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时候做出改变
——“十一艺”对山东戏剧的几点启示

孙海翔

山东戏剧近几年的发展虽呈现稳中求进的势

态，但若以高标准考量，却有些差强人意。客观地说，

山东戏剧的剧目创作和演出数量并不算少，但是精

品不多。这里提到的精品标准。指的是“山东制造”

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山东戏剧作

品。而不可否认，其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四年一

度的中国艺术节以及文华奖评选。有戏剧大省之称

的山东，在2016年10月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期间，

参演的剧目只有一台由淄博市歌舞剧院演出的舞剧

《齐风·莆田》，甚至没有一台地方戏和京剧剧目“杀”

到“十一艺”举办地陕西。这与几年前我们在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取得的辉煌战绩相比。反差之大得似乎

让人难以接受。其中虽然不乏艺术节和文华奖评选

规则的变化和种种客观因素影响。但是事实就摆在

面前。只有正面应对，查找自身不足才是积极的态

度。因此，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把这次“失利”当成动

力，好好做做反思，抛开那些貌似经验的包袱和固有

观念，轻装上阵，在改变中开创出不断向前发展和获

得进步的空间。

一、提升襟怀看选材

对本土题材不乏狭义的理解和过度依赖．是近

年来山东戏剧选材方面的一个软肋。山东有着丰富

的人文资源，历史文化名人辈出、事件丰富，现实生

活更有着相当的广度和宽度，但正因如此，如何利用

好山东戏剧的独特魅力，来挖掘出这些资源中的深

度价值和现实意义就更需要巧妙的视角。从各阶段

山东戏剧发展的脉络看，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山东

剧目在选材方面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20世

纪50年代的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创作于新中国

戏剧综论

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期间，该剧所表现的旧观念对人

民群众的思想禁锢(寡妇改嫁)，对于当时宣传妇女

解放和婚姻自主的社会新风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继而以立足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高度，体现出

戏剧的社会价值。至于其剧目的本土属性，则大多交

由剧种本身来展现。再如获得第十四届文华大奖的

山东京剧《瑞蚨祥》，虽然以山东老商号瑞蚨祥为表

现中心。但剧中阐述的信义经商主题无疑是具有普

遍价值的，此外，“瑞蚨祥”品牌在全国的闻名程度，

又为这样的本土选材增加了厚度。

近年来本土题材剧目在山东戏剧中占据了非常

高的比例。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也显而易见，即这些

本土题材。几乎普遍停留在对“本土”概念的地理层

面解读。尤其是地、市剧团的戏剧生产，历史题材剧

目中。绝大多数反映的是当地历史名人(包括只有籍

贯甚至只是一段人生轨迹在当地的名人)和当地发

生的著名(或只是在当地著名的)历史事件；现实题

材作品中。则有不少是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一般性事

件中加入地名、土特产、风景名胜等地方元素来表现

其“本土”性。同时，出于宣传地方的目的。把当地的

好人好事搬上舞台，也成为不少地方在剧目选材上

的偏爱。这种对本土题材不乏狭义的理解，必然造成

剧目选材上的局限——由于缺少宏观视角和阐释深

度，只关照其地理意义上的本土属性，从而导致题材

流于平庸。可以想见，这样的戏剧作品要想进入全国

性平台显然绝非易事。

从“十一艺”获得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的剧目来

看，包括河南豫剧团的豫剧《焦裕禄》、中国评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的评剧《母亲》、江苏省淮剧团的淮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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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家京剧院的京剧《西安事变》、天津京剧团的

京剧《康熙大帝》、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的话

剧《兵者·国之大事》、西安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话

剧《麻醉师》、陕西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的歌剧《大汉

苏武》、广东歌舞剧院有限公司的舞剧《沙湾往事》、

辽宁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在内的10个

剧目，除国家级演出团体的《母亲》(中国评剧院)、

《西安事变》(国家京剧院)、《兵者·国之大事》(总政

话剧团)3个剧目不受本土因素影响外，其他7个省

市级演出团体创作演出的剧目的本土属性，尤其是

地理属性，其实并不太鲜明。比如“移植改编”自马

克·吐温小说《败坏赫德莱堡的人》的淮剧《小镇》，是

几个获奖剧目中距“本土”最远的一个。剧中事件的

发生地小镇。可以被认为是任何一个原本民风朴实

的中国小镇，而其富有哲理性的情节，也更适合于话

剧而非戏曲来表现。再如豫剧《焦裕禄》，倘若以狭

隘的“本土”概念来看，简直有可能会引起一场山东

与河南之间争夺本土名人的纷争——只是因为为治

理河南兰考县做出巨大奉献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是

山东淄博人。

类型化或跟风创作以及对目标化题材的浅表解

读，是近年来山东戏剧选材方面另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几年前，莱芜梆子Or,行千里》作为一部反腐

倡廉力作获得多方好评。几乎与此同时，反腐倡廉

题材剧目数量大增。反腐题材艺术作品在当今社会

所承担的警示教育作用显然不能忽视，但平心而论，

如何选出适合戏剧艺术形式表现的反腐素材却又非

易事。这是一个有着明显故事走向和明示性结果的

题材类型。对于如何结构情节使其产生新意有着一

定的难度。同时。历史题材反腐作品与清官戏、现代

题材与官场戏均在一定程度上不易脱离，前者已较

难出新意。后者则面临类型化的局面，如若没有较大

突破，类似的题材扎推创作显然并非推动山东戏剧

发展的良好途径。

所谓目标化题材，不妨看作是专题节目或主题

论述。做得出与如何做得好或做得巧有着天壤之别。

比如获得本次文华大奖的京剧《西安事变》和评剧

《母亲》均为抗日题材剧目。国家京剧院的《西安事

变》是一部比较接近京剧传统表现手法的现代京剧。

它在选材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在解读目标

性(抗日)题材时，以京剧是角儿的艺术——主演包

括于魁智、朱强和李胜素等名家——为中心。同时

保留了传统戏曲中即便是正剧乃至悲剧，也会在舞

台上穿插丑角表演以调节气氛(蒋介石被软禁期间，

伙夫劝饭)，以及一小段武过场表演。使剧目既不失

京剧传统，又较好保留了京剧程式化塑造人物的方

法。当然，鉴于《西安事变》拥有的强大而齐整的演员

阵容，对山东戏剧的借鉴意义并不太大，我们所要学

习的，只是如何巧妙运用既有优势来弥补对目标性

题材解读深度的不足。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

讲话”中提到：“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

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国家评剧院的《母亲)ap是以此为蓝本创作而成。不

可否认，这是一部目标化题材剧目，它在选材方面可

谓稳而准，剩下的就是如何进行创作的问题。文化部

部长雒树刚评价“该剧是难得的一部舞台力作，歌颂

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英雄主义，也歌颂了伟

大的抗战精神，特别是塑造了一个崇高的、伟大的英

雄母亲形象。这部剧既是一曲英雄主义赞歌。又是一

曲伟大母亲赞歌。两者浑然一体。使这部戏具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见《母亲》节目单“精彩评论”部分)。

在主题得到充分肯定的同时，评剧《母亲》对题材的

解读方式也得到诸多专家肯定。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王晓鹰指出：“这个剧作最大的情怀就是对‘母亲’的

表达，‘母亲’是为中华民族做出最大牺牲的最最淳

朴的母亲中的一个，但又非常特别，这个戏把重点放

在了她的独特上，戏的情怀跟一般讲故事的情怀、塑

造一个英雄人物的品格完全不同。全剧舞台时空自

由，舞台呈现方式崭新，可以称为‘新歌舞演故事”’

(见《母亲》节目单“精彩评论”部分)。这一剧目对

目标性题材富有深度和巧思的把握由此可见一斑。

二、开拓思维搞创作

艺术创作需要创新．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

展，僵化的思维必然会带来创作的停滞不前。山东戏

剧人有时会引用外省人的一句“你们山东人太老实

了”来说明自省在戏剧创作上的鲜有创新。的确，我

们学习借鉴的东西确实要比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

开拓的要少，并且其中，看到新鲜东西就机械地拿来

套用的所谓“学习借鉴”也比聪明地化为己用要少。

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又会完全以自己的个人好恶来

从事戏剧创作。而上述两方面对某些人来说，则似乎

是同一样事情——我去学习借鉴的，是我喜欢的；我

所坚持的，也是我喜欢的——我，就是标准。诚然，坚

持自我方能成就特色，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只有达到

相当的艺术水准才有资格来谈特色和个性。而把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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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思维定式等同于坚持自我只能产生原地打转的

平庸之作，无益于戏剧的创新发展。

另外。处理不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同样会影响

戏剧创作发展的步伐。比如舞台表现手法虽然是决

定戏剧作品是否好看的重要因素，但与作品的表现

形式是否能为其“加分”相比，就只能算是局部。如

何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同样需要开拓思维。

“十一艺”期间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演

出的秦腔《狗儿爷涅檠》是一部无论表现形式(剧种)

还是舞台表现手法均与表现内容相当契合的剧目。

这部戏中，秦腔的高亢唱腔、生活化的道白、富有舞

台韵律的身段表演．与整部戏紧凑的情节转换和简

约的舞美设计结合得恰到好处，且突出了演员的舞

台中心地位。同时剧中具有剧种特色的表演突出了

人物性格，使整部戏呈现出让观众含泪而笑的艺术

效果。此外，该剧在表现手法上所运用的板凳(长板

凳)和老腔两种典型的西北地域文化符号性元素是

由群演部分展现的，不但充分融人了剧情(而非植

入)，还是衔接剧情，进行场景和情绪转换的重要手

段。从而使该剧实现了内容与形式上的整体(剧种)

与局部(舞台表现手法)的较好结合，成为一部典型

的“以歌舞演故事”之作。

至于如何进一步开拓思维。选取更有利于剧种

表现的角度，使戏剧创作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整体契

合，“十一艺”同样为我们给出了可供借鉴的思考方

向。评剧《母亲》就其内容来看，是一部在当前侧重

于表现激烈冲突的戏剧创作主流形式之下．原本很

容易做成大悲剧的作品。但其表现形式评剧，却是

以贴近生活为基本特点，对于表现慷慨激昂的情绪

并没有明显的剧种优势。为此，《母亲》在表现手法

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该剧以一种唯美、诗话的手法

串联起有些散、碎的剧情，并充分借鉴歌剧和音乐剧

的舞台表现，舞蹈多、重唱多，一些剧中人物也被赋

予了符号属性——比如剧中喜鹊这一人物。就是以

“红褂褂”的符号元素贯穿人物行为始终。而作为一

部表现英雄母亲的抗日题材剧目，该剧自始至终没

有在舞台上出现El本鬼子的形象，没有类似题材剧

目中惯常出现的打斗场面。只是通过对人物心理和

行动的刻画，达到以情怀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谈

及此处，联想到山东省吕剧院创作演出的吕剧《宣

言》。这是一部以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被发现的真实故事为蓝本。改

编而成的吕剧。同样，吕剧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也是

一个善于表现平实生活而非重大戏剧性事件的剧

种。《宣言》在创作手法上，运用了戏曲艺术的造型

手段来展现舞台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叙事的戏剧

性不足．在戏剧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融合方面，作出了

有益尝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的：“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

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

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在立足于

时代的前提下。山东戏剧只有充分破除僵化和陈旧

观念，不断拓展思维，才能在艺术创作上不断有所发

展和创新。

三、调整心态迎改变

倘若换个角度来看，山东戏剧在“十一艺”的表

现虽不如人意。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一次，我们

可以站在观众而非参赛者的角度来更加客观地观摩

学习和用心揣摩，正好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单纯的

技不如人。还是因为滋生了一些成见而导致观念的

停摆。

从“十一艺”演出剧目来看，地方戏类的19台剧

目，涵盖了全国各地的16个尉种，除有3台评剧(包

括国家评剧院一台)、2台秦腔(包括承办地西安一

台)外，均为单剧种剧目，其中海南的琼剧、福建的芗

剧、云南的滇剧等剧种，属于只在特定地区流行的戏

曲形式。以漳州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创作

演出的《保婴记》为例。这部以闽南语为戏曲语言的

古装戏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观众而言，基

本是要靠字幕才能听懂剧中演唱和道白的内容，然

而正是它的剧种韵味，包括独特的腔调和音乐，以及

表演上的特色——比如以四个彩婆(均为有人物设

定的比较重要的角色)独特的歌仔戏台步和身段贯

穿全剧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对比山东地方戏，显

然无法以歌仔戏般的独特脱颖而出，但由于剧种资

源丰富．却可以有更多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上的选

择。

此外，由于戏曲是极具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因此

要成就一部好戏，除了内容和形式要符合外，还要有

适合的统一风格引领。客观来说，任何一位有所建树

的戏剧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比如“十一

艺”演出剧目中由张曼君导演执导的戏曲剧目就有

现代戏秦腔《狗儿爷涅粲》、评剧《母亲》、湘剧《月亮

粑粑》和古装黄梅戏《小乔初嫁》等多部，以上述几部

为例，不难发现张导演的几个“喜好”。一是喜欢用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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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现代戏创作困境与出路之我见

武 群

多年来，在关于戏曲如何振兴的问题上．总会有

人讲到，戏曲要振兴，就要紧跟时代发展，与生活同

步，这无疑是将戏曲现代戏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上。然而，纵观当下戏曲舞台，戏曲的振兴却大多停

留在对古装戏的振兴上。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成为了

一项“棘手”的事情。这其中，固然有编剧自身创作

偏好、创作视野等因素存在，但当戏曲现代戏的创作

成为一个全国性而非区域性的问题，我们理应一探

戏曲现代戏创作难的原因。

现代戏创作本身较难把握。我们都生活在现实

中，人们对当下生活的谙熟，对现实生活深度、广度

的切腹感知，容易对现代戏提出更苛刻的要求，所谓

“画鬼容易画人难”，因此戏曲现代戏尤其是现实题

材的创作极易“出力不讨好”。

子：《狗儿爷涅椠》中是长板凳，不但能随时化作芝麻

地等舞台场景，和老腔也结合得非常好；《母亲》中是

喜鹊的专属道具小板凳，在人物段落中起到了烘托

作用，还是她疯癫后的象征；《月亮粑粑》中除了有黄

荆树小学学生上课场景里必不可少的道具凳子外

(可忽略)，还在该剧临近结尾部分众多人物出场，烘

托主题的段落，以学生们站在小椅子上歌唱的展现

完成舞台整体造型；《小乔初嫁》中是平民王小六自

带道具宽板凳，在一场戏中以他与大都督周瑜同坐

的情节出现。二是喜欢用剧种流行地民间音乐作为

贯穿剧目的旋律：《狗儿爷涅檠》是老腔；《母亲》是民

歌风的“望儿归”；《小乔初嫁》是安徽民歌；《月亮粑

粑》是湖南民歌“月亮粑粑”。同时在音乐的使用上，

还比较喜欢用和声和重唱烘托人物心情。三是喜欢

用舞蹈：4部戏中都有典型的群舞段落：《狗儿爷涅

檠》有开始部分的回忆段落等；《母亲》有“人圈”一

场；《月亮粑粑》有抢救小秦老师的段落；《小乔初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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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古装戏，戏曲现代戏创作上有先天局限。

古代题材的戏曲剧本中，人物设置具有极大的自由

度，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可以入戏，妖魔鬼怪、花鸟鱼

虫也可以作为剧中主角，加之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

杜丽娘因情还魂、窦娥冤情致六月飞雪、梁祝死后化

蝶相随，这些极具浪漫色彩的戏曲经典，容易打动观

众，而现代戏则很难有这方面的表现力。

有些戏曲现代戏是“奉命而作”。部分戏曲现代

戏是为了宣传任务奉命而作，习惯性的以宣传政策、

图解时事为己任，往往艺术性不高，流于概念化、公

式化，创作思维和手法比较僵化陈旧，影响了现代戏

的整体质量。

缺乏创演现代戏的气候和土壤。有些领导和剧

团担-IL、'有碍功利得失和怕亏本．因而对排演现代戏

有小乔到曹营后，表现青州兵盼归一段。这些手法在

各剧目中产生的效果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且仅从上

述几部来看。似乎更适合于增加现代戏的舞台表现

力，但却使每一个剧目都呈现出在导演引领下的一

种风格。就山东戏剧，尤其是戏曲而言，既需要艺术

风格的多样性，又需要属于每一部作品的自我风格；

既需要创作风格上的引领。又不必过分依赖甚至迷

信某位大咖。因此，我们不妨在多观察、多思考的基

础上，将发挥自身优势与追求艺术创新结合起来，更

多开创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以推动山东戏剧多

样化发展。

艺术创作永无止境，只有放宽眼界、开拓思维，

才能充分认识自己．也才能发现问题与不足．继而以

积极的态度作出改变，来促成山东戏剧事业的进步

与发展。

(作者为山东省第一批签约艺术评论家)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