对历史的一种思考与

解读，与福建历史剧不同，但又不是那种“戏说”的路子，很值得

研究。

作曲专业的同志专门谈了对音乐的感受。首先．第一印象

是外省演员的唱腔可听性要比福建好很多．演员下的功夫不

轻，难听的很少见，嗓音弱的也不多。只是真假嗓转换功夫有待

臻于完美。第二是音乐设计方面，天津京剧院的《香莲案》是做

得最好的．唱腔、配器都比较讲究。很有修旧如旧的内在魅力，

清雅至极。但行当的唱腔特点对比性较之过去似乎稍嫌弱了

些。在所观摩的剧目中，配器的水平、音响设计的尺度、对剧种

特性音响的驾驭能力等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昆曲音乐试

图乐队化、管弦化是值得探讨的。此外还谈到这次艺术节上新

出现的“戏曲新伴奏模式”．新模式简单说就是文武场加操控

合成器、笔记本电脑等新型设备的演奏团队。认为中国戏曲学

院对剧种音乐的创新性尝试是有主次、有轻重的。在新音响的

需求方面注重以科研的精神把握尺度。这个模式他们还在试验

阶段，但是能看到可行性．音响虽不及真交响乐队但音准有保

证，甚至比有些省级的交响乐团要好。另外对剧团来说省钱．效

果也比较理想。他们用的是采样的音源，好不好理想不理想关

键还在于配器人的水平．也跟演奏经验有关。当然这个新模式

还处于起步阶段．效果究竟如何有待实践证明。

从宏观的角度讲．有的同志认为这届艺术节二度创作很

强，导演与演员有着非常强势、令人欣喜的表现．舞台的呈现更

趋完整。但剧本创作有弱化的趋势．有的认为这不是因为老剧

作家过了创作旺盛期．而是他们对戏曲的认识进入了另一个境

界．他们由早前的更注重思想性转变为更注重剧种本体性．只

是这种认识的转换到实践的成熟还需要时日．还需要一个煎熬

期。大家认为这次艺术节其他方面的特点．一是当下戏曲创作

呈现多样化、风格各异的发展，如北昆的《红楼梦》追求唯美的

风格，而京剧《香莲案》则追求戏曲本体；但是有些还是属于大

制作。二是传统戏改编方兴未艾．这次艺术节整理改编传统戏

所占的比例是历届中最大的．可以说整理改编传统戏是一条捷

径．但是传统戏中的表演艺术是有历史有承传的．形成了一整

套的表演程式，拿这个与新创作的去比，似乎有些不对等：三是

从这次艺术节．我们发现我省戏剧水平与外省的差距很大．在

全国充其量也至多是中上水平．尤其现代戏无

论是一度创作还是二度创作与外省的差距是越

来越大．演员水平、二度创作相较外省都差很

多。我们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经验，

努力进取，缩小与外省的差距。

观摩“十艺节”音乐舞蹈类剧目座谈会述要

音乐舞蹈组共观摩了舞剧《红高粱》《粉墨

春秋》《铁道游击队》《红军花》《花儿》《水月洛

神》《碧海箫音》、歌剧《钓鱼城》、音乐剧《钢的

琴》、风情歌舞《魅力西藏》《黎族故事》《美好家

园》以及话剧《谁主沉浮》等剧目。期间召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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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围绕观摩剧目，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痛陈得失，或

酣畅淋漓如水银泻地。或信手拈来如吉光片羽。本述要按剧目

采撷主要观点．胪列于下：

一、舞剧类

关于舞剧《红高粱》主要有两类看法，一类认为全剧开端有

电影《红高粱》的影子，之后越来越好，尤其是下半场，整体很震

撼人。电影里“野合”的戏强调视觉造型，画面感强。这对舞剧是

一个挑战。舞剧第二幕“野合”，天幕与舞台相连．其间是水乳交

融的双人舞。舞美设计与舞蹈丝丝人扣，现场很震撼。第五幕

“屠杀”富有创意。舞台刻意弱化具体的屠杀场面，没出现日军。

而是打亮两盏车前大灯．再由舞台上端垂悬下几把刀．以意象

化的方式表现杀戮的残暴．干净简洁．又让观众了然于心。最后

一幕“出殡”特别好，大段群舞编得精彩．低音提琴反复重复着

主题音乐，舞台上飞撒着漫天纸钱，很壮观，既催人泪下，又令

人热血沸腾．充满了悲壮肃穆的情绪．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与感

染力。不足之处在于总体来看，人物与叙事不够连贯．有些割裂

感、琐碎感。该剧使用了独白、念儿歌，对于舞剧能不能使用语

言，也有质疑的观点。主要认为舞剧要用舞蹈语汇来表达，不能

借助于台词。还认为第一幕“颠轿”在电影里很精彩．舞剧第一

幕“颠轿”，男性舞蹈用鼓子秧歌．女性用胶州秧歌．秧歌只是素

材．如何融入舞剧之中尚有提升空间。此外女性舞段偏少．服装

也不够出彩。从舞美看．还未将红高粱的戏做足．电影里的红高

梁地非常有镜头感．舞剧全速用晃动的八片巨大的高梁景片．

表现得不够美．高粱剪纸的造型不够柔和．使用得也不够充分。

另一类不同看法认为这部舞剧有事件．但事件之间联系不紧

密，因为缺乏细节支撑而显得较为干燥，不够打动人。其次有舞

蹈，却缺情绪，整体来看该剧仍是舞蹈思维，而非舞剧思维，原

因在于人物塑造不能认为是成功的．没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作为舞剧的人物要有特定的内心。要有血有肉，该剧

的舞蹈缺乏人物性格刻画．也缺细节设置，的确舞台场面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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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震撼的．但我们不能只看台

面。这是该剧最大硬伤。剧中的

音乐只是衣裳。没有说话，人物

的内心从纠结过度到悲伤．就

哥乐而言有许多手段可以使

用．悲伤时的音乐要用哭调讲

活．要把人物的泪水写出来，而

这个戏音乐大多数类同．是中

‘rE的，像影视背景音乐．而舞剧

泞乐要求的却是特性的。

《粉墨春秋》以民国初年动

荡的社会为历史背景．以梨园

戏班的几经沉浮为线索．以戏

班中三个师兄弟的人生经历为

{三要内容．籍此来演绎剧种史

中的故事。当下舞剧创作中

“剧”的成份比较少．该剧的文学本注重戏剧性．能够用细节表

现戏剧冲突与人物的精神内涵．从许多晚会式、场面式的舞剧

模式中脱颖而出．是像舞剧的舞剧，这种走向是对的。该剧的难

得之处还在于塑造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舞蹈、音乐吸

收戏曲艺术成份，在舞蹈中融入科步．在作曲中借用戏曲鼓锣

经，还将京胡与交响乐融合在一起。该剧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有

多个出场口．演员从舞台的各个方向上场．舞台上几个表演空

间同时存在，这种对位手法．丰富了舞台表现。不足之处是从音

乐看，没有脱离晚会模式，大背景中打击乐固定节奏，使用规范

的几个八拍的写法，音乐不深刻，没有讲话，没有叙述人物内

心，而舞蹈有想法，音乐把舞蹈绑死了；从剧情看，支线没有围

绕目的来设置．较显多余．如二师兄与三姨太的情感线比较搅

戏，使得全剧故事不够洗练。

《铁道游击队》对原作做了改编，故事线清晰感人，单人舞、

双人舞、群舞都非常精彩。舞美尤其有创意，“打洋行”一场．用

正方体钢架结构不断翻转、扣合，依次转换出三个不同空间。演

员在这些变化中的、特别的空间内完成了舞蹈、打斗表演．让舞

台装置与舞蹈语言融为了一体。此外．演员用前后身体的大幅

摆动逼真表现火车的行进等等．设计得非常好。

《红军花》写三位红军女战士掉队后，追赶部队的故事。该

剧在三位红军女战士的舞蹈上下了功夫．比如三人在枪上的造

型。带有艺术体操的特点，非常别致．再如由演员肢体构成群雕

效果等等都很有创意。但是该剧用舞蹈来表达信仰，有些空洞，

缺少动人的细节．建议应该回归普通女战士的位置来塑造人

物。此外该剧也缺少女战士和当地民族歌舞的融人．川I西藏族

原本有好的音乐与舞蹈，该剧只用了洗衣舞、祭祀舞等。且与剧

情关联不紧，可能该剧在三个人舞蹈上下了功夫，但群舞来不

及打磨。

《水月洛神》是曹植、曹丕兄弟与甄妃故事，打破传统舞剧

的叙事模式，让梦境、幻境与现实相互交织，故事是顺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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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但有时舞台有点乱．例如用正、反两队群体舞蹈来表

，心灵外化时，舞台较为杂乱。《花儿》音乐融人了民族唱

特色．但舞蹈没有达到期望值．传统回族舞只有几个动

缺乏增加与发现。《碧海丝路》和我省的《丝海箫音》一样，

}上丝绸之路的题材．也写两代人的航海梦．都写到爱情

也都使用箫作为道具。但该剧故事过于平铺直叙．缺少一

i之美。

：、歌剧与音乐剧类

i次观摩的唯一一部歌剧《钓鱼城》得到了一致的赞赏。该

'oo年前发生在重庆合JII的一段史实为依据．写蒙军入攻

￡，城内军民旷日持久守城，以至于易子而食，为了保存十

：性命．守城将军王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开城接纳元

和忽必烈约法三章，不许屠城。该剧着力刻画攻守双方

r和”的纠结，诠释“以人为本”、“以和为天”的主旨。与会

L为首先该剧题材选得好．追求民族融合和对生命的尊

神内涵博大，有大历史、大背景、大人物、大情怀、大智慧，

}中以人为本和民族和解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体现出来的

}怀。其次戏编得好，人物设置聪明，写人性人木三分。熊

、是嫁入蒙古的汉家女．因此不管蒙军还是汉军，都将熊

L视作叛徒．但她特殊的身份又令她成为蒙汉双方的特

不可能见面的王立与忽必烈关联起来。第三该剧按音乐

i的歌剧．交响不是话剧．要从乐剧角度欣赏．该剧做到了

日音乐表现戏剧内涵，使用咏叹调、宣叙调，多段重唱交

于歌剧写法。第三是音乐语言的特点。素材很清晰，男主

∈朝的代表用《满江红》，熊耳夫人用姜白石古曲，忽必烈

E长调，王立的母亲用重庆民歌。此外，主题歌写得好，宣

i得讲究。与会专家还认为．该剧男高音的声音力度与亮

}好．可惜音乐旋律不美，无论舞剧、歌剧、音乐剧，音乐都

f、好听再好听，音乐无论多高超技术，匠而已，所以一定

i．好听的曲子．演员唱不累．观众也喜欢听。

}乐剧《钢的琴》描写底层人群的城市生活，但故事有些混

乐、舞蹈、舞美以及演员都还有提升与打磨的空间。

三、风情歌舞类

歌舞诗《魅力西藏》表现雪域民族独具风格特色的音乐、舞

蹈、服饰、特色乐器、戏曲唱腔、史诗等．在一场演出中展示了多

种多样的音乐与舞蹈。《魅力西藏》既根据传统，又出新，有很多

青年人的原创与编舞．有清新感觉．例如踢踏舞将西藏地区广

为流传的踢踏加入外来元素，进行加工、提炼、发展，形成了新

面貌。以前西藏歌舞演出时，展示的民间歌舞多，宫廷歌舞少，

这部作品中展示了宫廷歌舞“朗玛”，很丰富。但是该剧群舞多，

有代表性的个人声乐或舞蹈少。

舞蹈诗《黎族故事》展现了黎族的民族史诗，黎族舞蹈语汇

有特别表现，也很独特。但是全剧的每场都有开端、高潮、结尾，

大都有双人舞、三人舞、群舞，比较雷同，也就是说每场都是很

完整的．因此全剧的整体性受到伤害。

民族风情音画《美好家园》以西域文化为背景，将天池、乌

拉泊古城、慕士塔格峰、红山、大漠胡杨、少数民族婚礼等乌鲁

木齐及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自然景观，用

音乐、舞蹈加以呈现，但民族歌舞的成份少了。

对剧目的点评过程中．与会专家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观

点．认为在本届演出中各省各地都突出了地方与民族特色．题

材丰富多彩。但历史题材多．而现实题材少。强调要艺术作品追

求真善美．要关注现实．多涉及民众关心与深恶痛绝的问题。此

外还认为一些剧目外请的主创人员多．不利于本省本团创作人

才培养．从这些剧目中可以看到各省在繁荣中的创作道路．因

此我们不能孤军奋战，闭门造车，要多看，要看到同仁长处，看

到他们的创作道路．

结合我省创作现状与人才培养等问题．与会专家提出要关

注我省年轻人才的培养，《红高粱》导演原本供职于厦门艺校，达

到现在的高度．他的成才之路非常值得借鉴。还建议我省要支

持歌剧、舞剧创作，充分重视本土人才，充分支持、挖掘他们的

潜能与积极性，集中精力创作好本地题材。蠲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戏剧创作研究室、戏剧理论室记录整理)

责任编辑，白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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