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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剧院新创《罗刹国》《爆米花》

直面现代人精神危机
本报记者 刘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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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电影《纯洁心灵》
本报讯 （记者罗群）11 月 24 日，由北大

博士导演毕志飞自编自导的青春电影《纯洁

心灵·逐梦演艺圈》在京举办观摩研讨会，与

会专家就影片的题材立意、艺术手法、现实意

义开展讨论。

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聚焦当下

年轻人中的特殊群体——各大院校表演系的

帅哥靓女，讲述他们初涉演艺圈、饱尝酸甜苦

辣的故事。在毕志飞的镜头下，影片集结 18

位主演，11 条叙事线索并进，不避讳现实生

活中的陷阱和诱惑，用青春伤感的笔触批判

娱乐圈不正之风，揭示了明星背后不为人知

的艰难。

与会专家在观影后，对这部新锐导演的

处女作给予了较高评价。中国电影家协会分

党组副书记许柏林说，电影《纯洁心灵·逐梦

演艺圈》揭露了商业社会对人生价值的扭曲，

但影片最终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要从断裂

性、毁灭性的挤压当中“活过来”。

知名电影评论家赵葆华认为，与以往国

产青春片相比，《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摒弃

了青春奢华的时尚路线，影片基调积极、健

康、向上，主人公历经各种沧桑之后，回到了

人间正道，唱响了这个时代昂扬的主旋律。

2016 年接近尾声，中国交响乐团本年度

“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也进入倒计时。11

月 20 日，北京音乐厅，由指挥家邵恩执棒、中

国交响乐团演绎的王宁作品专场，受到业内

热议。

中国交响乐团“龙声华韵”品牌自 2005 年

创立至今，一直以推广中国原创作品为己任，

进行了大量新作品的首演。此次王宁作品专

场选取了作曲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 3 部交

响曲，时间跨度近 30 年，不仅有他的代表作之

一——第一交响曲《史诗》，还进行了第六交

响曲《乡邑》的世界首演和第三交响曲《呼唤

未来》的全曲首演。

王宁作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生导

师和学术带头人，作品多以对现实社会和人

类命运的真诚关怀为主题，《史诗》主要描写

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和尚为传播文化，历经

11 年，6 次东渡，双目失明，最终完成夙愿的壮

举。作品中明显的佛教音乐元素和如电影画

面般的音乐刻画，令人难忘。

《乡邑》以哈尔滨历经外敌入侵及战乱之

苦，历尽坎坷走入现代文明的辉煌历史为主

要内容，赞美中华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顽强

的毅力和不屈的斗志。安静的引子、平静祥

和的呈示部展现出作曲家细腻的内心和笔

触；描写战乱的展开部展现了进行中的动力

与奋进；再现部的音乐壮丽抒情，带着一种劫

后余生的希望，生机勃勃充满斗志。王宁称：

“这部作品是献给故乡哈尔滨的，除了描写历

史、歌颂人民，更重要的是想表达一种警示，

正如结束部的主题再现所说——忘记过去就

意味着背叛，忘记祖先就没有未来。发展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相较上半场的两部作品，下半场的第三

交响曲《呼唤未来》显得更加气势恢宏：120

人的国交乐队、60 人的国交合唱团和 68 人

的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超大编制的演出队

伍不仅让观众为之一振，连作曲家也十分激

动。“为了作品全曲的首演，集结了这么多艺

术家，我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这部作品，无

论是从编制还是内容，都是我所有作品中最

重的一部。国交的演出太棒了！”王宁说。

《呼唤未来》中有着作曲家对当今世界教

育、战争、信仰和人类自身等问题的关注与思

考，目的是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人类自身危机

的存在和严酷的现实，并以此激发对和平与

幸福的向往。在音乐中，有几处点睛之笔令

人印象深刻。一是合唱团除了歌唱性乐句的

正常演绎，还发出呐喊、嚎叫、哭声等真实人

声，特别是童声合唱团断断续续、此起彼伏的

哭声，对描绘战后满目疮痍、生灵涂炭的悲剧

画面起到关键性的渲染。而乐队演奏员的跺

脚和模拟锁链的声音，直接生动，极具画面

感。再者，《友谊地久天长》的主旋律断续性

地插入和口琴的使用，具有明显的时代象征

意义，代理首席赵坤宇的小提琴独奏，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安抚，或者是与“口琴时代”的一

种对话。

《呼唤未来》的歌词也颇有亮点，一部分

来自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祝福和赞美

词，一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音乐，相

互融合交叉进行。

此外，整部交响曲的音响由不协和发展

到协和，戏剧性的风格和丰富的乐队音响都

可以明确感受到作者多元化、复合性的创作

手法，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历经磨难后走向

和平与幸福的美好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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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淼）为庆祝柏斯音乐三

十周年，《2016 李坚钢琴兵团音乐会》和《长江

钢琴之夜·中国几代优秀钢琴家大汇演》日前

在京举行。

《2016 李坚钢琴兵团音乐会》由上海音

乐学院李坚任艺术总监、编曲及指挥。此次

演 出 突 破 了 传 统 的 钢 琴 独 奏 及 协 奏 模 式 。

演出中，李坚与艺术家组成 30 人的“钢琴兵

团”，将钢琴与打击乐完美配合，16 手联弹与

56 手 联 弹 交 互 呈 现 ，14 架 三 角 钢 琴 的 同 台

演出也创造了钢琴音乐会前所未有的盛况。

《长江钢琴之夜·中国几代优秀钢琴家

大 汇 演》汇 集 了 从 9 岁 的 钢 琴 小 神 童 到 70

多 岁 的 钢 琴 界 泰 斗 ，中 国 老 、中 、青 几 代 优

秀 钢 琴 家 ，展 示 了 中 国 钢 琴 音 乐 的 光 辉 成

就 。 聚 光 灯 下 ，9 岁 的 王 紫 骄 沉 稳 大 气 ，游

刃有余；13 岁的郎玛沁歌优雅大方、琴技惊

人 。 随 后 ，沈 文 裕 、沈 璐 、谭 小 棠 、朱 楣 、盛

原、汤蓓华等青年钢琴演奏家轮番上场，为

全场观众带来了众多中外经典曲目。在演

出 的 高 潮 部 分 ，中 国 钢 琴 界 德 高 望 重 的 大

师 石 叔 诚 、鲍 蕙 荞 、刘 诗 昆 分 别 登 场 ，倾 情

献艺，以博大精深的艺术素养，为全场观众

带来了一场震撼演绎。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几代优秀钢琴家大

汇 演》前 ，最 新 一 代 长 江 九 尺 演 奏 钢 琴

CGF-X1正式面世，也成为当晚音乐会的演奏

用琴。

中国国家话剧院 2016秋冬演出季集中推出

的 5 部小剧场话剧作品中，有 4 部为新创作品。

日前，复排作品《红色》和新创作品《比萨斜塔》

《长子》圆满结束本轮演出，另外两部新创作品

《罗刹国》和《爆米花》也在京建组。

将《聊斋志异》中故事进行当代化演绎的

《罗刹国》和揭示“娱乐至死”生活态度的《爆米

花》，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同，但创作者不约

而同地将舞台变成了人性的实验场，直面现代

人的精神危机。

《罗刹国》：一次大胆的探索

话剧《罗刹国》由著名编剧黄维若根据《聊

斋志异·罗刹海市》改编，由三拓旗剧团创建人、

青年戏剧导演赵淼执导，青年演员杨君军、汪

玥、刘星扬等出演。

该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虚无缥缈的罗

刹国位于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之上，那里住着

面相丑陋、行为怪异的罗刹鬼。一个叫马骥的

人落难至此，经历了种种奇遇。当马骥明白了

罗刹国以丑为美的进阶标准，他开始学习和适

应，渐渐磨灭了回归人类世界的希望。目小红

的出现让堕落于此的马骥再次唤起出逃与回归

的想法，但一切都似乎太晚了……

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赵

淼，他认为，马骥在罗刹国经历的从不变到改

变，再到完全适应荒谬生活而不愿意回归人类

世界的过程很具有当代意义，而剧中另一条线

索，罗刹女从罗刹鬼到人的转变，则让马骥的遭

遇变得更具有警示意义。“罗刹国以丑为美，马

骥为了生存给自己也画了一张罗刹脸，不断堕

落，直到无法自拔；原本是鬼的罗刹女为了救马

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善良更像一个人。

我希望这个作品能让大家反思，在物欲横流的

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守住善良与真诚的本

性。”赵淼说。

善于肢体剧创作的赵淼，在《罗刹国》中进

行了大胆的探索：不仅删减了原作中的大量台

词，最大限度地利用形体表现力来完成叙事及

表意，还融入了皮影戏、傩戏、戏曲、现代舞等元

素。“我想让《罗刹国》成为一部具有实验探索意

义的作品，在这部戏中体现现代剧场意识，使其

呈现方式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在舞台上让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沟通。”

只有少量台词，大部分故事情节通过肢体

讲述；能操作皮影，并把操作的过程变成表演

的一部分；罗刹鬼的造型以手持面具完成，而

且要轻松流畅地进行人与鬼的转换；舞台的

节奏被严格划定，即使上场多走了一步都会显

得突兀……这样繁复、严格的要求，为演员制造

了不少困难。

《罗刹国》的演员阵容由国家话剧院青年演

员和三拓旗剧团成员共同组成。为了让演员适

应以语言表意到用肢体传情的转变，从今年 9月

开始，赵淼就带领演员做各种训练。“有一个练习

是让12名演员在6平方米的地方玩‘摸瞎子’，每

个人只能通过手指尖的接触来判断对方是谁。

开始时大家完全找不到感觉，但现在，大家基本

可以不触碰，只是听步伐甚至闻气味就知道对

方是谁。”赵淼说。

剧中的道具也是创作的一大难点：如何让

手持的面具更顺手，更具表现力；如何让皮影的

画面更立体……这些都将于 12 月 16 日北京国

家话剧院小剧场的首演中揭秘。

《爆米花》：反省“娱乐至死”的生活态度

话剧《爆米花》由英国剧作家本·爱尔顿创

作，范益松翻译，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刘丹执

导，于洋、邓炀、马昂等出演。

该剧讲述了在奥斯卡颁奖夜，美国著名好

莱坞电影导演布鲁斯遭遇的荒谬离奇的事件：两

名粉丝将布鲁斯劫持，并将这场劫持变成了一次

盛大的直播，最终导致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杀戮惨

剧。该剧表达了伴随着信息爆炸等一系列社会

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娱乐至死”的生活态

度，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隐患和现实问题。该

剧首演于英国伦敦，因其深刻的主题和社会意

义、幽默讽刺的黑色喜剧风格引起轰动，并荣

获 1998 年英国戏剧最高奖项劳伦斯·奥立弗奖

以及巴克雷戏剧奖最佳新剧目奖。

2006 年第一次看到《爆米花》时，刘丹还在

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由廖向红执导的该剧给

刘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戏的风格感很

强，与当时学校的其他戏完全不一样。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一个情节，劫匪给媒体打电话，要求

派记者来导演家里进行直播，结果收视率一直

在飙升。劫匪扬言，只要观众关上电视，他们就

停止劫持。但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廖向红老

师在舞台上安置了一个大屏幕，就像一次直播

一样用一台摄像机记录着舞台上的整个过程。

但突然，摄影机面向了观众，我在大屏幕的角落

里看到了坐在观众席上的自己，似乎我也在或

被动或主动地参与了这次劫持。”

“1998 年的剧本似乎是一个预言，如今剧中

的预言在现实中一一实现。”这也是刘丹决定以

自己的视角诠释这部作品的原因。再次研读

《爆米花》的剧本和相关的书，也让刘丹捕捉到

了更多信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

书里，对从印刷时代到电视时代观众的转变有

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印刷时代，人们的思维

是严肃而理性的，但到了电视时代，人们的思维

是散乱、娱乐甚至荒谬的。如今，我们已经从电

视时代跨进了网络时代，这样的现象变得更加

明显。”

对于在“电视时代”创作的剧本，刘丹也进

行了“网络时代”的改编——语言更当下，人物

的生活方式更现代，而剧中把记者请来进行的

直播也变成了如今最流行的手机直播。对于演

员的选择，也完全依据剧中人物的年龄和性

格。“一进排练场，演员们就都感受到了剧本的

快节奏和爆发力。不同于其他作品，《爆米花》

不是慢热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像 80℃的水，然后

逐渐沸腾，直至像爆米花一样被‘引爆’。”刘丹

说，12 月 16 日观众一定能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先

锋剧场，感受到“爆米花”的冲击力。

京剧《霸王别姬》是梅派代表剧目，“看大王

在帐中和衣睡稳”一段【南梆子】脍炙人口，虞姬

与霸王的款款深情和生离死别打动了一代代观

众。然而，舞台上没有霸王的《霸王别姬》，你看

过吗？

音乐家谭盾与梅派青衣肖迪合作的京剧交

响诗《霸王别姬》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

近日在京演出，反响颇佳，霸王一角由钢琴担

任，虞姬与钢琴“霸王”携手谭盾执棒的广州交

响乐团，完成经典京剧作品的现代演绎。这部

作品已演出数十场，曾在广州创下连演 10场、几

乎场场爆满的纪录。

谭盾说，他曾在京剧团工作过，对京剧怀有

特殊的感情，尤其对梅兰芳情有独钟，一直想把

京剧、把梅兰芳艺术做成古典音乐的“原子弹”，

以其巨大的辐射力让梅兰芳走向世界，让世界

感受梅兰芳。这个想法酝酿了 25 年，终于一步

步实现了。

肖迪自幼学艺，工梅派，2008 年拜京剧表演

艺术家梅葆玖为师。肖迪既是演员，又是沈阳

师范大学梅兰芳艺术研究所所长，传承梅派艺

术并让梅派艺术以更新颖的面貌、在更广阔的

场域中绽放光彩，是她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京剧交响诗《霸王别姬》完成了谭盾和肖迪

两个人的梦想，它并非简单地用交响乐为京剧

伴奏，而是京剧与交响乐的对话，音乐由谭盾全

新创作，风格时而柔美、时而悲壮，甚至包含着

颇具摇滚特点的音符搭配，整场演出没有一件

京剧传统乐器参与。“这样表演很难，传统京剧

伴奏是包着演员的，且有固定的过门儿，而交响

乐在整部作品中的出现则是时有时无，虞姬要

控制全场的节奏和整体的感觉，掌握具体的节

拍，精准地把京剧的唱、念、做、表嵌入交响乐。”

肖迪说。

显然，这需要京剧与交响乐深度磨合、融

合，才能做到。去年 7 月，指挥家余隆执棒广州

交响乐团排练、演出京剧交响诗《霸王别姬》，虞

姬唱【西皮二六】“劝君王饮酒听虞歌”并舞剑，

繁复的身段让指挥无法清楚看到演员何时开口

唱，虞姬与乐队的交流陷入困境。于是，肖迪把

动作的细节、角度做了调整，打破了一些传统的

演法。“一些微小调整观众或许看不出来，但要

与指挥和乐队交流，又不能破坏京剧的美感，这

对演员来说难度不小。”肖迪说。

另一重困难在于与钢琴“霸王”的配合。肖

迪说，虽然都是西方乐器，但钢琴与管弦乐的感

觉很不同，演出数十场，“霸王”已经换了好几

位，每位钢琴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我要去习惯

风格各异的‘霸王’。”

京剧交响诗《霸王别姬》既是京剧，又是交

响乐，但又超越了单纯的京剧和交响乐，成为东

西方艺术碰撞、交融而产生的新形态，因交响乐

的介入而更容易被西方观众接受。而作为梅派

传人，肖迪也对这种新的艺术形态非常看好：“在

当今市场中，要想重振京剧，形式上必须有创

新。梅派弟子不仅应该传承经典的梅派艺术，更

要传承与时俱进、放眼世界的梅兰芳精神。”

在谭盾看来，京剧交响诗《霸王别姬》的意义

还不止于艺术样式的探索。“当西方交响乐与中

国京剧的融合成为时尚，演出这样的作品必然需

要大量艺术修养全面、有世界眼光的京剧人才，

同时需要了解京剧的交响乐人才，这将推动京剧

的人才建设和世界传播，加强中西艺术对话，让

更多外国人欣赏到、喜欢上京剧。”谭盾说。

近来，戏曲界的创新动作不少，谭盾与肖迪合作的京剧交响诗《霸王别姬》是，第十八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的《我，哈姆雷特》《当德彪西遇见杜丽娘》等也是。这几部作品的

市场反响都不错，这无疑让爱戏的人感到欣喜。

这几部创新作品有个共同点，即都将传统戏曲与西方艺术元素相融合，这种眼光和

胆气值得肯定。遥想民国时期的戏曲前辈中，也有很多位广受电影、歌剧等艺术形式的

滋养，汲取其精华以自用。今天的戏曲人除了继承前辈的表演艺术和经典作品，的确也

该继承他们的创新精神。传统戏曲在今天，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突围之路需要戏曲人把

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借助政策扶持的东风，放下“唯我独尊”的骄傲，抛弃“我最阔气”的迷

梦，把眼光和胸怀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解放出来，看看别人，看看世界。历来，太过追

求所谓的“纯粹”，就很可能导致狭隘、小气乃至敝帚自珍，而凡事一旦凝固、拒绝交流与

对话，便容易失去生气进而走向垂暮。生命力旺盛的事物，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中国戏曲

不可能例外。

传统与创新之于戏曲的发展来说，缺一不可，前者意味着责任和坚守，后者意味着智慧

和信心。传统的底子越深厚，创新的能力往往越强大。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目光锐利、思路

开阔的戏曲人，正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走着。

记者手记

台上没有霸王的《霸王别姬》
本报记者 罗 群

两场音乐会庆柏斯音乐三十周年

《长江钢琴之夜·中国几代优秀钢琴家大汇演》现场

11 月 24 日，根据经典童话《卖火柴

的小女孩》改编的同名儿童剧在北京东

城工人文化宫隆福剧场首演。剧中，编

剧、导演李东才将皮影戏和人偶表演相

结合，并将这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融

入现代孩子的生活。

演出当晚，剧场座无虚席，不少观众

只能站在过道里观看。无论是大人还是

儿童观众，都被感人的剧情和新颖独特

的艺术表现深深吸引。 纳 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