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化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龙震宇/版式:陈猛

国家京剧院聚焦武戏人才培养和

梯队建设，举办第五届武戏展演暨百

日集训拜师汇报演出。

演出分别在 5 月 16 日、17 日、23

日和 24 日晚于北京人民剧场进行。

展 演 剧 目 既 有 观 众 耳 熟 能 详 的《三

岔口》《林冲夜奔》，又有技艺独特的

《盗王坟》《起布问探》；既有长枪大

马“三国戏”《战马超》《单刀会》，又

有扑刀棍棒“水浒戏”《收关胜》《狮

子楼》，令广大观众过足戏瘾。

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介绍，国家

京剧院持续加大对武戏演员的关注

与 培 养 ，自 2021 年 起 连 续 举 办 五 届

武 戏 展 演 ，旨 在 恢 复 更 多 优 秀 武 戏

剧目，推出武戏人才，促进京剧武戏

挖掘继承和研习创新。“百日集训”

系列活动遴选“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和“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打造

能挑大梁、敢于担当、敬业奉献的青

年 人 才“国 家 队 ”。 同时，举办集体

拜师仪式，实现稀缺行当口传心授与

活态传承。

周玮

国家京剧院第五届武戏展演
鸣锣开场

舞剧《天工开物》将于 6 月 21 日至

22 日在中央歌剧院上演。该剧以明

代科学家宋应星及其同名著作《天工

开物》为题材，重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与创造。

该剧导演陆川介绍，全剧分为“赶

考”“著书”“山河”等篇章，展现宋应星

科考六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

技工艺的经历，并通过舞蹈、影像和现

代科技的结合让《天工开物》这本记录

古代科技与工艺的百科全书“活”起来。

据介绍，该剧舞美参考史料，通过

对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

等资料的研究，力求呈现“大、巧、简”

的美学特征。

白瀛

舞剧《天工开物》
重现古代劳动人民智慧

5 月 17 日和 18 日，浙江小百花越

剧院（浙百团）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

园》在中央歌剧院迎来该剧浙江省外

巡演的首站演出，陈丽君、何青青、夏

艺奕、李云霄等演员重返大观园，通过

描摹少年贾宝玉心境，再现昔日的青

春梦幻。

《我的大观园》故事来源于《红楼

梦》，但重构了《红楼梦》原著的具体

情节，打破了原有的叙事逻辑，给越剧

这一传统戏曲赋予新的内涵。舞台上

一直有两个宝玉，一个是大观园中青

春年少的宝玉，另一个是“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中已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

宝玉。元春省亲、共读西厢、大闹学

堂、宝玉挨打、宝玉丢玉、冲喜成婚等

以宝玉为中心的情节，紧紧扣住了“我

的”大观园的主题。

“游历太虚幻境”的情节，一直是

红楼梦题材作品改编的一个坎儿，由

于跳脱故事主线又实在离经叛道，现

代作品对它的再演绎往往“翻车”。

《我的大观园》给出一个新的视角，把

它放在了剧目最后，宝玉看破红尘后

再“重游”太虚幻境，也让老年宝玉和

少年宝玉相遇，形成新的叙事张力。

《我的大观园》打破了封闭的戏曲

程式和凝固的舞台样式，同时起用年

轻有影响力的演员出演，在为传统戏

曲“拉新”的角度上确有帮助。该剧领

衔主演陈丽君英气与柔美并存，在折

扇开合间尽显少年反叛与赤诚，重新

诠释了贾宝玉的青春。

韩轩

舞剧《主角》作为“第四届长三角

城市戏剧节”的开幕大戏，5 月 16 日

在黄浦文化中心·大上海剧场开启巡

演首站。该剧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制

作演出，根据茅盾文学奖作品、陈彦

同名小说改编，5 月 9 日刚刚在北京

完成首演。

《主角》以忆秦娥的若干人生切

片，构建起被迫学戏、打磨成角儿、感

情纠葛、舆论裹挟等篇章结构，通过

她人生主题的变奏，为观众展现了一

位秦腔名角儿的复杂与多元。作品

打破了“化戏为舞”的惯性思维，追求

肢体语言的表意性：在茶馆场景中，

群舞用夸张的市井步态围拢忆秦娥，

而她肩膀的轻微耸动，便迅速勾勒出

盛名之下的孤独。

面对 78 万字的长篇小说，编剧

罗 怀 臻 砍 掉 了 错 综 复 杂 的 人 物 关

系，在时代洪流的背景音中，将主角

忆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蜕变

轨迹和三段感情，放在了聚光灯下，

将文学经典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舞台

叙事。

阳东 霖 的 服 装 设 计 颠 覆 了 戏

曲 华 服 的 固 有 认 知 ，在 灰 调 色 谱

中 寻 找 传 统 与 现 代 的 平 衡 点 ——

绣 工 繁 复 的 戏 服 化 作 流 云 般 的 素

绡 ，武 将 的 靠 旗 蜕 变 为 抽 象 的 色

块 。 这 种“ 未 完 成 ”的 造 型 状 态 ，

恰 与 忆 秦 娥 未 竟 的 艺 术 求 索 形 成

镜像。

总编导王玫的舞台带有强烈的

个人风格，每个场景道具的使用都

和 人 物 剧 情 有 很 紧 密 的 关 系 。 悬

挂的巨型戏服不再是装饰，倒夸张

得 像 是 悬 在 主 角 头 上 的 达 摩 克 利

斯之剑。

罗怀臻说：“《主角》是一种返璞

归真，让舞剧再一次回归表现社会内

涵，谁都可以是主角，但任何一个成

为主角的人，都要承受身体和心灵的

双重苦难。”原著作者陈彦曾在后记

中写道：“一个主角，就意味着非常

态，无消停，难苟活，不安生。”忆秦

娥的故事中有传统文化在这几十年

间的起起落落，舞剧用先锋的语言让

观众看到了一曲个体被时代裹挟塑

造出的命运交响。

赵玥

秦海璐主演的话剧《四世同堂》

5 月 18 日在上音歌剧院上演并参加

梅 花 奖 终 评 。 该 剧 7 月 将 再 度 来

沪，拉开“2025 国话·上海演出季”的

序幕——受“演艺大世界”和大光明

文化集团之邀，《四世同堂》《鼓楼那

些事儿》《大宅门》《直播开国大典》

和《北京法源寺》将先后上演至 9 月

30 日，同时还将推出三部高清放映

话剧《抗战中的文艺》《青蛇》和《苏

堤春晓》。

《四世同堂》是一部久经市场考验

的大戏，问世15年来巡演全国70多个

城市，演出近400场，赢得30多万观众

喜爱，至今依然一票难求。该剧改编

自老舍原著，以胡同里祁家、冠家、钱

家三户人家的命运起伏折射出北平至

北京的历史变迁和生活图景。

大型悬疑谍战话剧《直播开国

大 典》看 似 具 有 谍 战 与 爱 情 元 素 ，

实则折射了中国隐蔽战线、统一战

线 以 及 广 电 事 业 的 伟 大 与 牺 牲 。

1949 年 10 月 1 日 15 时许，毛主席在

天 安 门 城 楼 上 宣 告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了 ！”这 句

振 聋 发 聩 的 话 是 如 何 传 遍 全 球 各

地 的 ？ 这 仅 仅 是 个 直 播 技 术 的 问

题 吗 ？ 导 演 田 沁 鑫 为 了 在 舞 台 上

融合直播技术，考虑的不仅仅是舞

台艺术与影像艺术的兼容，还包括

舞台的数学与物理问题……

现象级话剧《大宅门》也是一部

长演不衰的经典，该剧将 70 集电视

剧的恢宏叙事浓缩于两个半小时，聚

焦白氏家族百年沉浮，折射出中国近

现代社会的沧桑巨变。原创话剧《鼓

楼那些事儿》则聚焦当代，以“鼓楼

苑”社区为舞台，呈现了“背包法官”

走街串巷的故事，展现传统人情与现

代法治的碰撞融合。

闭幕大戏《北京法源寺》作为田

沁鑫导演的又一力作，以戊戌变法

为历史切口，通过法源寺这一文化

地标串联起不同时空的历史对话。

该剧自 2015 年首演以来，历来“开票

即售罄”。

另外，三部高清放映话剧《抗战

中的文艺》《青蛇》和《苏堤春晓》，也

是导演田沁鑫的代表作。把戏剧拍

摄成高清影像，在影院或剧院播放，

可以让更多观众以更真切的视角，细

致入微地看清演员如何塑造人物、人

物如何推进剧情。

这三部剧目目前复排上演的可

能性有限，故而以高清影像的方式，

满足更多观众不失为妙招。《青蛇》的

主演是袁泉、秦海璐，《苏堤春晓》的

主演是辛柏青——看过现场的观众，

都对他爆棚的台词输出赞叹不已。

朱光

转动人性的万花筒
作为新中国唯一以受众身份命

名的戏剧品种，儿童剧培养了一代代

少年儿童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也

涌现出任德耀、欧阳逸冰、代路、冯俐

等几代儿童剧作家，而如何塑造既符

合儿童认知特点又富有艺术感染力

的人物形象，始终是一个核心命题。

“好的儿童剧不是用非黑即白的

逻辑图解世界，而是棱镜般折射出世

界的复杂光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导演焦刚说，儿童剧也应塑造复杂而

真实的人物，展现困境中挣扎的真实

个体。

人偶剧《独牙象》中，自幼与大象

阿宝一起长大的阿诺对大象怀有深

厚情感，但为填饱肚子进入象园当了

象倌，甚至为凑够给心仪女孩的聘礼

走上杀象取牙的道路，当发现要杀的

大象正是阿宝时，他又宁愿放弃赏

金。

肢体剧《鹬·蚌·鱼》对传统故事

进行了延展：蚌与渔夫对抗，鱼和鹬

观战并为蚌助威，但当整条河都为蚌

的胜利鼓掌时，鹬的心态悄然发生变

化，抢走蚌身上代表绶带的水草，最

终造成鹬蚌相争的局面。

“戏剧以人为对象、以人自身为

目的，剧作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写出一般动机背后更深层次的动机，

写 出 对 人 的 情 感 体 验 的 深 度 和 广

度。”年过九旬的戏剧理论家、中央戏

剧学院教授谭霈生说。

歌舞剧《猫神在故宫》中，众猫皆

以吃鼠为生，并深信“老鼠是害过猫

的人变的”这一传言，但一只具有转

世能力的小猫因为发现一只老鼠说

话时的眼神很像前世主人，跨越种族

界限和老鼠成为朋友，并在天敌鹞子

来袭时冒险保护它。

“什么情境下吃老鼠，什么情境

下不吃老鼠，什么情境下在更大的天

敌面前保护老鼠……不同情境下的

不同表现体现出戏剧人物性格的隽

永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剧

作家欧阳逸冰说。

当舞台转动人性的万花筒，孩子

们不再简单地划分好人或坏人，从而

获得了对社会更深的理解与宽容。

拨动时代的留声机
儿童剧常常以童话作为叙事载

体，是否意味着必然消解历史深度、

稀释现实关怀，从而失去与时代对话

的力量？

《猫神在故宫》讲述了一只生活

在紫禁城的御猫，穿越数百年时光来

到初建成的故宫博物院，与这座壮丽

的宫殿以及其中文物“罐罐”重逢，并

见证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

专家认为，该剧以穿越的情节设

计、童话的叙事方式，再现了故宫的

一段珍贵历史，有助于今天的孩子们

了解历史、亲近文物、走进故宫，更加

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剧作家是酿酒人，把历史与现

实酿造成苦涩的酒、甘甜的酒、令人

高歌的酒、令人感叹的酒，奉献给读

者和观众。”欧阳逸冰说。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陈涌泉表示，好的儿童剧不

但要有童真和童趣，而且要与时代同

行，记录、描写、反映这个时代。

《萤火虫姐弟历险记》通过萤火

虫的视角讲述土地公公变成“怪味公

公”、土地硬化导致蚯蚓被迫搬家等

事件，反映了环境保护等社会议题。

《山羊不吃天堂草》通过乡村少年进

城务工后最终领悟自家山羊不吃“天

堂草”原因的故事，反映了我国城市

化进程的一个时代侧面。

文学评论家章德宁认为，这些优

秀的儿童剧体现出直面困境、坚守光

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或许不能

疗愈社会，但足以让孩子们的眼睛保

持必要的敏感与温润。”

当舞台拨动时代的留声机，孩子

们听见历史的回声，触摸现实的脉

搏，从而建立起对世界的立体认知。

展开生命的记事本
当打破那些刻意营造的美好假

象，勇于直面生命的悲欢离合，儿童

剧将成为生命教育的一次启蒙。

《木又寸》是中国儿童剧历史上

罕见的独角戏，主人公小银杏树经

过四次移植，认识了柳树大姐、杨树

兄弟、小猫一家和知了等伙伴，也目

睹了身边朋友被移栽、嫁接、腰斩等

遭遇。

“一瞬间已成沧海桑田的生命体

验，可以属于一棵树，也可以属于一

个孩子。”该剧作者冯俐说，《木又

寸》以孩子能理解的童话形式讨论了

万物共生共存的自然法则。

欧阳逸冰说，观众在剧中能透

过小银杏树的视角，真切体会到它

的思念、牵挂、担忧与痛苦，从而领

悟到所有生命都应有平等生存权利

的道理。

“优秀的儿童剧要敢于为主人公

设置困境、逆境、绝境，甚至可以让主

人公失去亲人、朋友和赖以生存的家

园。”原总政话剧团艺术指导、剧作家

李宝群说，让孩子体验剧中主人公成

长的艰辛和生命的磨难，有利于培养

他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坚强意志。

音乐剧《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

以昆虫寻母的故事为引，同样聚焦离

别与死亡的生命主题：蝶儿踏上漫长

的寻母之旅，当她自己也成为母亲，

知晓新生命的降临意味着自身生命

的终结时，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

“蝶儿在一次一次寻找妈妈的过

程中，也对生命发出一次一次的追

问。”该剧导演焦刚说，优秀儿童剧创

作者应像哲学家一样，在看似日常的

情境中嵌入对人类生命意义和存在

本质的思考。

“向今天的孩子们讲述关于生命

的故事，让他们学会尊重每个生命的

价值、选择，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表

达情感，让他们了解人性的善与恶，

帮助孩子们健全人的品格和完善人

的品性，这些都是戏剧的责任。”北京

戏剧家协会理事徐健说。

当舞台展开生命的记事本，孩子

们理解悲欢交织的成长之路，由此学

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时光。

新华/传真

越剧《我的大观园》
新诠释尽显宝玉的反叛与赤诚

展现茅奖作品文学厚度

舞剧《主角》为长三角戏剧节启幕

“国话·上海演出季”7月开启

五部大戏 长演不衰

5 月 17 日至 18 日，多媒体跨界融合音乐话剧《西汉有戏·辛追的家宴》在湖南大剧院演

出。该剧将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妻辛追置于六场“家宴”之中加以重构，既保留历史

真实考据的脉络，又借由虚实结合的叙事结构演绎“她是谁”“她为何赴宴”“她如何面对家国

抉择”等核心命题。此外，该剧以马王堆真实出土文物为基础，结合光影装置与真人演绎，构

建出一座可触可感的“西汉生活场”。

新华/传真

近日，大型文旅舞台剧《月映武夷》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上演。该剧融合音乐、舞蹈等表演

形式，以朱熹成长故事为主线，展现八闽传统文化，成为武夷山的文旅新名片。

新华/传真

儿童剧如何成为舞台上的成长课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杂志

日前在京主办的研讨会上，一批儿童剧新作引起业内关注。

这些作品不断突破创新，用艺术化的表达叩击童心，在

舞台上为孩子们展开一堂堂别开生面的人生成长课。

《猫神在故宫》剧照。

《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剧照。

《主角》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