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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涟：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在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

保卫祖国的长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成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抗战爆发之日起，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

再现了风起云涌的抗日形势，表现了中华儿女

百折不挠、浴血奋战的爱国精神，创造了无数

至今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音乐歌曲《义勇军

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松花江

上》、《毕业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

里路云和月》、《风云儿女》，活报剧《放下你的

鞭子》、话剧《法西斯细菌》、《丽人行》等等，不

仅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战信心，也成为

载入艺术史的经典作品。

近 30余年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平发

展的新时期，抗战这个无比丰富的精神宝库

依 然 为 文 艺 创 作 者 所 青 睐 ，出 现 了《红 高

粱》、《南京 1937》、《驼哥的旗》、《死无葬身之

地》、《铁道游击队》等一大批优秀之作。特

别是今年，据文化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今

年 6 月底，全国各地共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题

材的舞台艺术作品 183 部，其中新创剧目 128

部，保留剧目 55 部，几乎涵盖所有的舞台艺

术门类。

时代环境的变化，历史观的进步，使得抗

战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的立意、思想与舞台呈现

方式发生着变化。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抗战

题材不仅是弘扬主旋律的现实之作，而是可以

写出黄钟大吕般作品的艺术宝库。如何总结、

看待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抗战题材舞台艺术作

品？如何保持强烈的艺术激情，传承与弘扬抗

战精神与民族品质，来抒写这段永远不应遗忘

的历史？如何以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写下当代

人对于抗日战争的深刻思考？如何秉持着认

真、严肃的态度，借鉴经典剧目的经验与成就，

创造新的艺术“高峰”？

一部《辛德勒的名单》，已成为电影史上的

经典，感动着不分种族、不分国家的无数观

众。我们的确有许多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但

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历史的责任相比，我们

还有很大的差距。广大文艺工作者虽然已经

做了很多努力，不断创作大量新剧目，但似乎

仍然存在进一步开掘的空间。本期“艺海问

道”文化论坛，聚焦新时期以来的抗战题材舞

台艺术作品，拟作全景式回顾与扫描，重温抗

战精神，同时期待发现并提出有价值的现实问

题，以便让抗战题材创作少些应时应景，多些

潜心研磨之作，在弘扬抗战精神的同时，成就

伟大的艺术经典。

康式昭：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

的戏曲剧目，好戏频出。影响较大的如吕剧

《苦菜花》（山东省吕剧院）、评剧《我那呼兰河》

（沈阳评剧院）、粤剧《驼哥的旗》（深圳粤剧

团）、黄梅戏《半个月亮》（安庆黄梅戏剧院）、

《石龙湾》（山东吕剧、京剧先后推出）、京剧《飘

逸的红纱巾》（江苏省京剧院）、山东梆子《古城

女人》（山东菏泽地方戏曲剧院）、龙江剧《鲜

儿》（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柳琴戏《沂蒙情》（山

东临沂柳琴戏剧团）以及新近推出的评剧《红

高粱》（天津评剧院）、评剧《母亲》（中国评剧

院）、山西北路梆子《云水松柏续范亭》（忻州北

路梆子剧团）等。近来还推出两台抗日题材延

伸的剧目——歌颂明代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的佳作。一台是台州乱弹剧团的《戚继

光》，一台是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抗倭将军戚继

光》。当然，以上也是挂一漏万。

这批优秀剧目，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

的反思之后，也在借鉴参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题材成功作品的创作经验之后，逐步展示出新

的追求，也逐渐形成了新的特点。总的说，力

争超越缺乏艺术魅力的应景之作的宣传品，力

求成为富于美学品格的精致的艺术品，向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表演精彩的高标准

奋进。有如下几点成功之处特别值得重视：一

是写英雄，力避简单化；二是写奉献，力求人性

化；三是写觉醒，重在草根性；四是写历史，善

用辩证法。

一个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的文艺创作，频

频受到干扰。荧屏上，雷剧、神剧、夹带怪诞色

情的烂戏，层出不穷，颇受诟病。我以为，戏曲

舞台要干净得多，单纯得多。但是，也有过一

些负面影响，如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讲

宽容，讲忍让，而完全不顾日本鬼子的毫无人

道，灭绝人性！这方面的教训也要记取。

冯双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抗战题材的作品较以前的作品无论从

广度，还是从深度，无论是从思想的提炼、人物

形象的选择，还是舞台呈现的方法，都确实取

得了长足进步。舞剧《南京 1937》、《红高粱》、

《八女投江》，以及小型作品舞蹈《中国妈妈》等

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概括起来，舞蹈领域抗战题材作品，在内

容上，一方面有对于抗战英雄的讴歌，如舞剧

《铁道游击队》；另一方面抗战题材舞剧创作当

中有对人心理的深刻描写，并取得成功。例如

舞蹈《中国妈妈》演绎的是东北地区，抗日战争

以后中国妈妈收留日本遗留下来的孩子。作

品既赞美抗敌英雄，又有对战争中伟大人性的

揭示，两者相互映照，展现了中国抗战的波澜

壮阔，可歌可泣。

在艺术探索上，此类题材取得的进步首先

是人物形象的创造，编导在创造舞台人物形

象上能够较好地把叙事性和抒情性结合起

来；其次是艺术时间和空间处理上做得非常

到位。今天的舞蹈编导在艺术时空的处理上

已经显示出全新的创作理念，这些是非常值

得研究的，体现着最新一代舞蹈编导的艺术

触觉和想法。

如果说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认为有的

舞剧的创作还是比较粗糙、简单化，依靠外表

形式的轰轰烈烈，对于情感的挖掘不够深刻。

还有一些舞剧依靠舞美制作的宏大推进高潮，

艺术本身的力量尚有可挖掘的地方。

黄奇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宣传弘扬民族精

神非常重要，无论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对

新的年轻一代。音乐、舞蹈也是教育宣传工作

中的非常重要的武器。这些年歌剧、舞剧有了

不少好作品，硬件方面还是不错的，但觉得还

是缺了点东西。我们在很多方面功夫下得仍

然不够，这就导致有一些作品达不到“高原”，

更不用说“高峰”。例如在抗战题材的新的舞

剧作品创作中，编剧需要首先解决结构问题，

比如有的舞剧虽然有很多好的舞蹈，但是情节

上却是断节的，不连贯的，前面讲婚姻家庭，后

面就突然冒出了抗日战争。

在创作中，我们要注意优秀剧目的积累。

一些还算不错的作品，弄完了就放到一边，人

们忙着去干新的。实际上，好作品的涌现，需

要反复的打磨，这是我们把歌剧、舞剧搞好的

过程中要重视起来的问题。我希望不要扔掉

好作品，尤其是一些被埋没的优秀之作要重新

找出来。举个例子，贺敬之同志于上世纪 50

年代曾写了一个歌剧剧本《节振国》，是抗日题

材的，看过的人都说好。歌剧的音乐由刘炽同

志创作。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种种原因，这个歌

剧夭折了。现在，音乐也找不到了。

关峡（书面发言）：中国交响乐团即将推出

大型抗战题材交响乐《抗日战争安魂曲》，由著

名作曲家王西麟作曲。《抗日战争安魂曲》分为

纪念日-落泪日、苦难、抗战-国殇、反攻、招

魂、终曲-悼念等几个乐章。整部作品创作已

经接近尾声，计划在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演出。

今年 1 月，在国交的支持下，王西麟分别

去了重庆和云南进行创作采风，参观了大量抗

战历史现场，深入了解了抗战的真实性和复杂

性。创作采风让王西麟本人受到了深刻而强

烈的教育，对他的创作帮助巨大。从已经完成

的曲谱中可见作品的音乐风格是，深厚亲切的

中华民族的长呼吸的旋律语言和现代的先锋

技术的结合。其中第三乐章打破了王西麟以

往不使用文字作为合唱作品歌词的惯例，首次

采用文字（屈原《国殇》原文）进行谱曲，以便于

更多的中国观众接受并理解这部作品，另外采

用现代的先锋音乐写作技术，则是符合当下国

际音乐界对交响乐作品的审美态度，有助于中

国原创作品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欧建平：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整个中国

处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摩擦、吸收、引进的过

程中，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一

直在我们骨子里面。往前追溯，吴晓邦先生上

世纪 30 年代回国以后，倡导爱国主义舞蹈。

这样一个传统，逐步被发扬光大，这是如今的

“40 后”“50 后”舞蹈家挥之不去的情结。这些

东西我们仅就演出作艺术评价，存在过于夸

张，过于写实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的是革

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实践

中，革命现实主义走到了写实主义，催人泪下

成为所有舞剧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舞和剧的关

系上，常常剧大于舞。

总结起来讲，问题在于写实有余，浪漫不

足。如今比较好的舞剧，仍然存在这样的问

题。也许我们离抗日战争还太近，我们自己没

有经历抗日战争，但是父辈经历了，口传心授

着痛苦的回忆，对我们有影响。离苦难生活太

近了，在艺术创作中就会使得艺术本身的独立

价值降低了，这样的作品要走出国门是有问题

的。芭蕾舞剧也好，现代舞剧也好，都需要超

越民族主义的局限。

比如，抗日题材怎样去实现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结合，怎样超越过于写实的倾向？

超越难道就是搞笑？调侃？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但是具体的创作确实面临着困惑。我

们的观念中，日本鬼子上台几乎都是气焰嚣

张，脸谱化的。如果不这样表达，又该怎么样

表现呢？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向别的民族学

习。提两个非常具体的参照。一个是 1932 年

德国人编的《绿桌》，在貌似和平的绿桌上列强

们戴着假面瓜分世界。序幕和尾声用枪声作

为标志。最重要的是体现战场的气氛，没有直

接的两军对峙那样的场面，反而成为世界各国

的经典演出。另外一个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

的时候，看到一个舞剧《战争启示录》，他们用

重摇滚开头，惊天动地。他们让整个天幕上站

满了魂灵一样的舞蹈的犹太人，这是有非常强

烈刺激的舞蹈，这样的对战争的控诉，给我的

印象特别深。

顾夏阳：前几天我看电视，记者采访一个

学校，问孩子们：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他们

说是佐罗、超人，没有一个提到中国的英雄。

我听了以后很悲哀。

去 年 搞 歌 剧 观 摩 演 出 ，我 看 过 38 部 歌

剧，大部分是历史题材的，现实题材的很少。

抗战不仅是舞台创作的题材，我们还有一个

责任就是，要让这个伟大事件让后人知道，这

是我们很重要的责任。我建议写抗战要表现

现实题材的东西，教育后人，发挥舞台剧的教

育功能。

我们对剧本的结构，对音乐的表现，从舞

台呈现上要有足够重视。我们现在重视不

够。下一步，文化部还要有一个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巡演，一共有 70 部作品参加巡演，大部

分都是抗战题材。

我们要搞历史的回顾，很多历史时期创作

的歌曲被人家遗忘了，包括歌颂抗日英雄，包

括那个时代曾经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很多重要

的作者现在不知道了。一个文艺工作者有义

务起这种传承作用。

唐建平：抗战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讲，是非

常大的一个题材。近 10 年，我在音乐学院始

终是最忙的人之一，每周 21 个学时，大大超过

了要求的工作量，但我觉得教学很好。我经常

跟学生讲，我当了一辈子学生，因为你们每年

提新问题，而我每天在做作业。比如抗战题材

的表现问题，我就想到了很多。

第一，关于艺术观念的问题。我们的艺术

发展未来 30 年、50 年会是什么样的？艺术要

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是非常正确的，艺术作

品是人创造的，人的艺术不为人服务行吗？但

为什么样的人，怎么样为人？当年《歌唱二小

放牛郎》、《兄妹开荒》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这

个时刻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抗战题材怎么样

服务？如何揭示人的丑恶？如何鞭挞人性的

扭曲和丑恶？怎么样在战争当中激活人性，辩

证地看待英雄？

为什么我们很难搞出好的作品？我们有

的艺术家艺术观念的空间太小，不注重很多非

眼下的东西。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观念如何开

放？如何给艺术更多的空间？如何对生活有

更深刻的认识？《黄河大合唱》之所以能成为经

典，就源于当年艺术观念的先进。他当年的技

术非常新，那个时候老百姓有很多听不下去，

为什么现代人接受了？

另外一个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深入生

活不是说你必须到农村去，而是要真正理解

它，寻找到人性的东西，寻找到更深刻，更独特

的创作的触发点。我们接触生活不是说必须

要到穷乡僻壤，整个中国社会就是我们的生

活。今天贵州是我的生活，明天新疆也是。

还有就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我对中华文

化的力量一直比较乐观，很多人批评当下，都

很有道理，黄老师刚才讲到艺人穿日本军旗

装这件事，当时遭到全国人批评，这本身就说

明我们还有希望。写抗战题材我们不仅仅是

讲几个事，炸几个碉堡，而是要研究当时的民

族精神，研究共产党怎么样正确地顺应了时

代需要把民族精神提升起来了，唤醒了中华民

族觉醒。

温中甲：我回忆一下看的几部抗战题材歌

剧，看了以后有这样的感觉，作曲家很努力创

新，但是相对来说，剧本的创作问题比较突出，

很多剧本流于一般化，比较粗糙，情节过于应

景。一个歌剧里面，前面是一个英雄人物，英

勇善战，关键时刻，母亲被捕，就背叛了。这样

的情节缺乏可信度，有点生编滥造，放到舞台

上就简单化了。另外，前几年一些比较成熟的

作品后来却锁到柜子里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腐败的形式？谁上台抓政绩了，为自己争脸，

就搞一台节目，他一下台，节目就停下来。这

个问题应该呼吁。

罗松：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全

国各戏剧院团都在如火如荼地上演抗战题

材的戏剧作品，一大批保家卫国、激昂澎湃

的剧目在这个不平凡的纪念日来临之际，掀

起了一个个高潮。其中的戏曲剧目，不仅有

为此次纪念活动排演的新创剧目，更有相当

数量的复排剧目。吕剧《苦菜花》、越剧《八

女投江》、还有根据此故事改编的评剧《半江

清 澈 半 江 红》、还 有 沪 剧《芦 荡 火 种》、粤 剧

《驼哥的旗》、评剧《我那呼兰河》、龙江剧《鲜

儿》，山东梆子《古城女人》、秦腔《柳河湾的

新娘》等。

现代题材本就是传统戏曲创作的难点，而

战争题材就更是难上加难，客观地说，相较于

古装剧、历史剧来说，抗战剧所取得的成绩和

数量还相距甚远。上述几部常演不衰的剧目，

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突破了以往抗战题材戏

曲剧目创作的模式，对于战争的表达角度更多

样化，视角独特，并且紧紧依托戏曲本体。这

些剧目无疑对创作抗战题材的剧目乃至现代

戏以及主旋律的戏带来有益启示：从以往表现

抗日战争尖锐严酷的外部矛盾冲突的表层，走

入人物的情感深处，表现战争对于人类本性、

人类情感、人类命运的巨大影响；选择那些普

通人，甚至小人物，描写这些人在特殊的战争

年代里由卑微走向崇高，由懦弱走向觉醒的过

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不正面出现战争场

面，也没有日本鬼子，而是集中笔墨或挖掘人

物的命运走向与情感碰撞，或演绎人物生动细

腻的生活细节，从另一个侧面艺术地渲染出战

争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心灵的深重灾难。这

些戏将原本戏曲形式演绎现代战争题材的劣

势，转化为优势，充分利用戏曲长于抒情、注重

向“内”挖掘的特点来加强作品的内涵，以大量

精湛的戏曲唱段深入挖掘人物心理、情感、性

格的内在冲突，探索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状

态，从而丰富作品的思想，丰满作品的人物形

象，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黄小驹：抗战题材创作要做到“四有”，即

“有神”“有骨”“有肉”“有心”。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

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

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

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将之贯穿于抗战题材创作的

具体实践中，使作品“有神”。“有骨”，就是找准

题材和主干。要对重大抗战历史事件和重要

历史人物进行系统梳理和挖掘，找准创作切入

点。“有肉”，就是要讲好故事，以鲜活的人物、

精湛的表演和生动的细节吸引人、感染人。“有

心”，就是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抗战题材创

作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结合“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增加艺术积累，潜心创

作，厚积薄发，真正推出一批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弘扬抗战精神 成就艺术经典
——新时期抗战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杨晓华 刘 茜

时 间：2015年 8月31日

地 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与会人员：

康式昭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冯双白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关 峡 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书面发言）

黄奇石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编剧

顾夏阳 中央民族乐团原团长

唐建平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中甲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作曲

欧建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罗 松 《中国戏剧年鉴》主编

黄小驹 文化部艺术司音乐舞蹈杂技处处长

徐 涟 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

高 昌 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

杨晓华 中国文化报理论部副主任

刘 茜 中国文化报理论部编辑

主 持：徐 涟
评剧《母亲》剧照

粤剧《驼哥的旗》剧照

舞剧《南京 1937》剧照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艺海问道”文化论坛第九期：

E-mail：whblilun@163.com 电话：010-64296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