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天下归心》作为开幕式演出剧目，向

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精髓，那急

促婉转的锣鼓和韵味醇正的唱腔，还有“一桌

二椅”的写意舞台，都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中国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天下归心》的故

事张扬了“百善孝为先”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剧中，观众既领略了国粹京剧的深沉之

美，又感受到忠义孝悌的感人至深。作为开幕

演出，《天下归心》让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在一

开始就绽放出中国文化的璀璨华光。

随之而来的沈伟及其舞蹈《声希之夜》更让

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升华到一个贯通中西方文

化、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超然之境。沈伟除了冠以

编舞家的头衔以外，还有视觉艺术家的特别身

份。的确，用“舞蹈”这一艺术形态是不足以概括

沈伟的艺术世界的。戏曲、水墨画、油画以及现

代舞的学习经历构成了沈伟多元的艺术呈现。

许多观众都选择连续到剧场观看演出，每一次观

看都获得了不同感悟。西方演员、中国传统美

学、庄严深沉的舞姿造型，还有宏大的生命意识

使得《声希之夜》充斥着强烈的审美张力，更让短

短两个小时达到了一种永恒。虽然演出很快结

束，可从作品中延伸出的艺术气韵，仍在天地之

间延绵不绝、循环激荡。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震撼上演引发了

北京观众的观剧狂潮。在以演出传统戏曲见

长的长安大戏院，布满了高加索山的泥土和沙

石。古希腊悲剧和中国戏曲是世界戏剧的发

展源流，在戏剧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我们抚今

追昔，向传统致敬并审视当下。在全球化的时

代，狄奥尼索斯已经消失，戏剧的传统已被消

解，人类的灵性也被泯灭。普罗米修斯盗取了

天上火种并送给人间，后世文明得以延续，人

类掌握了愈发强大的能力，强大到足以自我毁

灭。“光明之日终将到来”，人们憧憬着美好未

来，可是一句“什么时候”，又在叩问脆弱的灵

魂。归根结底，特尔佐布罗斯探讨的是人类的

终极问题：人到底是什么。导演在简约的舞台

上延续了卓越的希腊精神，更注入充满了哲学

思辨的时代精神。演出结束以后，媒体记者、

戏剧爱好者全部冲到舞台上，簇拥在导演特尔

佐布罗斯的身边，向他请教，与他交谈。特尔

佐布罗斯非常激动，给大家悉心解答，与大家

耐心交流。如果你身临现场，一定会被那个热

烈的氛围所感染。来自不同国家、讲述不同语

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在

那一刻，所有的束缚和疆界都被打破，戏剧成

为大家共同的信仰。

在 11月 7日、8日这两天，第六届戏剧奥林

匹克有 6 部作品在不同剧场同时上演，林兆华

导演的《窝头会馆》在首都剧场、特尔佐布罗斯

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长安大戏院、德国导

演迈克尔·塔尔海默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在

国话剧场、韩国导演崔致林的《鲜花，水和风之

歌》在天桥剧场、印尼话剧《在火山下的神力》

在大隐剧院以及香港导演林奕华携《恨嫁家

族》在保利剧院演出。北京东西南北的艺术圣

殿奏响了华彩戏剧乐章。

11月 11日、12日的《大鼻子情圣》又使第六

届戏剧奥林匹克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观剧狂

潮。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在中国拥有大批粉

丝，他所创立的“铃木忠志训练法”无不为人称

道。他将目光聚焦到人类的身体尤其是“足的

文法”，他认为当今社会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

已经被“非动物性能源”所占据而退化，很难通

过身体本能来认识彼此，戏剧更不是娱乐和消

遣，而是应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看戏的观众要

通过舞台上的演出去思考人类永恒的命题。在

接受采访时，铃木忠志大师说，之所以选择《大

鼻子情圣》和《李尔王》来参加第六届戏剧奥林

匹克的演出，是因为中国观众对这两部作品的

文本非常熟悉，这样观众可以把重心集中在他

的舞台上。铃木忠志的《大鼻子情圣》超越了纯

粹的爱情故事，突出了一个男人的气概，更探讨

了死亡的方式。舞台上纯白唯美的花朵、清冷

孤独的树还有黯淡幽眇的灯光形成了一个充满

葬礼心境的舞台意象，这是铃木忠志想象出的

舞台。传统的能剧与《茶花女》歌剧的音乐天衣

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交织出令人屏息的铃木忠

志剧场美学。《李尔王》的故事更充满了铃木的

风格，一个老人在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弥留之

际，开始回忆与想象。铃木忠志自嘲道：“《李尔

王》中的老人，就是5年以后的我。”

除了外国作品含金量颇高以外，中国作品

同样异彩纷呈。王晓鹰导演的《伏生》在首演时

就备受好评，此次亮相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更

是做了精益求精的排练和准备。王晓鹰导演多

年来对中国话剧民族化进行上下求索，从《霸王

歌行》戏曲元素的仪式感运用，到《理查三世》的

本土化解读和台词腔调、面具脸谱的完美交融，

再到《伏生》，王晓鹰导演探讨了个体生命在进

行文化坚守与传承时的悲壮与深刻，剧中，他的

民族化探索已经达到浑然天成之境，尤其在情

感壮怀激烈之处，导演多用戏曲身段来表现，戏

曲元素的自如运用是剧中的神来之笔。郭小男

导演的《秀才与刽子手》已经成为中国话剧舞台

的经典，导演郭小男的舞台风格富有深刻的人

文意义和创新精神，他的作品涉猎广泛，话剧、

歌剧、戏曲等艺术形式皆有建树。《秀才与刽子

手》以现代喜剧的形式和略带怪诞的手法借古

喻今针砭时弊，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作品。

演出总是短暂的，大幕闭合，舞台上的花

团锦簇和繁花似锦瞬间归于沉寂，但所有演出

所带来的启发、回味和讨论、反思却是余音绕

梁永远都不会落幕的，这也正是第六届戏剧奥

林匹克举办意义之所在。精彩的演出每天都

在上演，思考和热议更是不会停息。中国戏剧

艺术的发展直至今日已经到了一个厚积薄发

的阶段，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举办更是对中

国戏剧的一次强有力的激活。第六届戏剧奥

林匹克组委会将于活动结束之后举办学术研

讨会，邀请中外戏剧名家回顾和展望此次艺术

盛会，还要在此次活动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戏剧

发展的昨日今朝进行梳理和审度，并展望中国

戏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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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演出活动当中，还将有大批大

师力作接连上演。

戏剧奥林匹克国际委员、印度导演拉坦·
赛亚姆的《当死人醒来时》于 11 月 28 日、29 日

在天桥剧场上演。拉坦·赛亚姆是印度英帕尔

合唱话剧团团长，英帕尔合唱话剧团位于曼尼

普尔的一个小山谷上，周围有 9 座小山环绕，

该剧团在成立 25 周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永

久剧场，名为“神殿”，充满了戏剧艺术的崇高

与神圣。在拉坦·赛亚姆的戏剧世界里，他在

思考人类境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战争和武

力，以研究启蒙、调和与和平。《当死人醒来时》

是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以虚构和充满象

征意味的人物为中心。经过拉坦·赛亚姆的指

导，新的《当死人醒来时》全部用曼尼普尔语来

演绎，在完好保存原作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进行

了本土化改变，呈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克拉普最后的碟带》是第六届戏剧奥林

匹克备受瞩目的作品。连主席特尔佐布罗斯

都盛赞组委会，能把罗伯特·威尔逊的作品请

到北京非常了不起。罗伯特·威尔逊是戏剧奥

林匹克国际委员，是欧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戏

剧家，也是跨文化戏剧最有力的践行者，《纽约

时报》称罗伯特·威尔逊是“实验戏剧世界的灯

塔，是舞台上运用时间与空间的探索家”，他运

用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时

空形象。《克拉普最后的碟带》是贝克特经典独

幕剧，而由罗伯特·威尔逊诠释贝克特无疑是

一种最完美的组合。

铃木忠志导演说：“20年前，我们这些拥有戏

剧理想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创办了戏剧奥林匹克，

20年后，在北京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举办之

际，我们这些人都老了，英国委员托尼·哈里森已

经住院接受治疗，西班牙委员努莉亚·艾斯波特患

有老年痴呆症，我们可以看到《群魔》，但是留比

莫夫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75岁的铃木先生精

神矍铄，但字里行间都透着惆怅与感伤。早在

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举办城市定为北京之

时，俄罗斯戏剧大师尤里·留比莫夫就决定带着

他在 2012年执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群

魔》亮相北京，可是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开幕之

前，留比莫夫一病不起并于 2014年 10月 5日在

莫斯科逝世。《群魔》也成为了大师的舞台绝唱。

这部作品浓缩了他的人生哲学与剧场理念，“整

个世界都处在危机之中”，这危机不仅是经济危

机更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危机，如果失去信仰人

类将失去道德支撑，最终会酿成流血与战争。

2014 年是中法建交 50 周年，法国舞剧《勿

忘我》是 50周年庆祝活动中一项备受瞩目的艺

术作品，也是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唯一一部法

国舞剧。《勿忘我》创作于 1992 年，这次演出主

创人员加入了全新的元素：在近乎永恒的巨大

冰原上，吟唱起关于北极的低泣曲调。在《勿

忘我》里，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法式浪漫元素

全部蕴含在内，优雅的香颂、白衣胜雪的女子、

着燕尾服的绅士、铺满舞台的飞扬的绸缎……

虽然视觉呈现足够让你惊艳，但它要表达的似

乎比浪漫还多了一份生命的厚重。作为艺术

总监，菲利普·让蒂认为舞蹈是“融合、晕眩以

及重复”，他展示给观众的永远是充满诗意和

无意识的精品之作，让你不得不为之动容。

此外，以中国戏曲的表现方式呈现古希腊

悲剧的河北梆子《忒拜城》和评剧《城邦恩仇》

既张扬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写意美感，也探讨了

中国舞台、世界表达的审美视角。这两部戏曲

大戏分别于 11月 26日、27日，12月 15日、16日

在国家话剧院与中国评剧大剧院上演。

相信伴随着愈发深入的文艺演出和愈发

宽广的艺术视野，文化界、学界和观众朋友之中

将会迸发出更多发人深省的艺术话题和更加深

刻的理论思考，从而形成更加完整的理论观

点。我们期待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琳琅满目的

演出，更期待中国戏剧艺术更加美好的明天。

北京因奥林匹克而精彩。如果说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让我们体味了“更高，更快，更强”

的生命力量，那么 2014 年北京戏剧奥林匹克

则展示了更真、更善、更美的壮丽景观。北京

戏剧奥林匹克以海纳百川、登高望远、连接中

外 、融 汇 古 今 、交 流 互 鉴 营 造 出“ 中 国 好 舞

台”。过去的，令人回味，即将开始的，更加精

彩，更令人期待。因为，过去的，仅仅是序幕！

过去的，仅仅是序幕
——深度解析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

宋之歌

戏剧奥林匹克国际委员会主席、著名导演特尔佐布罗斯称北京是一座交融古典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深厚的戏剧传统和浓浓的
艺术氛围，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其中，延续着传统并使之活跃起来。基于这个原因，北京成为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主办城市，而北京
深沉隽永与朝气蓬勃的非凡气质更为戏剧奥林匹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11月 1日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开幕以来，多台好戏轮番上演，与此间举办的论坛、大师班等活动交相辉映，观剧热潮持续升温，
尤其在11月 7日、8日，竟然出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窝头会馆》等六部作品在不同剧场同时上演和11月 15日有OKT剧院《哈姆
雷特》、《红楼梦》等五部作品同时上演的火爆场面，用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来形容连日来的艺术盛景最贴切不过。白天享受APEC蓝
和秋意盎然的清新美景，晚上走进剧场观看戏剧奥林匹克的精彩演出，已经成为这段时间北京还有为此次活动专程赶到北京
的观众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因为戏剧奥林匹克的蓝色，同样精彩。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相信北京的戏剧奥林匹克同样无与伦比。

活动开始半个月后，就已经有专家学

者盛赞：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举办将载

入中国戏剧的发展史册，并留下浓墨重彩

的文化印记。这评价给予了主办方莫大

的鼓励和荣誉，一年多辛苦的筹备工作与

开幕以来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是值得的，更

为接下来的演出及相关活动的开展增强

了极大的信心。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

举办，确立了中国与世界双向审视的目

光——国际目光对中国戏剧的理性透视，

中国目光对世界戏剧的观察了解。第六

届戏剧奥林匹克是一次在中国舞台上空

前的国际性戏剧艺术交流活动。

中国戏剧舞台上的高峰

1994年，也就是 20多年前，当时的戏

剧艺术受到了电影和电视的冲击而逐渐

衰落，许多戏剧从业者绞尽脑汁努力维

持着步履维艰的现状，大多选择吸收电

影明星为戏剧舞台增加亮点，随之戏剧

艺术成为了有钱人消遣的“玩意儿”，商

业化倾向逐渐显露。在这个背景之下，

希腊导演特尔佐布罗斯发出号召，邀请

世界各地的戏剧艺术有识之士，美国的

罗伯特·威尔逊、日本的铃木忠志、俄罗

斯的留比莫夫等戏剧大师相聚希腊，他

们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挽救日

渐落寞的戏剧艺术，使其回归本质，戏剧

不是消遣，而是要让观众思考。于是，戏

剧奥林匹克由此诞生。

希腊人热爱健壮的体魄，更追求卓

越的精神。铃木忠志曾在一次访谈中说

道，杰出的精神与杰出的身体同样重要，

戏剧艺术所蕴涵的就是人类精神的力

量。历届戏剧奥林匹克的演出剧目，几

乎从不夹杂任何商业气息，世界各地艺

术家汇聚到戏剧奥林匹克大家庭，用不

同语言、不同风格的舞台表现形式反思

社会、探讨人性、感念生命。

这种传统同样延续到第六届戏剧奥

林匹克。截至目前，此次盛会已经进行

了近 20部作品、40场演出，每场演出都获

得了热烈的反响，高峰论坛、大师班的举

办更使国内外戏剧大师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舞台上艺术表现感染人，讲台上理

论观点启迪人，此次活动在紧张有序的

进行过程中，观众在拓宽视野、交流互鉴

的同时，也引发了热议和思考。第六届

戏剧奥林匹克无疑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

重要的里程碑。

过去的，意犹未尽

未来的，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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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梦 想 世 界 的 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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