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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剧情的结构
吉安冰

戏曲在当今成为了小众艺术，而

各地戏曲 团 体 纷 纷 创 排 新 戏 ，一 是

为 了 贴 近 大 众 、走 进 百 姓 ，二 是 为

了 推 陈 出 新 达 到 改 革 的 目 标 成

果 。 众 所 周 知 ，连 同 京 剧 在 内 ，各

地 方 戏 曲 种 类 繁 多 、历 史 悠 久 ，从

老 曲 牌 到 老 折 子 ，再 到 老 唱 腔 、老

话 本 ，这 些 传 统 留 下 来 的 产 物 保

存 到 今 天 ，观 众 仍 然 很 买 账 。 在

如 今 ，大 部 分 曲 种 保 留 了 老 唱 腔 和

曲 牌 ，而 大 量 的 新 戏 都 在 剧 情 和 舞

美上做足了文章。“十艺节 ”上 便 有

许 多 这 类 型 的 新 戏 上 演 ，而 在 剧

情 上 也 暴 露 出 来 一 些 问 题 。

如 龙 江 剧《鲜 儿》和 湘 剧《谭

嗣 同》，都 是 很 不 错 的 作 品 。 但 从

我 个 人 的 感 受 来 说 ，在 剧 情 上 似

乎 也 仍 有 一 定 提 升 的 空 间 。 前 者

是 由 电 视 剧《闯 关 东》改 编 ，有 电

视 剧 的 群 众 基 础 打 底 ，在 故 事 情

节 的 拿 捏 中 并 没 有 达 到 连 贯 性 ，

一 幕 幕 间 虽 然 演 员 运 用 多 种 曲

牌 ，武 嗨 嗨 、红 柳 子 、靠 山 调 ，尤

其 是 穿 插 的 影 调 把 喜 庆 的 气 氛 调

动 得 很 充 足 ，数 板 和 慢 西 城 在 演

员 的 精 湛 演 绎 下 也 完 美 无 缺 ，但

是 在 故 事 情 节 中 却 少 了 那 么 一 点

滋 味 。 假 如 观 众 没 有 看 过 电 视 剧

《闯关东》，那么就很难理解剧中主

角 鲜 儿 是 怎 么 从 竹 排 上 掉 下 去 ，

再 拉 开 幕 就 成 了 山 寨 的 二 当 家

的 ？ 也 理 解 不 了 传 文 另 娶 他 人 ，

鲜 儿 的 内 心 多 么 复 杂 纠 结 。 看 似

饱 满 的 剧 情 ，却 有 着 浓 厚 的“ 取

巧 ”之 方 ，如 果 新 戏 想 要 常 青 ，总

不 能 依 靠 电 视 剧 的 重 播 ，若 干 年

后《 闯 关 东 》的 余 热 不 在 之 时 ，

整 部 戏 想 必 在 剧 情 上 还 需 要 再

花 很 大 的 功 夫 才 能 留 住 观 众 。

湘 剧《谭 嗣 同》虽 不 是 现 代 题

材 ，但 是 整 个 故 事 取 材 时 间 也 并

不 太 遥 远 ，而谭嗣同的人物形象通

过 我 们 自 幼 学 习 已 经 深 入 人 心 。

刚 强 、倔 强 、爱 国 的 改 良 派 的 形 象

想 必 初 中 孩 子 都 可 以 述 说 一 二 。

但 是 在 剧 中 ，却 并 没 有 把 谭 嗣 同 的

抱 负 和 决 心 以 及 曲 折 的 人 物 故 事

讲 述 得 更 充 分 。 湘 剧 高 腔 弹 腔 虽

明 亮 高 亢 ，却 难 掩 剧 情 节 奏 和 矛 盾

冲突上的遗憾。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戏 曲 也 是

一 种 叙 事 艺 术 ，只 是 不 同 于 小 说 式

的 叙 事 ，是 要 用 唱 腔 和 身 段 等 类

似 歌 舞 的 形 式 由 角 色 代 言 而 叙

事 。 那 么 ，戏 曲 的 歌 舞 在 表 面 上 看

似 乎 是 舞 台 上 的 独 立 形 式 、独 立 存

在 ，但 在 实 质 上 ，它 是 要 用 来 叙 事

的 ，它 离 不 开 叙 事 这 个 根 本 。 唱 腔

和 故 事 是 相 辅 相 成 不 可 独 立 的 两

部分，一方面唱是通过故事 的 精 彩

叙 述 才 有 了 情 ，一 方 面 故 事 是 通

过 美 妙 的 唱 腔 和 生 动 的 表 演 才 有

了 色 ，顾 此 失 彼 都 会 出 现 一 加 一

小于二的情况。

在 当 下 创 作 新 戏 的 过 程 中 ，编

剧 们 要 考 虑 许 多 方 面 的 要 求 ，唱

腔 、舞 台 、角 色 、灯 光 、音 响 、美 术

等 多 方 面 都 有 制 约 ，因 此 编 写 故

事 的 时 候 想 象 的 空 间 本 身 就 相 对

狭 小 。 虽 然 戏 曲 可 以 打 破 表 演 限

制 ，却 很 容 易 影 响 编 剧 的 想 象 力 。

所 以 在 创 作 新 戏 的 过 程 中 ，戏 曲 故

事想要饱满充 分 并 且 有 生 命 力 ，的

确 不 是 一 件 容 易的事 情 。

在 如 今 ，戏 曲 的 市 场 份 额 不

高 ，受 众 老 龄 化 严 重 ，多 数 观 众

更 欣 赏 剧 情 饱 满 、节 奏 到 位 、能

够 感 同 身 受 的 故 事 。 所 以 当 下

戏 曲 更 应 该 去 创 造 观 众 愿 意 接

受 的 新 故 事 ，优 化 剧 情 的 结 构 ，

没 准 儿 可 以 给 戏 曲 带 来 别 样 的

生 机 。

贴近现实 继承传统 特色鲜明
——“十艺节”地方戏剧目漫评

本报记者 胡克非

其实我们都会飞
———看儿童剧—看儿童剧《《想飞的孩子想飞的孩子》》

王 珏

“十艺节”入围第十四届文华奖优

秀剧目评奖的 87 部作品中，在剧目数量

和规模上都远超前几届。戏曲类 44 台

剧目安排在济南、德州、泰安、淄博、潍

坊等分会场演出，共涉及 27 个剧种，除

京剧、昆曲、秦腔、越剧等传统大剧种

之外，还包括五音戏、平调落子、锡剧、

汉剧等地方剧种。这些作品中包括戏

曲现代戏 24 台、历史剧及古代剧 12 台、

整 理 改 编 传 统 剧 目 8 台 ，体 现 出 传 统

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并举”。

各地方戏曲特点鲜明，精彩纷呈，

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十艺节”的舞台

上，令观众大呼过瘾。不一样的曲牌、

不一样的唱腔，可谓千姿百态、各有千

秋。参评剧目大体上代表了目前戏曲

创作的最高水平, 展示了近年戏曲艺术

的新收获。

深度挖掘现实题材，成为本届艺术

节的亮点。戏曲作为具有深厚传统的

民族艺术, 与底层民众有着最广泛的

联系。反映现实生活，满足民众需求是

艺术家的职责。一段时间以来, 戏曲

界有识之士在利用戏曲形式反映现实

生 活 上, 迈 开 了 坚 实 的 步 子, 取 得 了

可喜的成绩。秦腔《西京故事》、吕剧

《百姓书记》、沪剧《挑山女人》、二人台

《花 落 花 开》、吉 剧《鹿 乡 女 人》、豫 剧

《天山人家》等一批成功的剧目, 在揭

示生活的深刻性、艺术的完整性、戏曲

手段的和谐性等方面均达到可喜的高

度, 标 志 着 戏 曲 现 代 戏 已 走 向 成 熟 。

但某些剧目在剧本创作上多多少少仍

受戏曲本身的局限性影响，在现代性和

戏曲的结合中有时略显生硬，有一定的

提升空间。如何将传统唱腔做派与当

下题材背景结合得更紧密，是地方戏曲

工作者接下来需完善的工作。

此次参演的不少剧目都是整理改

编的传统剧目或是新编历史戏。中国

戏曲有着深厚的优良传统。思想层面

上的惩恶扬善、论是说非、张扬正义、

鞭挞恶丑，艺术表现上的虚拟、假定、

夸张、变形等多种手段的巧妙运用, 两

者融汇构成了中国民族戏曲的美学体

系。各戏曲剧种的艺术积累、传统负载

虽 有 不 同, 但 都 有 各 自 的 艺 术 财 富 。

京剧《项羽》、《建安轶事》和昆曲《红楼

梦》、《牡丹亭》，汉剧《宇宙锋》、五音戏

《云翠仙》、评剧《赵锦棠》等优秀的传

统题材剧目，均可谓上佳之作，尤其是

在对传统戏曲改编的环节，遵从各剧

种 的 艺 术 规 律, 按 艺 术 需 要, 作 大 胆

的 增 删, 以 求 集 中 、突 出 、鲜 明 、更 本

质 地 展 示 原 著 精 髓 。 各 地 方 院 团 励

精 图 治, 推 出 的 舞 台 精 品, 给 观 众 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一些

仍值得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

许多地方院团的当家演员都已经是 50

岁上下的剧团一把手，一方面要处理繁

杂的行政事务，一方面还需要在舞台上

摸爬滚打，这一点凸显出戏曲年轻人

才紧张的问题。此外，由于体制等种

种原因所限，一些优秀的地方戏曲苗

子无法进入专业剧团，师资匮乏也是

问题之一。

但更 多 的 时 候 ，我 们 在“ 十 艺 节 ”

的舞台上感受到的是群众对于戏曲艺

术的热爱和对丰富文化生活的渴盼。

许多演出场次一票难求，谢幕后观众久

久不肯离去，演出中雷鸣般的掌声和叫

好声……都说明地方戏曲的群众基础

依然很好，并且老百姓也愿意走进剧场

来看戏。这不仅给了戏曲工作者极大

的鼓舞，同时也是一种鞭策，相信还会

有更多的戏曲工作者，为保持戏曲曲种

的多样化和活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创作和排演更优秀的作品。

深秋的泉城，雨后气温骤降，15 日

晚在落成不久的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

心大剧院内，昆曲《红楼梦》下本如约

上演。开场元妃赐端午节礼，表露了

对“金玉良缘”的认可。随后，且唱且

舞、唯美动人的黛玉葬花预示着宝黛

爱情的悲剧和贾府衰败的开始。

尤二姐之死、元妃薨、宝玉失玉、大

观园众姐妹或香消玉殒或远嫁他乡，直

到宝玉疯癫、凤姐巧施掉包计、黛玉焚

帕而亡、宝钗出闺成大礼，最终贾府被

抄、凤姐羞愧而死，昔日钟鸣鼎食之家

一瞬间呼啦啦大厦倾。宝玉抱病凭吊

潇湘馆，终于顿悟“顽石”枉入红尘些

许年的一切皆是一场大梦！

北昆的《红楼梦》选取了流传最为

广泛也是最完整的 120 回本为蓝本，在

五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浓缩其精华，用昆

曲这朵戏曲百花园中的空谷幽兰，展示

了成书 200 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优秀

的长篇小说之一《红楼梦》。

《红楼梦》虽被多种艺术形式改编，

如有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电 影 、越

剧、黄梅戏等许多珠玉在先，北昆这版

《红 楼 梦》在 情 节 的 设 计 上 却 独 辟 蹊

径，并没有依照之前的戏曲形式选择以

贾宝玉的回顾等视角作为表达方式。

而是从石头入世到出世作为整个故事

主线，以宝黛的爱 情 悲 剧 和 贾 府 的 荣

辱 兴 衰 贯 穿 全 场 。 全 剧 以“80 后 ”年

轻演员为主，集中了北昆新秀朱冰贞、

邵 天 帅，来自上海昆剧团的优秀青年

小生演员翁佳慧，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

昆剧院的青年小生演员施夏明。北昆

梅花奖演员魏春荣则饰演上下两场中

的王熙凤。

青春的 面 孔 、华 美 的 服 饰 及 文 白

相间的唱词无一不令人赏心悦目。造

型别致的场景安排更是独具匠心，如

黛玉焚稿和宝玉成婚两个场景在舞台

上同时出现，一边是张灯结彩、繁花似

锦，另一边是凄风苦雨、魂归天国，一

明一暗、一喜一悲形成鲜明对比。

北昆的经典之作《红楼梦》此前已

载誉颇丰，这次济南之行，上下本近 6个

小时的演出，台上演员全情投入，台下

观众如痴如醉。15 日 晚 演 出 结 束 后 ，

演 员 集 体 谢 幕 ，全 场 观 众 则 以 热 烈

的 掌 声 感 谢 北 昆 为 大 家 带 来 的 精 彩

表演。

历经 3 年，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打磨

出的现实题材儿童剧《想飞的孩子》吸

引了很多小观众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用孩子的视角和语言讲故事——

在北京的深山区，有一个叫做大鹏

关的村落，村里有一个小男孩强子，强

子奶奶讲了这样一个传说——大鹏关

原来是有大鹏鸟的，大鹏关的人们都是

大鹏鸟的后代，都会飞！于是，强子沉

浸在想飞的幻想中，尝试着用各种方

法去寻找飞起来的感觉，闹得村子里

鸡飞狗跳，成为大人们眼中最不着调

的孩子。结果，正是这个不着调的孩

子的不着调的梦想，最终点燃了大人

们心中被岁月尘封的童年梦想，帮助

强子也帮助自己，尝试着进行了一场追

梦的实验。

强子的飞翔梦三起三落——先是

用窗户纸糊了一对翅膀，在大鹏关上奔

跑，找到了一点飞起来的感觉。结果，

导致小伙伴冬瓜的摔倒，在村里引起了

一场不小的风波，父亲大豆子一怒之

下，踩坏了他的翅膀。但执著的强子不

屈不挠地带着几个追随他的小伙伴，拔

光了全村的鸡毛，准备做一只带毛的翅

膀，结果被小伙伴国梁用科学原理说

服：人，是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飞起来的！然而，强子的飞翔梦并没有

就此打住，读了国梁借给他的飞行原理

杂志后，强子决定尊重科学，参照孔明

灯的原理，自制了一个带翅膀的孔明

灯。孔明灯带着几个孩子的梦想升上

了天空，向远处飘去。就在强子决定下

一步再做一个能够载人的飞行器的时

候，飘落的孔明灯点燃了村里的草垛，

引发了大火，强子被父亲追打跌伤，得

了失忆症。至此，强子的飞翔梦戛然而

止。一向以打骂代替教育的父亲大豆

子此时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父爱，他要

为强子做一架飞机，哪怕砸锅卖铁，因

为，也许强子看到自己梦想中的飞机，

病就会好了。

大人们既反对大豆子的不着调，又

同情一家人的遭遇，决定帮助大豆子，

一起为强子做一架飞机。飞机做到一

半，强子的病好了，大人们却千方百计

地找着理由，要把飞 机 做 成 。 草 垛 的

火扑灭了，大人们心中的火却在做飞

机的过程中被渐渐点燃，纸糊的翅膀

没有了，心灵的翅膀却在打开。一个

不 着 调 的 孩 子 ，一 个 不 着 调 的 梦，唤

醒激活了全村人被岁月尘封在心底的

童年的梦。原来，从八爷爷、村长爷爷

到村里的叔婶儿们，几乎都听过大鹏鸟

的传说，也都有过从草垛往下跳的“试

飞”经历！

该剧的 成 功 之 处 在 于 ，剧 中 的 孩

子不是小大人，剧中的成人是孩子化

的成人，主创人员用现实主义手法，用

孩子的语言、视角、方式，讲述了一个

当代童话，不仅为孩子，也为孩子们的

爸爸妈妈们，唤起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

的想飞的梦。

爱，是成就梦想的基础——

不同于有些儿童剧解决矛盾冲突

总是用离家出走、哭天喊地的处理手

法，不同于传统习惯式的用说教来解决

问题，不同于当下一味地游戏化的创作

手段，《想飞的孩子》用一个“爱”字贯

穿起很多细节，成就着强子的飞翔梦，

也成就着这部儿童剧，带给观众思考和

感动。

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不着调的村

子，从村长到活了 80 多岁的前民兵队长

八爷爷和整天惯着儿子吃西瓜的冬瓜

妈，再到以打骂代替教育的父亲大豆

子，从普通村民到一天到晚想着飞、想

尽一切办法试飞、闹得村里鸡犬不宁的

强子和小伙伴们，似乎都不是很着调，

都有些异于常人，异于传统的舞台形

象。但一股浓浓的爱意始终荡漾在小

小的村落里——大豆子要打强子时，刚

刚还怒火冲天的冬瓜妈立刻变成强子

的保护者，一边怒斥大豆子不管强子，

一边又护着不让大豆子打强子；一边是

全村人对强子不着调的头疼和愤怒，一

边又是对强子摔伤后的痛惜和爱怜，最

后水到渠成地发展到全村集体“不着

调”地陪着强子不着调。

作为父亲的大豆子看上去比儿子

还不着调，每天很有分寸地打强子 5 下，

算是教育，而一旦强子惹得全村天怒人

怨时，他又袒护儿子；他与强子看似无法

沟通，勉强聊聊时，听着强子对飞翔和天

空的描述，他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随

着强子的讲述陶醉着。这些淡淡的细节

都为最后他要变卖家里全部值钱的东西

为儿子做一架飞机奠定了基础，正是这沉

沉的父爱，唤醒了失忆的强子，也激活了

全村人心中尘封已久的梦，谁小的时候没

有幻想过飞翔呢？

其实，我们都会飞——

“其实我们都会飞”——在节目单

上，有位中学生这样留言，他最喜欢剧

中这句台词。我也是。正如强子所说：

“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晚上，我们的飞机

到底飞起来没有。真正飞起来的，是我

们的心，是我们的梦。原来，我们都有

梦，只要心里想着会飞，就一定能找到

飞的感觉。”

这是一部折射时代精神、引领青少

年积极向上的励志儿童剧。每个孩子

都有梦想，每个成人都曾经是孩子，孩

子的梦想是未来，全剧没有用成人的

说教改变强子不着调的梦想，没有让

国梁成为小大人去做强子的榜样，而

是站在孩子的心理上，用爱呵护着孩

子的梦想，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而不

是折断它。全剧的结局是开放式的，

飞机飞起来没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心随着梦想在飞翔，强子没有被改变

成 一 个“ 好 ”孩 子 ，却 改 变 了 全 村 人 ，

因为他的梦想唤醒了全村人少年时代

曾有的梦，原来我们都有梦，其实我们

都会飞。

10 月 15 日晚，大型秦腔现代剧

《西京故事》谢幕时赢得了观众经

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声，该剧题材

的选取直击广大观众内心，触动了

在浮躁社会种种伪装下那一个个

真实的自我。

《西京故事》讲述的是一群生

活在西京城里的社会底层人民“寻

都市梦”的故事，主人公罗天福的

一双儿女先后考上重点大学，他领

着妻子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

了儿子甲成、女儿甲秀在西京城的

求学大业。看似普通的故事，却因

剧情设置的跌宕起伏、演员们入木

三分的表演深深刺激着每一位观

众的神经，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安保

人员亦几度流泪。

本剧的角色设置贴合现实社

会中几类人群的生活境遇与性格

特点，真实、深刻、有血有肉。儿子

甲成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怀揣梦

想 来 到 西 京 ，而 现 实 却 给 他 要 强

的 个 性 、脆 弱 的 自 尊 一 次 次 重

创 。 在 破 旧 的 城 中 村 蜗 居 ，面 对

刻 薄 房 东 的 种 种 刁 难 ，他 深 深 陷

入 了 自 卑 ，连 同 学 给 予 他 的 帮 助

都 被 其 视 为 对 弱 者 的 侮 辱 。“ 我

家 很 富 有 的 ”，在 这 种 心 理 暗 示

中 ，甲 成 渐 渐 由 自 卑 到 自 弃 ，渐

渐 迷 失 了 自 己 。 他 想 让 自 己 活

出 个“ 人 样 ”，他 甚 至 想 找 个“ 没

人 知 道 他 是 山 里 走 出 的 农 民 ”

的 地 方 登 高 一 跳 。 而 在 甲 成 渐

行 渐 远 的 背 后 ，却 有 着 千 万 次

“ 打 饼 ”以 苦 撑 子 女 学 费 的 父

亲 、一 个 偷 偷 捡 垃 圾 勤 工 俭 学

的 姐 姐 。

《西京故事》以细节反映诸多

现 实 话 题 ，穿 插 于 整 剧 却 并 不 突

兀。如姐姐甲秀被富人房东家的

问题青年看好，并称跟着他，大学

毕 业 后 不 用 工 作 就 能 过 好 日 子 。

在现实社会中的确不乏被经济压

得 喘 不 过 气 的 女 孩 ，而 甲 秀 没 有

被 金 钱 击 倒 ，她 依 旧 将“ 打 饼 ”的

吆喝声喊得响亮。

作 为 父 亲 的 罗 天 福 ，亦 在 无

数 的 痛 苦 挣 扎 中 ，坚 毅 守 住 了 自

己 最 初 的 承 诺 与 梦 想 ，不 想 旁 门

左 道 ，用 勤 劳 的 双 手 撑 起 家 庭 的

一片天。在这种家庭教育观念的

影响下，儿子甲成最终回心转意，

又找回了那个勤劳、朴实的自己，

而姐姐甲秀的千层饼公司也开张

了 ，老 罗 家 终 于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西

京 梦 ，又 激 发 着 更 多 的 人 做 着 同

样的梦。

在 笔 者 看 来 ，本 剧 还 有 一 层

隐 藏 的 观 点 ：每 个 人 都有自己的

生活，没必要与谁比，更没必要仿

效别人的生活，只要无愧于心就会

快乐，家和万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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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建安轶事》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豫剧《天山人家》 本报记者 卢毅然 摄

昆曲《红楼梦》泉城再放光彩
沈 立

昆曲《红楼梦》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秦腔《西京故事》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