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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乡有戏 精彩连连
——第十届广西戏剧展演小戏小品展演侧记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儿童剧《神奇的羽毛笔》成都首演

深圳原创小品剧演绎改革开放故事

吕剧《西海地下医院》
讲述胶东革命历史

青 年 强 则 戏 曲 强
——从青年戏曲编剧人才现状看戏曲艺术创作

本报记者 李 雪

前不久，第十届广西戏剧展演小

戏小品展演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举办，广西文艺工作者带着一个个

真诚而温暖的故事，赶赴这场艺术盛

会，以丰富多彩的舞台艺术形式，讲

述动人的广西故事。

46个作品凝聚广西力量

广西戏剧展演每 3 年一届，凝聚

了近 3 年来广西文艺工作者为舞台艺

术创作所付出的心血。在连续 6 天的

小戏小品展演阶段，来自广西全区 43

个文化单位的 400 多名文艺工作者为

观众呈现了精彩表演。无论是自治

区级或地市级的专业院团演员，抑或

是基层文化馆的文艺工作者甚至是

业余演员，他们通过特色鲜明、贴近

生活的艺术作品，以小人物、小事件

折射大时代、大背景，充分展现了广

西壮乡的时代新风貌。

参演的 46 个小戏小品通过挖掘

不同的题材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层面

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同时，这些作品

不仅在内容上与时代紧密结合，而且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既有讲

述邻里矛盾最终得到化解的《左右让

三尺》，也有来自扶贫第一线、展现扶

贫干部与群众鱼水情深的《山坳里的

笑声》……“从这些作品中能看到，文

艺工作者的创作挖得很‘深’，作品具

有强烈的时代感，反映了广西基层的

方方面面。”此次小戏小品展演评委、

一级编剧张仁胜说。

聚焦现实，为时代鼓与呼

贴近生活是此次小戏小品展演

的最大特色。46 个作品中，2/3 聚焦

现 实 题 材 ，其 中 一 半 以 上 的 作 品 关

注了精准扶贫。如《侨·桥》讲述了

印 尼 归 国 华 侨 报 效 祖 国 的 赤 子 之

情；《沸腾的小山村》展现了贫困群

众对脱贫的美好向往；《遥远的小山

村》关 注 当 下 留 守 儿 童 和 老 人 的 现

状 …… 此 次 小 戏 小 品 展 演 评 委 、广

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建

平认为：“这些作品是广西文艺工作

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成果，是他

们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观 察 和 思 考 ，为 新

时代发展鼓与呼。”

来自广西河池市的钟卫平曾在

一个贫困村屯开展扶贫工作，村里青

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只剩下留守的儿

童和老人，这让他深有感触。“村子

非 常 偏 僻 ，人 们 打 电 话 都 要 爬 到 山

坡上。”钟卫平说，他把所见所闻所

感编进了作品《遥远的小山村》中。

剧中的留守儿童在艰苦的环境中依

然积极、坚强地成长，作品塑造的简

陋环境与主人公乐观向上的精神的

反差感动了不少观众。此次小戏小

品 展 演 评 委 、桂 林 市 戏 剧 创 作 研 究

院院长张树萍评价该作品质朴真实、

给人以力量，让人印象深刻。

被誉为“广西小品第一人”的国

家一级演员杨建伟 此 次 带 来 了 4 部

作 品 ，都 是 关 于 精 准 扶 贫 、和 谐 社

会 的 现 实 题 材 。 每 年 ，杨 建 伟 及 其

团 队 都 要 花 上 两 三 个 月 的 时 间 下

乡 采 风 、汲 取 养 分 。 杨 建 伟 说 ，作

品 要“ 活 ”，就 不 能 闭 门 造 车 ，只 有

语 言 朴 实 、情 感 真 实 ，才 能 深 入 人

心，作品才会流传开来。

一场一评，展演亦是学习

此次小戏小品展演首次引入了

“ 一 场 一 评 、一 戏 一 评 ”机 制 ，在 每

一场演出结束后，5 名评委对参演作

品进行点评。不管是创作主题的体

现、故事情节的展开，还是演员的表

演技巧、服道化的配合，评委们都给

出 了 坦 诚 、直 白 的 评 价 。 不 少 演 职

人员表示，经过评委的梳理，他们对

作 品 的 把 握 更 加 清 晰 ，眼 界 和 思 维

也愈加开阔，受益匪浅。

“戏剧展演的目的在于繁荣广西

文艺。我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来到

这里，不单是进行一次展示，同时也

是一次学习和提高。”张树萍对“一场

一评、一戏一评”机置非常赞同。她

说，戏剧教会了人们真善美，广西的

小戏小品应该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

时百花齐放、精益求精。

“此次小戏小品展演中涌现了一

批优秀的编剧、导演、演员，让更多默

默无闻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站在了舞

台上，他们将是撑起广西艺术一片天

的有生力量。”张仁胜对基层文艺工

作者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强调，“不少

作品对生活的提炼不够，基层文艺工

作者要不断提升文化素养，只有站在

前辈的肩膀上才能有所收获。”

近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在京

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创排河北梆

子小剧场剧目《台城柳》。该剧从导

演、舞美、服装、唱腔设计到演员都是

圈内熟悉的人，唯独编剧，却是正在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读研究生的“90

后”女孩俞思含。这张洋溢着青春的

面孔让人生出不少期待。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发文

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并出台具体措

施缓解戏曲艺术创作人才匮乏的窘

况。文化和旅游部还组织实施戏曲

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高级研修

班，自 2016 年至 2020 年培养 1000 名

戏曲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评论等

中青年人才，以提升戏曲人才的综合

素质及专业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

缺新戏、缺好戏的戏曲演出市场进行

了有效补充。可要从源头上解决戏

曲创作后继乏力的问题，对青年戏曲

编剧的重视和长远培养就势在必行。

年轻人没实力？

“大部分戏曲院团都没有专业编

剧，我们的新创大戏一直都是外请主

创，他们经验丰富、了解演员，后期排

演能省不少心。而年轻编剧对剧种

的认识、剧情的把握以及唱腔的了解

等方面都稍显稚嫩。”北京市河北梆

子剧团团长王洪玲的一席话道出了

戏曲院团对青年编剧的整体印象。

然而，2016 年应聘到北京市河北

梆子剧团任编剧的年轻小伙丁嘉鹏

让王洪玲开始转变这样的认知。“他

本身喜欢河北梆子，对京剧及昆曲的

发展历史、流派传承也如数家珍，还

能唱出很多老演员也拿不准的唱词，

让我们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

王洪玲夸赞，丁嘉鹏是她接触的为数

不多热爱并精通戏曲的年轻人，两年

来他完成了好几部河北梆子骨子老

戏的剧本整理工作。因此，当遇到跟

丁嘉鹏一样痴迷传统文化的俞思含，

并看完她创作的《台城柳》时，王洪玲

下定决心将该剧作为小剧场剧目隆重

推出。

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陆

军看来，当下，热爱戏剧、热衷编剧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中的戏剧专

业有 100 多个，每年都有大量本科生、

硕士生毕业。遗憾的是，经过艺考千

军万马的竞争和专业的培养之后，这

些具备基本编剧能力的年轻人在毕

业时却在剧坛销声匿迹了。

“ 我 本 科 的 同 学 中 只 有 丁 嘉 鹏

一 人 进 了 院 团 ，所 有 同 学 中 有 一 半

选 择 出 国 深 造 和 继 续 读 研 究 生 ，剩

下一半中的 2/3 在影视公司或艺考

培训班当老师，最后的 1/3 即便喜欢

戏 曲 也 不 会 单 靠 写 剧 本 为 生 ，这 个

收 益 慢 ，毕 竟 进 入 社 会 后 最 重 要 的

还是先养活自己。”俞思含坦言，如

今，她还有一年毕业，是留在北京还

是 回 南 京 老 家 ，是 进 院 团 当 专 职 编

剧 还 是 进 影 视 公 司 全 面 发 展 ，她 还

没想清楚。

编剧这条路不好走

“戏曲行业有个特殊传统——认

老，演员要老、专家资历要老，票房才

认。面对现实，我也不敢轻易鼓励青

年学生死守这一行。”中国戏曲学院

戏文系教授颜全毅说。他与陆军有

一点认识相同，眼下戏曲编剧人数与

剧本创作数量并非太少，与当前戏曲

舞台的实际需要相比也并不存在那

么大的缺口。“戏曲市场缺编剧主要

体现在缺乏成熟的、拿来能直接用的

剧本。”颜全毅直言。

而与此同时，青年编剧因资历浅

无法获得成长空间，即便顺利进入院

团，也只能偶尔写一些小品、小戏。

“这种从剧本创作到剧目制作、排演

整个链条的‘荒’，构成了今天戏曲编

剧的生态环境，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

创作和生存状态。”颜全毅说。

中国戏曲博大精深，编剧、导演、

表演、音乐、美术等任何一项不足都

可能导致舞台呈现大打折扣。对青

年编剧的培养应该像栽培一名好角

儿一样付出耐心。在研究生一年级

时，俞思含就有作品在中国戏曲学院

跨 系 部 联 合 创 作 剧 目 展 演 中 亮 相 ；

2017 年 11 月，南京市越剧团把她创作

的剧本《僧繇》搬上舞台，更让俞思含

在圈里崭露头角；同年，俞思含凭借

《台城柳》获得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

文学奖优秀剧本奖。“现在看这些戏

都有很多不足，甚至有点孩子气，但

有了展示的平台和观众的评价，下一

部都比上一部有长进。”俞思含说，戏

曲编剧创作 20 部戏都不如把一部戏

搬到舞台上的收获大。《台城柳》在剧

本完善阶段，历经导演、唱腔设计以

及主演等老师的一遍遍打磨，才有了

如今较为满意的版本。

为戏曲传承保存火种

因为痴迷，丁嘉鹏立志要把河北

梆子流失的传统剧目一一找回并搬上

舞台，喜欢昆曲和越剧的俞思含则期

待着江苏相关文化部门或院团有专职

编剧的招聘岗位，这样她就可以回到

家乡搞创作，甚至开始计划如何从小

剧场戏曲入手。“戏曲编剧不应给自己

设限，要通过多看、多学来开阔视野。”

丁嘉鹏说。

陆军则希望戏曲院团的掌门人

多一些培养年轻人的举措、提升院团

鉴别好剧本和坏剧本的眼力。与此

同时，他也提出，对青年编剧的培养

不应限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要将政

策更多向基层倾斜，因为中国戏曲的

活力在民间，全国各地不仅散布着数

量众多的戏曲院团和民营班社，也拥

有最广泛的戏迷，基层多出好戏，中

国戏曲才有希望。

“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传统

文化的传承，出台了很多务实举措，

整体环境是越来越好的。”颜全毅判

断。他的好几个研究生都获得了国

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

项目的资助，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在

招生上，中国戏曲学院这两年有了可

喜的变化，该校戏文系今年 60 个本科

招生名额吸引了 4700 多人报名。“以

前大家觉得戏曲是边缘学科，现在很

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戏校学习传

统文化，这就是希望。”颜全毅说。

本报讯 （驻 山 东 记 者 苏 锐）

8 月 22 日，由山东省烟台市吕剧院

创排的现代吕剧《西海地下医院》

在烟台大剧院成功首演。

《西海地下医院》取材于真实

的历史事件。1942 年，抗日战争进

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胶东抗日根

据地遭到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新

成立的胶东军区果断决策，将西海

军分区卫生所撤离大泽山区，转移

到党组织得力、群众基础较好的掖

县、招远和平度，在 3个县 40多个村

庄 的 地 道 内 ，成 立 了 西 海 地 下 医

院。1942 年至 1944 年间，在当地人

民群众的生死相护下，共救治 1000

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无一人落入敌

手，被誉为战地医疗的奇迹。胶东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智慧和生命

救护八路军伤员，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谱写了一曲军民携手、同仇敌

忾、全民抗战的壮丽凯歌。

该剧自 6 月底开始筹备排练，

凝聚了创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从前

期的角色分配、学词学唱、作曲配

器 ，到 后 期 的 全 乐 合 成 、彩 排 ，全

体 演 职 员 们 严 格 执 行 排 练 安 排 ，

按时完成了创排任务。全剧故事

情 节 曲 折 感 人 ，40 余 人 的 乐 队 伴

奏 为 演 出 增 添 了 气 势 ，舞 美 布 景

和 道 具 均 由 人 工 描 绘 制 作 ，展 现

了抗战时期胶东地区的风土人情

和地域特色。

本报讯 8 月 25 日 至 26 日 ，

来 自 深 圳 的 原 创 小 品 剧《水 墨 中

国》《剧 说 成 功》在 北 京 大 隐 剧 院

开 演 ，精 彩 演 出 受 到 观 众 的 热 烈

好评。

《水墨中国》是一部讲述深圳

经济特区开放进程的话剧，以一名

画家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他

在深圳定居 22 年 间 ，用 手 中 画 笔

创作巨幅水墨画组画的故事。该

剧歌颂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感人

故 事 ，探 讨 解 读 了 深 圳 精 神 。 由

深圳罗湖区文化馆 09 剧 场 、深 圳

市小品话剧团出品的《剧说成功》

是“军 哥 剧 说 ”系 列 中 一 个 剧 目 。

该剧以“脱口秀+舞台剧”的方式，

通过《你要相信我》《超越》等诙谐

幽默的作品反映了当代都市人的

困 惑 ，激 励 年 轻 人 为 梦 想 不 断 追

逐 、不 懈 努 力 。 据 悉 ，该 系 列 剧

目是首批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示 范 项 目 ，并 获 得 第 三 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

资格。

作为这两部剧作的导演，邸叙

然表示：“记录改革开放的故事很

多 ，而 原 创 小 品 剧《水 墨 中 国》和

《剧 说 成 功》这 种 形 式 ，不 仅 探 讨

了 深 圳 群 众 关 心 的 话 题 ，也 充 分

适应了大众的审美。” （于 帆）

本报讯 （记者刘淼）取材自

俄罗斯经典童话故事的儿童剧《神

奇的羽毛笔》，8月 25日在四川成都

首演。

该剧改编自曾在俄罗斯斩获

多 项 大 奖 的 儿 童 绘 本《蓝 利 鸟》，

讲述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相传有

一 支 神 奇 的 羽 毛 笔 ，拥 有 这 支 笔

的 人 就 能 找 到 此 生 永 恒 的 幸 福 ，

并由此引发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

故事。

据介绍，该剧主创团队运用先

进的舞台表现手法，力求让观众身

临其境地经历一场爱与魔法的冒

险故事。导演孙晓鹏 在 谈 到 对 这

部 童 话 绘 本 的 创 作 初 心 时 说 道 ：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会 以 一 种 特 定 的

方式告别童年。那是一段我们曾

经生活其中却不可能永远生活下

去 ，我 们 必 须 与 之 告 别 又 无 限 怀

想 的 美 好 时 光 。”于 是 ，孙 晓 鹏 和

主 创 团 队 带 着 一 颗 赤 子 之 心 ，以

儿 童 的 视 角 解 读 绘 本 故 事 ，力 求

呈现一个成年人可以找寻遗失的

美 好 、孩 子 们 可 以 在 快 乐 中 有 所

收获的纯真世界。

儿童剧《神奇的羽毛笔》剧照

8 月 24 日 ，由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第

二 文 化 馆 宣 南 俱

乐 部 主 办 的 皮 影

专 场 演 出 在 北 京

举办。

演出中，来自

北 京 皮 影 剧 团 的

演 职 员 用 独 特 的

艺 术 手 法 为 观 众

讲 述 了《 哪 吒 闹

海》《三邻居》等多

个传统故事，惟妙

惟 肖 的 皮 影 表 演

让 现 场 观 众 领 略

了 这 项 民 间 艺 术

的 独 特 魅 力 。 演

出结束后，主办方

还 特 别 组 织 观 众

到 后 台 体 验 皮 影

戏表演。

图 为 小 观 众

亲 身 体 验 皮 影 人

物的操作与表演。

丁晨元 摄

越
剧
《
僧
繇
》
剧
照

汪
玉
立

摄

作品《遥远的小山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