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具有抗战话剧传统的山城

重庆，观摩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

剧目展演，我与热爱话剧艺术的

重庆观众一起，沉浸在兴奋、激

动、开心和沉思中感受话剧艺术

的新收获，实为有幸。

这次展演的剧目，从题材方

面看，除个别戏的部

分 情 节 涉 及 晚 清 生

活外，几乎都是表现

我 国 辛 亥 革 命 前 后

至 今 社 会 生 活 的 现

代题材；其中约一半

是 新 时 期 以 来 的 当

代题材。这些剧目，

无 论 是 反 映 民 主 革

命时期、新中国成立

初期，还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社会生活，都

体 现 着 鲜 明 的 时 代

精 神 和 强 烈 的 现 实

感 。 这 是 话 剧 艺 术

的可贵之处。

话 剧 善 于 表 现

社 会 转 型 期 人 们 的

生 存 状 态 及 心 路 历

程。如这次展演的 3

台 农 村 题 材 戏《喊

山》、《日出而作》、《万

世根本》，都以我国农

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前后渴望改革、呼

唤改革、投身改革为内

容，反映了我国社会变

革的发展趋势。

话剧善于表现我国政治、军

事 斗 争 中 的 重 大 题 材 和 领 袖 人

物、上层人物。如《毛泽东在西北

坡的畅想》和《北平·1949》，前者

以政论剧的形式和史诗般的恢宏

气势，表现开国领袖的雄才大略

和博大胸怀；后者以北平解放前

夕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为戏剧的

首要人物，通过北平和平解放前

夕的国共两党的博弈，正面表现

了傅作义对历史负责，向人民投

诚的心路历程。

话剧往往直面现实，善于揭

示生活的矛盾，如《这是最后的斗

争》。这个戏讲述一位毕生坚守

信仰的老共产党员、军队离休干

部和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及

外孙子等人各自的人生道路、信

念、操守的故事，展现在商品经济

条件下崇高与卑鄙、奉献与贪腐、

辉煌与虚浮并存的现

实生活。这部戏的思

想很尖锐，在弘扬正

气的同时，对生活中

的消极落后面作了无

情的揭露。

话剧不唱，没有

抒情唱段揭示人物的

内心情感，但它仍可

把人物的情感世界淋

漓尽致地展示在观众

面 前 。 如《 春 雪 润

之》，它以毛泽东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处理刘

青山、张子善贪污腐

败案和毛主席送子抗

美援朝为基本事件，

细腻而独特地表现一

代伟人毛泽东丰富而

深沉的感情世界，让

观众的情感在审美中

得到净化和升华。

各种形式的舞台

艺术都有独特的表现

手段，在我们的文艺

百花园中，都应有其

独特位置，都应该在

促 进 文 化 大 发 展 中

得到发展。其中，作为具有人民

性、现实性和战斗性传统的百年

话剧，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

具 有 强 烈 的 现 实 感 和 强 烈 的 时

代精神。应该说，话剧是体现主

流 文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载 体 。 从 这

种意义上说，话剧艺术是不可或

缺的。

感谢话剧！感谢为话剧的生

存而艰难拼搏的人们！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

术创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戏

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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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

目展演，让我有机会对当代话剧

舞台增添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对

它的演出面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这次展演还在进行中，尚未

结束，就目前观看到的十几台剧

目，我从自己不大的视角，表达两

点感受。

一、展演中的话剧舞台，仍保

留着传统的优势和传统的创造精

神。话剧一百多年之前虽然是舶

来品，但一旦播种在我们的土地

上，逐渐根深叶茂，也成了针砭时

事、冲锋陷阵的舞台勇士，特别能

战斗！

本 届 展 演 剧 目 仍 有 这 种 风

貌。它在当代的舞台上，仍旗帜

鲜明、气势磅礴地记录了一页页

难以忘怀的历史，一曲曲酸甜苦

辣 的 生 活 赞 歌 。 尤 其 是 军 旅 舞

台 的 几 部 作 品，如 政 论 戏 剧《毛

泽 东 在 西 柏 坡 的 畅 想》，以 毛 泽

东“ 进 京 赶 考”的 小 故 事 为 舞 台

蓝本，在风云震荡的历史转折时

刻，谱 写 了 史 诗 般 的 瑰 丽 畅 想；

如《生 命 档 案》的 舞 台 上 ，以 真

实、质朴的白描笔法，感人至深，

催人泪下，塑造了军队档案工作

者 刘 义 权 的 平 凡 故 事。《这 是 最

后 的 斗 争》是 一 出 正 气 凛 然、匡

正 时 弊 、痛 击 邪 恶 的 主 旋 律 戏

剧，更 带 春 秋 笔 法，是 一 幅 当 代

的风情画。

展演剧目中的《红帆》、《春雪

润 之》、《河 街 茶 馆》、《北 平·
1949》、《喊山》、《日出而作》、《吼

叫水》、《高速时代》等作品，敢于

直面社会、直面现实、直面生活，

无论是对历史题材的把握，还是

朴素地表现当代生活，舞台上都

有极强的使命感，展示了话剧艺

术活跃的生命力。

二、话剧舞台的历史和艺术

的使命，应该包括传承中国戏剧

文 化，延 续、弘 扬 中 华 文 化 的 命

脉。我认为，话剧是戏剧文化的

重要窗口，也是当代戏剧发展的

主 要 坐 标 。 部 分 展 演 剧 目 比 较

倾 向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关 注 ，或 作

重 新 的 定 位 ，或 挖 掘 舞 台 表 现

的意蕴。

《天 地 文 通》、《我 的 父 母 之

乡》、《宣和画院》、《与妻书》等，各

自选择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

同题材的故事，但都或张扬、或蕴

含了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情致。《天

地文通》坚守着“行德崇文”道德

底线；《我的父母之乡》十分诗化

地表现了对父母之乡的眷恋；《宣

和画院》满台“文房四宝”的馨香

中展示了生活况味；《与妻书》更

以撼人的笔墨，悲情地讴歌了一

对革命者，在生死抉择面前至深

至爱的革命情操……令人唏嘘、

令人感怀，更令人崇敬。这类剧

目浓郁的书卷气息、发人深思的

哲理思考，可能与我们当下生活

有一定的距离，但它们都流淌着

民族文化的血脉，都回响着传统

文化的意韵，我们仍然能与之沟

通，能感悟、陶冶我们的情操，纯

化我们的心灵。

话剧艺术的功能是多元的，

创造的空间也是很大的。我们不

能只停留在单一的教化层面上。

在话剧舞台上，褒扬、开掘、承继

传统文化，这副担子应该当仁不

让地挑起！这样才能展示话剧艺

术的时代魅力！

话剧展演活动，既是一次回

望，更是一次舞台艺术攀登的开

始。近年以来，话剧艺术家们以

富有创造的激情，充盈着艺术的

责任感，拥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

生活。他们以趋于理性的艺术思

考，遵循舞台创造的法则，挚爱地

护守着话剧的百花园地。他们耕

耘不息，春播秋收。我相信通过

展演、观摩、交流，无疑将获得更

大的丰收！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

由文化部由文化部、、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部艺术司文化部艺术司、、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承办的第六届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承办的第六届

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44 月月 22 日在重庆开幕日在重庆开幕。。

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文化部举办的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文化部举办的，，在全国话剧界具有展示意义的重要艺术活在全国话剧界具有展示意义的重要艺术活

动动。。活动每三年一届活动每三年一届，，已成功举办过五届已成功举办过五届，，推出了一大批思想性推出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统一且形艺术性和观赏性统一且形

象鲜活象鲜活、、内涵丰富内涵丰富、、具有独特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优秀话剧作品具有独特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优秀话剧作品，，有力地推动了话剧艺术有力地推动了话剧艺术

繁荣发展繁荣发展。。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是自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是自 20072007 年话剧百年纪念大会暨第五届全国话剧年话剧百年纪念大会暨第五届全国话剧

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之后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之后，，全面展示近三年来我国话剧艺术创新发展的优秀成果全面展示近三年来我国话剧艺术创新发展的优秀成果，，推出话剧新推出话剧新

剧目的话剧艺术盛会剧目的话剧艺术盛会。。参加此次话剧展演的参加此次话剧展演的 2323 台剧目来自全国各省台剧目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辖市以及中

直单位和部队的话剧院团直单位和部队的话剧院团。。这些剧目内容丰富这些剧目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题材多样，，充分显示了话剧艺术工作者勇于充分显示了话剧艺术工作者勇于

创新的艺术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创新的艺术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2323 台参演剧目分别是台参演剧目分别是（（按行政区划排列按行政区划排列）：）：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这是最后的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天津人民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艺术剧院《《北平北平··19491949》，》，河北省话剧院河北省话剧院《《日出而作日出而作》，》，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喊山喊山》，》，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话剧院话剧院《《乡村检察官乡村检察官》，》，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黑石沟的日子黑石沟的日子》，》，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话剧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话剧团《《风风

刮卜奎刮卜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九七七一九七七》，》，江苏省南京市话剧团江苏省南京市话剧团《《高速时代高速时代》，》，安徽省话剧院安徽省话剧院

《《万世根本万世根本》，》，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我的父母之乡我的父母之乡》，》，山东省话剧院山东省话剧院《《大商无算大商无算》，》，河南省话剧院河南省话剧院

《《宣和画院宣和画院》，》，广东话剧院广东话剧院《《与妻书与妻书》，》，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春雪润之春雪润之》，》，重庆市话剧团重庆市话剧团《《河街茶河街茶

馆馆》，》，重庆三峡歌舞剧团重庆三峡歌舞剧团《《三峡人家三峡人家》，》，贵州省话剧团贵州省话剧团《《天地文通天地文通》，》，甘肃省话剧院甘肃省话剧院《《兰州好家兰州好家》，》，

总政话剧团总政话剧团《《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生命档案》，》，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红帆红帆》，》，兰兰

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吼叫水吼叫水》。》。

在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期间在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期间，，推出这期专题评论推出这期专题评论，，回顾话剧发展历程回顾话剧发展历程，，全方位全方位、、

多角度多角度、、深层次探讨当下话剧发展趋势深层次探讨当下话剧发展趋势，，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话剧艺术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话剧艺术，，关心话剧发展关心话剧发展，，从而从而

更好地促进话剧艺术的创新和繁荣更好地促进话剧艺术的创新和繁荣。。

创新的艺术追求 不懈的探索精神
——评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今年山城重庆的 4 月，繁花似

锦，春意盎然，与春天一起到来的

是像春天一样缤纷灿烂的一台台

话剧。由文化部、重庆市政府主

办，文化部艺术司、重庆市文化广

播电视局联合承办的第六届全国

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于 4 月 2 日在

重庆拉开了帷幕。来自北京、上

海、广东、天津、福建、甘肃、南京、

河南、河北、山东、黑龙江、安徽、

辽宁、内蒙古、贵州、重庆等省市

自治区和部队的 23 台话剧，在重

庆的各大剧场竞相上演，好戏连

台，异彩纷呈。

笔者观看剧目过半，深感此

届展演的剧目，有分量，有品位，

有佳作。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这

是最后的斗争》表现的是一个老

红军、老共产党员对革命信仰的

忠诚与坚守；广州话剧艺术中心

的《春雪润之》，艺术地展现了一

代伟人心中的那滴泪；总政话剧

团的《生命档案》，塑造了一个真

实而又可信、平凡而又伟大的革

命军人；《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

想》运用意识流的艺术表现形式，

再现了一代领袖对国家、民族、家

庭的思考；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

《北平·1949》把深明大义的傅作

义先生塑造得襟怀坦荡，顶天立

地；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红

帆》，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群解放

海南岛的官兵以及百姓，用鲜血

染红了征帆，撼人心魄；重庆市话

剧团的《河街茶馆》表现了抗战时

期山城世俗百姓的茶馆生活和爱

国情结；贵州省话剧团的《天地文

通》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出现了

不俗黔商的艺术形象；南京市话

剧团的《高速时代》，表现了一对

父子为中国制造高速列车而付出

毕生心血的生动故事；福建人民

艺术剧院的《我的父母之乡》，是

冰心在为人们讲述她的父亲抗击

侵略的一生；兰州军区战斗文工

团的《吼叫水》续写了当代军人忠

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崇高品德和

献身精神；河北省承德话剧团的

《喊山》是山里人喊给大山听的一

段酸甜苦辣的往事，表现山里人

的命运、躁动与和谐。

话剧历来是重庆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沉淀，

有着璀璨的光辉篇章。话剧于重

庆，是一种缘分，是一种恩赐，是

一种情结，是一种偏爱。重庆有

中国话剧之魂。重庆是一座幸运

之城，那是因为有了话剧，有了话

剧在重庆独有的黄金时代，有了

话剧大师们在重庆那份隽永的生

命情结，有了中国话剧百年在重

庆特殊的灿烂篇章，有了今天在

重庆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

剧目展演。

（作者系重庆市艺术创作中

心编剧）

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

演正在重庆举办，有不少戏相当

精彩，有的戏比较一般。你在剧

场门口一站，就能感觉出来：观众

涌动，趋之若鹜，肯定有好戏；反

之，冷冷落落，戏便一般。

话剧在我国百年有余，无论解

放前的左翼剧团，还是新中国成立

后的国营剧团（话剧团无私营），一

般都不讲市场运作，不靠票务养

团。现在要转轨转制，要推向市场，

观众成了真正的衣食父母。话剧当

前还濒临困境、危境。

话 剧 走 向 市 场 ，大 势 所 趋 。

适者存，逆者亡，似乎很残酷。依

我看，话剧兴衰的关键是剧目的

质量，不是没人看话剧，而是低劣

平庸的话剧没人看。凭什么让并

不很富裕的民众掏百十来元买票

去看戏？除非戏特别有吸引力，

不看若有所失，这才进剧院。看

了心满意足，神情愉悦，觉得钱也

花得值，这才是商业运作下的良

性观演关系。一句话，观众要看

好戏，好戏不怕没人看。

观众是从感性出发看戏，而不

是从理性出发看戏。不管是什么题

材、风格、样式，他们喜欢便爱看。

话剧有别的艺术样式不可替代的作

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

是它的本色。话剧能迅速反映时代

变革、百姓需求，这是它的特性，也

是它的强项。在走进文化市场、引

入商业化运作之时，这些传统和特

性应不应该放弃？我以为答案是否

定的。这些传统与话剧的生命相关

联。丢失这些传统和特性，话剧气

数将尽。如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因循守旧，肯定谈不上什么质量。

这样炮制出来的戏，即使依靠发红

头文件、单位包场，也起不到多大作

用。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能一味反对

为完成任务而做戏，但不管什么情

况，选择什么题材，完成何种使命，

配合什么形势，既然搞的是戏，就要

按艺术创作规律办事，在艺术质量

上要力臻上乘；否则宁可不做，以免

劳民伤财，也挫折自己的士气。

这次话剧展演汇集近三年的

话剧剧目，其间经过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许多戏与 60 年大庆

多少、远近都有关联，好戏不少。

举例而言，《北平·1949》，顾名思

义，写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个题材

与相关人物大家都熟，有关的电

视连续剧热播之后，第二轮又在

播出。这出话剧，在京、津地区演

出，备受赞赏，在展演中，一场即

满，二场就一票难求。并无多少

宣传，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和号

召力。此剧有独到视角，谋局结

构和表演都出色，有自己的演出

形式。正因为是上佳的戏，便有

相应的热烈回报。《这是最后的斗

争》、《万世根本》以其直面生活的

尖锐性，不回避历史与现实的矛

盾，扶正祛邪，关心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人民的利益，以其振聋发聩

的力量和惊心动魄的艺术，征服

着观众，是广大观众极为欢迎的

剧目。即使写英模人物和领袖人

物的戏，如《生命档案》、《春雪润

之》也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突破旧

有模式，别具创意，艺术上独出心

裁，是戏剧刻画人物跃居新层面

的上乘佳作。这些戏因高质量、

高水平不胫而走，它们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未可限量。

质量是剧目的生命，剧目的

生命关系着话剧的前程，这是我

观摩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

演的心得之一。

（作者系戏剧评论家）

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话

剧的一片圣土。这里聚集了众多

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在周

总理的影响下，为了抗日、为了民

族的存亡，在艰难困苦，甚至是忍

饥挨饿的情况下，演出了大批轰

动山城、影响全国的话剧。郭沫

若的《屈原》、曹禺的《家》等都是

在这里首演的。金山、张瑞芳创

造的脍炙人口的屈原、婵娟、觉

新、瑞珏等人物形象都诞生在这

里。嘉陵江畔，长江之滨，都留下

过他们的足迹。

第 六 届 全 国 话

剧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在

这里举行，是对抗战

精神的一种纪念，是

继 话 剧 百 年 纪 念 活

动 后 的 又 一 次 话 剧

艺术盛会，是话剧工

作 者 向 祖 国 人 民 献

上的一片赤诚之心，

是 对 话 剧 优 秀 传 统

继承、发扬和话剧艺

术发展、繁荣的又一

次推动。

作为一名在戏剧

舞 台 上 奋 斗 了 近 60

年的话剧工作者，有

幸参加这次话剧艺术

盛会，欣赏到这么多

的优秀话剧剧目，我

为演员的精彩表演而

激动，为剧中人物的

跌宕命运而流泪。我

为当代话剧骄傲！为

我的同行们骄傲！评

比期间，虽然常常一

天要看两出戏，我却

兴奋得完全不觉得疲

累。

这次展演日程刚

刚过半，我却已经感

到，不管是老演员还是青年演员，

都在朝着演戏要演人的方向努

力，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把人物的

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从而强烈地

撞击着观众，感染着观众，激励着

观众。这些剧目中有为新中国解

放事业戎马倥偬几十年，如今已

经离休的老将军；有为解放北平

做出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将领；有

为档案工作投入全部心血乃至

生命的普通一兵；有冲锋陷阵的

解放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有为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民；有身

份低微但爱国爱家、支援抗战的

茶馆老板娘；有当代的江泰；有

通过倒卖国家赈灾物资发财但

最终犯罪的失足青年；有坚持诚

信将多年用心血制作的印泥愤

然倒进水井的书法家；有国民党

总统府的制印官，如今看大门的

老 大 爷 …… 一 个 又 一 个 人 物 形

象是那么鲜活，相信展演全部结

束后，会有更多的惊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领袖人物

的塑造，不仅是追求形似，更着力

追求神似。有的演员在外形上不

占便宜，甚至距离甚大，但在表演

上注意神似，细腻地诠释领袖的

喜怒哀乐、儿女情长，人物形象更

加贴近观众，深入人心。

内心充实了，如果没有外部

表现力，川剧演员说这叫“茶壶里

的 汤 圆 ，一 肚 子 货 ，

就是倒不出来”。有

了心灵的把握，还要

有 外 部 的 表 现 力 。

他们的一副墨镜、一

根拐棍、一 个 语 气 和

步 态 等 ，都 是 从 生

活 的 仓 库 中 精 心 筛

选 出 来 ，用 在 了“ 这

一 个 ”人 物 身 上 。

一 个 国 民 党 高 级 将

领 始 终 穿 着 士 兵 衣

服 ，但 通 过 他 的 步

态 、台 词 ，构 成 一 种

气 质 ，让 观 众 相 信

他 就 是 将 军 ；尽 管

历 尽 沧 桑 已 经 成 了

看 门 老 大 爷 了 ，但

言 谈 举 止 之 间 ，我

们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旧

总 统 府 制 印 官 的 影

子 ；演 一 个 报 考 大

学 的 中 学 生 成 为 青

年 工 程 师 、中 年 工

程 师 直 至 老 年 工 程

师 ，从 青 年 直 接 到

老 年 ，更 见 演 员 驾

驭人物的功力。

说 话 无 疑 是 话

剧 演 员 塑 造 人 物 的

重 要 手 段 。 但 是 把

作家的台词变成说话，特别是“这

一个”人物的话，是多么的不容易

啊！这要有过硬的基本功，有生

活的积累，有对特定人物性格的

把握。可喜的是，有的主演的大

段台词精彩，有些配角表演也可

圈可点。表现国民党领袖的一大

段台词，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但

其威自在且气势逼人、心计多端；

还有通过台词，塑造了心直口快

的农村大嫂。这种看似普通的表

演，需要演员在背后下多大的功

夫啊！

表演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要

随着时代前进。观众的变化，要

求话剧艺术家穷毕生精力，去追

求、去磨练。正是有了这种磨练

和追求，我们的话剧事业才呈现

出人才辈出的局面。

（作者系著名表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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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吸引观众进剧场
黄维钧

拥抱生活 刻画风情
蔡体良

有分量 有品位
陈朝正

姚 欣 黄维钧石维坚 蔡体良 陈朝正

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现场

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吸引了众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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