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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话剧院最新力作《伏生》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很少有一部戏在首轮演出时就很少有一部戏在首轮演出时就能连演能连演 1212 场场，，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创话剧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创话剧《《伏生伏生》》就有这样的魅力就有这样的魅力。。11 月月 1515 日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 44 层会议室高朋满座层会议室高朋满座，，不仅来的专家层面高不仅来的专家层面高，，还有难得一见的还有难得一见的““剧院盛剧院盛

景景””———一部戏的座谈会赫然在座四位院领导—一部戏的座谈会赫然在座四位院领导：：院长周予援亲自坐镇院长周予援亲自坐镇，，副院长副院长、、导演査明哲担任主持导演査明哲担任主持，，副院长副院长、《、《伏生伏生》》导演王晓鹰率一干主创虔诚在侧导演王晓鹰率一干主创虔诚在侧，，副院长史丽芬也一直关注倾听副院长史丽芬也一直关注倾听。。他们并排坐在他们并排坐在

一起一起，，凸显着中国话剧的凸显着中国话剧的““国家力量国家力量”。”。

这样的面对面这样的面对面，，专家们禁不住纷纷表示专家们禁不住纷纷表示：：国家话剧院是一个了不起的剧院国家话剧院是一个了不起的剧院，《，《伏生伏生》》是一出了不起的话剧是一出了不起的话剧。。尽管尽管《《伏生伏生》》还有修改提升的空间和余地还有修改提升的空间和余地，，但是很显然但是很显然，《，《伏生伏生》》已经俘获了大家的心已经俘获了大家的心。。

人们在看一出戏人们在看一出戏、、看一部电影时往往会比较频繁地使用看一部电影时往往会比较频繁地使用““震撼震撼””这样一个词这样一个词，，其实根本没有被震撼其实根本没有被震撼，，但是话剧但是话剧《《伏生伏生》》震撼了观众震撼了观众。。它不仅为大家奉献了为拯救它不仅为大家奉献了为拯救《《尚书尚书》》而苟活的历史人物伏生而苟活的历史人物伏生，，还为还为

话剧话剧《《伏生伏生》》找到了准确找到了准确、、贴切贴切、、精湛的戏剧样式精湛的戏剧样式：：在话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探索上迈出了新颖而坚定的步伐在话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探索上迈出了新颖而坚定的步伐。。

专家们希望专家们希望《《伏生伏生》》能够被善待能够被善待，，因为因为《《伏生伏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话剧的希望让观众看到了中国话剧的希望。。盼盼《《伏生伏生》》实现它的梦想实现它的梦想，，抵达它应该抵达的高度抵达它应该抵达的高度，，这也是当日座谈会的主题这也是当日座谈会的主题。。务实的务实的、、有价值的座谈会内容有价值的座谈会内容，，需要与读者分需要与读者分享享。。

徐晓钟（戏剧教育家，导演艺术

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孟冰、冯必烈编剧，王晓鹰导演和国

家话剧院舞台艺术家通力合作的《伏生》

是一部文化内涵深厚的历史诗剧。这部

诗剧讲述了古代大儒伏生以生命保护和

传承民族文化的故事，给观众上了一堂

弘扬文化传承的信念的课，观剧后，令人

久久深思。舞台艺术的呈现上也很有创

造性，拓宽了观众的审美视野。《伏生》的

演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伏生灵魂的

拷问，促使人们久久地沉于思索。

导演王晓鹰在多年的舞台实践和

理论研究中，矢志追求戏剧的哲思品

格，关注“灵魂拷问”的课题，执著使用

假定性原则，创造诗化的意象，2006 年

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从假定性到诗化

意象》。在《伏生》演出中，导演采用了

丰富的假定性、诗化语汇。演员的表演

也创造性地运用了以民族文学艺术的

元素为基础的肢体动作和语汇。

在侯岩松扮演的伏生的表演中，用

鲜明的带有技艺性的形体动作来作为

“在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的“体现”语

汇和形式，揭示人物的心灵。当子勃被

推出斩首时，伏生——侯岩松在台板上

的一段甩发抖须的肢体动作表现了人

物难以倾诉的激情，在编、导、演整体的

创造中，以伏生“贪生怕死”的表象，反

证了伏生为保存历史文化的钢筋铁骨

的灵魂，歌颂了中国文化，歌颂了中国

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灵魂。

扮演伏生的侯岩松、扮演李斯的涂

松岩、扮演羲娥的徐筠、扮演闽姜的佘

南南等表演艺术家都统一在这种美学

原则下，努力做到文化符号与人物个性

的统一。演出中的歌队——群臣、奴隶

通过肢体与舞台调度的舞蹈化、木偶化

烘托出整个演出诗化的统一风格。

在景物上渗流鲜血及用红绸表现

火的语汇在王晓鹰自己的舞台实践中

不是没有出现过。而在《伏生》中，硕大

的、渗出鲜血的面具与大幅度抖动的红

绸把这种象征语汇用到极端。把象征

和诗化语汇用到极端，表现演出者的激

情，这是这台演出的美学特性之一。

在舞台美术上，景与服装的灰土色

的基调渗透出了历史的泥土气息。演

出中的音乐体现出了这台演出的激情

和风格，音乐的节奏“打”出了人物思想

情感的“重拍”及导演构思的“重拍”。

总的来说，《伏生》是一台思索文化

传承真谛、弘扬文化灵魂的戏剧舞台艺

术力作，文化元素丰厚，舞台艺术上横溢

着可贵的创造意识。当前，戏剧界面临体

制改革，都在考虑如何开拓演出市场的新

课题，剧院对观众的需求都会做出自己的

解读、判断和实际的考虑。这次创作演出

的这部文化意义深厚的历史诗剧《伏生》，

我以为是国家话剧院给观众特别是青年

观众又上了一次尊重文化传承、尊崇文化

灵魂的哲思课，艺术上有创造性，拓宽了

观众的艺术审美视野和胸怀。我对编剧、

导演、演员和全体创作者，对我们的国家

话剧院，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敬佩！

童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

孟冰是一位我喜欢的剧作家，他有

创造性思维。这个剧作家不会有平庸

的东西，总能让你惊喜。他写的这出

《伏生》也让我们惊喜。过去的历史剧

经常写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伏生》写

的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我最近写了一篇《导演的意义》的

文章，为了重提上世纪 50年代一讲导演

艺术就一定要讲的一句话，那就是——

“导演死在演员身上而后生”。这是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战友丹钦科的一句

名言，意思是说导演的光彩要体现在演

员的光彩上。我看了《伏生》之后，又想

到了“导演的意义”。扮演伏生的侯岩

松确实太棒了，但是我们又要立刻想到

导演，因为如果没有导演这样来导戏，

演员就不会放出那么大的光彩。

我还想起 1980 年在《人民戏剧》上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外到内，从内到

外》。后来这个词也不太提了，实际上后

来的许多所谓“形体剧”往往是形体跟心

理脱离的，这就不是“从外到内”，因为形

体表现跟情感无关。而《伏生》的形体表

现是充满情感力量的，是“从外到内，从

内到外”的有机结合。因而我觉得《伏

生》的舞台呈现所达到的艺术完整性具

有鲜明的创新精神，这是王晓鹰导演的

新进展，把一个被我们遗忘了的真理重

新提起而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创新。

《伏生》无疑是王晓鹰的一个重要

的导演创作，同时也是国家话剧院一个

重要的剧目演出。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改进的话，李斯这个人物似乎还可以做

一番斟酌，应该适当加强李斯命运的悲

剧性，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政治

家，现在有些写小了。李斯在临刑前那

句遗言“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

门逐狡兔，其可得乎！”曾让千百年来的

中国人读后为之动容。

李春喜（戏剧评论家）：

较之王晓鹰导演的另外两个话剧

导演作品《霸王歌行》和《理查三世》，

《伏生》对戏曲艺术精神的运用，更加内

在、深刻，甚至刻意回避导演手法上的

形式化。《霸王歌行》虽然吸收了许多京

剧艺术元素，但那是作为与话剧形式不

同质的东西，在对比、拼贴中追求一种具

有后现代色彩的艺术效果。《理查三世》

里，戏曲艺术精神则浸润在整个舞台演

出中，各种戏曲舞台手法随处可见，特别

是那些作为基本导演手段的人物动作、

场面调度、空间设置，还有贯穿全剧的打

击乐，创造了一种与莎士比亚戏剧相对

应的独特鲜明的舞台形式感。而在《伏

生》的演出中，王晓鹰导演对形式感的刻

意追求大大弱化了，尽管在戏剧情势、舞

台节奏、意境韵味上仍然充满了戏曲的

诗意，但他似乎更加倾心于舞台上的人

物，更加着力地去发掘并鲜明地表现人

物的性格、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挣扎、拷

问和诗意化的理想坚守，从而获得一种

强烈的节奏性和音乐性。这个特点，主

要表现在演员的表演艺术上。以伏生

为例，我们在他出场的醉步、吟诵和亮

相中，在他与心中的圣书诀别时饮酒烧

书的身段表演中，在他不得不献出儿子

生命后那一组包括跌坐、甩发、绞柱的

形体表演中，在面对临刑前的李斯大段

背诵《尚书》的高潮戏中，演员对人物性

格和内心情感的表现，都有一种真实而

且强烈的节奏性和音乐性。强调人、人

的内心的诗意表达，这是我所说的《伏

生》舞台艺术达到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

的一个重要方面。

《伏生》导演艺术对戏曲化、民族化更

加内在也更加彻底的追求，是与导演对舞

台演出具有现代性的艺术构思融合一处

的，那些具有现代戏剧属性的艺术处理，

也必然成就了这个戏民族性和现代性高

度融合的艺术境界，从而使《伏生》超越

了中国话剧民族化以往的实践，丰富了

中国话剧现代化当今的努力。

王敏（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对 剧 本 深 厚 内涵的准确把握，是

《伏生》演出成功的保证。这是一部写文

化传承、写文化传承中的文人品格的戏。

演出塑造了一个以文化的传承为使命，忍

辱负重、孤独前行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

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美质。一位文艺家

在谈到历史题材的创作时说，搜集历史

资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寻找历史的感

慨更难。我理解这个“历史的感慨”就是

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找到与当今

时代的共鸣，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对

历史给予关注、给予切入，这就是历史的

感慨，也就是今天演出的最高任务。

对演出的完整性的追求，是这部作

品成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导演王晓

鹰为《伏生》找到了鲜明准确的演出样

式。表现性语汇的使用和在话剧民族

化道路上的探索，有了新的飞跃。焚书

坑儒时，从天而降的大红绸的使用，给

观众以惨烈的震撼。歌队时而戴面具，

时而摘面具，甚至半摘半戴，将这些不

同阶层的芸芸众生的思想状态，予以生

动的揭示。王晓鹰说，在汲取中国戏曲

元素方面，排《伏生》不像排《霸王歌行》

和《理查三世》时那样刻意使用，这实际

是他在中外戏剧元素融合，在话剧民族

化的道路上的成熟与系统化。从着力

到自由，从有意识到下意识，将戏曲的

表现美学和间离作用与话剧的再现和

表现语汇做了有机的结合，使整台演出

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演出样式的选择与表现语汇的使用，

为演员、舞美等诸多舞台艺术元素提供了

大显身手的平台，而演员的精彩表演，又

使得导演的构思得以完美体现。这是一

些朝气蓬勃的实力演员，侯岩松塑造的伏

生更是可圈可点，他的激情，他的幽默，他

的犀利，他的“昏聩”，或醉，或醒，都那样恰

切有度。特别是他那训练有素的形体表现

力，令人惊叹。没有丝毫的展示与卖弄，而

是娴熟运用形体表现力组成艺术语汇，用

于人物的性格刻画和人物情感的抒发。特

别是在“自觉”焚书和“自愿”交出自己的儿

子，亲眼目睹被砍下的儿子的人头时，他的

几近崩溃的压抑，令人震颤，这需要演员

的内在激情和高度的控制激情的能力。

黄维钧（戏剧评论家）：

我对《伏生》的评价特别高，因为这

部戏不仅文学性很强、很深刻，在演出

形式的创作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这是

王晓鹰的顶峰之作。王晓鹰在这方面

的探索是有一个过程的，初始阶段是局

部的，在话剧的传统中吸收一些民族戏

曲的东西，到《理查三世》更上一层楼，

在“话剧民族化”的导演创作上已经很

成熟了。而《伏生》则从剧本到演出已

经相当完美成熟了，民族戏剧不再是局

部的、一招一式的东西，它的美学已经

被吃透了，已经能够很自然地、没有负

担地嫁接于各种形式。比如群众演员

和面具的使用，戏曲里龙套就是一个符

号，如果话剧只是简单地挪用就有点东

施效颦。话剧要向戏曲学习，学得不好

很尴尬，特别是演员在形体动作上学习

传统戏曲，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很难解

决的问题，包括戏曲本身演现代戏的时

候这个问题也没很好地解决。而《伏

生》却解决得很好，看着很舒服。焦菊

隐先生晚年提出一个概念叫“民族戏剧

构成法”，就是话剧向戏曲学习不能局

限于表演技法上的一招一式，要从剧本

结构到舞台表现都把话剧原有的封闭

形式打破，向戏曲的开放形式靠拢。我

从《伏生》这部戏自然联想到中国话剧

的“民族戏剧构成法”。

这部戏有很多敏感的东西，但创作

的焦点却是人物形象。伏生是一个有

文化内涵的生命形态，这个形态呈现出

来之后让观众自己去感悟，有的人感

动 ，有 的 人 思 辨 ，并 没 有 特 别 地 去 煽

情。全剧的最后一笔是作者和导演强

化思想深度的一笔，面对汉代的“废黜

百家，独尊儒术”，伏生说“今后如果只

有一种酒喝，这日子还怎么过”，这样的

台词是非常文学化的，它的指向也是很

明确的。所以我认为这部戏在思想上，

在人物塑造上，在演出形式上，在中国

戏剧的民族形式的把握上都有很高的

价值，很值得研究，国家话剧院排这样

的戏大大有益于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非常喜欢《伏生》这出戏。选择这

样一出有关文化担当、文化传承、文化思

考的大戏，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 2014年

的开年大戏是很有眼光的，它具有一种

象征的意义，这是一出能够代表国家话

剧院形象定位和专业水平的大戏。

《伏生》的演出处理很见王晓鹰导

演的艺术功力。他把自己多年在导演

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积累，融会贯通地体

现到了这出戏的整体构思上，他追求的

是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的融合，戏

里面融入了很多传统戏曲的艺术元素，

包括一些程式性的舞台语汇和表演节

奏。剧中那些类似戏曲龙套演员的设

计和运用最令人赞叹，那些具有功能性

的、可在不同场景分饰不同角色的“歌

队”，这些演员的存在，一方面是中国戏

曲龙套程式的一种延伸和变化，另一方

面，也强化了他们作为符号般贯穿全剧

的现代色彩和现代表达。

戏的结尾可以说是一个“豹尾”，构

建出一种开放的、向历史纵深进行怀疑

和问询的姿态。编剧超越了伏生背诵

《尚书》的感人事迹，延伸到了对文化和

对人自身的价值、意义进行深层追问的

层面，这一结尾实际上体现了《伏生》的

时代思想高度和当代视角。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伏生》选择了当代文化立场，对历

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观照和反映，通过伏

生的坎坷命运反映文化传承的艰巨性

和崇高性，旨在于历史的褶皱里挖掘文

化的价值，这首先反映了国家话剧院的

文化担当，是很值得佩服的事情。

王晓鹰老师最近接受《环球人物》

的记者采访，他讲到一个人深刻的生

命矛盾才能构成一部好的戏剧，在伏

生 身 上 就 反 映 了 这 种 深 刻 的 生 命 矛

盾。《伏生》是一部充满了牺牲精神的

戏剧，虽然伏生没有死，但他是想死而

不能，是生不如死，用痛苦地活着的方

式承担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轭。这样

的生命状态、这样的极端情景构成的

戏剧张力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种文化

命运的选择。

从《霸王歌行》到《理查三世》，再到

《伏生》，王晓鹰导演一直在努力探索当

代话剧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新形

式，在《伏生》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群体

行动的仪式性场面，还是扮演伏生、李

斯的演员非写实、极富美感和表现力的

形体动作设计，还有演员脸上的面具，

厚重古拙、时开时合、创造了多意表现

空间的墙垣，天际悬垂的流血面具，满

目红焰、绞索低垂的戏剧意象，都充分

利用了舞台的假定性，并且充满了诗意

性和灵动之感。这个戏中演员的动作，

不同于一般西方戏剧的肢体表演，也不

同于戏曲的程式化，它是一种从具体的

戏剧情境出发的有机创造，显现了“羚

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和谐、统一的艺术

效果，具有凸显内心、渲染气氛、烘托情

境的作用，为戏剧增添了一种具有悲壮

的历史仪式感的内容。

中国话剧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在要现代性还是要民族性的问题上

纠缠不清。有一种偏颇的提法，就是认

为所谓现代性就是西方性，所谓民族性

就是戏曲性，其实这是不对的，那种符合

民族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审美品格的完

整、统一、和谐、一致的舞台创造，才是我

们今天的戏剧应有的一个发展方向。

赓续华（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

戏剧》主编）：

《伏生》是一个时代的作品，是国话

的作品，是文化的作品，国家话剧院就

应该做这样的作品。它的格局大、气象

大，但大而不空，一部历史剧能够让观

众静静地看两个小时，看懂了还要琢磨

它，这就是一部好作品，我认为《伏生》

是《商鞅》之后等了这么多年等来的一

部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伏生》是王晓鹰近期来在历史剧

的导演创作中非常成功的作品，他在这

出戏里的手法运用得非常自然。我认

为王晓鹰导演对戏曲非常熟悉，用在

《伏生》里非常流畅简约，场面和动作的

处理都恰到好处。王晓鹰这个戏的导

演处理跟一般的话剧不一样，一般的话

剧受“写实”的约束太多，其实话剧特别

需要像戏曲一样创造意象。

侯岩松这次的表演可以说给话剧

演员树立了一种典范。话剧演员向戏

曲学习并不是学演戏曲本身，话剧民族

化不要那么刻意，应该让我们的话剧演

员对戏曲有一些认识甚至学上一点本

事，包括身体的灵活运用，多的这点本事

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但有和没有在台

上完全不一样。侯岩松的表演里有很多

动作都是戏曲的功夫，一般的演员是绝

对做不出来的，这样演戏特别有看头。《伏

生》的成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特别让人

回味而且能够互相传递口碑，有时候看到

一些十分浮夸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实

际上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而从这个戏里，

包括从孟冰和冯必烈身上，可以看到这个

时代还是有像伏生一样的人把文化吞在

了肚子里，这是这个时代的希望所在。

崔伟（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研究

室主任）：

王晓鹰在《伏生》的导演创作中体现

了他明显的艺术风格和扎实的学养，这

是一个在艺术呈现效果上特色非常鲜明

的好戏，具有很强的保留价值和可研究

性。话剧演历史剧比较常见的方式是直

接用戏曲的表面形式予以包装，但这样

难免有些做作甚至有些故弄玄虚。而

《伏生》的导演艺术追求达到了一种升华

的境界，这是建立在王晓鹰导演一直以

来非常独特的、非常有学术性的话剧导

演手法基础上的。他有自己的艺术理

想、学养基础和美学追求，并且经过长期

的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导演风

格，这种导演风格是在一系列的作品中

展现、延伸出来的，它甚至已经能够影响

观众追随这个导演的作品，并且感受其

与众不同的艺术特点。

《伏生》运用了很多戏曲元素，却没

有改变话剧表演的特点。伏生的扮演者

有戏曲演员所缺乏的富于具象感和鲜活

感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运用这样的

表演技巧塑造出来的是一个具象的伏

生，是戏曲舞台上用生旦净丑所演不出

来的，是用唱念做舞所不能细腻镂刻

的。话剧演员在运用了中国民族文化艺

术并吸收了导演的要求以后形成了一种

十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它仍然有很强的

形式感，但又是建立在人物的命运、性格、

血肉、内心以及整体的艺术风格上的，比

如很多运用丰富的肢体语言的表演，其鲜

明的节奏和独特的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同时这样的表演又有戏曲表演所没有

的人物的生命真实感和表达的连贯性。

可以说这部戏是一个有独特价值的戏，

体现了当代中国话剧的理想呈现方式和

中国国家话剧院最高的艺术水平。

黎继德（中国戏剧家协会《剧

本》主编）：

这部戏有几个贡献。第一，贡献了

一个伏生的形象。这个人物既有传奇

性也有典范性。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标

准，伏生就符合了这一标准。他至少是用

生命在“为往圣继绝学”。伏生这个形象

是很有意义的，他既是历史人物，也是今

天知识分子的一种标杆。第二，对话剧民

族化做出了贡献。每次提话剧民族化总

离不开焦菊隐先生、黄佐临先生，但我更

想说，当代导演艺术家已拓展了他们开创

的道路。王晓鹰导演不止《霸王歌行》、

《理查三世》和《伏生》三个戏，多年来他一

直在探索。到了《伏生》，他在话剧民族化

方面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绩。这出戏已

不是简单的戏曲手段和表现手法的吸取、

组接、展示，而是一种真正民族化了的话

剧，正如戏曲现代化不是话剧化一样，话

剧民族化也不是戏曲化，而是各种戏剧元

素和戏剧方法的化合，《伏生》的民族化能

做到这么成功，是很不容易的。第三，贡

献了侯岩松这个演员。侯岩松的戏看得

很多，一直觉得他是非常好的演员。他通

过伏生这个角色，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示了

自己的表演才华。他表演的伏生既吸收

了戏曲的某些程式，又吸取了音乐剧的

表演，非常漂亮，这不是一般演员能够做

到的，也给话剧表演很多的启示。

周予援（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感谢各位专家今天来参加这个研

讨会，各位专家对中国国家话剧院给予

了很大的希望也给予了很多年的关注，

对《伏生》提出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和意

见我们都会认真吸取，一部优秀的作品

应该长期打磨。我去年 6月份回来以后

一直在跟王晓鹰、查明哲探讨，一直在思

考我们剧目创作的方向定位问题，我认

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就是要有一种文化责

任，一种文化的担当。《伏生》是 2013 年

国家话剧院重点抓的原创剧目，做出决

断上这个剧本，这可能就是一种担当。

一个剧院除了抓剧目、抓创作和演出还

有什么事？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为中心

点。刚才大家提出的对《伏生》的赞扬和

建议，我都记录了，很多关于“用生命撑

起文化责任”“让创作回归人物心灵”“知

识分子的坚守”等等精彩阐述对我有很

大的启发，对于今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

建设特别是剧目的建设将会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希望各位专家今后多多关注

国家话剧院，我们创作的每个剧目都希

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本版《伏生》剧照摄影：王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