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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一定需要归类吗
石 俊

剧目质量良莠不齐

暑期儿童剧火爆背后有隐忧
杨 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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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平西地下交通线》首演获赞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许多家长都带上孩子，看

儿童剧、听音乐会，或者走进美术馆、博物馆，接受艺

术的熏陶。尤其儿童剧，更是暑期最受孩子们欢迎的

演出——童话剧、电光秀、冰上秀、黑光剧、皮影戏……

光看他们在大大小小剧场满满当当的排期，就知道儿

童剧现在有多火。

可是，面对良莠不齐的儿童剧目，怎样为尚年幼的

孩子们做出选择？哪些剧目值得看，哪些不看也罢？

笔者注意到，看似简单的一份剧目介绍，其实暴露了儿

童剧市场许多“不能说的秘密”，也为观众在掏腰包前

提供了一份简便易行的“鉴剧指南”。

一个月超过100场
演出火爆至极

笔者登录某大型售票网站发现，从 8月 5日至 31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在深圳就有近 30 种超过 100

场的儿童剧上演。一位票务经理表示，如今儿童剧迎

来一个高速增长期，已经成为深圳人的常态消费行为，

即使平时也异常火爆。

但是在儿童剧“高热不退”的背后，儿童剧的质量

却不尽如人意。在微博、微信上，各地带孩子观演后的

家长大呼“上当”“后悔”的为数不少。一些“80后”父母

反映，自己小时候很少有看儿童剧的机会，对其质量是

好是坏难以把握，看到宣传介绍不错，就买票了。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如今儿童剧质量良莠不齐，浑

水摸鱼者不在少数。许多演出就是摸准了家长“似懂

非懂”的心理，只要有噱头就可以票房大卖。很多看起

来“高大上”的定语，如“大型”“互动”“新编”“多媒体”，

其实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创意匮乏、制作粗劣、互动低级、观众断层，甚至在

宣传上进行隐形“欺骗”，这是儿童剧长期存在的问

题。有资深演出人士表示，最简便易行的“鉴剧”方式，

就是仔细研究剧目介绍。在观演前，家长得做好功课，

仔细研究在宣传海报或者售票网站上的剧目介绍，为

孩子充当“把关人”，不能被花花绿绿的图片忽悠了。

那么，究竟有哪些经验可供参考呢？笔者在走

访 多 位 演 出 商 、资 深 观 众 和 专 家 后 ，总 结 出 以 下 几

点攻略：

研究署名和剧照
没有剧团名称、大剧照的不能看

业内人士透露，不敢打出演出剧团的节目单，那绝

对不是主办方忘了，而是这个剧团实在“羞于见人”。

“要知道，一个有品牌意识、有社会担当的剧团，是不怕

署名的。更不用说许多正规的演出团体，连导演也要

署名。”

笔者在某售票网站上发现，并不是每个演出都有

勇气打出剧团名称，尤其是一些“经典童话剧”和“创意

儿童剧”，剧情写得天花乱坠，就是不告诉你是哪个剧

团演的。

还有精明的商家善于打擦边球，比如放一个谁也

看不懂的所谓剧团 Logo，比如只写演出主办方、承办

方，比如用“艺术家来自加拿大和保加利亚”来代替剧

团名称，还有“美国版权方正版授权”的，或者“人偶服

装美方严格监制、台湾合作方精良制作”等噱头显得国

际范儿十足，不过等你掏钱买了票进了剧场，可就不是

那么回事了。

专家称，在难以鉴别质量的情况下可以认品牌。

如果是“国字号”或“省字号”，比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出品，或者日本飞行船剧团、台湾

如果儿童剧团、日本道化剧团、美国迪士尼原版舞台

剧，基本都不会让观众失望。

如果号称国外原版授权，通篇节目单却只有“原

版”的卡通形象，那还是别带孩子去浪费时间了。尤其

是人偶剧，如果剧照放得比邮票还小，那主办方只有一

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千方百计掩盖偶形的缺陷。

业内人士称，这代表负责承接演出、制作节目介绍

的公司对演出底气不足。笔者发现，即将上演的某些

“创意儿童剧”，在售票网站上不但没有剧团资料，甚至

连一张剧照都没有。

河南省木偶剧团团长赵飞表示，如今有些剧团的

观念是人偶剧随便套个大头就能演，招摇撞骗的不少。

研究“前缀”
还在鼓吹“互动”的要慎重

如果一部儿童剧至今还打着“大型互动”这样的定

语，那也是没有诚意的表现。如今，带着孩子看演出已

经不是什么奢侈行为，谁还会因为道具精美、互动丰

富、图个新鲜就进剧场？

就笔者及身边家长多年的观演经验，号称“互动”

的演出无非就是台上演员跟小朋友一问一答，卡通角

色走下台与小观众握手，抛出几个球在观众席传递，向

台下撒一篮糖果……制作方最热衷的“互动”，确实能

博得孩子们在演出现场当时一笑。

但笔者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互动成了一些创作者

偷工减料的借口。特别是很多动辄冠以“大型互动”

之称的人偶剧，说起来有 70 分钟至 80 分钟的演出时

长，结果除了上述互动外，真正演出时间不过就区区

30 分钟。诚然，儿童剧场需要轻松快乐，但这种与舞

台作品无关的互动是否过于低级与懒惰，甚至有糊

弄之嫌？

有一位家长在看完主持人前后 4 次出来问问题的

加菲猫表演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是来看戏剧

的，不是来看闹剧的！”

研究题材
老掉牙的童话题材需权衡

美人鱼、三只小猪、白雪公主、小红帽，这些背都能

背出来的“经典”题材真的有必要进剧场再看一遍吗？

对于家长和制作方来说，这样的题材够保险——

知名度够高，票房有保障，给孩子看也足够“安全”，

因 此 每 个 节 假 日 都 稳 稳 占 据 儿 童 演 出 市 场 半 壁 江

山。这个暑假，在深圳演出的儿童剧一半以上都是

“经典童话剧”。

可是，剧团的品质参差不齐，如果制作方没有告

诉你他们做得有什么不一样，所谓“新编”的创意在哪

里，家长们还是好好权衡一下值不值得掏那几百元的

票钱吧。反而，不熟悉的故事和题材，家长们不妨先上

网做做功课，说不定会有惊喜。

呼唤儿童剧实行“年龄分级制”

在笔者与许多家长的交流中，他们都认同一点：儿

童剧好不好，主要是看故事讲得好不好、演员演得好不

好、内心是否有感动，外在的形式只是辅助。但总体而

言，中国儿童剧的现状也让人不那么满意。那么，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

新中国第一部儿童剧《马兰花》主演连德枝曾表

示，跟二三十年前比，影视、网络对儿童剧冲击太大了，

可是儿童剧的创作却远远落后。“我们把孩子看小了、

看浅了，是我们的脚步没追上孩子。”实际上，现在的儿

童剧已经把大孩子逐出了剧场。

连德枝分析，儿童剧无法迎合孩子们追求的“情

调”，原因是好编剧太少、好剧本更少：“一是当儿童剧

编剧不挣钱，写一台剧不到 5万元，还不如写个电视剧；

二是对市场划分不细致，童话剧只在学龄前孩子中有

市场，对稍大点的孩子，却拿不出现实题材的好剧本。”

一些家长也表示，儿童剧总想“大小通吃”，所谓

“适合 2 岁至 12 岁观看”并不符合孩子的身心发展实

际。目前，只有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和北京举行的中国

儿童戏剧节使用了儿童剧年龄分级制，有明确的观演

年龄指引。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负责人梁晓霞说，0岁至

12 岁儿童因年龄跨度大，对艺术表演的感受和体验完

全不同，有必要对儿童类演出进行年龄分级。在国外，

儿童剧分级是相当普遍的做法。

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刘老师建议：儿童剧工作者至

少要蹲点中小学跟踪学生、了解学生一个学期。“不用

每天坐在教室听课，但是需要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做什

么、关注什么。生活会给创作者很多的启示。”

作为一名创作者，近两年来有机会获得不菲的投

资来制作一些戏剧作品并与观众共享，着实是一件幸

事，自然也依赖于最近戏剧市场的繁荣。然而在制作

与推广的过程中，有一个看似不大实则不小的问题一

直在困扰着我们：戏剧一定需要归类吗？

戏剧从诞生不久就开始被归类，从体裁上分成喜

剧、悲剧、正剧，从题材上分为战争、宫廷、农村、妇女

等。到了近现代，又出现了以风格来归类的作品，如自然

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应该说，不论哪种

归类法，大多都是创作在前，理论总结在后。也有诸如残

酷戏剧这样较为极端的例子，观念在前，创作在后。

近年来，随着戏剧商业化的浪潮在中国内地的兴

起，白领剧、职场剧交相更替，喜剧、爆笑剧、无厘头闹

剧此起彼伏，更有“小清新”剧、“减压”剧、“烧脑”剧轮

流登场，加上常演不衰的悬疑剧、“游戏”改编剧等，于

是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如果一个作品找不到一个卖

座的标签，就很难打开市场，甚至在创作的源头就得不

到制作人与投资商的青睐。

戏剧的归类以及新类型的命名，从推广与创意的

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让观众用最简单的

方法理解作品的大致风格与题材，甚至某些新颖又不

失机趣的命名与归类，可以激发观众的好奇欲望。所

以圈内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找到一个好的类型与相

应的剧名，可以增加一半的票房。

戏剧归类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所有的戏剧都

需要归类才能进行创作与演出，这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戏剧被贴上标签，意味着从艺术家的个体创作变

成流水线般的工业化制作。这样的制作虽然生产时间

缩短、成本可控、市场可预见，但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这样的作品更像是组合家具。只不过组合在排练场而

不是商场，呈现在剧场而不是客厅或卧室。

戏剧一旦被归类，就会因束缚而失去某种创新性

与突破性。不论过去还是当下，一部有突破性的作品，

往往在产生初期是无法归类的。例如德国的剧作家毕

希纳的《沃依采克》和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一出梦

的戏剧》，这两部剧在几十年后才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

剧的先驱。田纳西与阿瑟·米勒的作品，也是在多部成

功后，才被理解为“心理现实主义”的高峰。

戏剧一旦被归类，就会被标签化，不利于观众审

美的拓宽与深入。最近我将国内悬疑作家蔡骏的一

部有着奇幻与哲学色彩的四卷本小说《天机》搬上了

舞 台 ，宣 传 自 然 也 打 上 了“ 多 媒 体 悬 疑 剧 ”的 称 谓 。

但制作人告诉我，有名女观众演出结束后质问他，为

何这部剧与阿加莎的悬疑剧不一样？实际上，不要

说国内的悬疑小说与英式的不同，就连蔡骏与阿加

莎的作品中，也是“奇葩”众多。相似的看法也出现

在多媒体的呈现上，很多观众对《天机》一剧中的罗

刹王陵和“三扇门”的多媒体制作评价颇高，但对表

现主人公内心的精神部分和吸血鬼后代内心挣扎的

三维全息呈现就显得疏离，而这部分正是创作人员

想要突破的部分，但很多观众已经被大量的类型化

作品凝固了欣赏的嗅觉，即便身在剧场，也错过了最

有价值的地方。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中文名为《偷

心》的话剧，原名是《接近》，是英国直面戏剧的代表

作，在国内却被贴上伦理与情色的标签。《糊涂戏班》

让人爆笑不已，可谁又知道该剧和《哥本哈根》是同

一个作者？该作品除了让人发笑外，还关乎“时间与

成长”……

目前的戏剧市场，质量与数量不能成正比。太

多的人在创作与推广上想要走捷径，所以喜欢标签

化和类型化。这样做看似照顾了大多数观众的欣赏

品位，却往往忽略了内容和形式的实质创新，也不利

于激发创作者，尤其是编剧和导演的创作热情以及

求新求变的追求。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些有特点有

潜力的创作者与素材，我们可以先让其出现，再看是

否可以归类；对艺术家有奢望，不强求；对观众细引

导，不蒙欺。

我们把观众当作上帝，可他们并不会总为并不廉

价的快餐买单。

引进抑或原创，都要摸准自己文化的脉

音乐剧产业能否在国内落地生根，关键在于文化方面的对接，无论是

引进还是原创，都需要从本土市场的需求出发，摸准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脉搏。目前，经过原创和国外版权引进等诸多尝试，中国音乐剧已经发展

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随着公众对音乐剧接受度和鉴赏力的提高，音乐

剧的受众逐渐成熟，对音乐剧的需求明显增加，特别是期待具有东方风格

的中国原创音乐剧。

对于中国音乐剧来说，眼下比专业剧场更缺乏的是音乐剧人才和能够

撑得起剧场的优秀作品。相比其他艺术表现方式，音乐剧对演员的要求近

乎苛刻。纵观国外，音乐剧演员接受着最为严格的训练和学习，歌、舞、演

无所不能，但具有出演音乐剧所需的音乐风格和综合技能的中国演员太少

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原创音乐剧演出场次达到上千场、观众人数超过

数十万人次的剧目非常少，大多数原创剧目由于种种原因甚至难以维持剧

目的常态演出。“剧目多精品少”的发展瓶颈，使得中国原创音乐剧距离成

为一个真正的产业还很遥远。 （来源：《工人日报》）

专业剧场如何以小见大

剧场的专业化建设，仅是开端。如何通过专业剧场开拓市场、培养观

众、促进创作，才是目前专业剧场的当务之急。

剧场的专业化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存在，如北京的梅兰芳大剧

院、儿童剧院，还有更早的少年宫剧场等。但这些剧场主要根据剧目类型

对自身进行分类，远不及现在的专业剧场“专业”。如今专业剧场已经更多

地考虑了观众的年龄特征和喜好特征，从特定目标出发结合剧场本身结构

对剧场进行综合定位，使专业剧场更加“专业”。

专业剧场在环境设置和剧目选择上都尽力满足观众的实际需求，这样

的做法也吸引了大量有相同兴趣的观众前来，从而起到扩大戏剧观众和市

场的作用。从观众群体培养来说，专业剧场的观众是不受“专业”限制的。

以青年剧场为例，其观众绝非仅仅是青年观众，还包括那些关注青年、想要

了解青年的观众。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姜彤林认为，专业剧场不仅设

计符合目标观众的生理、心理特征，而且还会围绕剧目开展很多相关联的活

动。专业剧场的票价也会根据不同目标人群的消费习惯而定，这样能够为大

众提供更多选择的空间，从而鼓励更多的人走进剧场。 （来源：《人民日报》）

德国剧院如何念好生意经

对德国大大小小的剧院来说，自主经营同样重要。在他们看来，德国

消费者的钱容易挣又不容易挣。容易挣，是因为德国居民偏爱戏剧，也舍

得花钱。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德国家庭为文化休闲的支出

基本维持在每个月 230欧元至 245欧元，约占整个家庭消费支出的 11%。不

容易挣，一是因为竞争激烈，二是因为德国观众欣赏水平高。因此，每个剧

院都要精挑细选剧目，合理安排节目档期，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吸引观众。

拿法兰克福新歌剧院来说，在网络上被德国人评为“德国甚至是欧洲

最好的歌剧院”，靠的就是艺术禀赋与市场头脑的完美结合。在院长贝恩

德·勒贝的带领下，法兰克福新歌剧院于 2003 年首次获得“德国年度剧院”

称号，至今风头不减。在德国联邦与州政府削减文化支出的背景下，勒贝

坚持不削减演出剧目和场次，反而致力于提高演出质量和经营效率，其中

最重要的举措是“转企改制”，由原来的“市有”转为有限公司。

（来源：《经济参考报》）

（于 帆 整理）

本报讯 （记 者 苏 丹 丹）9 月 7

日，原创话剧《平西地下交通线》在

北京首演，该剧由网舵传媒担纲制

作 。 从 故 事 挖 掘 到 剧 本 创 作 和 修

改，从演员招募到排练和公演，前后

历时一年多，是一台充满正能量的

抗战话剧。

《平西地下交通线》讲述了日本

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燕京大学的

英国籍教授、无线电专家林迈可与朋

友逃离北京，奔赴延安的故事，由于

北平地下交通线被破坏，在日军严密

的管控下，林迈克一行人不仅要机智

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追捕，还要用心

化 解 互 不 相 识 的 正 义 之 士 的 不 信

任。几经辗转，最终来到延安。也正

是在林迈可的无线电技术的帮助下，

全世界第一次通过新华社的广播，听

到了陕北解放区的声音。

全剧忠于史实，经过编剧和导

演的精心处理，观赏性大大增强，被

称为抗战版的《西游记》。故事情节

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剧中有很

多巧妙的设置，让人看后笑泪不止，

回味再三。

据悉，由于首场演出观众反响

热烈，《平西地下交通线》还将于 9 月

14日再加演一场。

中华世纪坛八台大戏献艺“秋演季”
本报讯 近日，中华世纪坛首

演剧场·2015 原创舞台剧优秀剧目

秋 演 季 在 北 京 中 华 世 纪 坛 拉 开 帷

幕，8 台风格鲜明，涵盖歌剧、现代舞

剧、话剧等类型的剧目，将在 9 月至

11月相继演出 18场。

作为此次演出季的开幕剧，导

演易立明携手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为 观 众 奉 上 了 英 国 作 曲 家 创 作 的

室 内 歌 剧 作 品《螺 丝 在 拧 紧》。 该

剧创作于 1954 年，改编自美国作家

亨 利·詹 姆 斯 同 名 心 理 悬 疑 小 说 。

此番演出为中国首演。另外，讲述

慈 禧 太 后 乘 坐 购 于 英 国 的 火 车 回

关外祭祖故事的《帝国专列》，致敬

经典话剧《等待戈多》的作品《等待

祖先》，大型舞剧《二十四节气·花

间 十 二 声》，根 据 史 铁 生 长 篇 小 说

《务虚笔记》改编的话剧《爱情的印

象》等 剧 目 也 将 一 一 呈 现 。 此 外 ，

在 国 内 外 屡 获 殊 荣 的 现 代 舞 青 年

艺 术 家 史 晶 歆 此 次 携 身 体 建 筑 系

列的 3 部代表作品《HI——朱丽小

姐》、《WAIT—— 女 仆》、《GO——

三姐妹》也将登陆中华世纪坛首演

剧场。

据了解，今年开始，中华世纪坛

剧场跳出传统经营的模式和理念，

结合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定位理念，

建立以场地为载体、以开放资源的

合作方式为原创舞台剧和优秀剧目

提供首演平台及展演服务，打造集

展示、推介、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展

演平台。 （于 帆）

贵州京剧院传统京剧在京展演
本报讯 （记者李月）应北京市

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的邀请，贵州

京剧院于 9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京长安

大 戏 院 为 观 众 献 上 了 三 场 精 彩 演

出，内容包括经典的传统京剧《汉宫

惊魂》、《铁弓缘》和经典折子戏《白

水滩》、《改容战父》、《三盗九龙杯》，

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贵州京剧院人才

培养的成果。

其中，《铁弓缘》是我国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的代表作，讲

述了忠于爱情、嫉恶如仇、武艺超群

的女子陈秀英驰骋战场，平复冤案，

最终与夫团圆的故事。由贵州京剧

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关派传人侯

丹梅扮演的陈秀英集花旦、青衣、小

生、武生等行当的表演技巧于一身，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了解，为了给北京的戏迷票友

献上最精彩的表演，所有演职人员连

续 2 个月从早到晚紧锣密鼓地排练，

力求对剧中人物精准刻画。剧院还

在排演时对剧中个别场次进行了适

当浓缩，以免观众感到疲倦。

暑期儿童剧市场火爆

改编自蔡骏同名小说的悬疑舞台剧《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