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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

聚焦现实题材戏曲创作
编者按：现实题材是当下戏曲创作的关注点，也是始终伴随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课题。现实题材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均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人民生活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进入新时代，国家层面的扶持、各

级政府的鼓励尤其是资金和评奖的大幅度倾斜，都为现实题材戏曲创作提供了更好的机遇。近年来出现的很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现代戏作品，彰显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实力的同时也为推动中国戏曲事

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做出了新的努力。在新时代如何进行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如何学习经典、传承创新，推动现实题材戏曲的繁荣发展？如何扶植现实题材戏曲的创作生产、普及推广和理论研究？

本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聚焦现实题材戏曲创作，邀请王馗、傅谨、姜朝皋 3位专家、剧作家，以笔谈的形式从理论和创作等方面对现实题材戏曲创作进行比较中肯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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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创作是中国戏曲在

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的艺术挑

战，也是中国戏曲在现代创造、总结

和提升时必然遇到的艺术机遇。从

上世纪 50 年代倡导现代戏创作，到

本世纪初进行的戏曲非遗保护，两

种实践看似形成极大的反差，但都

指向一个终极的戏曲创作目标：活

态传承和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涵涉三个文化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实际都有序地体

现到了中国戏曲众多剧种的艺术创

作中；中国戏曲在面对不断更新和

转型的时代需求时，用不断拓展的

艺术创造和优秀作品见证了三种文

化在戏曲艺术体中的连续贯通。应

该说，两种实践在外在的政策理念引

导下，实际都在艺术内部自觉地进行

着积极的现代化拓展，这甚至是中国

戏曲艺术规律和发展历史使然。戏

曲现代戏不是上世纪 50年代的突然

变现，其源头可以追溯至近代时装

戏，甚至是戏曲在孕生时“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的文化创造规则；而戏曲

的传承保护也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突然诱发，其实践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年的戏曲发

展，甚至在戏曲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

一以贯之。因此，让戏曲鲜活地生存

在变化的时代和人民中，这始终是戏

曲年轮更迭时的文化使命。

当然，戏曲的现代化不是艺术

形式的此起彼消，而是在艺术累积

中进行艺术体系的扩容；不是所有

剧种的同质化群趋，而是在文化多

样性中保持艺术品格的独立；不是

艺术创作的标新立异，而是在坚守

戏曲本体规律中恪守艺术理想的引

领。这一文化使命既体现在优秀传

统剧目的常演常新上，也体现在优

秀现代戏的成熟创造上。应该说，

传承传统和现代发展对于戏曲而

言，都面临着现代性的赋予和现代

化的提升，这正是戏曲的时代性所

在。传统要在一代代戏曲传承人身

上焕发艺术活力，需要借助一代代

戏曲创作者来形成新的规范和新的

艺术拓展，甚至会让成功的新创演

变为新的“传统”；而“现代”体现在

戏曲创作者与时代不可割舍的联

系中，需要在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化

命题基础上，呈现出戏曲本该有的

传统底蕴和深厚功法，甚至将旧的

传统蜕变转化为新的表达方式。戏

曲丰富的艺术实践在这些方面都有

突出的成就，近 40 年来出现的尚长

荣“三部曲”的代际传承、宁夏现代

秦腔“三部曲”的创作、张曼君导演

的现代戏创作现象、晋剧《富贵图》

创演 30 年演出超 2000 场、蒲剧现代

戏《土炕上的女人》创作演出超千

场、昆曲《牡丹亭》的多版本演出、上

昆《长生殿》《临川四梦》的巡回演出

等等，都显示出活态传承与有序发

展作为戏曲艺术一体两面的辩证转

化。这些成功的实践正是这个时代

所赋予的切实作为。

必须看到“现实题材”依然是戏

曲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命题。国家

艺术基金从 2014 年开始申报，即将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作

品创作和展览、演出，列为年度资助

重点，其中现实题材项目总计资助

资金约 5.8 亿元。在文化部艺术司

的统计数据中，现实题材作品在近

5 年共有 1195 部，其中京昆类 22 部、

地方戏类 642 部。显然，超过 650 部

的戏曲现实题材已经走在实践领域

的前沿，如何更好地创作出优秀的

现实题材作品是当前摆在戏曲实践

领域的重要任务。虽然“现实题材”

与“现代戏”的范畴尚待讨论，但可

以肯定的是，聚焦于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表达，尤其是展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特别是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现实生活，应该

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核心内容。

当前现实题材创作比较严重地

存在对戏曲艺术规律忽视的问题。

中国戏曲的艺术创作在剧种重点院

团和基层院团、在专业院团和民营

院团、在艺术名家和一般性从业者

等范畴中，存在着极大的艺术差别；

而戏曲剧种对于新题材的驾驭，在

大戏和小戏、在大剧种与小剧种、在

跨区域剧种和小区域乡土剧种等范

畴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水平差异。

不能尊重和考量这些客观条件，戏

曲现实题材的创作就很难将剧种、

剧团乃至戏曲从业者的艺术积累予

以充分张扬，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

中出现的偏重刻板的道理宣教、偏

重夸张的英模歌颂、偏重不当的剧

目投排、偏重即时性的政策附庸、偏

重粉饰性的艺术再现，都造成大量

的现实题材作品缺少足够的艺术质

量，缺少观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

惯”。这种对艺术规律的忽视，实际

消减的是戏曲与人民在千百年来形

成的趣味沟通、情感融汇、精神互

渗。特别是在众多现实题材作品

中，每每能够看到空洞的口号宣传、

抽象的观念赋予，这都来自创作者

对于人民生活和情感的疏离，说到

底，不能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进行创

作，不能符合人民喜闻乐见的要求，

不能创作质量上乘的精品力作，戏

曲缺失的正是赖以生存的人民性，

这必然也会限制并影响戏曲时代性

的表达和引领。提高现实题材创作

的艺术质量，实际就是切实提升这

类创作的人民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于戏曲现实题材创作而言，时代

性和人民性决定着戏曲现实题材创

作应该始终追随着时代发展的需

要，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

标准来尊重并引领观众的审美。这

是中国戏曲永葆青春活力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戏曲研究所所长）

戏曲现实题材需要深度把握时代性和人民性
王 馗

现实题材戏曲剧目创作是当代戏

曲发展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出现的多

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现代戏

作品，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戏曲创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戏曲事业

的发展，而且正在逐渐改变戏曲领域

古装戏和现代戏的剧目质量严重不相

称的现象。

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创作需要努

力继承中华民族戏剧的美学传统，要有

对戏曲传统的价值与魅力深刻的情感

与文化认同，已经在戏曲界逐渐形成共

识。戏曲的传统经典包含了戏曲最重

要和最有效的舞台手段，是戏曲化的叙

事、音乐和表演的重要宝库，戏曲现代

戏创作的成就离不开对戏曲传统的有

效传承，背后是民族优秀传

统的继承和化用，这也是毋

庸置疑的道理。只有努力按

戏曲化的原则创作演出，现

实题材戏曲新剧目才有可能

为观众所接受并得到观众喜

爱，才有持续的美学价值，才

能确保新时代的现代戏在戏

曲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现 实 题 材 戏 曲 创 作 要

有新高度，关键是要继续解

放思想，要让戏曲与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进步

相适应。戏曲究竟不只是

身体技艺的展示，还需要通

过故事与人物感化人心，那

些永恒的经典作品更有超

越 时 代 的 深 刻 思 想 内 涵 。

因此，戏曲现代戏只关注舞

台技巧领域的继承与创造

是远远不够的，堪称高峰的

作品更需要戏曲艺术家对

历史的洞察和真理的揭示，

以及触摸人性的深度和人

文情怀。豫剧《焦裕禄》、京

剧《浴火黎明》等现代戏作

品都是深具启发性的典范，

前者并不满足于在舞台上

复述主人公带领群众治沙

和顽强抵抗病魔这些事迹，

作品将这位家喻户晓的模

范县委书记放在共和国历

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塑造了

一位不顾个人沉浮而始终

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有

思考、有担当的干部楷模，

为这个老题材倾注了新的内

涵，还启发了芗剧《谷文昌》

等一批新的戏曲现代戏作

品；后者首次把重庆地区中

共地下党中被捕后一度动摇

的人物置于戏剧主人公的位置，通过范

文华这个戏剧人物的转变强化了人性

的复杂和地下斗争的艰难，在承认人有

“七情六欲”的基础上去张扬正确的人

生道路与选择，让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作

品的人物塑造闪耀出更富人性色彩的

光芒，从而与众多《红岩》题材作品相比

独具一格。秦腔《西京故事》和湘剧《月

亮粑粑》都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前者

揭示了大学里贫困学生的境遇以及他

们所经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后者更直面

当代贫困山区代课老师的无私奉献与菲

薄待遇之间强烈的反差，两部作品都通

过感人至深的舞台呈现，让观众受到极

大的情感冲击，借此引导人们对教育现

状的深度关切。这些优秀的现代戏作

品无疑体现了戏曲界对历史与现实的

新思考，它们在努力让现代戏走出“假

大空”的阴影方面，都具有突出的思想

贡献。它们还都是让戏曲现代戏走出

“样板戏”模式的典范，为新时代戏曲现

代戏创作必须面对并解决的这一艺术

关隘，提交了合格的答卷，因而具备了

更丰富的思想意义。

在戏曲的漫长历史上，现实题材

与历史题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戏

曲的丰厚积淀。当下戏曲领域的发展

仍然如此，现代戏的创作本身并不是

目的，只有通过大量演出，让尽可能多

的观众分享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现实

题材戏曲新剧目的创作才能真正实现

其文化艺术价值；戏曲艺术的创作不

只是从剧本到排练的过程，还需要在

舞台上最终完成精品的打造。现代戏

作品只有在舞台上反复打磨，通过演

出过程中与观众不断互动才有可能臻

于完善，因此，优秀的现实题材戏剧新

剧目的成功创作，必须切实解决现代

戏的市场反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我

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戏曲演出市场

出现了明显的复苏现象，但是客观地

看，有票房价值的戏曲剧目绝大多数

仍然是传统经典。在实践中，优秀的

现代戏作品的剧场演出效果往往十分

强烈，说明观众只要进了剧场完全可能

被现代戏征服；当年的评剧《杨三姐告

状》、豫剧《朝阳沟》都是典型的现实题

材剧目，却丝毫不妨碍它们成为本剧种

最具影响力的经典，持久不衰地受到观

众喜爱；即使注目当下，影视行业也有

大量深受观众喜爱的现实题材新作，说

明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完全有可能为

市场认可。所以，某些现代戏在演出市

场中遭遇的窘迫并没有什么必然性，而

如果在剧场里，仍然只有传统经典剧目

可以卖座，如果在优秀现代戏演出中观

众的感动与掌声不能转化为

票房佳绩，那 就 说 明 ，我 们

还没有建立起亿万观众对

现 代 戏 发 自 内 心 的 认 同 。

如果现实题材新剧目只能

依赖政府的高额演出补贴，

用违反市场规律的超低票

价甚至赠票、组织观众的方

法，勉强把剧场塞满，或许

可以完成演出场次的要求，

却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越是

依赖补贴，观众对现代戏的

艺术和欣赏价值的期待值

越低，现代戏演出就越难有

正常的市场空间。现实题

材戏曲新剧目的市场营销

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在戏曲

界内部，新创作的现代戏没

有传统经典累积数十年甚

至 数 百 年 的 声 誉 为 支 撑 ，

面对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演

出市场上多种演艺形式间

的 激 烈 竞 争 ，现 代 戏 传 播

手段的劣势更为明显。演

出 市 场 上 的 有 效 营 销 ，无

疑 已 成 为现代戏成败的关

键性指标，长期以来，政府

和剧团缺乏现代戏作品营

销的信心和经验，而以剧场

演出为主要形态的戏曲剧

目，如果仍然停留于口碑式

传播的原始层次或行政命

令强迫式的推广，那么现代

戏的市场境遇就不会有根

本性的逆转。持续推出优

秀的戏曲现代戏，用作品本

身的魅力改变市场对现代

戏的偏见与歧视，当然是根

本 之 道 ，但 是 拓 宽 传 播 渠

道，改进传播方式，为现代

戏佳作建立有效的市场营

销模式，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优秀的戏曲作品应该是艺术性与

思想性俱佳的上乘之作，但思想性不

是宣教。现代戏创作领域依然可见程

度不同的，甚至有害的行政干预，某些

地区的领导对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戏曲

的高度专业性没有深切体认和深刻理

解，对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缺乏起码

的尊重，却喜欢对具体创作过程横加

干预，指手画脚，甚至直接动手修改剧

本，还美其名曰“重视”。各种拍脑袋

式的决策和朝令夕改的指示，更让戏

剧艺术家无所适从，不期然就成了戏

曲 现 代 戏 走 向 高 峰 的 绊 脚 石 和 拦 路

虎。某些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创作曾

经深陷“工具论”的泥淖，要求现代戏

简单化和表面化地为政策做图解、宣

扬所在地方领导的政绩和特定行业英

雄劳模的创作，或能满足政治正确的

要求，却不可能有其思考与深度。现

代 戏 创 作 的 题 材 选 择 还 不 够 丰 富 多

元，而缺乏真正的思想内涵，就只能生

产出低水平作品，它们的泛滥也败坏

了现代戏的声誉。现实题材戏曲新剧

目的创作不能仅满足于政治正确，思

想和艺术的新高度，正等着戏曲艺术

家们攀登。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是当前一个

热门话题，作为剧作家，如何创作岀

有着高尚价值追求、积极思想内涵

和丰富文化底蕴的现实题材作品，

既是时代需要，也是责任担当。

当代空前活跃的社会现实为戏

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但并不

等于有了这“源头活水”就能酿造岀

醇浓醉人的艺术美酒。剧作家需要

理智地从现实土壤中，站到历史的

瞭望台上，从人类发展和时代前进

的高度，审视和捕捉当下生存、生命

折射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投影，来描

绘现实。我从个人的创作实践中，

生发出如下几点体悟。

选材要严。选材首先是要考虑

题旨的现代意识，有人说我写的是

现实题材，还会没有现代意识？这

不一定，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时间概念，而是作者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的一种体现。另外要选

择符合戏剧美学特征，能进入戏剧

叙事言情的题材。不是什么题材都

可以拿来写戏的。现在有不少这样

的情况，组织者要求戏剧服从和服

务于现时具体的政策和宣传，比如

说上面强调扶贫，于是作者都来写

扶贫，上面说要宣传英模人物，便都

来写好人好事，造成同类型的题材

一窝蜂上，这就带来大多作品出现

同质化、浅显化的现象。还有各地

都讲努力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有的

就理解为划地为界，作品必须是本

地、本土的人和事。这就使作者题

材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作者的创

作主动性越来越小。文学艺术是全

人类的精神财富，纵观古今中外的

经典作品哪里有地域界限？有些题

材从宣传角度看确实很不错，但却

不宜用舞台剧去表现，原本生活中

很感人的事放到舞台上反而缺乏感

染力，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从创

作规律上讲，创作题材一定是作者

所熟悉的生活而且是真正有感而发

的。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你创

作那么多剧本都是你自己要写的

吗？我坦言，不全是，甚至大多数签

约作品都是命题作文，是邀请方选

定了题材来找我的。那怎么办呢？

这里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对方要我

写的题材正是我要写的题材，比如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开幕式上演出的婺剧《鸡毛

飞上天》就是。我当时正想写一出

表现城市改革开放的戏，而浙江义

乌从当年的挑货郎担鸡毛换糖到世

界商贸名城，是城市改革开放的典

型，正好相关部门找上门来请我写

关于义乌的戏，双方一拍即合。第

二种是实行转化，把你要我写变成

我要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越剧《马

寅初》。开始我并没有思想准备，后

来被马寅初一生求真理、做真人，坚

守学术良知，为维护科学真理而宁

折不弯的浩然之气深深感动，于是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第三种是对

邀请方设想的题材进行改造、提纯、

开掘和深挖，让生活的真实上升到

艺术的真实，如采茶畲歌戏《热血山

哈》、赣剧《青衣》。第四种就是我认

为不适宜用舞台剧表现的或者我自

己驾驭不了的题材不勉强接，婉言

予以谢绝。

文学艺术的使命首先是歌颂真

善美，但并不等于所有作品都一味

粉饰太平，把文艺作品一律变成青

词贺表。在歌颂真善美的同时，文

艺还要批判假恶丑，对社会转型期

那些阻碍时代前进、影响社会发展

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揭露、抨击和

批判。借魏明伦先生的话说：要报

答党和人民的恩德，“笔下的作品应

该是赞美不溢美，报喜也报忧。”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

卑未敢忘忧国是民族先贤传下的优

秀品格。习总书记在怀念作家贾大

山时深情地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还指出

文 艺 工 作 者 要“ 欢 乐 着 人 民 的 欢

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所以我

们的戏剧不能失去忧患意识和批

判的锋芒，应该是立足本土，放眼

九州，以宏观的视野、博大的情怀

和独特的眼光去搜寻和捕捉有时

代光彩和艺术潜力的题材，这是攀

登高峰的基础。

情感要真。人们常说，作品的

生命力在于真实，而真实却包含两

个要素，一是作品所描写对象（客

体）的真实，二是作者主观心意（主

体）的真诚。客体描写的真实是相

对的，而主体心意的真诚却是绝对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作品

就是诚实的作品。观众最不能容

忍的是作者的情伪，或曰矫情，明

明没有那种感受，却装模作样言不

由衷地自欺欺人，这才是最大的不

真实。那种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

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而那种图解

政策、概念标签式的应景之作同样

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能震撼人

心的文艺作品往往意味着生命的

投入、激情的燃烧，是非写不可的

东西，从中能看到作者的眼光、志

向、定力、修养和情怀。我创作京

剧《血沃芳草》时，出品方要求的是

写一部红西路军的戏，把当年英勇

悲壮的历史在舞台呈现。当我掀

开历史的帷幕，走进 80 多年前腥风

血雨的河西走廊时，特别让我感动

的是红西路军的女子先锋团。在

战争让女人走开的军旅生涯中，她

们面对铁蹄，流血裂冰、伏尸盈雪，

用女性的柔弱之躯，挺起一个民族

的气节和尊严。虽然她们正值花

季 年 华 ，正 该 云 鬓 插 花 ，守 闺 待

嫁。然而，革命号召了她们，战争

将她们送上了革命的最前线，她们

用 年 轻 的 血 液 ，用 青 春 、美 丽 、勇

敢 、顽 强 书 写 出 花 朵 般 的 革 命 传

奇，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壮

丽的诗篇，我是一直含着眼泪写完

该剧的。后来我将其改编成婺剧

《血路芳华》，在浙江省第十三届戏

剧 节 上 ，荣 获 十 台 新 剧 目 大 奖 榜

首。可见发自心灵底蕴的火花才

能呈现耀眼的光辉，发自肺腑的真

诚情感才能散发暖人的热量。

立意求深。真正有价值的艺术

品一定包容着对人生的品味和思

索。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但我说

的不是一般地表现人，而是直取人

生。人生，是人的历史性展开，是人

动态发展的流程，是人的生命的具

体实现。我创作的赣剧《青山作证》

描写的是一个四面被大山包围的山

村，祖祖辈辈被封闭和贫穷所缠扰，

为了打通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路，

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在两代三任

村支书的带领下，全村老少用了整

整 28 年的时光。戏的表层情节是

修路，深层意蕴是修人。作品不仅

看到一个宏大工程的艰难曲折，而

且看到两代人 20 余年的生命，在深

山绝岭中度过，把生命中的一切献

给了执着从事的事业，于是这条山

道便成了人生隧道，山道便有了人

生的功能，从中展示出人生的壮美

和人性的光华。

视角求新。没有创新意识就没

有人类的火光，而创新的本质力量

是对生活的思考，有没有对生活独

到的发现是区别一个艺术家和匠人

的分野。京剧《在路上》是正风反腐

的题材。正风反腐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纪检监察人员处于战斗的

最前沿，与腐败分子进行着最直接、

最激烈的较量。一提到他们，人们

就想到刚强正直、铁腕除污的形象，

但却往往忽视了其人性的另一面。

当我深入他们的内心，去触摸那些

高尚心灵的律动，用人性的视角去

审视时就会发现，在打击腐败分子

的同时，对办案人员的心理、情绪和

精神也是一种严重的折磨，遇到打

不开的缺口和瓶颈以及来自各方干

扰时，那种艰难痛苦就像在沙漠中

跋涉。尤其是发现案件跟亲情友情

相缠绕时，这种心理情绪更会强烈

产生。一方面是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担当，另一方面是深深的痛惜和

伤感，由此我感到应该在这类作品

中深刻表现其真实人性化的一面，

使人性中美好的品格从各个层面闪

耀出更加耀眼的光辉，这便有了新

的意蕴。

现 实 题 材 的 戏 剧 创 作 前 景 广

阔，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砥砺前行，

努力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

精神的佳作。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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