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9月29日 星期二
5

本版责编 祝 静艺 术E-mail:zgwhbyishu@163.com 电话：010-64299566

艺术·观察

喜剧应该“笑而深刻又不做作”
——记首届北京喜剧院发展论坛

本报记者 刘 淼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唱响红色经典

艺术·资讯

艺术·殿堂

本报讯 （记者祝静）近日，由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声乐部

和器乐部联手 RMO 室内乐团和北

京童心合唱团上演了一场《“红色

经典”庆祝建国 66 周年——世界影

视交响音乐会》。

此次音乐会将红色经典影视

音乐与视觉艺术融为一体，通过多

媒体技术与钢琴、手风琴等多种艺

术形式相结合，主题鲜明、形式新

颖、雅俗共赏。 一曲琵琶独奏《唱

支山歌给党听》拉开了当晚演出的

序幕。音乐会主题为“红色经典”，

演出曲目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影视

作 品 主 题 音 乐 ，包 括 经 典 抗 战 剧

《四世同堂》中的主题曲《重整河山

待后生》、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主

题曲《九儿》及曾获多项奥斯卡奖

项 的 反 法 西 斯 电 影《辛 德 勒 的 名

单》、《钢琴师》的主题曲等。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中满是对

音乐会的赞叹声：“交响乐气势磅

礴、视觉震撼，更能勾起大家对往

昔的回忆。”

本报讯 （记者罗群）近日，改

编自周星驰作品《长江 7 号》的动画

大电影《长江 7 号：超萌特攻队》在

京举行首映礼，该片集怀旧、笑点、

萌点于一体，获得好评。

在电影《长江 7 号》中饰演小狄

的徐娇在《长江 7 号：超萌特攻队》

中再续前缘，为小狄配音。《长江 7

号》的另一主人公——外星狗 7 仔

自 2008 年诞生以来，就以可爱的形

象、丰富的表情、超强的能力、善良

的心地博得观众喜爱。《长江 7 号：

超萌特攻队》中，7 仔肩负起拯救地

球的使命，传达出对生活、对世界的

爱与善意。

《长江 7号：超萌特攻队》延续了

周星驰作品无厘头的风格，片中除

了可爱的动画形象，有不少桥段是

向周星驰经典影片致敬。影片这

样的艺术处理让小朋友频频发笑

的同时，更唤起大朋友的怀旧情绪

和生活感悟。

该片于 9 月 26 日正式上映，出

品方表示致力于把《长江 7 号：超萌

特攻队》打造成中秋国庆档合家欢

电影。

本报讯 （记者罗群） 中国木

偶剧院大型动漫舞台剧《猪猪侠》

之 姊 妹 篇《疯 狂 小 糖 之 甜 蜜 大 作

战》新 鲜 出 炉 ，在 国 庆 节 期 间 ，将

以丰富的想象力为孩子们送上一

份艺术厚礼。

《疯狂小糖之 甜 蜜 大 作 战》由

今 年 的 中 国 国 际 动 漫 节 获 奖 作

品《猪 猪 侠》原 班 人 马 打 造 ，广 东

咏 声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创 作 出

品 ，以 歌 舞 音 乐 剧 的 形 式 与 观 众

见 面 。 糖 果 们 因 为 甜 味 深 受 小

朋 友 喜 欢 ，引 起 蔬 菜 甜 椒 乌 拉 乌

拉 嫉 妒 。 在 一 场 盛 大 的 糖 果 嘉

年 华 中 ，所 有 的 糖 果 都 在 欢 乐 歌

舞 ，乌 拉 乌 拉 突 然 出 现 ，用 魔 法

夺 去 了 糖 果 的 甜 味 。 为 了 找 回

糖 果 的 味 道 ，软 小 糖 和 他 的 朋 友

们 踏 上 了 既 疯 狂 又 甜 蜜 的 冒 险

旅程。

该剧将于 10 月 5 日、6 日在北

京 中 国 木 偶 剧 院 首 演 。 卡 通 舞

台 剧《新 大 头 儿 子 和 小 头 爸 爸》、

童 话 木 偶 剧《木 偶 奇 遇 记》、原 创

木 偶 剧《不 怕 冷 的 大 衣》、《找 朋

友》等 也 将 于 国 庆 节 期 间 上 演 。

本报讯 （记者罗群）聚焦大

学生就业问题的校园励志喜剧电

影《我的青春我点赞》近日杀青。

影片由江西金领影视文化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浩 瀚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出 品 ，郑 仕 明 执 导 ，人 气 偶

像 张 嘉 倪 、姜 潮 、小 五（金 恩 圣）

领 衔 主 演 ，讲 述 了 即 将 毕 业 走 向

社 会 的 大 学 生 柯 芸 、林 汉 杰 等 围

绕 爱 情 与 友 情 、理 想 与 现 实 发 生

的故事。

大学生就业题材有些沉重，但

郑仕明说：“我认为沉重的题材也

可以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喜剧并不

代表不厚重，青春也不只是怀旧。”

出品人兼制片人李晖说：“每

年都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走向社

会，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因

此创业者应运而生，但仍不乏大量

‘啃老族’。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社会现象。关注社会问题恰恰是

《我的青春我点赞》与其他青春片

最大的不同之处。”

据悉，本片将于明年在全国上映。

本报讯 （记者祝静）记者近

日获悉，由著名演员刘晓庆领衔的

大型传奇历史话剧《武则天》将于 12

月 1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随

后将赴美国和加拿大巡演。

继成功推出了大型传奇话剧

《风华绝代》，使该剧拿下年度巡演

话剧票房桂冠后，出品方北京巨龙

世纪文化有限公司决定再度打造

一部大戏——《武则天》。除了再

度携手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再邀四

度扮演“武则天”的刘晓庆再塑经

典担任主演外，出品方还特邀了

知名话剧导演陈薪伊来担任这部

大戏的编剧和导演。主创团队的

阵容中，知名造型设计师毛戈平、

知名舞台服装设计师赵艳、国家一

级舞美灯光设计师张庆山都一一在

列。“我这一生与武则天是有缘分

的，不止一次在电视剧里演过她。

虽然这次在舞台上展现武则天很有

压力，但是我相信自己一定会超越

以前的表演。”刘晓庆表示，《武则

天》是她的第三部舞台剧，一定会给

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据了解，有了《风华绝代》的票

房佳绩和合作基础，话剧《武则天》

一 经 立 项 ，各 地 演 出 商 便 纷 纷 邀

约。截至目前，话剧《武则天》已确

定巡演场次达 138场，将于 2016年 2

月赴美国和加拿大 9 座城市巡演 20

余场。

动画大电影《长江7号：超萌特攻队》首映

中国木偶剧院《疯狂小糖》驰骋想象力

电影《我的青春我点赞》关注大学生就业

刘晓庆挑战话剧版《武则天》

今年，恰逢已故著名戏曲导演艺术

家李紫贵诞辰 100 周年。9 月 22 日，中

国戏曲学院、中国戏曲导演学会邀请了

20 余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就李紫贵的生

平经历、导演艺术以及业内影响等多个

方面进行研讨。

研讨会上，中国戏曲学院原副院长

赵 景 勃 认 为 ，李 紫 贵 导 演 艺 术 有“ 三

重”：重形象，着力于刻画剧中人物，如

1952 年版《白蛇传》里白素贞“化妖为

人”；重画境，《白蛇传》“游湖”充满诗情

画意；重形式，《白蛇传》“索夫”摒弃老

版“金山寺”，重新创造。

“ 李 紫 贵 先 生 是 京 剧 导 演 的 开 拓

者、先驱，他在继承中革新，在革新中继

承。”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说，排练

《白蛇传》时他自创“李氏导演体系”：启

发与示范并用，既启发演员如何体验人

物，又指导演员如何体现人物，使内容

与形式相结合。“排练‘游湖’出场，我一

天没‘出来’。”作为当年《白蛇传》白素贞

的扮演者，刘秀荣回忆说，“李紫贵老师

要求台步飘飘然，要用介于青衣、花旦之

间的步法。”她说李紫贵导戏还注重技、

艺结合，如《白蛇传》变“水漫”为“水斗”，

武戏文唱，加强水族群舞，淡绿色水旗上

下翻飞，白素贞载歌载舞“舞旗”，运用技

巧合理，别出心裁。

京剧表演艺术家、当年《白蛇传》许

仙扮演者张春孝提到，李紫贵“手把手

教演《白蛇传》，要求我‘不演派别，只演

人物’。‘游湖’上场，从生活出发，运用

京剧手段塑造人物”。

李紫贵长子、香港演艺学院的李铭

森回忆说，父亲排戏讲究整体的艺术形

象，讲究节奏。“父亲对我后来执导音乐

剧影响深远，为我开了窍。导演排戏应

从剧本、生活、人物三方面出发。”

李紫贵对戏剧节奏的讲究被不少

与会者提及。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教

授乔慧斌说，李紫贵曾利用《撞金钟》的

出场，来讲述节奏的重要性。“李老师说

过，舞台节奏等于戏剧的生命，节奏的

掌握运用对于一个戏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原主任金桐

说 ，李 紫 贵 是“ 一 位 从 不 发 脾 气 的 导

演”，认为导演与演员应互相平等、相互

启发、共同创作；其口头禅是“试试看”，

不强加给演员，而是以商量的口吻、尝

试的态度，有序地掌控排演场；他案头

工作扎实，排练时镇定自若；深懂表演，

给演员示范尤为其强项；善于调动戏曲

艺术综合手段刻画人物，堪称典范。如

《白蛇传》“断桥”一场，先动后静，节奏

鲜明，视觉、听觉并行，以至后来凡搬演

“断桥”者无不利用其作为范本。

有专家提到，1954 年，李紫贵进入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学习，这本是

话剧界的导演训练班，戏曲界只有他和

阿甲参加了。系统地学习了两年半的

斯式体系以后，他认为斯式体系是关于

表导演艺术的完整理论，用它来分析、

研究、总结、指导戏曲艺术是有益的。

之后，他又用自己新的认识执导了京

剧《破洪州》、《八一风暴》、《昆仑草》、

《红旗谱》等剧目。在这些剧目中，李

紫贵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善于运用戏曲

中传统的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尤其

是京剧现代戏的尝试，更是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黄在敏说，

李紫贵在导演思维方面的启示，一是导

演思维能力最重要的是整体把握的能

力；二是驾驭表演的能力；三是吸收借

鉴的能力，学习人家的好处但是不能套

用；四是排戏的时候要有平心静气的能

力，排出来的戏不张扬、不浮躁。

“谈到 1986 年《长生殿》的创作思维

导向，紫贵老师说‘戏曲导演不能当翻

译’，戏曲剧本要‘立主脑，减头绪’。紫

贵老师会解读剧本的文字，运用戏曲的

手、眼、身、法、步，使其无形化为有形。”

中国戏曲导演学会副会长沈斌说，“紫

贵老师最让大家学习的地方是解决问

题，这才是导演。紫贵老师排戏就是抓

情，一个好的导演他始终能够给你找到

戏在什么地方。戏是要磨的，搞戏曲导

演的一定要懂得表导演的基本规律，知

道怎么化为我用。传统的程式都是有

内容的，但是要会化、变，‘导演就是演

员的一面镜子’。”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逯兴才借用张

庚的话评价李紫贵：“一个富于创造性

但又善于运用传统形式的导演，既能发

挥创造性与创新意识，又能运用戏曲传

统形式。”作为中国戏曲导演艺术的引

领者、中国戏曲导演教育的奠基者，李

紫贵对于当代戏曲导演艺术的创作道

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能够引发当

代的戏曲导演就如何继承、发展戏曲

导演艺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的思

考与研究。

7 月 16 日，由国家大剧院运营管理

的北京喜剧院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

国 首 家 以 喜 剧 为 核 心 定 位 的 专 业 剧

场，它的成立备受瞩目，一时间成为文

化热点。

运营一月有余，由国家大剧院主办

的 首 届 北 京 喜 剧 院 发 展 论 坛 在 京 举

行。论坛上，许多专家对中国喜剧的创

作现状表达了担忧，认为近年来在中国

艺术舞台上，一些低俗及过度娱乐化的

喜剧作品扰乱着市场，真正有思想内

涵、耐人寻味的喜剧作品日渐稀少。

喜剧终于有了固定的平台

5月，国家大剧院与“东方国际文化”

“大道文化”正式签署三方协议，确定合

力打造国内首个以喜剧为核心定位的专

业剧院，由国家大剧院接管运营，大道文

化创始人陈佩斯担任艺术总监。

两个月后，原创大戏《戏台》为北京

喜剧院揭幕。有媒体评论：“随着北京

喜剧院的开幕，喜剧创作者不用再‘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喜剧也不再忧伤，终于

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国家大剧院院长

陈平则这样描述蓝图：“这里将是中国喜

剧发展的重要引擎，源源不断地催生精

品力作，推动喜剧艺术的创作与繁荣；更

将是全球喜剧展示、创作、交流的平台。

以北京为原点，从全国、全世界聚拢资

源，也向全国、全世界辐射能量。”

首届北京喜剧院发展论坛中，国家

大剧院副院长李志祥、北京喜剧院艺术

总监陈佩斯进行了主旨发言，并邀请著

名导演陈薪伊，编剧克明，知名评论人

彭俐、余韶文、胡建礼及学术界代表宋

宝珍、蔡体良等名家，围绕“《戏台》的艺

术创作”和“北京喜剧院的发展与规划”

两大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主

办方表示，此举旨在激发中国喜剧的蓬

勃生命力，吹响我国喜剧行业的集结

号。不少人注意到，看似偶然的创作与

平台的勾连，正落到了当下喜剧发展的

关键节点上。

一部值得庆贺的喜剧作品

作为开幕大戏，《戏台》14 场演出票

售罄，为北京喜剧院迎来了开门红，与

会专家也给予高度评价。彭俐说：“我

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甚至不够友好的审视

态度走进喜剧院的，但《戏台》将严肃而

沉重的命题，巧妙地转化成幽默而轻松

的笑声，让人在笑声里陶醉，更在笑之后

回味，它是一部值得庆贺的喜剧作品。”

《戏台》导演兼主演陈佩斯对于这

部戏能得到社会各界都比较买账的局

面表示有点出乎意料：“我们当年演《阳

台》的时候也是慢慢才得到大家的回

应，现在回头再看我们这个戏，说明社

会进步了，更加宽容了。在《戏台》首演

之前，我们都有点忐忑，看到这个本子

都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赶紧学习京剧

知识，因为自己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

作为导演当初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

在发现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里面

了，作品就活了。”

《戏台》的好剧本是大家公认的，该

剧编剧毓钺已经十几年没有搞过舞台

剧，他说：“这次回头写话剧，我一看舞

台上的样式也很多，也怀疑自己这些个

都是老腔老调的还行吗？但我也只能

回到自己所学的老舍、曹禺、迪伦马特、

莫里哀这些曾给养分和我熟悉的作家

的作品去临摹。这是一个古典样式的

喜剧，没什么创新，和年轻的同志们比

较起来，我没那么愤怒，火气小。这个

戏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

在《戏台》里，主演杨立新是最“不

藏活儿”的，他在这个戏里可以说让观

众看到了他京剧、评剧等十八般武艺

“全能型”演员，“我太喜欢这个剧本了，

有点像当年看到《天下第一楼》里大少

爷那感觉。这剧本不仅是个故事，拿起

剧本就不会放下，观众进了剧场就舍不

得中途走，对演员吸引力太大。剧本精

彩是用了诸多的中国元素，我演得酣畅

淋漓，这戏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人艺体

制外的话剧，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就感

叹‘多么漂亮的一个剧本啊’。我们创

作者不要低估观众的理解力和智商。

这个戏不仅是让观众畅快淋漓地笑，该

骂的也骂了，是既深刻又精彩的喜剧。”

平台缺失是制约喜剧发展的瓶颈

“北京真的很需要这样一座剧院，

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很多的泪水，都

很希望在一个深刻的剧作里可以笑，可

以哭，可以表达。”正如中国文化报社副

总编辑赵忱所说，喜剧在我国有着深厚

的文化根脉，深受观众喜爱，但长期以

来，专门的喜剧剧场始终处于缺位状

态。近年来，在中国艺术舞台上，各种

打着“爆笑喜剧”标签的商业戏剧、娱乐

戏剧大行其道，一些低俗及过度娱乐化

的喜剧作品扰乱了市场，真正有思想内

涵、耐人寻味的喜剧作品却日渐稀少。

在此次论坛上，编剧克明一针见血

地指出：“当下的原创喜剧少，好的喜剧

作品更少，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入小品集

锦中。”部分与会专家还指出，平台的缺

失已成为制约中国喜剧发展的瓶颈。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蔡体良感慨：“如果

一个国家的舞台缺乏喜剧的创造，是舞

台的悲哀。打造一座喜剧院，是观众的

愿景，也是喜剧文化发展使然。”

在与会专家看来，北京喜剧院的成

立 真 正 称 得 上 是“ 生 逢 其 时 ，得 其 所

哉”。确实，放眼世界，举世闻名的世

界文化之都，几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

喜剧院。作为首家以喜剧演出为专业

定位的剧场，北京喜剧院可谓填补了

我国喜剧演出的空白。北京剧协驻会

副主席、秘书长杨乾武表示，北京喜剧

院或将成为中国原创喜剧的播种机与

孵化器。

将持续至 12 月 31 日的北京喜剧院

首个开幕演出季，已然让人们看到了喜

剧落地和蓬勃发展的势头。在此次长

达 168 天的喜剧“马拉松”盛宴中，舞台

喜剧《我不是保镖》、新编京剧《河东狮

吼》、意大利布雷西亚喜剧院《女店主》

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场演出，

构成了北京喜剧院未来节目形态的缩

影。国家大剧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不

以媚俗迎合市场，不以低俗取悦观众，

更不以恶俗攫取眼球”，这将是北京喜

剧院致力打造的喜剧风格。

对北京喜剧院的未来发展，与会专

家也纷纷建言献策。导演陈薪伊说：

“笑而深刻，深刻又不做作，我觉得这应

该成为喜剧院的努力方向。”

蔡体良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北

京喜剧院的舞台，因为它不仅对中国很

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还将代表中国喜剧

力量站到世界舞台上。“对中国喜剧来

说，人才培养十分重要，当下中国能演

好喜剧的演员数不上几个。培养好喜

剧演员是一件长期的、重要的事业，北

京喜剧院这个平台的建立，为喜剧人才

的培养提供了契机。”

北京演 艺 集 团 副 总 经 理 王 珏 说 ：

“国家大剧院提出将把北京喜剧院打

造成喜剧创作平台、展示平台，尤其是

提出学术平台和研究平台的构想，都

特别好。喜剧发展不仅要抓创作、抓

剧目标准，也应启动它的学术研究，其

剧目标准将告诉我们中国人的喜剧模

式是什么。我们见过太多的搞笑剧，

见过太多的贫嘴、逗趣剧，但这些其实

都不能算喜剧。喜剧是一个特殊的艺

术门类，是高层次的东西，不可能仅依

靠贫和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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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紫贵艺术创作研讨会侧记—李紫贵艺术创作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罗云川

1915 年，李紫贵生于上海一个

梨园世家。他 10 岁起开始搭班演

戏，17 岁开始尝试做戏曲导演工

作。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上海辗转

到内地后偶然接触到了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演剧体系，逐渐从中吸收

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当他第一次

看到在戏曲中建立导演制度，听到

“改良平剧运动”的口号时，深受影

响，决心在戏曲舞台上排演新戏，

于 1942 年左右在“四维平剧社”执

导并参与演出了《葛嫩娘》、《明末

遗恨》、《徽钦二帝》等一批剧目。

新中国成立后，李紫贵在创建

中国戏曲学校的工作当中作出了

突出贡献。他在从事戏曲教育工

作的同时，继续进行着导演工作，

先是排演了《红娘子》和《三打祝家

庄》，1952 年 重 排 了 田 汉 由《金 钵

记》改编的《白蛇传》。《白蛇传》成

为李紫贵戏曲导演的成名作和中

国戏曲学校的“校戏”，久演不衰、

历久弥新。

在李紫贵的努力筹划之下，中

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于 1980 年正式

建立，由他担任首任系主任。1985

年 招 收 第 一 届 戏 曲 导 演 大 专 班 ，

1988 年招收第一届戏曲导演本科

班，掀开了中国戏曲导演专业高等

教育的新篇章。

相关链接

李紫贵在讲授导演艺术

《戏台》剧照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

近日，南京艺术学院“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系列展演”拉开帷幕，

在为期 20 天的时间里集中推出了 4

场主题展览和 7 场舞台表演类节

目，展演均为南艺原创，由 2000 余

名师生同台展演，并全部对社会免

费开放。

此次系列展演分为展览板块

和 舞 台 表 演 板 块 ，展 览 部 分 包 括

“美术作品展”和“海报设计展”等 4

项内容，其中，“美术作品展”是展

览板块的“重头戏”，展出 51 件主题

美 术 作 品 。“木 刻 艺 术 作 品 展 ”展

出 由 南 艺 教 师 袁 维 忠 收 藏 的 450

件 抗 战 时 期 的 木 刻 美 术 作 品 ，包

括传单和货币等珍贵史料。舞台

表 演 板 块 包 括 主 题 交 响 音 乐 会 、

音 乐 剧《落 樱 成 梅》、舞 剧《十 二

秒》、多媒体诗剧《民族魂鲁迅》、

舞蹈专场《民族魂英雄颂》等。其

中 ，歌 剧《秋 子》被 誉 为 中 国 歌 剧

“肇 始 之 作 ”，讲 述 了 日 本 随 军 慰

安 妇 秋 子 在 中 国 偶 遇 新 婚 丈 夫 、

日 军 军 官 宫 毅 ，随 后 双 双 悲 愤 自

杀的真实故事。去年国家公祭期

间 ，南 艺 集 全 校 之 力 复 排 该 剧 并

重 新 推 上 舞 台 ，取 得 了 热 烈 的 社

会反响。该剧在今年 8 月参加了

英 国 爱 丁 堡 音 乐 节 演 出 ，并 取 得

了热烈的反响。

南艺系列展演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