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制近十年再创儿童剧力作

《想飞的孩子》讲述了一个叫强子

的男孩执着地追逐飞翔梦想，从而“点

燃”了沉寂的村庄村民心中梦想的故

事。创作者试图用真实的情感、饱满的

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打动小观

众，呵护每一颗怀有梦想的心灵。结尾

处更饱含着对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的美好期盼，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该剧是北京儿艺 2004 年改制以来

首部现实主义儿童剧，是改制近 10 年来

的又一部儿童剧力作。

为完善和提高该剧的艺术品质，北

京儿艺集结各方创作力量，深入基层创

作采风，历时数月，投入重金，对《想飞

的孩子》进行了二次艺术创作打磨。此

次呈现的新版本，从内容、表演到制作

均进行了升级，更加贴近孩子们的心

灵。内容上，剧本文学故事表述和人物

逻辑关系梳理得更加清晰；表演上，演

员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更有质

感、更富有魅力；制作上，剧中的音乐、

视频、服装、道具均重新设计改良，更趋

精致、唯美。此版演出舞台大屏幕背景

视频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更加清晰化并

赋予其语汇性，用云的不同状态来表现

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同时为了更好地推

动剧情发展，呈现出绚烂魔幻的舞台效

果，北京儿艺此次还投入重金自主设计

制作了转台。

三下基层挖掘艺术创作灵感

为深入挖掘艺术创作灵感，打造精

品力作，《想飞的孩子》主创团队多次深

入基层进行艺术创作采风，先后三次到

剧中大鹏关原型所在地——北京市昌平

区长峪城村，居住在村民家中，实地体验

生活。虽然当地生活条件较为艰苦，饮

食和住宿条件简陋，卫生状况较差，连基

本的洗漱条件都不具备，但主创人员不

畏艰辛，孜孜以求地进行艺术创作。

艰苦的环境让主创人员更接近山

区孩子梦想的精神实质，采风激发了主

创人员的灵感，对提升这部剧的艺术品

质起了关键作用。通过 3 次基层采风，

主创人员找到了戏中人物原型及戏剧

表现形式，构建了剧情结构和脉络，还

将村民的语言、服装以及采风的感触融

入戏中，让全剧充满了朴素的生活质感

和真挚的人物情感。

多次的基层采风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获。舞美设计师从 900 年前的古长城

和村里的石墙、高音喇叭中获取了创意

元素，传达出古老与现代文明交杂的感

觉；演村长的演员同村长交流，捕捉他

的口头语，演村妇的演员同村中各种性

格的妇女聊家常，观察她们的语言和形

体，北京儿艺的这种创作方式，让演员

真正接了“地气”，捕捉到了真实的生活

气息，对角色的塑造有了整体的把握。

该剧导演王炳燃表示，向生活讨教

这堂课不能丢，生活永远是艺术的老

师。通过采风我们收获了基本的舞美

创意、人物形象和戏剧逻辑，同时，对演

员的表演从外在形象到内在心理均产

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舞台表演更加

鲜活、生动。此外，如何更精准地体现

北京郊区的典型特色，也是我们下乡采

风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对各类方言、

俚语、口头禅进行了重点挖掘，对人物语

言特点和思维方式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该剧演员表示，演员通常都会带着在

创排和演出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有目的性

地去乡下观察和接触孩子们。比如在与

孩子们的接触中，扮演冬瓜的演员会清晰

地感觉到哪个孩子就是“冬瓜”，然后认真

观察他的一言一行，融入到舞台表演中；

再比如演员们会细致地观察孩子们吃冰

棍的感觉、满地打滚的感觉，琢磨大人们

坐在大街边聊天的感觉等。这些都让演

员对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自 2012 年“六一”首演以来，该剧已

先后在北京 BTV 大剧院、二十一世纪剧

院、首都图书馆剧场进行了多轮演出，

并深入北京基层远郊区县进行了周末

场演出，足迹遍布昌平、房山、门头沟、

顺 义 、大 兴 等 地 。 目 前 ，该 剧 还 作 为

2013 东城区“百场戏剧进基层——戏剧

进校园”活动的重点演出剧目，深入到

东城区数十所中小学进行巡演。8 月 3

日至 4 日，还作为国家大剧院第六届“北

京儿童戏剧季”参演剧目，登陆国家大

剧院戏剧场，观众反应热烈，体现了该

剧较高的艺术品质。

开辟儿童剧艺术创作新路

2012 年 6 月和 2013 年 7 月，北京儿

艺先后两次组织召开了《想飞的孩子》

专家研讨会，邀请了黄维若、刘彦君、宋

宝珍、汪丽娅、黎继德等戏剧专家，对该

剧的艺术创作展开了深入研讨。专家

的指导把原来的不自觉的表演形式变

成一种理论指导，使该剧风格更统一，

方向更明确。

该剧二次艺术创作的一项重点工

作，就是探讨如何把专家的理论指导运

用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去。主创人员从

文学逻辑、人物性格、舞美设计等具体的

细节层面入手，比如就国梁的人物性格

该如何转变、村民们最终坚持把飞机做

完的理由、使用转台对整个剧情的推动

作用等都进行了多次的推敲和锤炼。

戏剧专家黄维若指出，在探寻如何

将儿童剧与现实主义戏剧的结合方面，

该剧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探寻到

一种儿童现实主义式的表演。它的意

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为我国儿

童剧的创作带来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专家们表示，《想飞的孩子》在儿童

剧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上有很大的

突破，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

和美学价值。该剧在儿童戏剧文学艺

术上实现了四大创新：第一，突破了固

有的创作理念，从传统的用成人观念、

标准来说教转变到鼓励孩子去追逐梦

想；第二，实现了从神话、童话等题材加

游戏的格局到现实主义手法的转变；第

三，探索出成人儿童化戏剧表演的新方

式，舞台上的人物不论是大人还是小

孩，都展现出儿童的感情和逻辑，革新

了儿童剧人物的塑造方式，为各年龄段

观众所喜爱；第四，实现了儿童剧单一

戏剧结构的突破，该剧将“梦想追求”与

“情感弥合”两条动作线有机地交织在

一起，共同推进剧情的发展。

导演王炳燃对于本剧的艺术特点

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飞的孩子》

除了承载父爱、助推梦想外，还有另一

层深意——展现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

的冲突。实用主义是典型的当代中国

生态，而浪漫主义则是一切人类美好事

物的源头，比如飞天梦想本身就很浪漫，

浪漫是人类性格最闪亮的光彩。剧中强

子一次次想飞的举动，最终激发出被土

地束缚的全村人残存的浪漫。实用主义

与浪漫主义在激烈的冲突中走向统一，

这一点也正是这出戏的‘戏核’所在。”

《想飞的孩子》是北京儿艺创作团

队集体智慧的结晶，艺术总监吴玉中、

导演王炳燃、主演王昭懿等对艺术的执

着追求和严格要求成就了这部作品。

它如同一架孩子梦想的发动机，鼓励孩

子去追逐梦想，并让孩子的梦想照亮成

人世界，引导家长去呵护孩子的梦想。

北京儿艺就是一个想飞的孩子，想

飞就是儿艺人心中的梦想，我们将用更

多精品来感动更多的孩子和成人，这是

我们不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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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戏：
黄维若（著名剧作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想飞的孩子》是一出极具艺术个性、有着非常好的文学色彩和舞

台呈现的儿童剧。它突破了儿童剧所形成的童话加游戏的模式，创作

者们用一种浪漫主义风俗喜剧的体裁，来表达儿童现实主义内容，为

现实生活和儿童心灵世界诉求搭起了一座桥梁。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大多数儿童剧表现的都是如何按照成人社会的规范、格局来调

整、修正儿童的梦想，让他们适应成年人的原则。但《想飞的孩子》却

反其道而行之，以孩子的童趣、童心来引领成年人，让梦想得以放飞、

得以成真，这不仅是一种戏剧模式的突破，更是创作观念上的突破。

童道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这部作品一个很难得的突破，就在于它不只是强调与孩子的互

动，更有与父母的互动。剧中的成人角色不再只是陪衬，他们有自己

的故事，也有自己的痛苦。儿童的梦想很可贵，大人们应该去爱护，这

不是在给孩子们讲大道理，而是应该让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杨乾武（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看完《想飞的孩子》，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以往的儿童剧总在

两极上摇摆，要么是过度低幼化，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一味在作品里

表达你应该怎样怎样；要不然就是成人化，把本来由成人面对的问题

丢给孩子。但这部作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以人性的立场创作，是一

部既根植现实又不乏浪漫与诗意的精彩之作。

北京儿艺建团以来，一直在摸索当

代儿童剧的新模式、新方向。《想飞的孩

子》是我们推出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

儿童剧。这部戏表现的“想飞”主题，是

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怀。

做儿童剧难，做现实主义儿童剧更

难。儿童剧很特殊，是一种以观演对象

设立的剧种。没人听说过青年剧、老年

剧、男人剧、女人剧，却知道儿童剧的存

在。只有儿童剧是为特殊观众设定的

剧种。关于儿童剧的理论研究，全世界

都很缺失，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儿童成长的年龄跨度大，原则上从

0 岁到 18 岁都是儿童。孩子的成长过

程，两三年就有变化。很难让 6 岁和 16

岁的孩子都喜欢同样一部戏，不是做不

到，而是非常难。我国的儿童剧观众一

般是 3 岁到 10 岁，也就是学龄前到小学

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属于低幼群体。低

幼儿童看戏需要家长陪同，一般一个孩

子会带 1到 2个大人。在剧场中，孩子和

家长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这就要求

我们的戏既要吸引孩子又不能让家长

感觉烦躁、无聊。这是市场给出的难

题，我们必须面对。

儿童剧面对的是未成年人。这类

戏有一个基本标准，那就是内容是正能

量的，表现方式是快乐的、好玩的。从

创作、表演来讲，儿童剧的难度甚至超

过话剧。因为我们必须满足少儿和成

年人的共同喜好。北京儿艺这些年创作

的故事主题都离不开“爱”，但表演方式

都很活泼，戏剧中运用了舞蹈、音乐、魔

术等多种手段，表现方式也很多元化。

《想飞的孩子》将村庄设定在北京

远郊农村。村庄里的人们只想在那里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主角强子却是一

个特例，他一直想飞，开始搞得村里鸡

犬不宁，大家都很烦，但最终他的梦想

却点燃了村庄想飞的愿望。开始时导

演王炳燃很担心，这是一部正剧的调

子，虽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戏剧冲

突是激烈的，孩子又摔伤、失忆，怕调子

容易沉。其实，农村的很多事都有喜剧

感。原始的自然村庄具备原始思维和

特性，与儿童思维很像。他们的心灵比

社 会 化 程 度 较 高 的 城 里 人 其 实 更 自

由。最终，我们把“想飞”这个主题以儿

童剧快乐、天真、喜剧感的表现方式表

现了出来。戏剧专家黄维若称之为“儿

童现实主义”。戏中大人的戏份很重，

这些成人角色的表演要符合儿童的审

美特点，最后我们找到了一种乡村卡通

风格。去年的首演让我们感到欣慰，大

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看得非常投入。

这部戏的成功，有很多人的努力，是北

京演艺集团、北京儿艺集合所有资源共

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一种运气。北京儿

艺成立以来，各种人才积累到一定的程

度，才有了现在的爆发力。

做完这部戏后，北京儿艺再也不怵

现实主义题材的儿童剧了。以往，一直

觉得现实题材的儿童剧没有抓手，不像

童话剧工具多、能打开想象力。通过这

部戏，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实主义

儿童剧并不怕成人角色参与，但不适合

做正剧，要漫画化、卡通化，有变形和夸

张。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是这部戏让

北京儿艺的演员得以真面目亮相。因

为在这之前，北京儿艺的演员一直在演

童话剧、演动物，都带着面具。这部戏

让同行赞叹“没想到北京儿艺有这么好

的演员”。现实主义的儿童剧让演员们

有了自信，也有了更多的创作快感。

（作者系北京儿艺艺术总监、国家

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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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22 日，《想飞的孩子》主创团队再赴北京市昌平区老峪沟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共同启动“北京儿艺《想飞的孩

子》中国梦传递之旅”。

2013 年 5 月 22 日，《想飞的孩子》主创团队与北京市昌平区老峪沟中心

小学的孩子们共同放飞载有梦想卡片的气球。

99月月 1414日至日至 1515日日，，北京儿艺大型儿童现实主义舞台剧北京儿艺大型儿童现实主义舞台剧《《想飞的孩子想飞的孩子》》将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连续进行将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连续进行

33场演出场演出，，届时该剧将迎来第一百场演出届时该剧将迎来第一百场演出，，北京儿艺将隆重举行百场演出纪念活动北京儿艺将隆重举行百场演出纪念活动。。1010月月 1313日日，，该剧还将代该剧还将代

表北京赴山东日照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表北京赴山东日照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文华奖””展演展演。。目前该剧正在全力冲击目前该剧正在全力冲击““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重点资助剧目重点资助剧目””和和““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两项大奖两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