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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派小生”吴凤花
龚和德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

中，长征一直是被赋予重大和特殊意

义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

道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用理想和信念、

意志和力量、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伟大奇

迹，铸就的不朽丰碑，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由中

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指导，中

央电视台历时10个月摄制完成的八集

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隆重播出。

作为一部全景式再现长征历史

的精品力作，本片最大程度地切近历

史，用真实厚重的史料构建出轮廓立

体、面目清晰的历史格局，用饱含激

情的笔触讲述铁血征途中运筹帷幄、

英勇牺牲、矢志不渝的故事，感人至

深。它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将宏观

的历史视角剖析与微观的历史质感

呈现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以时间为轴

线，从大历史视角还原了红军长征的

全过程，同时又从真正能够感染人、

打动人的微观细节入手，采用了大量

第一手鲜活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

600 多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和 700 多条

亲历者、目击者的采访，从不同时期、

不同角度展现了这段苦难辉煌的光

荣历程，解读了红军将士的理想信

念，诠释了长征精神的不朽内涵，给

观众以身临其境的心理感受与视觉

冲击，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一

个全新的高度，并从中淬炼出激励人

们在新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的核心主旨。本片的一大特色，是

对 49位平均年龄在 100岁上下、亲历

过长征的老红军进行抢救性采访。

当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一张张

饱经风霜但坚毅无比的面孔，听到那

一段段似乎轻描淡写却是刻骨铭心

的往事回忆时，从中感悟到历史的斗

转星移、胜利的来之不易，敬仰、崇敬、

感动化为一股暖流，回荡在心间。

其实，不论是宏观的叙事框架，

还是微观的历史质感，归根到底都是

为了抓住一个魂——长征精神。本

片一再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场景：长

征中，红军将士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必

胜信念，迸发出不怕流血牺牲、不畏

任何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大

厦将倾中力挽狂澜，在血雨腥风中坚

定前行。没有粮食吃，就以野菜、草

根、皮带充饥；没有房子住，就在山洞、

树丛、茅草里栖身；没有药品，就采集

中草药治病疗伤；没有弹药，就用刺

刀、石块、木棒与敌人浴血拼杀……

长征精神源于红色的信仰，源于红军

将士身上所蕴含的崇高理想信念。

他们不属于哪一个私人，不为一口吃

食，只为了一个坚定的信仰——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生。正如斯诺在《西行

漫记》中所写的：“冒险、探索、发现、勇

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

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

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

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

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

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

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有没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

对人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

为信仰是精神世界中迸发出的巨大

力量，能够给人精神的仰望和生命的

活水。一个人如此，一支部队如此，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亦然。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

神支柱。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

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一

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实现凤凰

涅槃、浴血重生，归根到底是因为具有

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长征就是信仰

创造的奇迹。张闻天曾说：“没有理想，

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红 1军团战

士吴兴回忆道：“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

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

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

进，革命终将成功。”80年前，正是信仰支

撑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红军，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层层封

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

茫茫草地，历时两年，纵横十四省，行程

数万里，最终会师陕甘，谱写了一曲惊天

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第

13集团军，在军史馆陈列的红军小战士

长征中吃剩下的半截皮带前驻足良

久，动情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

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知史明智，以启未来。今天，我们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不仅仅是为了回顾

那段血雨腥风、跌宕起伏的历史，更重要

的是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进的

智慧和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

们新的长征，是无上的荣光，更是如山的

重任。走好新长征路，必须以理想信念

为支撑和指引，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

的虔诚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执著信念，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强化政治自觉、历史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

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这也正是

《长征》一片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

和百科研究部部长）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

节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吴凤花获

得殊荣，因其在新版《狸猫换太子》中

的 精 彩 表 演 荣 获 第 十 五 届 文 华 表 演

奖。她还是越剧界令人瞩目的“二度

梅”获得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越剧小生吴凤花在表演艺术上的追求

和成就。

2011 年 ，吴 凤 花 夺 得“ 二 度 梅 ”的

剧目是新版《狸猫换太子》。越剧由浙

江的乡土小戏演变为上海的都市戏曲

的漫长过程中，受过海派京剧很深的影

响。旧版越剧《狸猫换太子》就是从海

派京剧移植过来的。那时（20 世纪 20

年 代）的 越 剧 叫“ 绍 兴 文 戏 ”，全 由 男

子演出。后来女班兴起，这出戏也成

了女子越剧的传统剧目，主要由基层剧

团演出。它也是吴凤花的拿手好戏。

2011 年为了“争梅”，请李莉编剧、杨小

青导演，名家联手重新打造，故以“新

版”名之。

那么，新版《狸猫换太子》“新”在哪

儿呢？我以为，它更突出了陈琳在整个

事件中的中心地位；陈琳这个形象显得

更加机智、勇敢，他身上的道义力量和

牺牲精神，似乎更富于文化传承的厚重

感。至于演出样式上，更是面貌一新。

由于我对上海京剧院的《狸猫换太

子》比较熟悉，所以在看越剧时，会不

时闪出京剧的影子。上海京剧院演的

是新版连台本戏（有过三本版和两本

版），塑造了陈琳、寇珠、秦凤、赵德芳、

包拯等一系列形象。10 多年深宫奇冤

的得以平反，是朝野上下许多正义人

物“合力”的结果。其情节曲折迂回，

波 澜 壮 阔 ，有 的 场 面（如“ 火 烧 冷 宫 ”

等）撼人心魄。而新版越剧借助于这

个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普及，就化繁为

简，以单本戏的有限篇幅，既要能给吴

凤花提供展示才艺的充分时间、空间，

又要在新的舞台演绎中达到上面说的

四个“更”，实在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种

再创造。

越剧中的陈琳形象，有两个地方给

我印象很深。

一个是围绕装盒的斗智斗勇。越

剧把装盒称为食盒或膳盒。《抱装盒》

是元杂剧以来一直在戏场上流传的关

目名称，以保留为好。传统的演法，陈

琳是在金水桥畔，从寇珠手里第一次见

到来自西宫的装盒。越剧增加了一个

细节：陈琳到东宫探听李妃生产的消

息时，就看见西宫太监郭槐提着装盒

到东宫来，从而引起警惕。他以讨食

充饥为借口，发现了郭槐与刘妃对盒

中 之 物 有 不 同 说 法 ，于 是 更 生 疑 窦 。

这 个 设 计 很 有 戏 剧 性 。 陈 琳 是 个 智

者。戏从一开始已交代，陈琳对两宫

妃子的人品早有认识，对老王“先生太

子者为皇后”的谕旨将激化夺后之争

也早有估计，所以他怀疑郭槐的装盒

是合乎逻辑的。而这种怀疑又反过来

刺激郭槐对他的仇视，当陈琳提着装

盒出宫时，非要搜查到底不可。陈琳

巧为周旋仍难躲避郭槐逼迫，危急情

况下竟反戈一击：“昨日你在膳盒里面

一定装着见不得人的东西。李娘娘产

下的怪胎妖孽就是你搞的鬼！”这真使

郭槐与刘妃心惊胆战。此时，寇珠冲

上来禀报。这不是巧合。可以理解为

寇珠已在殿角看到了惊险一幕，选择

时机，帮助陈琳摆脱困境，顺利转移太

子。从剧情框架来说，与京剧没有多

大区别，但人物的心理内容有所丰富，

对手之间的较量更加尖锐、激烈了。

另一个是引太子冷宫见母。新版

京剧由寇珠引见。新版越剧按传统演

法 仍 由 陈 琳 引 见 。 具 体 描 写 很 有 新

意，相当感人。陈琳为了重新燃起李

娘娘的生命欲望，必须透露一点实情，

但又不能明说，于是向她讲了赵氏孤

儿的故事，并有意把故事中的孤儿赵

武叫成太子的名字赵祯，把救孤儿的

药箱说成转移太子的膳盒，站在一旁

听 故 事 的 赵 祯 两 次 纠 正 陈 琳 的“ 口

误”。陈琳最后唱道：“莫忘了庄姬产

下是男婴，程婴送他出宫门。隐瞒真

相十余年，方能够避艰险、保性命、登

王 位 、报 仇 恨 ，母 子 相 认 在 今 生 哪 ！”

唱到结尾处，吴凤花用了一个长的拖

腔，唱得声情激越，并执着太子的手，

向李娘娘频频点首示意。临别时李娘

娘向陈琳“深施一礼谢程婴”！这再清

楚不过的表明，李娘娘已经完全明白

了眼前的太子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个处理不仅合乎特定情境，很有趣

味，更把陈琳同春秋时的程婴联系起

来 ，是 对 陈 琳 正 义 行 为 的 最 好 的 褒

扬！也可使观众想象到，陈琳的正直、

善良是有文化根基的；传说中的古代义

士程婴，就是陈琳的精神榜样啊！

吴凤花第一次摘“梅”是 1996 年。

在当时，她是越剧界第三个梅花奖获得

者 ，此 前 只 有 茅 威 涛 、周 云 娟 。 2006

年，我在民族文化宫剧场看了她的《拷

寇》（这折戏要比新版精彩），就把她记

住了。如果只给我三张票，让我选三位

当今越剧女小生，我会毫不犹豫地选

出：茅威涛、钱惠丽、吴凤花。这是我

的一种综合考虑。

吴凤花的优势是文武全才，称得上

越剧界极为少见的文武小生。她的武

小生戏，我看过《陆文龙》。可以说新

版《狸猫换太子》和《陆文龙》，是她文

戏、武戏两个代表作。她是范瑞娟的弟

子，唱腔上保持着范派的文雅、纯朴和

真 挚 ，但 由 于 她 的 音 色 较 亮 、音 域 较

宽，还是唱出了她自己的特色。我向

她 请 教 ，她 说 ：“ 在 润 腔 上 吸 收 了 徐

（玉兰）派”。她的腔不尚华丽却也婉

转有致，旋律变化的幅度较大，仍能唱

得清晰而有渗透力。她演文戏，身上

的好看，得力于她的武功。但她演的

文角色（如陈琳）看不到一点武气。对

于文、武角色的不同气质、风度，都能

把握得相当稳、准。她不以风流倜傥

取胜，却有一股清刚之气，能够扮演一

些 超 出 书 生 、才 子 范 围 的 新 鲜 角 色 。

她是可以继续给越剧小生开辟戏路的

实 力 派 。 现 在 称 她“ 吴 派 ”，恐 怕 还

早 。 我 要 称 她 为 越 剧 的“ 硬 派 小

生 ”。 清 刚 俊 逸 是 她 的 基 本 艺 术 风

采 。 她 的 为 人 也 很“ 硬 ”。 她 受 过

很 重 的 伤 ，对 化 装 油 彩 有 过 敏 症 ，

都 阻 挡 不 了 她 对 越 剧 艺 术 的 那 份

忠 诚 、挚 爱 ，可 谓 性 命 以 之 。 她 具

有“ 草 根 ”艺 人 的 顽 强 与 坚 韧 。 这

次 荣 获 文 华 表 演 奖 ，必 将 鼓 舞 她 继

续 攀 登 。 如 果 在 剧 目建设上保持较

多 的 成 活率，其代表作能更多地在基

层流传，吴凤花真可以自成一派！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是马头琴的琴声拉开了大幕，那

委 婉 的 乐 音 像 一 股 清 泉 水 浸 透 心

田。关于马头琴的传说故事很多，今

天她咏叹的是自己诞生的一曲悲歌。

第一幕开局的草原就很美。一

群洁白的少女，用手把草擎在头顶

上，这样她们的手就无法跳“云手”“抖

肩”等蒙古族舞蹈动作，但那跳跃的

节奏，活泼的形态都在头顶的草上显

现。这片草原，忽聚忽散，笑眯眯的，

欢心跳跃的，是一片甜蜜的草原啊。

是她引来了牧民苏和，也是她藏匿着

最美的白马，而美丽凄惨的故事就发

生在这片草原上。

紧接着苏和和他的好友们嬉戏打

闹的场面也引人入胜：酒壶在空中飞来

飞去，小伙子们就像几只鹰在扑翅抖羽，

在嬉戏中展现性格，在打闹中更加亲密。

全剧有5段双人舞，即“相识”“相恋”

“热恋”“垂死的爱”和“虚幻纯真的爱”。5

段双人舞贯穿全剧，成为舞剧的结构连

接线。有意味的是双人舞动作发挥的

竟是马鞭，马鞭是策马、打马用的，可是

白马却把马鞭梢衔在嘴里，情景就有了

180度的转变——马鞭不再是策马、打

马，而是爱的交流，真情的传递。

爱情渐进，由相识到相恋到热

恋——编导为什么把爱情发展的热

恋安排在大勒勒车上呢？草原上的

大勒勒车是动荡颠簸的，在危急时刻，

车上的双人舞要保持平衡，要加大力

度，两人的动作关系就要更亲密，爱得更加

热烈，编导是要把金子在火中炼啊。

王爷是凶狠的，黑马也是强大

的，他们以各种残暴的手段加害这

对恋人。最后白马为保护苏和牺牲

了生命，是王爷毒辣的手撕碎了这

纯情、甜蜜的爱情。

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白色，舞剧

展现的是白黑之争，却也有红色，那

是护送白马英灵一路点亮的红色圣

灯 ，这 就 更 增 添 了 生 死 离 别 之 情 。

草 原 不 会 忘 记 这 个 美 丽 凄 惨 的 故

事，当舞剧结束时，草原再次出现，

她还是那样的纯洁，几条长长的琴

弦在传动……继而，千百个牧童拉

着马头琴的画面徐徐呈现。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创作表

演蒙古族舞剧《永远的马头琴》有着

优 秀 的 传 统 。 舞 剧 扮 演 白 马 的 演

员，演得很灵动。扮演苏和的演员

演得很帅气。可贵的是男女群舞演

员都带来草原的清香，很有朝气。

《永远的马头琴》是教学科研项

目，是教学、创作与深入生活学习结

合的艺术实践。总导演曾带领全体

创作人员到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大

草、锡林郭勒盟去深入生活、学习和

创作。《永远的马头琴》演出精彩、生

动、感人，获得了成功！

当下北京的小剧场戏剧创作处于

什么状态？在生存与发展中，小剧场戏

剧遇到了哪些新的难题？如何让小剧

场戏剧在关注现实生活的同时提升艺

术质量？小剧场戏剧的实践者如何看

待自身发展？

日前，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文化报

社共同主办“艺海观潮”专题研讨，邀请

“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的部

分主创与戏剧研究者对小剧场戏剧进

行探讨，旨在为小剧场戏剧的发展提供

有意义的思考。

总体艺术水平提升，发展前景向好

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涟在介

绍举办本期研讨会的初衷时说，小剧场

戏剧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首都

演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并因

其题材内容的现实性、多样性，表现形

式的先锋性、实验性备受戏剧理论界关

注。在前不久北京市文化局组织的“北

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中，不乏

优秀作品，让人看到小剧场话剧总体艺

术水平的提升与未来发展的前景。但

也应看到，在小剧场戏剧市场相对活

跃、观众相对年轻的同时，艺术质量良

莠不齐，跟风创作、内容苍白等问题为

人诟病。“艺海观潮”举办此次研讨，正

是希望汇聚各方力量，总结一段时期以

来小剧场戏剧的创作、演出的得与失，

并将理论研讨推进到艺术实践之中。

研讨交流中，与会者首先对小剧场

话剧的发展态势做出充分肯定。在此

次“ 北 京 故 事 ”优 秀 小 剧 场 剧 目 展 演

中 ，小 剧 场 话 剧《网 子》拥 有 很 高 的

人 气 ，集 编 剧 、导 演 、主 演 于 一 身 的

北 京 风 雷 京 剧 团 团 长 松 岩 对 小 剧 场

戏 剧 的 发 展 非 常 有 信 心 ，“ 我 觉 得 小

剧 场 戏 剧 的 发 展 有 它 的 潜力”。

“小 剧 场 现 在 处 在 良 性 、健 康 、向

上的发展状态中，从不成熟逐渐走向

成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何玉人

观看了 “北京故事”展演中几场小剧

场话剧后，认为小剧场戏剧作品整体

质量在提高，有了相对固定的观众群。

与 会 者 分 析 ，小 剧 场 有 着 不 错 的

发展势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通过

不断的积累有了稳定的创作群与观众

群。本次展演中话剧《秘而不宣的日常

生活》编剧林蔚然认为，小剧场话剧培

养了不同梯次的观众，新一代观众群已

经形成，而且观众中也涌现出一些小剧

场戏剧的主创，并已经成长起来。话剧

《当归》制作人邱京川本人就从事 IT 工

作，最终因个人爱好和梦想与小剧场结

缘。这位“80 后”认为，相对别的艺术形

式，小剧场戏剧门槛比较低，而且创作很

灵活，加上身处北京，有政府以及很多协

会、学会的支持，有其天然的优势。

但大家也认为，为迎合市场，小剧场

“段子话剧”产量很高，真正 的 精 品 很

少。有创作者提出，良莠不齐是小剧场

戏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小

剧场门槛低，使创作者们随时随地可进

可退，既有优势，又有劣势。此次“北

京故事”展演在众多的小剧场戏剧作品

中选取了优秀作品，但优秀作品在众多

的 小 剧 场 戏 剧 作 品 中 所 占 比 例 并 不

高。《幸福年》的编剧苗九龄亲身经历

了小剧场 2006 年、2007 年的热潮，深有

感悟，“当时票房太火爆，就像中国电

影 一 样 ，一 个 题 材 火 了 ，大 家 就 跟 风

做，小剧场出现了所谓的爆笑剧，曾造

成不好的影响，有的人再也不愿意进剧

场看戏。”

努力提升“内容生产力”

研讨交流中，无论是作为实践者的

创作方，还是作为观察者的理论方都对

小剧场戏剧提升作品质量、提高内容原

创力形成高度共识，成为此次专题研讨

的重点内容。

小剧场戏剧所具有的实验性，在此

次展演中得到充分体现。《网子》讲述了

传统戏班的故事，谈及创作此话剧的初

衷，松岩形容是“采用话剧的壳展现京

剧的魂，让青年能够了解传统的京剧艺

术”，该剧统计显示 80%的观众是青年

人。松岩认为，小剧场戏剧要雅俗共

赏、贴近观众，接地气的作品不等同于

粗俗庸俗，“我们的作品要在提升艺术

素养方面下大功夫。”

《幸福年》选取了一对夫妻的几个

时间节点——1984 年、1994 年、2004 年、

2014 年的除夕，内容涉及结婚、买房、下

海、离婚，以此来折射中国当下社会的

发展现状，“作品一定要为社会制定。”

苗九龄说，这出戏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

一次创作，“因为它塑造了人物，写出了

中国在近 30 年的我所观察到的‘情感变

化史’。抓住生活，抓住现实，提出问

题，这对艺术质量提升有帮助。”

“如果没有原创的推动，那么一切

都是在空谈。”林蔚然表示，小剧场戏剧

绝不 是 仅 指 空 间 的 大 小 ，它 的 意 义

是，对于戏剧创作有形式和内容的开

拓，对生活真相与人物有充满个性化

的展示。

“ 小 剧 场 戏 剧 不 能 成 为 宣 传 品，

或肤浅地引起别人哈哈大笑。”中国艺

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志远认为，小剧场

戏剧的创作者大部分是青年人，思想尖

锐，对生活有自己的观点，表达出对当

代生活与未来走向的思考。没有思想

性的作品是粗糙的、肤浅的。无论在表

达上，还是思想上，小剧场作品都要具

有超前性、探索性。

“ 真 正 做 出 一 台 有 意 义 的 戏 剧 很

难，需要很长时间的打磨。”邱京川介绍

了《当归》的创作过程，提及与观众互动

交流的重要性，“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收

到了很多的反馈，如有些地方挖掘得不

够深刻，有些戏剧的冲突可以做得更好

一些。打磨就是进化的过程。”这种互

动交流也离不开专家的参与。林蔚然

表示：“批评家是特殊的观众，他们学养

好。戏剧的意义在于交流，不管是专家

还是普通网民，都要形成良好互动。”

“作品要安下心去打磨，一味追求像汉

堡包的产品，最后会被大家遗忘。”苗九

龄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戏剧

室主任张一帆认为：“小剧场戏剧中的

人物形象需要更加鲜明，人物造型需要

更加特征化，总之，要保证有戏剧张力，

创作者就要考虑到表演艺术要对观众

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辩证地看待小

剧场戏剧的实验性：如果一定要以实验

性作为依归，那它非常强的时代性和前

瞻性就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观众的改变

而湮没。长远来看，这恐怕是其走向保

留剧目的一种限制甚至阻碍。

如何平衡艺术性和商业性

小剧场戏剧作为戏剧艺术的一种

样式，是精神的、审美的，但同时它也

是面向市场的文化产品。如今身处北

京的小剧场经营方、创作者也呈现出几

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如何能更好生

存，如何获取超额回报，如何达到艺术

性与商业性的平衡，是与会者讨论的重

要话题。

身为《无果花》的出品人，时东明表

示小剧场的运营压力特别大，“我希望

有收益，这也是创作持续、经营运转之

需。”作品持续上演跟观众互动，团队长

期保持灵活性、积极性，都需要演出有

一定收益，但 其 最 基 本 的 目 的 仍 是 为

了艺术。“我们在投资制作过程中，最

大限度地尊重艺术创作，运营的追求

目标是希望这部新作能长期演出。”而

现阶段该剧运营压力仍然存在，要靠

政府扶持。团队中大多数人为解决生

活 来 源 还 在 从 事 其 他 行 业 。 情 况 和

《无果花》团队类似的还有《当归》，很

多创作者选择进行小剧场创作就是因

为经费紧张，但小剧场运营必须进行宣

传，需要很多经费，这增加了小剧场团

队运营的压力。

作为创作方，他们希望有更多的经

济回报；而作为观众，却也希望票价能

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中国艺术报理

论副刊部副主任金涛表示：观众非常重

视小剧场戏剧的票价，一部好的剧目票

价一二百元钱，大家愿意“掏腰包”去

看，也乐于推荐给朋友。何玉人认为，

小剧场戏剧票价一般并不太贵，其市场

运作能力好于很多大剧团。

政府扶持、社会助力与自身行动

各地都 在 积 极 贯 彻《中 共 中 央 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政

府扶持力度在不断增加，小剧场戏剧

艺术也在扶持范围之内，此次“北京故

事 ”优 秀 小 剧场剧目展演就是北京的

一项具体举措，而明年，文化部艺术司

将和北京市文化局合作举办全国性的

“中国故事”小剧场剧 目 展 演 ，扶 持 将

继续深化。

与 会 者 认 为 这 些 扶 持 是 必 要 之

举，给了小剧场创作者信心，也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主创们看重的推广和宣

传等重要问题。《无果花》就参加了今

年举行的“国话邀请展”，《秘而不宣的

日常生活》参加了今年的首都剧场国际

戏 剧 邀 请 展 、国 家 大 剧 院 的 邀 请 展 。

《当归》因受经费限制宣传没有到位，

最初票房一般，但被北京市文 化 局 发

掘并推广。

而新的运营观念和模式——与客

户、粉丝的定向、定制，时东明也在探

索中，他最迫切的希望是有关方面能

尽快制定出标准，和大剧进行销售捆

绑，共用宣传资源。

小剧场戏剧怎成大气候？
——小剧场戏剧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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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舞剧《永远的马头琴》
张 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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