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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江南正是春意盎然，遍

地的油菜花把江苏海门这座小小

的城市染成了金黄。热爱生活的海

门人便形象地将油菜花称作金花。

往年，这个金花盛开的时节，

也是海门文化生活最为丰富的时

节——借着“金花节”的契机，一

些演出团体会来到海门，这其中

间或有些明星。

今年，金花终于引来了真正

的金凤凰。4 月 5 日至 18 日，第八

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颁奖暨金奖剧

目展演周在海门举行。14 天中，8

部不同剧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

的优秀作品逐个亮相；各剧目的

主创人员走进乡村和社区，把精

彩的演出送进田间地头；对由主

办 方 中 国 戏 剧 文 学 学 会 评 选 出

的 2011 年至 2013 年创作的 28 台

精 品 剧 目 进 行 简 朴 而隆重的授

奖。这不仅是全国戏剧文化奖首

次在县级市举行颁奖及展演活动，

也让海门老百姓第一次在如此集

中的时间内欣赏到这么多高水准

的演出。

八台剧目沉淀了三年

全国戏剧文化奖的前身是中

国戏剧文学奖，此前已举办 7 届，

奖励和扶植了一大批舞台剧、影

视剧的优秀剧本和剧目，发现了

众多优秀戏剧人才。2010 年更名

后，全国戏剧文化奖经核准重新

设置了四大类奖项，即剧本奖、剧

目奖、戏剧理论评论奖、出品人及

制作人奖。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评

委会主任曾献平说：“更名为全国

戏剧文化奖后，我们的评奖依旧

坚持一贯的民间立场、专业尺度

和包容精神，坚持‘惠及大众，还

戏于民’的办奖宗旨，坚持公开、

公正、公平、公信的原则，评委会

由戏剧文学家、戏剧评论家、著名

编剧、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和舞

台美术家组成，保持着纯专业评

奖的品质。”

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的评

选自 2011 年起，3 年来共有 426 台

剧目参与评选，最终在评委会和

观众评委的审慎抉择下，28 台剧

目脱颖而出。而参与此次展演的

剧目更是优中选优。“可以说，我

们是以‘不重复’为标准选择了这

8 台剧目——剧团性质不重复、剧

种不重复、地区不重复。”曾献平

说，这 8台剧目沉淀了 3年。

而细数这些展演剧目，的确

处处不重复。以剧种划分，包含

豫剧《天职》、京剧《飞虎将军》、雷

剧《黄飞虎》、淮剧《宝剑记》、蒲剧

《青丝恨》、自由体实验戏曲《秀才

与刽子手》、闽剧《林则徐复出》、

山歌音乐剧《江海潮》；河南省商

水县豫剧团、浙江省京剧团、中国

戏曲学院、山西省运城市蒲剧团、

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

参与演出的院团不仅来自不同省

份，院团性质也不尽相同，省级院

团、地市级院团、民营院团、学校

剧团一应俱全。

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总评

委、戏剧影视评论家杜高认为，参

与展演的 8 台剧目各有所长，代表

了如今戏剧界不同的创作方向，

而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作为民间社

团组织如此规模的展演，有着开

创性的意义。

惠及大众 还戏于民

展演期间，各院团、各剧种的艺

术家们不仅在剧院里展示了成熟大

戏的精彩，还以短小精悍的节目为

社区、乡村的群众送去了欢乐。

4 月 8 日，海门镇；4 月 10 日，

余东镇；4 月 14 日，三厂镇。3 次

走基层让数百名观众领略了高水

准的演出。

4 月 14 日下午 1 点，三厂镇居

民姜阿姨带着小外孙来到了社区

广场。虽然离演出还有一个小时，

但广场上为观众准备的木条凳已

经坐满了人，姜阿姨只能带着小外

孙坐到了广场周围的石凳上。

下 午 两 点 ，演 出 正 式 开 始 。

此次的演出阵容由山西省运城市

蒲剧团《青丝恨》剧组、福州闽剧

艺术传承发展中心《林则徐复出》

剧组和来自海门本地的山歌音乐

剧《江海潮》剧组组成。三地的艺

术 家 分 别 表 演 了 各 自 的 拿 手 好

戏，台下掌声、笑声不断。

姜阿姨会唱山歌，但蒲剧和

闽剧都是第一次听，因为没有字

幕，姜阿姨没听懂台上声名赫赫

的演员都唱了些什么，但她觉得，

蒲剧很高亢，闽剧挺温柔。

“我知道，台下大部分观众都

是第一次听蒲剧，也许由于地区

和语言的差异，他们根本听不懂

我在唱什么，但我希望通过我的

演出能让他们知道在山西还有一

种叫蒲剧的戏曲，蒲剧也挺好听，

如果他们能喜欢，我想这次下基

层演出的目的就达到了。”山西省

运城市蒲剧团团长王艺华说。

简朴而隆重的颁奖

4月 18日，第八届全国戏剧文

化奖颁奖仪式在海门行政中心举

行。仪式以“引春”“暖春”“咏春”

“俏春”“颂春”5 个板块，颁出了剧

本奖（含舞台剧、影视剧、广播剧

的大中小型剧本），剧目奖（含综

合奖及编、导、演、音乐、舞美等单

项奖），戏剧理论评论奖（含论文

和论著），出品人及制作人奖（含

单位部门组织奖）四大类奖项。

获奖者中，既有声名显赫的

艺术大家，也有默默无闻之辈，大

批来自基层、耕耘在一线的戏剧

文化工作者与国家顶级艺术团队

和主创登上领奖台。

其中，剧本奖和戏剧理论评

论 奖 评 奖 共 收 到 参 评 剧 本 1078

件，参评论文 162 篇，参评戏剧专

著和丛书 31 部。最终，戏曲《大地

飞虹》（陈林、文硖）、《海峡》（刘桂

成）、《赛金花》（杜家福）等 18 部作

品获大型剧本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首度开评的

戏剧理论评论奖，为中山大学黄

天骥、南京大学吴新雷、华东师范

大学齐森华、山西师范大学黄竹

三 4 位成就卓著的戏曲理论家颁

发 了 戏 曲 教 学 与 研 究 终 身 成 就

奖；为俞为民、谢柏梁、洪惟助、曾

永义等颁发了戏曲史论丛书主编

金奖；为郦子柏、孙德成、俞立华、

封杰、严程莹、李启斌等颁发了戏

剧专著金奖。

表演大奖，由谢涛、冯刚毅、

成凤英、邵志庆、史佳花等 12 位各

剧种的艺术家获得。

剧 目 奖 共 评 出 28 台 优 秀 剧

目，包括大型舞蹈诗剧《大北川》、

晋剧《大红灯笼》、花灯剧《月照枫

林渡》、粤剧《风雪夜归人》、蒲剧

《祝你幸福》等；另有《李小红》、

《伤逝》、《未完待续》、《请你对我

说个谎》、《你好，打劫！》、《白日

梦》等 36 台剧目参加“全国戏剧文

化奖·2011 小剧场优秀戏剧展演

季”并获各类奖项。

颁奖仪式的最后，中国戏剧

文学学会江海戏剧创作基地和全

国戏剧文化奖展演活动基地正式

揭牌。

窒息、痛仰两个摇滚乐队现

场演奏，60 名群众演员不时从各

处涌入舞台……5 月 3 日，由林兆

华、易立明导演，濮存昕、荆浩等

主演的《大将军寇流兰》时隔 5 年

后再度登陆北京首都剧场。这部

糅合了重金属摇滚乐的莎士比亚

作品，让经典和先锋有了正面的

碰撞。而对这部作品的全新解

读，也给“北京人艺制造”增添了

新的内容。

莎士比亚最具争议作品

《大将军寇流兰》译自莎士比

亚剧作《Coriolanus》，是一部罗马

题材的悲剧。该剧讲述了罗马贵

族马修斯因为在寇流

兰城战役立下军功而

获得“寇流兰大将军”

的封号，成为执政官

候选人。但由于他拒

绝当众展示在战争中

留下的伤疤、拒绝以

谄媚的话获取平民的

支持，被两名护民官

认定为“叛徒”并将他

放逐。寇流兰一怒之

下投奔伏尔斯人并与

自己曾经的敌人奥菲

狄乌斯合攻罗马。最

终，他在亲情面前放

下了仇恨，却被奥菲

狄乌斯杀害。

在 莎 士 比 亚 所

有 悲 剧 中 ，《大 将 军

寇流兰》是最不受欢

迎 、最 具 争 议 的 作

品 。 作 为 莎 士 比 亚

晚期的作品，该剧在

思 想 深 度 和 广 度 层

面 与 其 他 作 品 有 所

不同，由于原作呈现

出的复杂社会关系，

这 一 剧 目 在 舞 台 上

亮 相 的 机 会 相 对 较

少 。 戏 剧 家 布 莱 希

特曾在上世纪 50 年

代从其所持的概念化的阶级立

场，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对原作

进行了带有时代印记的改编演

出，却依然未能让这部作品闪耀

出它本该具有的光芒。

林兆华的英雄情结

选择这样的题材，导演林兆华

坦言源于自己的英雄情结。在林

兆华看来，这个剧本最震动他的是

“一个孤独的真正的英雄竟是被自

己人杀死”。2007年，《大将军寇流

兰》作为北京人艺纪念中国话剧百

年展的年末压轴大戏首度上演，剧

本选用了英若诚翻译版本，台词延

续了英若诚一贯的翻译风格——

语言诗化并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

接受习惯，这也是英若诚生前的最

后一部翻译作品。2008 年，该剧

再度上演，之后便销声匿迹。

此次复排，既是北京人艺新

甲子年对保留剧目的恢复计划之

一，同时也是为这部作品今年 8月

赴爱丁堡演出进行预热。

在《大将军寇流兰》的节目单

上，主创人员这样写道：“今天对

该剧进行重新解读，我们发现，

《大将军寇流兰》对于当下我们所

处的社会尤其具有普遍意义。我

们期望能穿越表象的迷雾，深入

到对人类社会更为本质的思考中

去，并以此作为一面镜子，尽可能

地映照出我们生存世界的清晰面

貌，甚至透视于世界本身。”

打破惯有表现方式

莎士比亚一贯的浪漫唯美在

《大将军寇流兰》中丝毫不见，取而代

之的是对人性、政治和社会残酷面

的展示。为配合这一主题，导演打

破惯有的表现方式，不仅演员的表

演更加夸张，而且群众演员的数量

也创下北京人艺之最——60名群众

演员时而是罗马城内轻易被蛊惑的

平民，时而是战场上或英勇或怯懦

的士兵。

而贯穿全剧的重金属摇滚乐更

是林兆华和乐队合作

的神来之笔。“他们的

音乐都是即兴发挥。”

林兆华介绍，由于有

了之前的演出磨合，

这次窒息、痛仰两支

乐队的表演与剧情的

衔接更加自然。两军

交战之际，摇滚乐就

是士兵们声嘶力竭的

呐喊，而更多时候，贝

司的撩拨、架子鼓的

节奏成为角色内心准

确的外化。

“语言不对，就不

是莎士比亚了。”这是

林兆华在《大将军寇

流兰》排练场中说得

最多的话。无论是濮

存昕、荆浩、傅迦这批

上一版中的演员，还

是雷佳、邹健等新加

入的成员，林兆华 都

力 图 强 化 他 们 的 表

达 力 。“ 因 为 这 个 戏

有自己的特殊性，跟

以往我们熟悉的生活

化表演不同，表演上

尤其需要力度。”林兆

华说。

寇流兰是一个悲

剧化的有着人性弱点的英雄，他曾

独自与寇流兰城的敌人拼杀，却

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赞颂他的英

雄事迹；他为罗马浴血奋战，却不

愿意在民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

疤；他担得起执政长官的职位，却

不希望为了取得民众支持而违心

说出谄媚的话。对于饰演寇流

兰，濮存昕有着自己的理解：“这

出戏的人物都有着丰富的层次

性，我希望为观众展示一个人物

内心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

就呈现出好人、坏人这样定性的

演绎。”濮存昕说，《大将军寇流

兰》与北京人艺的很多戏不同，是

粗线条的、是质感十足的。

剧中其他人物的呈现也颇为

亮 眼 ，奥 菲 狄 乌 斯 的 豪 情 与 残

暴、寇流兰之母伏隆妮亚的骄傲

与 刚 毅 ，两 位 护 民 官 的 阴 险 与

狡诈，元老们的软弱与怯懦……

都通过演员的表演被准确表达

出来。

配 合 主 题 ，该 剧 舞 美 简 约 、

宏大。舞台深处以砖砌高墙为

背景，错落的梯子悬在旁边，配

合灯光的变化，使空旷的舞台更

具孤独感，也给全剧增添了一种

悲壮的震撼力。

5 月 9 日至 11 日，为纪念斯特

拉文斯基《春之祭》首演 100 周年，

由中央芭蕾舞团制作并演出、著

名 旅 德 华 人 编 导 王 新 鹏 编 创 的

《春之祭》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

演。同台演出的还将有中央芭蕾

舞团驻团编导费波的新作《波莱

罗》，以及世界编导大师莫里斯·
贝嘉的代表作《火鸟》。将这 3 部

根据音乐史上极具分量的名作编

排的芭蕾作品同台演出，并由中

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现场演奏，

是对中央芭蕾舞团综合实力的一

次全方位考验和巨大挑战。

《春之祭》超越时空概念

1913 年 5 月 29 日，俄罗斯佳

吉列夫芭蕾舞团在法国巴黎香榭

丽 舍 剧 院 首 演 了 由 尼 金 斯 基 编

导、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

《春之祭》，引起轩然大波。直到

1930 年 费 城 管 弦 乐 团 再 次 演 出

《春之祭》时，许多人对这部“稀奇

古怪”的音乐作品才彻底改变了

看法，评论界也做出了较为公正

客观的评价，而斯特拉文斯基也

确立了他世界音乐巨匠的地位。

《春之祭》原本是作为一部交

响曲来构思的，后来佳吉列夫说

服了斯特拉文斯基，把它写成了

一部芭蕾舞剧。《春之祭》曾被评

选为对西方音乐史影响最大的 50

部作品之首，并因其演奏难度而

成为世界各大交响乐团演奏水准

的试金石。

在舞蹈界，众多世界级编导

大 师 都 曾 创 作 过 自 己 的《春 之

祭》，而几乎所有世界名团也都保

留着自己版本的《春之祭》。

两年前，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冯英就策划并力邀王新鹏为中芭

量身定制一版《春之祭》。

王新鹏是活跃在欧洲芭蕾舞

坛的优秀华人编导，2003 年至今

一直担任德国多特蒙德芭蕾舞团

团 长 兼 艺 术 总 监 ，创 作 了《天 鹅

湖》、《灰姑娘》、《红楼梦》等几十

部大型芭蕾舞剧。

2000 年，中芭曾演出过由王

新鹏编排的《春之祭》，只不过当

年的版本是王新鹏为立陶宛国家

芭 蕾 舞 团 所 作 ，而 此 次 的《春 之

祭》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关于这

一版《春之祭》，我和冯英团长讨

论了两年。很久以来，我内心一

直有一种冲动，再为中芭做点什

么。这些年，中芭已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芭蕾名团，不仅拥有

世界级的芭蕾明星，也有令每一

个编导都羡慕不已的优秀群舞阵

容，这是中芭的优势，也是我创作

的良好基础。”王新鹏说，中芭版

《春之祭》超越了时空的概念，表

达了人们内心的希冀和期盼。

《波莱罗》表达信仰与生命

同样作为今年中芭的重头作

品，由费波编导的《波莱罗》根据

莫里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

而作。

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

的音乐以纤细、丰富的情感和尖

锐著称。

费波说，他从音乐中感受到

一 种 关 于 信 念 和 生 命 之 间 的 关

系，像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诉说，

又 像 一 个 隐 忍 在 内 心 深 处 的 声

音。“作品中，每个人开始都只在

自己世界里徘徊而看不见更多的

空间，当人们忘记了悲伤而面对

温情时，才在彼此的温暖中感受

到了生命的意义。把那些抱怨和

无奈轻轻放下，整个人都会变得

轻 松 ，并 重 新 获 得 奋 斗 的 意 义 。

尽管这奋斗是为了离去，但离去

后的重生也如凤凰涅槃般向着更

高处远翔。”

贝嘉版《火鸟》独树一帜

1910 年，芭蕾舞剧《火鸟》在

巴黎歌剧院首演，获得了空前的

成功。演出结束后，作曲家德彪

西会见了《火鸟》的作曲——年轻

的斯特拉文斯基，表达了自己对

《火鸟》的赞赏，从此斯特拉文斯

基一举成名。后来，斯特拉文斯

基将其改编成组曲，并成为音乐

会常演曲目。

同样，《火鸟》在首演后的百

年一直受到众多编舞大师的青睐，

而在众多版本中，莫里斯·贝嘉于

1970 年创作的版本与众不同。贝

嘉认为：“火鸟意即凤凰涅槃，火鸟

生命与欢乐的精神不朽，这种旺盛

的生命力是不可摧毁的。”

2009 年 5 月 8 日，中芭首次排

演了贝嘉这一代表作，并成为剧

团的保留剧目。

火凤凰获得了重生

《春之祭》、《波莱罗》、《火鸟》

3 部作品在同一场演出，这芭蕾舞

坛罕见的壮举，是中芭勇气与实力

的综合体现——这样的演出，不仅

要求芭蕾舞演员以极富表现力和

张力的肢体语言征服观众，同时也

是对中芭交响乐团艺术水准甚至

是体力与耐力的综合考验。

在这样一台罕见的晚会中，中

芭明星朱妍、张剑、王启敏、李俊、

盛世东、余波等以及众多优秀青

年演员将一一登台，而中芭交响

乐团也将首次以近 90 人的庞大阵

容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乐池中现

场演奏。

谈及此次演出，冯英非常感

慨：“对中芭来说，演绎这 3部在西

方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

典名作，可谓不小的挑战。但正

因如此，它又成为 2013 年中芭展

现自我、超越自我的良机。我相

信，在困难面前，年轻的艺术家们会

全力践行‘生生不息、自立自强’

的中芭精神。我想，当观众领略

了中芭以燃烧的激情演绎的东方

神话、生命之舞和青春悸动后，也

许会惊喜地发现，中芭这只火凤

凰已经获得了重生。”

《《春之祭春之祭》、《》、《波莱罗波莱罗》、《》、《火鸟火鸟》》

“三合一”考验中芭实力
李迎辉 蒋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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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寇流兰》剧照
本报讯 由中国煤矿文工团

推出的大型舞台雅秀《花语》日前在

京进行彩排，多家市场推广及文化

演出公司负责人到场观看。这台强

调视听和感官愉悦的晚会不久将面

向社会进行商演。

中国煤矿文工团 60 多年来

始终坚持面向矿山、服务矿工。

《花语》是中国煤矿文工团走向市

场的一次大胆尝试。

演出开始前，独唱演员已经

在剧场前厅进入了“角色”，观众

则围成半圆静静聆听。花本无

语，但人们习惯给不同的花赋予

不同的花语，寄托不同的情感，而

这台晚会也以诗一般的意蕴和想

象力充沛的舞台空间处理，串联

起舞蹈《踏雪寻梅》、无伴奏女声

四重唱《花儿与少年》、舞蹈《莲花

之恋》、三重奏《灿若夏花》、民乐

二重奏《对花》等 19 个与花有关

的声乐、器乐作品，引领观众走进

一个花香四溢的精神世界。

演出由何少伟任总导演，演员

都是近些年在青歌赛、亚洲国际音

乐节、维也纳莫扎特国际声乐大赛

等国内外知名赛事中获得优异成

绩的青年艺术家。 （目 沙）

煤矿文工团推出舞台雅秀《花语》

本报讯 （记者张婷）“把遗

产交给未来——古琴名家名曲进

百校”大型系列活动之第六届全

国大学生古琴音乐会，4 月 30 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音乐会上，来自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等 18 所高校古琴社

团的代表登台表演，演奏了《渔樵

问答》、《梅花三弄》、《忆故人》、

《雉朝飞》、《钗头凤》等经典琴曲

琴歌，受到观众好评。

本届全国大学生古琴音乐会

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

办，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和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北京师范

大学松风古琴社协办。除音乐会

外，该活动还包括古琴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座谈、“京师之春”联谊雅集、首

届全国高校古琴社社长论坛三大

板块。

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

青表示，此次活动旨在沟通老中

青三代琴人，促进地域古琴文化

的交流与展示，提供高校琴人切

磋交流的平台，探讨高校古琴发

展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

18所高校亮相大学生古琴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刘淼）记者近

日获悉，成立于 2012 年的新锐弦

乐四重奏组合“龙”四重奏将举行

首次巡演系列音乐会。其中，首

演将于 5 月 11 日在天津大剧院举

行，北京站的演出将于 5 月 12 日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进行。

“龙”四重奏由宁峰（第一小

提琴）、顾晨（第二小提琴）、金朕

弘（中提琴）、秦立巍（大提琴）4位

演奏家组成。宁峰与秦立巍是活

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优秀华人演奏

家；小提琴家顾晨曾担任悉尼交

响乐团副首席，现为澳门乐团乐队

首席；中提琴演奏家金朕弘现为马

来西亚爱乐乐团中提琴首席。

虽然 4 位成员都是各自领域

的明星，但大家都坦言，弦乐四重

奏合作不易，必须要在长期排练

中建立默契与信任。但秦立巍现

定居澳大利亚，顾晨定居我国澳

门，金朕弘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马来西亚度过，所以大家只

能“碰时间”进行排练。“龙”四重

奏的第一次排练就是在新加坡

“碰到”的。宁峰说：“一支室内乐

组合的默契需要在平日的排练和

演出中不断积累，‘龙’四重奏在成

立之初也决定在没有演出时会定

期排练，以形成高水准的组合。今

年 2 月，4 位成员各自的日程巧合

地促成了在新加坡的相遇，进行

了为期近一周的首次排练。”

据悉，此次巡演，“龙”四重奏将

演奏鲍罗丁、罗姆伯格、肖斯塔科维

奇和叶小纲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龙”四重奏将展开首次巡演

艺术·资讯

艺术·舞台

参与展演的 3个剧组在海门三厂镇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