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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剧展百花盛开 广西气派继往开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

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再次旗帜鲜明

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国家

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对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

有重要深远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在 2011 年末就作出了建

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部署，这是自治区

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行动。多年

来，广西以舞台艺术精品创作为龙头，通

过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广西文化的软实力

和硬水平，推出一大批具有广西气派、时

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舞台艺术

精品，其中，举办广西剧展成为打造广西

气派舞台艺术精品的重要平台。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

广西剧展创办于 1984 年 10 月，是自治

区政府部门主办的级别最高的综合性

戏剧展演活动。为了与中国艺术节等

全国性艺术赛事接轨，自第七届起，广

西剧展由四年一届改为三年一届。长期

以来，广西形成了以广西剧展为节点的

创作周期，每届剧展中展演的均为广西

文艺院团新创作的作品，是检验这一个

时期广西艺术创作工作的重要方式，是

推出广西气派舞台艺术精品的重要途

径，是展现广西文艺工作者实力和风采

的重要窗口。在历届剧展中涌现出的

广西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如舞剧《妈勒

访天边》、桂剧《大儒还乡》、壮剧《天上

恋曲》、舞剧《碧海丝路》、音乐剧《桂花

雨》等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等国家级重

要专业艺术评比中获得了多项大奖，较

好地宣传了广西，为广西赢得了荣誉。

为了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

十八大精神，广西文化厅于 2012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南宁等地举办第八届广西

剧展，分小戏小品展演和大型剧目展演

两个阶段进行。其中，第八届广西剧展

大型剧目展演是在党的十八大胜利闭

幕后广西举办的首个大型文艺展演活

动，上演广西各文艺院团最新创作的20

台大型剧目，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近

3000 人参演，参演剧目数量之多、持续

时间之长、剧展规模之大均为历届剧展

之最，创造了广西剧展的新纪录，参演

的剧团整体水平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

参加此次剧展的20台参演剧目均为

广西各文艺院团2009年以来新创作的作

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一是剧目题材丰富、现实题材作品

出彩。本届剧展参演剧目题材广泛，既

有反映现实题材的新作，又有地域特色

浓郁的传统戏；既弘扬了时代主旋律，

又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选择的题材涉

及古今中外，展现了广西艺术家广阔的

创作视野。特别是关注现实、反映民生、

展现民情、倡扬主旋律的作品居多。如

现代工业题材的彩调剧《红瑶梦》、表现

当代人“感恩父母”“感恩社会”的彩调

剧《凤山竹》等，同时，一些取材于经典历

史传说故事的剧目也具有较深刻的现实

意义，如取材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历史

典故的廉政题材话剧《四知廉》，讲述为官

清廉、为民造福的京剧《江雪谣》等，都将

观照现实作为剧目的主线。这些剧目从

弘扬广西精神、传递自强感恩信念、展现

当代人精神风貌等方面，描述了生活的多

个层面，展现了广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的新貌，形象生动、个性突出。

二是民族特色鲜明、地域特征突

出。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一直以来是

广西舞台艺术精品的突出特征之一，广

西文化厅 2011 年提出了打造广西世居

民族系列文艺精品的工作思路，引导和

鼓励全区文艺院团创作了一大批广西

世居民族系列的舞台艺术精品，在本届

剧展中，就有展现壮族波澜壮阔历史传

说的壮剧《赶山》、民族音舞诗剧《铜鼓》

等民族特色鲜明、地域特征突出的民族

舞台艺术作品参演。这些作品将广西

世居民族的歌、舞、乐融合于舞台之上，

向广大观众展示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的广西民族文化。

三是剧目质量上乘、舞台演绎精

湛。参加本届剧展大型剧目展演的绝

大部分剧目主创实力雄厚、演员表演精

湛，卢昂、杨小青、吕育忠、邓锐斌等国

内著名艺术家和常剑钧、龙杰锋、符又

仁、胡红一、李钒等广西本土艺术精英在

剧展中均有出色表现。参加展演的不少

剧目在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艺术评比中获

得佳绩，如获得了2010—2011年度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年度资助的桂剧《七步

吟》、荣获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

奖·优秀剧目奖”的粤剧《海棠亭》等优秀

剧目都会在本次展演中上演。

四是剧展惠民力度不断加大，群众

观看更加便利。本次剧展大型剧目展

演的 20 台剧目和颁奖晚会均采取观众

免费凭票观看的模式，邀请广大人民群

众进入专业剧场欣赏专业的舞台艺术

表演，让广大老百姓共享文化发展繁荣

的最新成果。为使群众观演更加便利，

广西文化厅专门安排了3部作品在广西

部分县市演出，合理分布各大演出剧

场，还采取包车的形式，邀请大专院校

师生观看演出，培养年轻观众，增强专

业艺术院团与各大高校的互动，直接将

剧目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老百姓看

戏更轻松、更便捷。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

造活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广西剧展

的举办，就是为了鼓励广西文艺院团创

作出更多优秀的艺术精品，不断提高舞

台艺术作品的质量，面向市场、面向观

众、面向基层，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

神食粮。今后，广西文化厅将立足发展

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科学的

文艺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强化广西剧展

活动平台，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让

更多的舞台艺术精品之花在广西民族

文化强区的沃土上盛开，让广西的文化

事业为建设文化强国、幸福中国作出更

大的贡献。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繁 荣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余益中

曹丕与曹植的故事尽人皆知，但广

西戏剧院桂剧团演出的桂剧《七步吟》

恢宏厚重、美视美听，充满新意。“新”从

何来？不在于它塑造了曹丕、曹植、甄

氏这样的文人或是具有文人气质的人

物，也不在于将曹丕、曹植的诗章《七步

吟》、《洛神赋》等巧妙地贯穿于戏剧情

节之中，重要的是剧作家吕育忠对这一

段历史、对这一历史故事的文化思考与

解读，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其内涵意蕴

的探索、呈现，留给观众思考想象的空间。

魏晋是个很特殊的时代，秦汉雄风

已逝，盛唐气象未至，礼崩乐毁，文人思想

空前活跃，文人艺术个性飞扬。曹植可以

说是这一时代文人的代表，他傲俗自放，

通达，极具才情，却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

涡，又与情感之争相扭结，让我们看到文

人在强势政治下的无奈。

既要杀人又要找出一个冠冕堂皇

的杀人理由，于是既是皇帝又是文士的

曹丕想出七步吟诗这一遮羞布。才思

敏捷的曹植七步诗成，曹丕偏偏又说是

八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提

问发人深省。此刻矛头指向远远超越

曹丕这一人物，直指统治中国大地千年

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

甄氏是个外表柔顺、内心倔强的女

人，她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象征。

特别是她自饮毒酒结束年轻而美丽生

命的行动，以此为了结，也结束了这场

“七步”与“八步”之争。甄氏以她的生

命和鲜血护卫了她所爱的男人，同时也

撞击着另一个爱她的男人的心。

剧作家吕育忠以他的才识解读这

段历史，导演杨小青、龙倩与剧作家一

同思考，并通过形象、场面铺排等戏剧

手段呈现于舞台之上，让观众有戏可

看，也让善于思考的观众和戏剧一同思

考，共同解读这段历史。舞台上半壁铜镜

贯穿始终，这面铜镜是历史的见证，提醒

我们以史为鉴，辨真伪、善恶、美媸。

由常剑钧、胡红一编剧，卢昂导演

的大型壮剧《赶山》，是一出恢宏悲壮、

至情至性的史诗巨篇。作为 2012 年广

西重点打造的优秀剧目，该剧演绎的是

远古壮乡的传说故事：第八十一代织锦

传人雅杰娽刚织完藏有壮家幸福密码

的美丽壮锦，山巅上那只对壮锦企盼了

千年的石鸟诺藤便施展魔法，窃走了壮

锦，将它化为了自己身上艳丽的羽毛。

为了壮家的幸福，为了追回壮锦，母亲

雅杰娽率领三个儿子踏上了凶险艰难

的追赶之路。石鸟一路设计阻拦母子

四人，而壮人的坚忍不拔，壮人的孝心

忠义，壮人的视死如归，壮人的义无反

顾，感动了原本无情的石鸟。当雅杰娽

用计瞒过了小儿子，举身蹈火，化为满

山红棉时，被母子的壮举彻底征服了的

石鸟，忍着巨痛拔掉身上的羽毛，将美

丽的壮锦归还壮乡。

广西戏剧院壮剧团精心打造的《赶

山》，几乎涵盖了壮民族生存、繁衍、壮

大历程中所有的生命符号，融汇了广西

地域独有的布洛陀、壮锦、铜鼓、矮马、

马骨胡、驮娘江、干栏、天坑等文化元

素。神奇的石鸟是该剧的独创，也是全

剧情节的关键，偷锦的是它，引发母子

翻山越岭追赶的是它，从无情冷血到被

人类所感动，直到最后忏悔羽殇、归还

壮锦的还是它。赶山的坚忍和石鸟的

转变，形象地揭示了壮民族执着顽强、

至情至性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大爱。

母亲率领三兄弟赶山组成了该剧

情节的核心内容。全剧正是围绕着这

一核心情节展开冲突和结构剧情，层次

清晰地揭示了三兄弟不同的性格和母

爱的伟大，揭示了石鸟被感化的内心历

程，而石鸟的感化是以母亲和两个儿子

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全剧充满了浓烈

的悲剧色彩。

壮剧《赶山》的编剧常剑钧是仫佬

族诗人，该剧文本就是一篇壮美的诗

篇，语言洗练，善用比兴，极富诗意和民

间色彩。“短短的腿走长长的路，矮矮的

身爬高高的坡”，如此美妙的文字，全剧

几乎俯拾皆是，大俗大雅，值得回味。

导演注重突显本剧独有的风格，创造了

非常适合剧本内涵的呈现样式，给观众以

视听和情感的强烈冲击。演员的精彩表

演可圈可点。该剧的音乐也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元

素，充满了壮剧的特有魅力。壮剧《赶山》

是用壮民族的精神着力打造的广西气派、

壮乡风格的优秀壮民族舞台精品，可喜可

贺！我相信，在全体主创的不断打磨下，

该剧一定会唱响广西，走向全国。

在第八届广西剧展中，唯一一部工

业题材的现代彩调剧《红瑶梦》引起观

众兴趣。演出结束，演员再三谢幕，观

众掌声不绝，剧场气氛热烈。

工业题材在戏剧舞台上特别在戏

曲方面，历来被视为不好写、难以表现、

吃力不讨好的题材。因此，表现工业题

材的戏曲作品少之又少。作为广西工

业重镇的柳州，不畏艰难，勇于推出以

柳州工程机械厂为原型的工业题材现

代彩调剧《红瑶梦》，且获得观众的认同

和喜爱，实属不易。

《红瑶梦》魅力何在？

我认为，《红瑶梦》动人之处在于情。

《红瑶梦》选取柳州工程机械厂为

创作原型，戏剧性地设置了这样的故

事：第一个红瑶女研究生、龙腾机械厂

新产品的技术攻关组带头人兰山翠失

散 20 多年的亲生父亲罗远山，恰恰是以

投资为名，实则想兼并龙腾工程机械厂

的英国鑫锐公司掌门人。这样，该剧就

把兼并与反兼并的尖锐冲突与矛盾融

于失散了 20 多年的父女相认的亲情矛

盾冲突之中。

把机械厂与外资的冲突，用父女亲

情冲突来替代，并浓墨重彩地写情抒

意，是该剧的高明之处。

父女的矛盾，实则是机械厂与外资

兼并反兼并的矛盾，以此为主线，该剧

演绎了一出情深意浓的爱国爱厂爱家

乡的好戏。

《红瑶梦》写情而不矫情。兰山翠

面对失散20多年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父

亲，情绪异常激动和复杂。她在母亲坟前

哭诉“梦中常把父亲盼，面对父亲又隔座

山，分明是吞并不成拆跳板，这样的亲情

我心寒。我若不把老爸认，心中忐忑又不

安。”“哎呀呀，亲情难断，认又不甘，好为

难哟，好为难哟，好为难。”正是这“好为

难”的展示，一个有血有肉、具有真情实

感的瑶山女才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才

可亲可爱，打动观众。

此外，山翠红瑶女大学生身份的设

置，巧妙地把城市大企业与美丽的山乡

紧紧相连，既展示现代大企业的龙马风

骨，又充盈浓郁的山乡民族风情，使硬

朗的工业题材，得以诗情画意地展现。

这是该剧吸引观众的又一闪光点。

由广西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创作排演的大型新编历史粤剧《海棠亭》

作为近年南宁市重点打造的一部优秀剧

目，体现了广西本土题材与现代舞台语

汇的良性结合。该剧以北宋大词人、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由于受老师

苏轼的牵连，被贬为南宁横州（今南宁

市所属的横县）“编管”期间，传道授业、

兴办教育的史实为依据，展示了“只要你

为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就会记得你”的

主题，塑造了一个落难不落志，像海棠花

一样可以到处生根开花的词人形象。

作为当代文化语境下南派粤剧艺

术的纯美呈现，大型粤剧《海棠亭》在继

承传统粤剧艺术形式的同时，着眼诗意

风格，携手传统与时尚，对话古典与现

代，在内容与形式上勇于创新。一是大

胆改变传统戏剧的叙述方式，注重各色

人物和事件的诗化整合，将戏剧关注的

视角由外在的故事转向人物的心灵，通

过秦观屡遭贬谪、大起大落的坎坷人生

经历，以艺术化的结撰方式隐微心曲，

表现对人物悲剧人生的一次巡礼，完成

对生命价值的一次叩问。二是大胆创

新舞台表现形式，融入壮族舞蹈、广西

山歌等民俗艺术语汇，在唱腔和旋律上

进行创新和突破，并依托如诗如画的舞

美、娓娓动听的音乐、细腻婉转的唱腔，

在光影流转、水袖摇曳、歌舞翩跹中呈现

南派粤剧博大精深的气象和旖旎浪漫的

情思，使全剧宛如一株淡雅幽兰，并具有

了圆整、空灵、诗化的审美特征。三是

集广西本土题材、本土剧种、本土演员

于一身，由曾参与编创京剧《华子良》、

话剧《立秋》和《朝天吼》等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剧目的著名编剧卫中和广西本

土编剧陈晓玲担纲剧本创作，由曾获中

国戏剧梅花奖、文化部“文华导演奖”等

奖项的苏金榜担任总导演，由多次担纲

粤剧界梅花奖获奖剧目音乐唱腔设计

的著名粤剧音乐家卜灿荣做音乐创作，

全面集合南北艺术家的智慧，大胆起用

年轻演员担纲主演，赋予现代南派粤剧青

春时尚的面貌。饰演秦观的演员黄俊成

是“广西粤剧第一小生”，其形貌唱做俱

佳，个性化地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血肉

丰盈的秦观形象。

海棠留香，纯美绽放，大型新编历

史粤剧《海棠亭》借助内容与形式上的

不断探索，找寻延续和弘扬传统艺术的

新路径，它必将引发更多的对传统文化

精华的关注和思考。

1.歌剧《大秦灵渠》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广西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交响乐团 演出

2.童话音乐剧《鬼马小雀仔》广西群众艺术馆 演出

3.桂剧《七步吟》 广西戏剧院桂剧团 演出

4.话剧《老街》 广西群众艺术馆 演出

5.舞蹈诗《瑶都神韵》 来宾市金秀县瑶族文化艺术研究展示中心 演出

6.仫佬剧《玉笛情缘》 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艺术团 演出

7.民族音舞诗剧《铜鼓》 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演出

8.粤剧《海棠亭》 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演出

9.彩调剧《凤山竹》 桂林市永福县文体局 演出

10.壮剧《赶山》 广西戏剧院壮剧团 演出

11.木偶剧《拇指姑娘》 广西木偶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演出

12.舞剧《瑶妃》 贺州市群众艺术馆 演出

13.大型神话粤剧《合浦珠还》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演出

14.彩调歌舞剧《红瑶梦》 柳州市艺术剧院 演出

15.桂剧《何香凝》 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 演出

16.彩调剧《一品油茶七品官》 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 演出

17.彩调剧《凉水井》 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 演出

18.话剧《四知廉》 梧州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梧州市群众艺术馆 演出

19.京剧《江雪谣》 广西戏剧院京剧团 演出

20.彩调剧《山歌牵出月亮来》 广西戏剧院彩调剧团 演出

第八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剧目一览

至情至性 恢宏悲壮
——看壮剧《赶山》有感

季国平

壮美瑶乡壮美瑶乡 情情深意浓深意浓
——我看现代彩调剧我看现代彩调剧《《红瑶梦红瑶梦》》

柳 平

文化的思考与文化的思考与艺术的呈现艺术的呈现
——观桂剧观桂剧《《七步吟七步吟》》

谭志湘

海棠留香 纯美绽放
——谈新编历史粤剧《海棠亭》

薛若琳 农 艳

彩调歌舞剧《红瑶梦》剧照

大型史诗壮剧《赶山》剧照

桂剧《七步吟》剧照

粤剧《海棠亭》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