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立中的十竹斋以传统木版水印技

艺的传承而闻名全国。而五六年前，我

国北方地区这一领域的人们还不太知晓

魏立中和他的十竹斋。今天说到传统木

版水印技艺，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

杭州十竹斋已是三家齐名。而魏立中以

这几年连续的传承成果，以十竹斋的作

品积累，以不断举办的展览和传承教学

的影响，更显示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实践的新锐之气。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已有近 400 年

的历史，其创造和传承的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深厚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技艺。

但到 1980 年代末，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

却走入了濒临失传的境地。也正此时，

年轻的魏立中却以人们难以理解的虔诚

和痴迷，投身于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

艺的研究与传承。2001 年，魏立中成立

杭州十竹斋艺术馆，决心全面恢复并发

展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艺。

在继承、发展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

技艺的探索中，魏立中下的是实功夫。

对传统的挖掘、学习执着认真，对刻印制

作全过程的每道工序一丝不苟。十竹斋

木版刻印复制的《富春山居图》、《五牛

图》、《雷峰塔藏经卷》、唐 868 年王玠刻本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十竹斋笺谱》，及

水印版画《二十四节气》、《西湖十景水印

笺》、《杭州西湖全景图》等等，这些作品

从刻印刀法、线条、结构、色彩、套印以及

材料等方面都体现着地道的传统手工技

艺的匠心独运，洋溢着优秀传统文化积

淀的深厚气息。这些作品有的是魏立中

独立刻印，有的是他领衔刻版，但制作的

每一个环节，都有他洒下的汗水。《周礼·
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

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顺应天

时，适应地气，巧用材料，工艺精巧，在魏

立中的心中，古今同理，人不欺天，方有

超越的造化。在魏立中的手中，即便是

刻印复制传统的作品，绝不是拿来便刻，

从题材的选择开始，搜集文献资料、实地

考察调研、拜访专家学者、研究论证方

案，到各个环节的设计筹划，都下了无数

诗外功夫。魏立中刻版技艺的深厚扎

实，从他刻画的 100 多幅近现代人物头像

可见一斑。木、石之上，方寸之间，笔意

刀法讲究，技随心到，人物形象形神毕

肖。造型、刻画能力如魏立中者，中青年

艺术家中实不多见。每次见到魏立中，

看他总是风尘仆仆，或考察，或参访，或

参展，或讲学……忙碌的汗水，总浸在他

的额头。看魏立中刻印的《唐玄奘西行

图》，我的脑海总浮起魏立中的形象，心

无旁骛，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传统木

版水印技艺的继承创新中坚守前行。术

业在勤，功庸弗怠，在坚守与奋进中，魏

立中以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显示了木

版水印技艺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也为它

的传承赋予新的希望。

魏立中对于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传承

的虔诚，首先来源于他对祖先留给我们

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喜爱。魏立中

1990 年入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和版

画，从前辈艺术家那里认识了木版水印

技艺，他的学习，从制作这门技艺的使用

工具做起，到选题、勾描、分色、刻版、水

印……提刷吊耙一干就几个小时。学院

教育与传统手工技艺结合的学习，使魏

立中从艺术视野、绘画基本功到实用技

艺的掌握，都得到全面的训练。而从不同

艺术的比较和对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

艺的深入了解中，他也真正认识了传统木

版水印技艺的价值，刻刀下线条虚实变幻

的玄妙，水印呈现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斑

斓，吸引魏立中这位可以在广告设计职场

上生活优裕的年轻人以信仰般的虔诚投

身于它。在十多年的传承探索中，这个时

代的趋利性和浮躁的心态对艺术家的冲

击，都与他无缘，魏立中似乎以世外心境

埋头前行。由对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喜

爱而到对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传承的自觉，

使魏立中的胸襟更高远，脚步更踏实。

2015 年 5 月中旬，我到杭州时专门去中山

北路 237 号十竹斋艺术馆参观。300 余平

方米的场地，有展品，但学员的工作台似

乎占了主要的空间，国内外的学员正在精

心地勾描、刻版。还有一个空间，正有一

队小学生在饶有趣味地听讲解并学习印

刷，各自拿着自己印出的作品品评。我的

印象是艺术馆很小，但空间布置丰富、充

实，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生气。参观之后，

我问魏立中馆长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魏

立中带我们走下地下室。在十来平方米

的空间里，不见自然光，一张长条桌，创

作、办公兼招待来访客人喝茶，都在这长

条桌上。除了出差，魏立中一天中总有几

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都坐在这里，特

别是人们都下班之后，他以盒饭打发用

餐，手握刻刀，很快进入忘我的创作境

界。魏立中说：“做这一行其实非常辛

苦，在湿冷到骨头的江南冬天，雕版时手

也一点不能抖。心要定，一刀下去就是

一条线，刻错一条就坏了一块版，哪怕是

到了最后一条线都要重来。”我问他，在

这 么 封 闭 狭 小 的 空 间 中 ，会 否 束 缚 创

作。他告诉我，一是尽可能腾出空间用

于 展 览 及 传 承 ，二 是 正 可 以 此 磨 练 自

己。这使我想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所讲“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眉睫之前，

卷舒风云之色”，正可谓此也。陶钧文

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正是

以此，魏立中以自己的境界，在物与欲、

技与艺、文与质、用与美的自我修养与创

作审美的把握中，不仅以高品质的作品，

也以美的情怀，为包括传统手工技艺在

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树立了榜样。

近五六年来，魏立中应邀在中国国

家图书馆及美、英、法、西班牙等国家举

办木版水印技艺的展览和展示，在北京

大学和一些院校及不少中小学举办讲座

和技艺展示，都引起热烈反响。魏立中

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及经营收益都

用在公益性非遗保护的宣传普及工作

中，并捐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专

门资助学习木版水印技艺学生的奖学

金。这些工作给十竹斋的运营带来很大

经济压力和困难，但魏立中乐此不疲，在

他的心中一切都可舍弃，只为了木版水

印技艺的弘扬与传承。魏立中说：“十竹

斋就像一个孩子，突然来到我的身边，我

只是抚养他长大，再目送他远去。”他决

心以传承发展的努力，让十竹斋传统木

版水印技艺一代代接续下去。他的梦想

是将来有一天，能在西湖边上建起一座

“杭州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博物馆”，让

更多的人认知中华民族这份优秀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接近梦想的希望，总在坚

持不懈的努力之中。魏立中是一位知行

合一的追梦人。其行其达，可嘉可期！

魏 立 中 编 撰 的《饾 版 风 华》出 版 之

际，他嘱我为之作序。序者，序其篇章之

所由作。魏立中对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

总结，独到而精辟，我不想赘述，而对其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觉与执着的印象

作了一些记叙，以表达我对这位纯粹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钦敬。

是为序。

（本文作者系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

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系作者为《饾

版风华》所写的序言，此书已于2016年1月

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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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追梦人
王文章

晋江南派布袋戏《龙山情缘》讲的是

晋江安平龙山寺观音香火东传台湾的故

事。据说，300 年来，龙山寺在台湾分炉

多达 300 多座，支庶流长，因此，这个故事

见证了两岸共同的人缘、神缘、文缘，在

当今形势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龙山情缘》由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编剧和导演都是庄

长江先生，他今年 79 岁，以这样的高龄承

担起一部大型木偶剧的编导任务，确实

难能可贵。

我 特 别 欣 赏 的 是 这 出 戏 的 导 演 艺

术。记得闽南著名导演吕中文先生说

过，木偶戏的导演工作在许多方面比“人

戏”还要麻烦、复杂。我完全相信这种说

法。庄长江先生说，他为了排《龙山情

缘》这台布袋戏，花了整整 4 个月时间，感

到非常辛苦劳累。他比吕中文先生年长

十来岁，这种奉献精神值得学习。

《龙 山 情 缘》的 导 演 艺 术 值 得 写 一

篇长文来细细研究。我没有这样的功

力，只想谈谈这出戏的人物造型和综合

运用。

我们知道，布袋戏的木偶形体本来

是很小的，只有六七寸高。演出空间十

分狭小，通常是在只有一米多宽的木台

上，演员就坐在台后的椅子上给观众讲

故事，所以这是一种说唱加上木偶表演

的艺术，观众数量很少。上世纪 50 年代

初，晋江的布袋戏艺术逐渐走向剧场化，

舞台加宽加大，观众数量也大为增加。

这样，六、七寸高的木偶就显得太小，适

应不了观众观赏的需要。于是，艺人们

动手改造木偶，把它加高，曾经制作过一

尺半高的木偶，后来发现太高了不便操

纵，又把它缩小到 1.2尺。

偶身加高了，可是艺人们的手指却

无法加长，因此，艺人们在偶身内部加上

一 个 小 小 的“ 调 节 杆 ”（或 称 为“ 辅 助

杆”），用另一只手通过“调节杆”来协助

操纵偶身，解决了许多问题。譬如，原来

的木偶手臂是僵硬笔直的，没有肘关节，

不能弯曲，加长后的手臂加上肘关节，可

以弯曲了，相关的水袖动作也可以完成

了，这就可以更加逼真地模仿戏曲的动

作 ，可 以 适 应“ 文 戏 ”中 那 种 细 腻 的 表

演。“调节杆”的发明和运用，是晋江南派

布袋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艺人

们为此动脑筋、想办法，费了大量精力。

然而，“调节杆”也带来新的问题：原来形

体较小的布袋戏木偶可以自如地快速转

身、翻筋斗，而用双手操纵的加“调节杆”

的新型木偶动作不够自如灵活。于是艺

人们想出新的办法，就是为一部分加了

“调节杆”的木偶配搭一个传统的、不加

“调节杆”的偶身，也就是一个人物用两

个偶身。当需要做较剧烈和快速的动作

时，就使用传统的布袋戏木偶；当需要做

出较细腻、复杂的动作时，就用加“调节

杆”的木偶。其次，在同一出戏中，只有

部分人物是用加“调节杆”的木偶，其他

人物仍旧用传统木偶。

庄长江导演的《龙山情缘》就体现了

这样的原则。全剧的角色有 70 多个（仅

莲花仙子就有 8 个），可是，采用加“调节

杆”的木偶只有 6 个，即曾养正、悉善、颜

氏、造船师傅、慧德、曾绍祖。其中，曾养

正、悉善同时配搭传统木偶来表现，即一

个人物配有两种木偶，随时可以根据需

要加以替换。而其他数十个人物，都使

用传统的布袋戏木偶，以表现灵活多变、

节奏较快的动作。其中有牌头、小沙弥、

老妇、清兵、举幡帜者、车鼓者、水手、香

客、僧尼、抬神轿者等等。

除了新旧两种布袋戏偶身，《龙山情

缘》中的观音、莲花仙子和拍胸舞者运用

杖头木偶来表现。其中，拍胸舞者的造

型比一般的杖头木偶要小，原因是为了

让它们在体型上和台上的其他布袋戏木

偶相类似，而不会显得太大。但观音与

众莲花仙子的杖头木偶形体没有缩小，

因为它们是独立出现的，不存在类似的

问题。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庄长江导演

的精心构思。

多种木偶的综合运用，在小小的布

袋戏舞台上呈现出多姿多彩、令人难忘

的画面。例如，杖头木偶表现的拍胸舞

最好看，力度和节奏感很强，并且带有

鲜明的“偶趣”，和泉州提线木偶的拍胸

舞相比是另一种更加阳刚的风格。用

传统布袋戏木偶表演的小沙弥与牌头

的一场戏，动作干脆利索，灵活多变，包

括了不少传统的绝技。纵观全剧，可谓

兼具众美，赏心悦目。南派布袋戏艺术

家常说，“人戏做得到的我们都能做到，

人戏做不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话确

实不假。

《龙山情缘》在剧本创作上有进一步

探讨的空间。有的观众反映演出长了

些，有些北方来的观众不习惯用南音演

唱的长唱段，觉得唱段太多太长，这些意

见都值得考虑。但是，全剧的整体呈现

是很好的，在福建省第 26 届戏剧汇演上

获得了剧目、剧本、导演、音乐、舞美、表

演等奖项。这一成绩的获得，和年近 80

岁的庄长江老先生的精心编导是分不开

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愿庄老先生

为南派布袋戏做出更多贡献。

25 天、13 个院团、23 场演出，

“ 中 国 豫 剧 优 秀 剧 目 北 京 展 演

月”近日落下了帷幕，但它带给

人 们 的 欣 喜 和 感 动 却 持 久 未

息。专家赞誉全国豫剧交流合

作 、协 同 发 展 的 大 格 局 已 经 形

成，河南省宣传、文化主管部门

的领导富有战略眼光。展演除

了涵盖经典老戏，新编历史剧选

材的新视角和现代戏比重的加

大再次证明豫剧可与时代同步

发展，同时，引人瞩目的是一批

青年人开始崭露头角，彰显了豫

剧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首 先 从 戏 曲 的 创 造 力 谈

起。本次展演安排显然是周全

的，经典剧目《五世请缨》、《花木

兰》、《七品芝麻官》、《三哭殿》、

《程婴救孤》让人再次重温浸润

着前辈艺术家心血的作品有着

何 等 高 超 的 艺 术 水 准 。 然 而 ，

如 戏 曲 理 论 家 安 葵 所 说“ 传 统

是一条流动的河”，要保护和发

展传统就必须不断注入新的活

水 。 除 了 挖 掘 、传 承 传 统 剧 目

之 外 ，还 应 该 创 作 新 的 作 品 。

这次展演中的新编历史戏和现

代戏涌现出一批杰出作品。譬

如 新 编 历 史 剧《九 品 巡 检 ——

暴 式 昭》是 根 据 河 南 历 史 上 的

真 人 真 事 创 作 ，紧 密 契 合 当 下

反腐倡廉的时代命题。发掘塑

造 清 官 的 艺 术 形 象 ，在 今 天 能

为 时 代 提 供 正 能 量 ，具 有 现 实

意义。

人们常说“现代戏是戏曲现

代化的试金石”，展演中现代戏

取 得 不 凡 成 绩 尤 为 可 喜 ，成 绩

大 致 可 归 为 两 个 方 面 ：一 是 新

的 人 物 ，二 是 直 面 现 实 的 勇

气。河南豫剧院三团建团 60 年

来，一直以弘扬主旋律，表现当

代生活为己任，紧扣时代脉搏，

勤 奋 耕 耘 不 辍 ，《朝 阳 沟》、《香

魂女》、《村官李天成》都在全国

唱得响。展演中有该团近年的

新 创 剧 目《焦 裕 禄》、《风 雨 故

园》、《全家福》。就塑造新的人

物 而 言 ，前 两 部 作 品 塑 造 的 人

物都感人至深。焦裕禄是当代

英 模 人 物 ，主 人 公 身 上 体 现 出

的先进的思想和理想的光辉很

好 地 起 到 引 领 群 众 前 进 的 作

用，更可贵的是该团团长、主演

贾 文 龙 曾 多 次 到 兰 考 ，访 问 当

地 的 群 众 ，对 人 物 有 深 切 的 感

受 ，因 此 舞 台 人 物 形 象 血 肉 丰

满，真切感人。

《风雨故园》编剧陈涌泉被

朱安“这位生前没有爱，死后又

失去了名，长期被历史遮蔽的弱

女子”激发了创作的原始冲动，

继而发现鲁迅作为一个反封建

斗士，却始终无法逃脱封建包办

婚 姻 的 伤 害 ，不 得 不 做 长 达 20

年的妥协，进而通过朱安、鲁迅

个人的悲剧，写出社会大变革中

人物的命运。主演汪荃珍塑造

人物时遵循“既拼演技、拼唱腔、

拼经验，又拼文化”的艺术规律

从 而 获 得 了 很 多 专 家 的 激 赏 。

演绎朱安，克服从 26 岁到 69 岁

这么大的时间跨度造成的化装、

造 型 到 形 体 、表 演 诸 方 面 的 难

点，着力把真实性的心理、生活

体验和具有唯美的、表现意味的

戏曲程式舞蹈和声腔艺术相结

合，传递给观众的是对旧社会妇

女那被束缚的人性精神枷锁的

冲击波。

反腐题材的《全家福》展示

了腐败罪行对当事者个人命运

和家庭亲人造成的毁灭性代价，

体现了创作者们敢于直面现实、

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一个曾

经让家庭和亲人引以为傲的“成

功典范”，却在金钱、女人的诱惑

下跌入了贪腐的深渊。同时，该

剧也通过人物的命运选择，表现

了我党反腐的决心和对我们国

家民族前途的信心。

其他院团现代戏作品如郑

州豫剧院的《都市阳光》关注了

农 民 工 进 城 的 境 况 ，新 疆 生 产

建设兵团豫剧团《大漠胡杨》和

石 河 子 豫 剧 团《我 的 娘·我 的

根》弘扬并歌颂了兵团精神，安

徽亳州市梆剧团《印记》主人公

以沈浩为原型。中国戏曲学院

《朱 丽 小 姐》搬 演 了 西 方 名 著 ，

呈现出东西方文化艺术形态的

交叉和跨越。

有 了 上 述 诸 多 成 绩 ，但 艺

术创作仍重在探索和积累。由

于 现 代 戏 创 作 本 来 难 度 就 较

大 ，有 些 作 品 创 作 演 出 的 时 间

尚 短 ，所 以 在 艺 术 上 提 高 的 空

间 很 大 ：可 思 考 在 人 物 形 象 的

塑 造 上 如 何 更 加 典 型 化 ，如 何

做到更好的戏剧化。我们仍然

期待现代戏更加全面地展现多

彩的现实生活。

其 次 是 青 年 人 的 头 角 峥

嵘。戏曲的振兴需要人才。这

是与戏曲创造力紧密相关的另

一 问 题 。 100 年 前 的《新 青 年》

呐喊 ：“ 以 青 春 之 我 ，创 造 青 春

之 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

族 ……”在 救 亡 图 存 的 历 史 洪

流中谱写着感天动地的青春乐

章 ；如 今 在 开 启 中 国 梦 的 新 征

程、在戏曲繁荣发展的春天里，

我们看到了豫剧青年军团的壮

大 与 成 长 ，在 继 承 基 础 上 勇 于

创 新 ，实 现 传 统 的“ 创 造 性 转

化、创新性发展”。

“拥有什么样人才，就会有

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戏曲学院

表演系主任王绍军对人才重要

性的这般阐述令人赞同。本次

展演月，将近一半的剧目由年轻

人挑大梁，院团管理者以及广大

的艺术名家为青年人扶正剪枝、

搭桥铺路的襟怀可见一斑，而后

辈学到的真功夫也没有辜负前

辈众望。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

红春满园。”河南豫剧院青年团

聚拢了一批青年新秀，这次展演

他 们 带 来 新 版《穆 桂 英 挂 帅》、

《白蛇传》、《破洪州》三台剧目，

分别由刘雯卉、吴素真、朱旭光

领 衔 主 演 。 这 个 团 队 成 立 于

2013 年 6 月，现有 60 多人，班底

是 2009 级中国戏曲学院首届豫

剧本科班毕业生，部分拥有研究

生学历，以李树建为首的河南豫

剧院领导班子一直以培养人才

为剧团建设的根本，河南豫剧院

党委副书记吕青分管该团工作，

他向笔者介绍该团的定位是“青

春+都市”，深挖探索性、创新性

的剧目，历练本团演员进而培养

出更多的年轻观众。管理者还

根据演员们自身特长、所宗的派

别，排演不同的戏，让每一位年

轻人都能人尽其材。可以说在

此种观念导引下，除了前面提到

的这三个旦角，团里很多人如李

多伟、郭青峰、吕军帅、杨厉明、

李庆杰等也都小有名气。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繁 荣 、民

族 文 化 高 度 自 觉 自 信 的 当 下 ，

国 家 戏 曲 扶 持 政 策 的 及 时 出

台 ，为 戏 曲 新 一 轮 振 兴 加 油 助

力 。 但 是 ，戏 曲 人 才 的 培 养 是

最 为 迫 切 的 问 题 ，倘 若 戏 曲 人

自己不进取，不培养接班人、后

继者，不注重梯队建设，只是一

味“啃老”，戏剧人才就会断档，

传 承 与 弘 扬 戏 曲 将 无 从 谈 起 。

反之，在未来的 5 至 10 年后，一

批批青年人若能撑起豫剧一片

天 ，那 将 是 一 幅 充 满 艺 术 活 力

的 新 画 卷 。 可 喜 的 是 ，得 益 于

国 家 政 策 的 支 持 、中 央 到 地 方

各 级 文 化 主 管 部 门 领 导 的 重

视 以 及 豫 剧 同 仁 的 共 同 努 力 ，

这 个 苗 头 在 这 次 展 演 中 ，已 经

能够看到了。

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影

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的话剧《嘿，是我》

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宋宝珍、施旭升、

陶庆梅、邵泽辉、林蔚然、杨志弘、顾春

芳、周映辰等专家及该剧主创参加研讨

会。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

旭光教授主持。

《嘿，是我》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

剧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祖纪妍编剧和

导演，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制

作。该剧描述了一个男剧作家“闯入”了

他笔下的一个角色女设计师的生活中，两

人继而相爱相杀，迷幻和现实在剧中交相

呈现，演出之精彩，意蕴之深邃，给观众带

来了更加强烈的艺术化的享受。导演从

“莫比乌斯环”的概念里获得灵感。所谓

的莫比乌斯环就是说：一个正常的纸本来

是两面的，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单面旋转

180度之后接在一起，它虽然还是一张纸，

但就只有一个面了，玄妙之处在于我们不

知道它什么时候发展到了另一面。剧中

到底是男编剧创造了女设计师还是女设

计师创造了男编剧？带给我们很多思

考。全剧通过描写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

试图带领观众探寻生活和爱情的本质，剧

本台词富有极强的文学性和哲学思辨性，

观众从中也各自有了对生活和爱情的重

新认知。

与会专家认为，《嘿，是我》非常恰当

且艺术地将当下流行元素、现实情境与

思理批判结合起来，敢于挑战传统，观众

从该剧中听到了年轻一代对生活发出的

声音，感受到其强烈的先锋意识。

陈 旭 光 教 授 对 该 剧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他认为《嘿，是我》的戏剧表现空间开

阔，具有“作者戏剧”的味道。剧中编剧

寻找到自己创作的人物并展开剧情，全

剧充满了超现实奇幻色彩。超现实与现

实，艺术家自体反思与世俗生活思考在

剧中达成了统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副所长

宋宝珍谈到了该剧的创作视角，她认为，

剧作者在本剧中不是站在男人或女人的

各自立场上来审视两性关系，而是关注

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处境。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施旭

升教授着重分析了剧中的极为复杂的人物

关系，有力地剖析了两个人物之间的“我”

“他”关系。他认为，剧作者把“我”划分成

“我”“他”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对立中探讨

男女关系、社会关系，引起观众深刻的思

辨，这是本剧第一个亮点；在处理深刻思

辨时，不是硬生生地“讲道理”，而是结合

当下热潮，适当地穿插喜剧元素从而吸引

观众、引领观众，这是本剧的又一亮点。

北 京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顾 春 芳 教 授 认

为，该剧的台词非常具有“90 后”的特色

且文学性强，《嘿，是我》的主创团队是一

批来自校园的戏剧专业人才，他们的创

作视角、戏剧理念以及剧本风格都彰显

了新鲜的活力，为中国戏剧注入了新鲜

的血液，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戏剧蓬

勃崛起的新力量。此外，她也强调了戏

剧不能单单有思想的外壳，新生代编剧

导演更应该关注戏剧所肩负的社会责

任，该剧最后的两声枪响将虚无感体现

到了极点，尽管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

撼和深刻的思考，但今后在向社会传递

积极的正面能量方面还要再做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

梅表示，《嘿，是我》在人物塑造和戏剧风

格两个方面都独辟蹊径。该剧塑造出了

一个非常可爱鲜活的“作”的人物形象，

让人耳目一新。同时，该剧展现出了伍

迪·艾伦式的喜剧风格，而这种喜剧风格

正是当下舞台剧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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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戏的继承与创新
———从—从《《龙山情缘龙山情缘》》谈起谈起

陈世雄

年轻一代对生活发出的声音
———专家谈话剧—专家谈话剧《《嘿嘿，，是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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