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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火丁赴美演出看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报记者 刘 淼

今年 9 月，京剧程派名家张火丁携

《白蛇传》、《锁麟囊》两部经典名剧登上

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媒体

报道称，两场演出，有着 2500 个席位的

林肯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座无虚

席。演出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纽约时报》甚至用了超常规的多个版

面进行报道。

张火丁在美国的演出同样震动了

中国戏剧界，关于中国戏曲、中国文化

怎样走出去的讨论持续发酵。在日前

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戏曲文化传播

与产业发展论坛”上，多名专家建言，中

国文化走出去应注重“人格化”。

优秀艺术家是核心竞争力

对于张火丁的美国之行，中方随团

人员和国内媒体提及最多的是演出被

美国当地媒体“刷屏”，《纽约时代》先后

4 次刊登了张火丁的报道。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报道大多是从张火丁个人艺术

风格写起，进而观照中国京剧艺术，从

内容看显然下了很大功夫。

在题为《京剧超级明星将亮相美国》

的报道中，这位曾获普利策奖并亲赴北

京观看张火丁排练的记者，这样描述他

眼中的京剧：“美国观众将会看到一种有

着千年传承的珍贵艺术形式，精美戏服

装点的道德故事、武打场景、繁复的动

作，以及看上去如哑剧般的艺术化动作

和手势。那些动作都各具意义和象征

性，与鼓点、锣声和高亢的弦乐相呼应。”

“ 我 们 总 结 到 底 成 功 的 原 因 是 什

么，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有特殊的、体现

中国美学精神的艺术家走出去，对普通

民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从人格化的

角度来探讨‘张火丁现象’，探讨中国文

化的走出去，是有价值的。”中国戏曲学

院院长巴图说。

所谓中国文化“人格化”走出去，就

是通过代表性的艺术家更加具象、生动

地展现中国文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张火丁赴美演出策划参与者之一的

傅谨说：“这次去纽约的京剧演出，我们更

喜欢称为张火丁的演出，我觉得以艺术家

的个人魅力为号召，是我们走向世界更好

的途径。通过这次演出，应该找到中国传

统文化走出去的‘张火丁模式’，这种以人

格化方式走出去的模式。”

有着多年请进来、走出去项目运作

经验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宇说：“表演领域的成功，通常会

具体到某个人的成就及影响力，从根本

上讲，是其代表人物人格化、个性化的

成功。演出市场中，人们关注的是穆迪

来了，而非哪支交响乐团来了。中国的

‘四大名旦’就是 4 个人格化的形象。人

格化的艺术家，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组成部分。”张宇认为，有重复消费才

有文化产业，代表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

人格化的艺术家，才是推动消费者再消

费的核心竞争力。

表达人类共同情感的剧目

在京剧的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很长

一段时间都是以武戏或折子戏展示为

主，这也给外国观众造成一种不太好的

印象：京剧就是杂耍吗？

傅谨称，从一开始就打算把原汁原

味的京剧文戏带给美国观众。“这次演出

表明，尽管西方的观众对中国京剧不了

解，但是正如中国观众可以欣赏歌剧、芭

蕾舞，高水平的京剧表演同样能够让美

国观众欣赏、喜爱，甚至是痴迷。我们相

信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

信，是人类共同拥有和应该遵循的价值

观念，我们相信优秀剧目可以让剧场所

有人都沉浸在喜怒哀乐的气氛中。”

巴图认为，对外文化交流是国家文

化行动，必须拿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

最有交流价值的项目及其代表人物。

“《锁麟囊》、《白蛇传》是最经典、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中国京剧剧目，张火丁又是

当代京剧表演艺术代表性人物。这是

此次访美演出取得成功的前提。”

中国戏曲学院教务处处长张尧分

析，《锁麟囊》和《白蛇传》两部剧目在主

题选择上，前者是“知恩图报”的普世价

值观的再现，后者是“追求爱情自由”的

代表；在呈现方式上，两场演出均以大

戏的方式将戏剧性极强的故事完整呈

现，因此，即便存在语言不通和审美差

异等障碍，却不妨碍国外观众欣赏京剧

之美。“人类情感是互通的，对艺术的欣

赏更是无界的，所以选择最具中国传统

文化精髓且表达人类共同情感的剧目

演出，引导观众欣赏，才是真正做好文

化传播的方式。”

科学的市场营销手段

文化走出 去 除 了 需 要 自 信 ，更 需

要 市 场 化 的 运 作 方 式 。 张 火 丁 赴 美

前 ，在 纽 约 哥 伦 布 大 道 、纽 约 主 流 媒

体、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微信、纽约环线

观光邮轮……主办方以各种广告方式

告知美国大众：中国顶级京剧艺术家将

登上世界最高表演艺术殿堂。

“无论是当年的梅兰芳访美，还是青

春版《牡丹亭》的演出，第一考虑肯定不

是商业，但是如何实现最好的文化传播

的效果，用市场化运作可能是最接地气、

最能够实现实际效果的方式。”傅谨说。

与会者认为，市场化推广是文化传

播的最好方式，必须加强，而要实现真

正有效传播，还须跨越文化鸿沟。当年

梅兰芳访美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胡适等

一批学者所做大量推介、翻译等工作。

以张火丁赴美演出为例，为了把最

精彩的中国京剧艺术呈现于纽约的舞

台，让美国观众真正看懂，演出前，主办

方请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美国密歇

根大学教授陆大伟在林肯中心为美国

观众讲解《白蛇传》、《锁麟囊》。

在文化艺术传播的过程中，各类人

才的匮乏也逐渐显现。张尧认为，培养

戏曲表演和传播的高级人才是优秀传

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加

强培养戏曲国际化传播人才群；其次要

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扎实外语基础的戏

曲翻译人才；第三要培养具有戏曲专业

知识的国际文化经纪人才；第四要培养

具有戏曲专业知识的国际剧场管理人

才；第五要培养国际文宣推广人才；第六

要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外事管理人才。

在文化产业中，人才是核心，人才培养亟

待各方努力推进。”张尧说。

本报讯 （记者刘淼）历时 3 个

月的“中华世纪坛首演剧场·2015 原

创舞台剧优秀剧目秋演季”日前在

京落下帷幕。

此次演出季，8 台风格鲜明，涵

盖歌剧、现代舞剧、话剧等类型的剧

目共演出 15 场，其中包括导演易立

明携手指挥家汤沐海带来的英国作

曲家创作的室内歌剧作品《螺丝在

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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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过士行编剧、易立明执导的原创

戏剧《帝国专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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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执行馆长

冀鹏程介绍，今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旬，中华世纪坛将联手聚橙网

举办连台跨界戏曲演出，囊括《当德

彪西遇到杜丽娘》、《碰老戏——琼

林宴·问樵》等 7 个风格类型各异的

11场跨界戏曲演出。

本报讯 （记者刘淼）11 月 14 日

至 21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区”人

才支持计划舞台艺术创作评论培训

班在南宁举行。

此次培训班是广西民族文化艺

术研究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的意见》和《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实际行动，旨

在凝聚广西舞台艺术创作、评论人

才，打造广西舞台艺术评论阵地，提

高广西舞台艺术创作评论的水平，为

繁荣广西舞台艺术做出新贡献。

广西从事舞台艺术创作、评论

一线人员共 70 人参加培训，授课老

师为谢柏梁、裴福林、黎继德等相关

专家。培训班采取理论学习、主创

交流、实践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通过专家授课点评、观摩第九届广

西戏剧展演、剧目主创人员和学员

间讨论交流剧目的形式，拓宽学员

的创作、评论视野，提高舞台艺术理

论水平。

本报讯 （记 者 马 霞）11 月 26

日，大型歌舞剧《梦回长安》在北京启

动创作。由著名歌手、音乐人春雷作曲

并演唱的同名主题歌也于当天发布。

作为《梦回长安》的总策划、总

编导，春雷说：“《梦回长安》是以弘

扬民族文化、振兴华夏精神为创作

目标，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

打造 的 文 化 产 品 。”据 介 绍，《梦回

长安》以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经济

为背景，融入丝路沿线异域民族人

文元素，展现华夏民族曾经的辉煌

与 文 明 ，呼 唤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实现“中国梦”。

春雷说：“通过《梦回长安》的策

划和创作，我感受到作为艺术家的

责任，那就是弘扬民族文化。《梦回

长安》就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

华夏精神文明，以自己独特的视角

诠释新丝路文化的力量与魅力。这

部歌舞剧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

观 众 不 仅 将 看 到 中 华 五 千 年 的 文

明，也能感受到现代的气息。剧中

将有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述，包括张

骞的故事、丝路花雨的故事、李白的

故事等，也有一些丝绸之路沿途国

家的歌舞和故事融入其中。不久以

后，我们 32 位主创将从西安起重走

丝绸之路，沿途收集素材和采风，然

后进行创作。”

据悉，《梦回长安》预计明年在

陕西西安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 （记者罗群）由中国舞

台美术学会主办的中国第三届舞台

美术展于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

展览馆举办。

据介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

国范围的舞台美术展之前共举办过

两届，分别在 1982年和 2003年，因此

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备受瞩目。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介绍，

本届展览的主题为“创意空间与文

化生态”。该主题的提出基于“大舞

美”概念，拓展了传统舞台美术的边

际范畴，开拓了舞美人的创作领域

及思路。边际范畴的拓展和厘清有

助于中国舞台美术走上更为科学的

发展之路，形成良性的舞美文化生

态环境。

此次展览不仅得到了各级文化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全 国 各 地 舞 台 美 术 学 会 也 积 极 参

与，约 3000 名艺术家踊跃参展，包括

各地舞台美术学会会员以及来自部

队、院校、企业、科研机构的艺术家

和师生。

本届展览在展区设置上以戏剧

舞台设计为核心，汇集了老、中、青

三代设计师代表人物的优秀作品。

除了各地舞台美术学会的独立展区

之外，还以舞台美术的各个专业进

行划分，如表演设计、灯光设计、音

响设计、服装化妆设计、新媒体艺术

设计以及剧场建筑与舞台机械、布

景制作技术、舞美专业教育成果和

理论研究成果等。参展作品广泛涉

及影视美术、景观演出、晚会庆典等

特殊演艺环境设计，作品总数超过

两万件。

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还邀请国际

舞美组织 OISTAT 的主要负责人和

多 位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舞 美 设 计

师、灯光设计师、人物造型设计师、

音响艺术家和舞台技术专家参与展

览，并与中国相关专家一道，举办各

类论坛和讲座共 39场。

本届展览还设有评奖活动，邀

请一定比例的国际评委，按照国际

标准来衡量创作。此外，为了总结

理论成果并提升研究能力，主办方

还编辑出版《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

展优秀作品集》和《中国第三届舞台

美术展优秀论文集》。

与 北 京 展 览 馆 的 主 场 地 相 呼

应，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于 11 月 27 日

至 12月 1日，在北京 798悦·美术馆和

北京望京蓝润国际艺术馆开设“平行

展”，展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中画家、

雕塑家、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在京举办

中华世纪坛“秋演季”闭幕

广西开办舞台艺术创作评论培训班

《梦回长安》：用歌舞诠释新丝路文化

11 月 28 日，中国戏曲学院附中表演科“85 班”30 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办，

师生聚首共话艺术传承与多年情谊。

本次活动由“85 班”班长、国家京剧院三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徐畅发

起，曾执教该班的教师张关正、陈国卿等与会并致辞，“85 班”班主任黄萍特地

从新加坡赶回北京参加活动，“85 班”毕业生张克芃特地为此次活动创作歌曲

《兄弟姐妹》。“85 班”可谓人才济济，国家京剧院花脸演员顾谦、北京京剧院武

生演员李孟嘉等都毕业于该班。 （本报记者罗群/文 张云龙/图）

李默然有个默戏的习惯，化了装以

后就再也不理戏外的人和事，而是一人

独自面壁默戏。

台下，他也常常在脑子里考量着艺

术创作中的种种课题，不断默戏。一个

偶然的机会让我们俩之间有了默戏的

交流，虽然这种交流只是他偌大思维空

间里的点滴，而且时断时续，却延续了

40年之久。

1961 年，我进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工作。不久，剧院领导让我参加一个戏

的演出，以便熟悉舞台。我在后台晃荡

了两天，第三天突然听见一个严厉的声

音在我耳边小声说：“下去，到场子里看

戏去。”我定睛一看是李默然。眼看着

他就要进化装室，临进门又伸出 3 个手

指示意我要连看三场。我硬着头皮把

三场戏看完了，怯生生地去找他。没等

我开口，他开门见山地说：“学戏剧，我

不同意从舞台开始。剧场、舞台、观众

这三者谁应该排在第一位？”我回答：

“观众。”“对，一个字，那是‘根’，剧场是

枝干，舞台是叶和果，学戏不得从根上

学吗？”

接着，他又问我：“你看了三天戏，

看 出 啥 门 道 没 ？ 比 如 观 众 为 啥 爱 看

戏？”我说：“那能看出来吗？”“能啊！”他

一下子提高了嗓门，“观众为啥笑？为

啥哭？为啥咬牙？为啥鼓掌？进来时

啥样？看完戏往外走又啥样？仔细看

你就能看出门道来。”我听不大懂，就

问：“那你说观众为啥爱看戏？”他瞪大

眼睛又伸出 4 个指头：“要我说，就 4 个

字，提气、提神，戏里惩恶扬善替他出了

恶气，长了正气；美好的东西让他长了

精神，有了奔头。”接着他微笑着说：“行

了，你以后就慢慢品吧，戏剧是活人演

给活人看的一门学问，你要是不看活人

只看书本，你就入不了这个门。”

我万没想到威严的李默然竟是这

么平易近人，于是我有事没事就往他身

边凑，他也看出来了，就笑着问我：“咋

的，没听够啊？”“没听够。”他沉默了一会

儿，点点头说：“行，没听够咱们以后就多

交流。不过我说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思考

题，答案还得你自己找。”就这样，一个大

明星和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有了一

个约定。

生 活 中 ，李 默 然 的 脑 子 几 乎 不 闲

着，时时处处找课题。比如有一次在演

出车上，一个人夸同事的女儿“长得招

人稀罕，声音也甜”，说她“天生就有台

缘”。当时，大家听了也没在意，可李

默然过两天对我说：“我打小在戏园子

里就听说‘台缘’这个词，挺神秘，老天

爷给的缘分。可我仔细一想，说白了

不就是观众喜欢一个演员吗？观众要

是喜欢一个演员，那可不是天生的，这

个 演 员 必 须 做 到 3 个 字 ：真 、善 、美 。

真就是要有真功夫，善就是要善待观

众 ，美就是要塑造出一个美的艺术形

象，缺一不可，剧院可不是光看脸蛋的

照相馆，别以为真、善、美这 3 个字是咱

们拿来教育观众的，其实观众看咱们也

是这 3个字。”

李默然有一个大抽屉装满了摘录

文化名人语录的卡片，可他在默戏时却

很少引经据典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用自己的观察和感悟去咀嚼

一遍，用他的话说叫他认的“笨理”和

“死理”。他甚至敢用他认的笨理和死

理去挑战权威。1964 年，全国文艺界

正在大批形式主义，戏剧界也极力主

张要摆脱程式化体现的束缚，就在这

个时候，他竟大胆地说：“戏剧表演艺

术光有‘斯坦尼’的体验不行，内心体

验的东西还要找到表现形式把它体现

出来，所以还得加上中国传统戏曲的

体现。体验加体现，观众才能看到人

物的内心，被观众看到了，才完成了人

物的塑造。”他还说：“别人咋想的我不

管，我李默然塑造角色就两条：认真体

验 、抓 住 本 质 ；精 心 设 计 、掌 握 手 段 。

两条缺一条都不行。”

在 艺 术 手 段 上 的 探 索 ，可 以 说 是

一道贯穿了李默然一生的思考题。他

对台词韵律化、节奏化的处理手法，已

成为他表演风格的一个明显特征。他

还 把 目 光 盯 上 了 歌 剧 和 京 剧 ，他 说 ：

“歌剧、京剧塑造人物最有力、最提神

的是核心唱段，老怕台词长，老怕说多

了，它不是长了、多了的事，关键是看

你怎么说、说什么。”于是他开始了话

剧 设 置“ 核 心 唱 段 ”的 艺 术 实 践 。《故

乡》他让海默写，《海边青松》时他自己

写，到《报春花》时又让崔德志写……

《报春花》里李健的那大段台词，在连续

200 多场演出中，他都声情并茂地去表

演，受到了观众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在后台与我擦肩而过时，他悄悄说了两

个字：“值了。”

尽管李默然从不把他默戏的观点

拿来与人争论，但社会上的种种创作思

潮还是会不时地撞击他心灵深处认的

这些“死理”。当戏剧界开始戏剧观的

大讨论时，李默然正在主持院里的工

作，他默然了，整天一句话都没有，只是

不时地把剪下的报纸、杂志的文章放在

我桌子上，批概念化的、批主题先行的、

再论文艺的娱乐化功能的、论回归戏剧

艺术本质的……其中《报春花》里的那

大段台词被作为了“高台教化”的典型。

李默然认的死理是他艺术观、价值

观 的 底 线 ，一 旦 受 到 冲 击 ，他 很 难 承

受。一天，他说要去看望一位住院的老

领导，寒暄之后，老领导笑着说：“怎么

样默然，日子不好过吧，够你受的。”李

默然没吱声，他哭了，接着就是一连串

发问：“我不明白文艺的功能怎么会是

娱乐？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又错在哪

了？”……

自打那段日子开始，李默然中断了

和我默戏的交流。

过了几年他要排一部描写老画家

爱情波折的戏，他对我说：“你还欠我一

幅速写呢，快画，这个戏不画你就画不

上了。”我没在意，速写照画了。戏到北

京演出时，我发现报纸刊登他的采访配

了我画的速写，而速写旁边有一行醒目

的标题：表演艺术大师李默然封箱大

戏。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我跟他

说：“我不同意你拿这个戏封箱。”“为什

么？”我什么也说不出，只说了一句：“反

正 我 觉 得 这 台 戏 不 是 你 李 默 然 的 句

号。”我俩默然无语。

4 年后，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宝群又写了个剧本，你好好看看。”

声音恢复了过去的洪亮。又过了一个

月他又来电话：“我让宝群在戏里再加

一大段台词，不要怕像社论，但要写准，

写到老百姓心窝里去，你帮着琢磨琢

磨。”没等我回话电话就撂了。我知道

这依然是他默戏的回音。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听说我回沈

阳了，让我过去一趟。那天他心情很

好，把关捷写的那本书题了字送给我，并

翻到后面的创作年表，指着最后一个戏

《父亲》问我：“这回满意了吧？”我说：“那

也不是句号，还有‘矸子山’呢……”没等

我说完，他笑着说：“我总要打个句号

的，只要是我的句号就行。”想不到这次

见面竟成了我们的诀别。

我多么希望，当我们看到李默然在

台上光辉的艺 术 成 就 的 同 时 ，还 能 看

到在台下那条他呕尽了一生心血的求

索之路。在这条路上，他有自觉的担

当、自辨的觉悟、自省的胸怀、自塑的

能力；在这条路上，他有纠结、有彷徨、

有苦恼、有困惑，唯独没有放弃、没有

抱怨，有的是他对信仰的一片忠贞和

对人民的一片赤诚，而这正是我认识

李默然艺术人生的一个根，顺根而上，

我发自内心地说：李默然是一个真正

的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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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艺术中心门口的广告牌

▶ 《纽约时报》的大幅版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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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