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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话“凤凰”展翅欲飞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6台剧目“打包”进京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展演演：：

一项坚持普及的艺术公益活动
黑 妹

京剧《白蛇传》七夕上演

抗日题材评剧《焦庄户》亮相京城

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戏剧展演活动

上 海 国 际 儿 童 戏 剧 展 演 创 办 于

2004 年，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儿童戏剧

展演活动，为上海的孩子打开一扇观看

世界的窗口。每到暑假，上海的孩子就

可以不出国门，看到与国内儿童戏剧风

格迥异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儿童剧。世

界各地的儿童剧团通过这个平台得以

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多的海外院团和海

外戏剧节通过这个平台了解中国的儿

童剧。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已经成

为儿童剧“请进来、走出去”的一个重要

平台，让海内外儿童剧走进上海，也让

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儿童

戏剧工作者被世界认识和肯定，开启中

外合作交流的大门。

11 年前，2004 年 7 月 17 日晚，在上

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来自克罗地亚的

儿童剧《打火匣》拉开了首届上海国际

儿童戏剧展演的序幕。此后，每届展演

都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关注。2004

年至 2009 年的暑假，上海国际儿童戏剧

展演每年举行一次，2010 年世博会以后

至今，每两年举行一次，至今年已经是

第九届。9 届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一

共吸引了 79 台来自英国、美国、比利时、

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等 21 个国家

和地区的 50 个儿童剧团和木偶剧团的

作品到上海演出，其中 80%以上的剧目

是首次在中国演出。11 年来，演出场次

约 360 场，包括剧场演出和社区演出，观

众人数超过 20 万人次，并曾在南京、沈

阳、苏州、济南、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

会场，分会场演出也超过了 30 场，将上

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的影响力辐射到

上海以外的城市和家长、孩子中间。

越是专业越要注重普及

虽然活动名字叫“展演”，但展演绝

不仅仅是专业剧场的演出，11 年来，各

类 主 题 活 动 也 是 展 演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受上海各区文化部门的邀请，每届

戏剧展演中平均 70%的参演剧目要在上

海的社区活动中心、学校礼堂演出，增强

了活动的辐射面、影响力、普及度。展演

期间坚持举办国际儿童戏剧研讨会、论

坛，提升戏剧展演的权威性、专业性，加

强国外参演院团与国内业内同仁的交流

和合作。展演活动组织专业评审委员

会，举行国际儿童戏剧评奖，让展演更

具专业性，吸引更多的海内外院团申请

参演。此外，爱心慈善专场也是每届戏

剧展演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上海的特殊

人群也能感受到海外儿童剧的魅力。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的举措受

到了阿西特基（ASSTEJ，国际儿童青少

年戏剧演出协会）的关注，成为其中国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 CATA（亚

洲儿童剧艺发展研讨会）特别邀请组委

会为亚洲同仁介绍经验，ASSTEJ的秘书

长对活动表示高度关心和赏识。2015

年 初 ，展 演 加 入 亚 洲 儿 童 戏 剧 联 盟

（ATYA），成为正式成员之一。

2005 年以后，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

演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也

获得上海一些企业的支持和资助，每届

戏剧展演的社区巡演得到了静安区、徐

汇区、闵行区给予的演出补贴，上海演

出的票房收入以及分会场的演出收入

也贴补了举办展演的成本。2015 年，上

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首次获得上海市

委宣传部重大文艺项目专项资金的资

助，也获得了在宣传上的大力支持，让

展演的影响力、辐射面、专业性、知名度

再度得到提升。

2015年，大家一起探讨“多样性”

2015 年 7 月 17 日，第九届上海国际

儿童戏剧展演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星

舞台开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钟燕群，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

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赵丹妮，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

来到开幕现场。陈东向参加本届展演

的海内外剧团致欢迎词，钟燕群宣布

2015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开幕。中

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作为东道主，演

出了一台老上海风情的儿童剧《小八腊

子流浪记》。

8月13日，20年前由陈薪伊导演的儿

童剧《白马飞飞》经过复排，成为展演活

动的闭幕大戏。它讲述了一匹白马投身

抗战的故事，在今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展演期间先后上演了来自日本冲

绳的《冲绳灿灿》、韩国金设剧团的《恐

龙妈妈》、波兰瓦布剧团的《小红帽的历

险》、阿根廷霹雳巴拉 4 人组的《世界玩

不停》、日本道化剧团的《变变变》以及

中国台湾地区逗点创意剧团的《寻找快

乐的咩咩羊》、上海丽斯音乐剧团的《爱

丽丝梦游仙境》。展演共演出 47 场，其

中社区演出 7 场、北京分会场 8 场、扬州

分会场 2 场、“阳光体验”爱心专场 2 场，

观众约 2.4万人次。

国际儿童戏剧论坛成为本届活动

的亮点。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不仅

是为丰富上海的家长和孩子的暑期生

活，还立志要成为一个海内外儿童文化

艺术工作者交流的平台，凸显其国际

性、专业性、权威性。8 月 12 日下午，国

际儿童戏剧论坛在上海宾馆举行，国内

外的儿童教育、艺术工作者，艺术院校

的名家名师以及关心上海儿童戏剧发

展的嘉宾与海外院团艺术家济济一堂，

畅谈“儿童戏剧的多样性发展”。

“多样性”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儿

童文学作家、儿童戏剧工作者的深入探

讨。上海剧协秘书长沈伟民主持论坛，

蔡金萍、秦文君、欧阳逸冰、刘彦君以及

日本、波兰等参演团的代表踊跃发言。

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呼吁儿童文学与

儿童戏剧两个领域的从业者要加强合

作，两者的深入交流对于促进儿童戏剧

的多样性发展大有益处。欧阳逸冰作

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前院长，对上海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作为表示

由衷的敬佩，认 为 在 11 年 前 开 办 国 际

儿童戏剧展演并坚持到今天，并在过

程 中 不 断 展 开 深 入 思 考 ，实 属 难 得 。

他也强调了加强文学性对于儿童剧发

展的重要性。还有的嘉宾提出了儿童

剧的分龄问题，认为“儿童”是一个非

常宽泛的概念，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

于戏剧深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

总是拿简单的互动与惩恶扬善故事对

儿童进行说教，成人世界的一切问题

在 孩 子 们 眼里、心里都是有所感知的，

儿童剧既要让孩子们开怀大笑，也要让

孩子们学会思考。儿童剧，从来不是简

单的戏剧。

本报讯 （记者祝静）近日，话

剧《凤凰》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浙江

话剧团有限公司举行。

话剧《凤凰》由浙江话剧团有限

公司出品及演出，全剧时间跨越改

革开放以来近 40 年，展现新浙商的

发展历程，表现浙商精神。

《凤 凰》的主创团队号称是“八

一队”，由总政话剧团编剧王宏、李宝

群、肖力担任编剧，著名导演宫晓东

执导。王宏说：“《凤凰》的关键是写人

和人的精神，不能仅仅是歌颂，更要有

反思。”

据宫晓东透露，话剧《凤凰》将采

用国内少见的叙述体戏剧样式。此

次已是宫晓东第三次与浙话合作，对

浙话的演员非常熟悉。这次选演员，

他一对一地与研读过剧本的演员“过

招”，每位演员有 10 分钟的时间向导

演阐述，争取自己心仪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把握浙商故事背后

深层次的规律和特点，主创人员曾多

次采风。该剧将于 10月中旬完成创

作，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 （记者刘淼）8 月 20 日、

21 日，中国国家京剧院 2015 年度重

点复排剧目《白蛇传》在北京梅兰芳

大剧院上演。

该剧由戏剧家田汉为京剧表演

艺术家杜近芳量身编排，首演于 1954

年。此次复排由年近八旬的杜近芳

担当总导演，杜近芳与京剧表演艺术

家叶少兰共同担当艺术指导，对该剧

的细节不断加工、打磨。

此次演出由国家京剧院重点培

养的优秀青年演员付佳、张兵、白玮

琛、谭帅等担纲。饰演白娘子的付

佳年前正式拜在杜近芳门下。付佳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目前就读于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曾先后荣获中国戏曲红梅荟萃大赛

金奖、全国戏曲院校京剧学生电视

大赛金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

大赛银奖等。《白蛇传》也是付佳拜

师后，杜近芳传授的第一出大戏。

许仙的扮演者是国家京剧院优

秀小生演员张兵，他毕业于第五届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此次复排期间，张兵也正式拜在叶

少兰门下。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抗日题

材现代评剧《焦庄户》于 8 月 22 日在

北京中国评剧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该剧由北京顺义区文化委员会

策划出品，北京评剧艺术发展促进

会制作，北京评剧艺术发展促进会

评剧团创排。

评剧《焦庄户》以北京顺义焦庄

户村民抗战事迹为题材，在敌我实

力悬殊的情况下，焦庄户村民依靠

勇敢与智慧保护了自己、打击了敌

人，为冀东人民抗击日寇树立了光

辉典范。

《焦庄户》由作家马成和中国评

剧院编剧沨耔担任编剧，中国评剧

院青年导演赵震执导，中国评剧院

演员孙路阳、孔继光、王丽京领衔主

演，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也

给予大力支持。全剧唱词平实之中

不失风趣，曲调朗朗上口。

据介绍，《焦庄户》还将进一步

打磨，并在顺义焦庄户地区演出。

本报讯 （记者刘淼）10 月 29 日

至 11月 7日，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主

办的北京新剧目展演将在北京梅兰

芳大剧院举办。

此次展演，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所

属的院团将带来 6台近年来创作的优

秀剧目，包括上海京剧院的新编历史

剧《春秋二胥》、上海昆剧团的新编历

史剧《景阳钟》、上海沪剧院的新编大

型沪剧《邓世昌》、上海越剧院新编古

装剧《铜雀台》、上海淮剧团的革命历

史淮剧《八女投江》和上海评弹团的

评弹音乐剧《芦苇青青》。

其中，《春秋二胥》、《邓世昌》、《铜

雀台》是 2014年首演的新创剧目，《春

秋二胥》由安平、傅希如领衔主演，《邓

世昌》由朱俭、李建华、茅善玉等主演，

《铜雀台》由徐标新、方亚芬等主演。

《景阳钟》从 2011 年的《铁冠图》，到

2012年的《景阳钟变》，再到2013年的

《景阳钟》，历时 3年打磨，并于今年启

动 3D 电影拍摄，由黎安、陈莉等主

演；《八女投江》是在原作基础上修改

提升后致敬抗战胜利 70周年之作，由

施燕萍、梁伟平等主演；《芦苇青青》则

改编自中篇评弹《冲山之围》，由秦建

国、高博文、吴新伯等主演，以全新

的评弹音乐剧形式亮相。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为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近

日，《古田小红军》连环画由福建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该连环画是 2014 年度福建文艺

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由共青团福建

龙岩市委、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组

织策划，练建安、刘雪松撰稿，钟兆

云、傅柒生为历史与文学顾问。

《古田小红军》连环画分为《古

田春雷》、《特殊任务》和《征途漫漫》3

集。该书讲述古田镇五龙村农家子

弟马细子在革命先驱杨先生的指引

下，智斗地主恶霸，参加农民暴动，

走上革命道路；接受党的特殊任务，

乔装打扮，冲破重重险阻，机智勇敢

地 完 成 了 秘 密 传 递 情 报 的 艰 险 任

务；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小鬼连”

和闽西主力红军并肩作战，在长汀

松毛岭英勇顽强地阻击优势敌军的

猖狂进攻，最后，告别父老乡亲，告

别家乡，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古田小红军》故事惊险曲折、

环 环 紧 扣 、跌 宕 起 伏 ，人 物 形 象 鲜

明，叙述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绘画

生动活泼，是一部对广大少年儿童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国防教育的作品。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首届“莱福

士杯”中国民族服装设计大赛8月29日

在北京进行了初评，30个作品方案入围。

大赛由中国服装协会和北京莱

福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主题为“民族梦、中国梦”。据介

绍，大赛自3月18日正式启动以来，受

到众多设计师的关注，参赛选手除了

来自国内的 23个省区市，还有来自德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北京莱福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优然说，在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地区关注和推崇中国民族

服饰的背景下，本次大赛将为更多

的设计师搭建中国少数民族与时尚

对话的平台，为时尚世界打开另一

扇窗，吸引和鼓励设计师关注少数

民族元素，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品牌；

同时大赛对培养中国服装设计师的

中华文化自信和自觉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赛选拔出更多优秀设计师，

并将中国民族服饰品牌推向世界。

《古田小红军》连环画出版

中国民族服装设计大赛初评

艺术·资讯

艺术·观察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全 国 迅 速 掀 起 全

民抗战的热潮，文学艺术界也迅速投

入，其中反应最快的是话剧界。艺术

家 以 话 剧 为 武 器 ，宣 传 抗 战 、动 员 民

众，其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卢沟桥事变发生，舞台上很快就出

现了两台大戏，一是 1937 年 8 月 7 日由

上海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

话剧《保卫卢沟桥》；另一台是同年 8 月

9 日 由 田 汉 创 作 的 大 型 话 剧《卢 沟

桥》。《保卫卢沟桥》由崔嵬、张季纯等

17 人写作，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

毅 4 人整理。全剧由 3 个连续的独幕剧

组成：《暴风雨的前夕》、《卢沟桥是我们

的坟墓》、《全民的抗战》，主题歌由塞

克、孙师毅等作词，冼星海、盛家伦、周

巍峙等作曲。上海各剧团、各电影公司

近 百 名 主 要 演 员 担 任 演 出 和 剧 务 工

作。8 月 7 日，《保卫卢沟桥》在上海南

市蓬莱大戏院演出，整个演出以磅礴的

气势和抗战的激情轰动了上海，向全国

人民发出了“保卫卢沟桥！保卫华北！”

“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

声，激发了全场观众的抗战热情。演出

日夜进行，有时还加演临时场来满足群

众的要求，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淞沪抗

战爆发。

话剧《卢沟桥》由田汉创作，由南京

几家报社——《金陵日报》、《新民报》、

《扶轮日报》联合成立的“首都报人慰劳

抗敌将士公演委员会”主持演出。该剧

由洪深导演，经过紧张的排练，克服了

财力方面的困难，从 1937 年 8 月 9 日起

该剧轮流在南京 4 家电影院演出。首场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各界群众的

赞扬与支持。据参加组织这次演出的

《金陵日报》记者陈樾山回忆：“大幕一

拉开，观众就和剧中人物一起来到卢沟

桥畔，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心心相连。

台上喊‘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

出去’，台下观众也跟着喊；台上唱《义

勇军进行曲》，台下也跟着唱；台上在战

斗，台下也在战斗。”该剧第四幕的结尾

是争夺卢沟桥畔的一块阵地。洪深安

排了一些演员藏在影院池座的后面，舞

台上的争夺战开始之后，士兵们从观众

席冲上舞台，满场喊杀之声，舞台上硝

烟弥漫、火光迸射，似乎整个剧场都变

成了战场，观众都卷入了“战斗”。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的话剧工作

者迅速组成了 13 个救亡演剧队，在“把

戏剧送上前线”“戏剧上街、戏剧下乡”

等口号的鼓舞下，救亡演剧队离开大城

市，走向工厂、农村、前线，进行频繁的

演出宣传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江苏、

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

北等地，使话剧深入群众之中，动员广

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其影响在中国话

剧史上是空前的。他们演出的剧目多

为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

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

《八百壮士》、《古城的怒吼》等。

1938 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周恩来在武汉亲自领导了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

的工作，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艺术处

处长，洪深任戏剧科科长。遵照周恩来

的指示，郭沫若、田汉和洪深把由上海

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各地来武汉的剧团

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了 10 个抗

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奔赴各大战

区，在国民党官兵和人民大众中积极开

展抗日宣传活动，演出的剧目有《塞上

风云》、《东北之家》、《打鬼子去》、《一颗

炸弹》、《壮丁》、《生死关头》、《血战台儿

庄》、《胜利进行曲》等，在整个抗日战争

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与鼓动作用。抗

敌演剧队还演出了一些历史剧如《李秀

成之死》、《前夜》、《飞将军》、《正气歌》、

《棠棣之花》等，通过宣扬历史上的民族

英雄的斗争精神，鼓舞全国民众的抗日

士气。

话剧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在中国话

剧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推动了话剧创

作，对中国话剧发展也做出了相当大的

贡献。

（一）促进了话剧大众化的发展。

中国话剧是从校园发展起来的，从

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努力走向大众。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更给话剧走向

大众增加了动力。一批新文化运动的

领军人物在批判旧戏的同时，积极引进

外国话剧，其目的就在于从内容上突破

传统戏曲的模式，通过描写普通民众的

生活使话剧逐步走向大众。但这样的

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五四时期的话剧

只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受到欢

迎，还没有真正走向普通大众。左翼时

期，话剧的观众群有了扩大，从校园扩

大到工厂。但话剧真正走向大众是在

抗战时期。

从客观上讲，战争的威胁唤醒了艺

术家的觉悟，坚定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理

想信念；从主观上说，面对着民族灭亡

的危机，艺术家进一步增强了以艺术服

务于抗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

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更广阔的天

地——工厂、农村、军营乃至战斗的前

线，以话剧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

气，深受民众的欢迎，特别是那些直接

反映现实生活、情节简单、内容易懂的

街头剧和活报剧，更受到普通民众的青

睐。通过看戏，他们提高了斗争的觉

悟，增强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意识，并以

实际行动加入抗战的洪流。

抗战使话剧扩大了发展空间，同时

也使话剧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了

丰富的滋养。艺术家每到一地，常常根

据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所发生的故

事创作话剧作品，演出后深受人民大众

的 欢 迎 。 1938 年 4 月 ，台 儿 庄 大 捷 的

消 息 传 到 武 汉 ，“ 三 厅 ”上 下 群 情 振

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去

台儿庄前线慰问演出。九队队长吕复

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后，立刻组织创

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

作，很快创作、演出了活报剧《血战台

儿庄》（王为一编剧），演出后大大鼓舞

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1938 年，洪

深在武汉时根据一位空军飞行员的英

雄事迹，创作了话剧《飞将军》。1939

年，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后，田汉马上奔

赴前线，采访参加这次战斗的国民党

官兵和当地民众，创作出电影文学剧

本《胜利进行曲》，先拍成电影，后由抗

敌 演 剧 队 第 九 队 的 同 志 改 编 成 话 剧

《胜利进行曲》。解放区的众多话剧团

和文工团，如抗敌剧社、战士剧社、人

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斗剧

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等也根据当时

军队和农村中发生的故事创作、演出

了 大 量 宣 传 抗 战 的 话 剧 ，如《消 灭 汉

奸》、《当兵去》、《前线故事》、《三颗手

榴弹》、《抗到底》、《子弟兵和老百姓》、

《李国瑞》、《戎冠秀》、《重逢》、《查路

条》、《血泪仇》等，鼓舞了抗日将士的

斗志，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

（二）促使话剧在艺术上走向成熟。

如果说曹禺的《雷雨》在 1934 年出

现，标志着中国话剧在文本创作上的

成熟还只是一个个案的话，那么抗战

时期话剧的成熟则是整体性的，其表

现一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二是从

文 本 创 作 到 舞 台 演 出—— 包 括 导 演 、

表演、舞台美术等各方面的成熟，尤其

是历史剧的创作出现了《屈原》（郭沫

若）、《天国春秋》（阳翰笙）、《忠王李秀

成》（欧阳予倩）、《秋声赋》（田汉）、《法

西 斯 细 菌》（夏 衍）、《凤 凰 城》（吴 祖

光）、《海国英雄》（阿英）、《升官图》（陈

白尘）、《正气歌》（吴祖光）、《全民总动

员》（曹 禺 、宋 之 的）、《民 族 至 上》（老

舍）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中国话剧从这里走向大众
——抗战话剧的艺术成就及对中国话剧创作的贡献

刘 平

抗战话剧《升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