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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举办小戏剧本创作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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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笑着笑着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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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为提高全市小戏创作质量，提升基

层创作水平，近日，山东省临沂市

小型戏剧剧本创作培训班在临沂

市文化馆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区和

市直文艺单位的 30 余名小戏作者

参加了培训。

培训课程设置合理紧凑，主办

方组织观看了 2018 年临沂市原创

小型戏剧展演的优秀剧目，小戏作

者通读了小戏创作大纲或剧本，并

互提修改建议。培训班邀请戏曲

理 论 家 、作 曲 家 等 为 学 员 现 场 授

课，系统讲解戏剧特点和剧本创作

要素，并通过边观看剧目边讲解点

评的方式，直观清晰地为学员讲解

剧本创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如

何提升剧本创作质量。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极大激发了

学员的学习热情，为当地下一步的

剧本创作和修改奠定了基础。

2015 年 起 ，临 沂 市 启 动 实 施

“百部小戏工程”，截至目前，已连

续举办 4 届原创小型戏剧展演，完

成 80 部小戏剧目创作演出，编印 4

部优秀作品集。

本报讯 （驻广西记者郭凯倩）

近日 ，刘 三 姐 文 化 印 象 博 物 馆 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开

馆 ，游 客 今 后 在 观 看《印 象·刘 三

姐》之后可移步博物馆，进一步了

解 刘 三 姐 文 化 。 首 届“ 印 象 六 三

节”同时举办。

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馆展出

的藏品大部分来源于刘三姐文化

收藏爱好者谢中国，他历经 22 年搜

集，珍藏了与刘三姐息息相关的丰

富实物，涵盖书刊、文献、唱片、生

活用品、艺术品等十多个门类共千

余件实物。藏品包含了史料中最

早记载“刘三妹”的南宋中期地理

总志《舆地纪胜》；上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各地方重要报刊有关刘三

姐剧目、演出信息的新闻报道；刘

三姐彩调剧、歌舞剧、电影和实景

演出不同艺术阶段的创作剧本与

音乐记录等。

刘三姐是广西民族文化最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符号，为推

动文化繁荣和阳朔文化旅游产业

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博物馆

的建成及开馆使刘三姐文化的传

播和传承有了新的载体。印象六

三节则是印象·刘三姐剧场首创的

综合文旅类商业节日，每年以不同

的主题和互动形式，推广以刘三姐

为代表的广西民族文化和以阳朔

为核心的广西旅游风貌。

6 月 14 日至 16 日，作为江苏省唯

一受邀参加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

请展的剧目，常州市原创滑稽戏《陈

奂生的吃饭问题》在北京中国国家话

剧院连演 3场。

该剧特邀原总政话剧团团长、一

级编剧王宏与江苏省常州市文化艺术

研究所青年编剧张军联合创作剧本，

原总政歌剧团一级导演胡宗琪执导，

张怡、周蕾、唐寅、王利民等中国滑稽

戏界中青年骨干演员领衔主演。

该剧以常州籍小说家高晓声在

上世纪 80 年代塑造的著名文学形象

“陈奂生”为主角，通过滑稽戏独特

的喜剧样式，从吃饭问题入手，笑中

有 泪 、亦 庄 亦 谐 地 叙 述 了 陈 奂 生 及

其 家 人 在 各 个 重 要 历 史 时 期 的 土

地、粮食和吃饭问题，用小人物的故

事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

的命运长河。

“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

不是吃饭问题。”一开场，晚年陈奂生

喃喃自语的这三句话一下子抓住了

观 众 的 心 。 晚 年 ，已 经 被 医 生 诊 断

为绝症的陈奂生开始回忆自己的一

生：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漏斗

户 ”陈 奂 生 偶 然 间 遇 上 了 从 家 里 逃

难 出 来 的 傻 妹 ，稀 里 糊 涂 就 和 傻 妹

成了亲，而傻妹还给陈奂生带来了 3

个孩子——陈两、陈斤、陈吨。挨够

了饿、受够了罪的傻妹，在即将能吃

上饱饭时因吞食白米而被撑死。临

死前，傻妹把 3 个孩子托付给陈奂生，

嘱咐他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饭……

围绕吃饭问题，陈奂生和他的子女之

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捧腹又动容的

故事。陈奂生一家关于吃饭问题的

欢笑和泪水、经验和教训也成为改革

开放 40 年中国农村、农民以及社会历

史进程的一个缩影。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主题深刻，在反映改革开放给中

国农民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

时，也从中发掘出当代农民对人生道

路和时代演变的检视与思考。

常州滑稽戏“说唱并重、悲喜交

融”的艺术特征与陈奂生这一形象的

结合大放光彩，让这部剧作得到了观

众的广泛认可。“非常好的戏！人物鲜

活、语言生动，情节的编排也是妙趣横

生。”“本来以为这是一部搞笑剧，没想

到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它戏谑又不

失真实地展现了历史，反映了中国人

的坚韧。”“以前看过其他题材的滑稽

剧，但这部剧让我特别喜欢，其中蕴含

的生活哲理引人深思。”多位北京观众

在看过演出后表示。

6 月 15 日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

中国文艺评 论 家 协 会 主 席 仲 呈 祥 ，

中 国 作 协 名 誉 副 主 席 、中 国 剧 协 顾

问 廖 奔 ，戏 剧 评 论 家 欧 阳 逸 冰 等 专

家给予了该剧高度评价。有专家称

该剧“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农 民 、中 国 农 村 在 时 代 变 革 中 的 典

型性，具有深邃敏锐的思想穿透力、

昂扬向上的精神感召力和多姿多彩

的艺术感染力”。

据了解，《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自

去年 7 月创排至今，已演出近 70 场。

截至目前，该剧相继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 2019 年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

目、2019 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

资助剧目、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戏曲

剧本孵化一类扶持剧目；荣获江苏省

2018 年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并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剧目，代表滑

稽戏剧种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是经文化

和旅游部批准举办的全国性戏剧演

出活动，本届邀请展共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 73 部原创作品报名，经过专家严

格评审，最终遴选出 12 部大剧场剧目

和 11 部小剧场剧目。《陈奂生的吃饭

问题》此次演出是常州原创大戏时隔

3 年再度登上北京舞台，也是常州市

滑 稽 剧 团 时 隔 20 年 后 再 次 亮 相 首

都。之后，该剧还将开启新一轮的全

国高校巡演和剧院巡演。

今年是粤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0

周年。粤剧的保护现状如何？怎样做

好剧种的传承发展工作？近日，广东省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举办粤剧保护的

广州经验学术论坛，梳理总结粤剧保护

经验，并就剧种下一步发展提出对策。

粤剧保护呈多样性发展

粤剧是广东省最大的戏曲剧种，曾

与京剧携手创造了“南有薛马争雄，北有

梅程争辉”的黄金时代。众多地方戏中，

粤剧何以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

长王馗列出了一组数据：粤剧剧目超过

1万部，粤剧电影超过 1000部，排场（粤剧

传统表演艺术的一部分，它是前辈艺人

经过舞台实践，不断创造加工发展形成的

一种较固定的表演片断）超过 300套。“从

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粤剧是一笔庞大的艺

术遗产，而且在过去10年里得到了极大的

恢复和传承。”王馗说。

近 年 来 ，广 州 市 高 度 重 视 粤 剧 的

保护和发展。2014 年出台《广州市进

一步振兴粤剧事业总体工作方案》，推

出了以粤剧艺术博物馆为代表的五大

工 程 、10 项 重 点 任 务 。 今 年 5 月 又 出

台《广州市进一步振兴粤剧事业的工

作方案（2019—2021）》，通过七大工程、

15 项重点工作，力争到 2022 年，形成以

广州为核心的中国粤剧文化中心。

中山大学教授宋俊华认为，历经 10

年，广州为粤剧保护提供了“三位一体”

的经验——“一体”即以粤剧生命力为

本体。“三位”即以遗产粤剧为主体，以

民俗粤剧、艺术粤剧为两翼的保护理

念；以政府为主导，直接传承人群为主

体，间接保护人群为辅的保护共同体；

以物化记录、活态传承为主，以创新发

展和教育传播为两翼的保护路径。

“一个剧种有理论基础才能走得更

远。”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说。2017

年以来，她带领团队编纂《粤剧表演艺

术大全》，把传统艺术系统化、标准化、

规范化、数字化。目前，这项工作抢救、

挖掘、拍摄的传统粤剧表演程式有 400

多 套 ，直 接 参 与 编 撰 的 人 数 超 过 400

人。预计今年 11 月，《粤剧表演艺术大

全》前两卷唱念卷和做打卷将首发。

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今天的粤剧人在感受剧种辉煌的

同时，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面对多

元文化对传统戏曲的冲击，粤剧人要有

深深的危机感，思考如何把传统艺术发

展好。”倪惠英表示。不少专家提出，粤

剧在今后的保护传承中要特别注重团

队建设、青年领军人才的培养、市场培

养和拓展。

在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

勇看来，粤剧传承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

才短缺。以前院团招演员，可以优中选

优 ；现 在 招 人 ，可 能 连 报 名 名 额 都 不

满。“近年来，广东粤剧虽然创作了不少

剧目，但高峰较少，很多戏差一口气。

根本原因在于，剧团要解决吃饭问题，

没有时间抓创作。”余勇说，如今政府在

硬件建设上投入很大，但对软件的投入

还不够。这一点，吴川市粤剧团有限公

司经理郑永健深有同感。他透露，很多

剧团想排新戏但经费不足，面临着缺新

剧目、缺编剧、缺作曲的尴尬境地。

对粤剧的发展，广东省艺术研究所

编剧张晋琼呼吁举办中国粤剧艺术节

等活动，设立粤剧艺术专项资金，定期

召开学术论坛，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同

时抽调专人对海内外现有粤剧院团进

行调研。据悉，今年 11 月，广东将举办

第一届粤剧行当大赛暨青年演员评比，

此后每 3 年举办一届，目的是出新人，解

决人才短缺问题。郑永健希望在增加

对粤剧投入的同时，做好对老艺人的保

护。目前，吴川市粤剧团保留了 200 多

个手抄版剧本，正在整理传统的剧目和

排场，并用文字、录像记录下来，做成资

料库。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工作人

员钟哲平说，粤剧要有生命力，就要吸

引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关注，所以要重

视粤剧在高校的传播。近年来，粤剧中

国保护中心通过在高校开设粤剧专业

课程、举办沙龙、设立传承基地等方式，

让粤剧走近年轻人。

包容创新拥抱新时代

粤剧是岭南文化的一张名片，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广东粤剧界正

努力探索的路径。6 月 14 日，广州戏曲

音乐剧创作基地暨春梅工作室揭牌。

基地的首要任务是在 3 年内创作出既具

备粤剧传统的艺术品位，又具备音乐剧

的当代审美的戏曲音乐剧，以吸引各年

龄层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苏春梅

作为当代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是“红

派”粤剧传承人。她认为，广州发展戏

曲的一大关键是敢于创新。此前由她

演出的致敬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

《一代天娇》被称为“戏曲音乐剧的漂亮

尝试”。该剧在保留粤剧传统韵味的同

时，大量运用独白、投影、蒙太奇等技

法，让剧情更丰富。目前，她正与团队

创作《冼夫人》，该剧会用喜剧方法和电

影手法来呈现。

此前也有不少粤剧作品成功走出

了创新之路。2015 年 1 月，广东粤剧院

取材于 3D 武侠网游《剑网 3》创排了新

编粤剧《决战天策府》。剧中演员的角

色形象、武功招式尽可能还原游戏本身

的 氛 围 和 场 景 ，其 演 员 有 一 半 是“90

后”，受到不少年轻观众的青睐，平均上

座率超七成。

另一 方 面 ，对 粤 剧 的 创 新 和 改 革

历来有很多争议。《决战天策府》融入

了流行文化，一度被认为不是真正的

粤剧。享有粤剧“万能老倌”之称的粤

剧大师薛觉先当年将西洋乐器用于粤

剧舞台之时，也遇到很多反对的声音，

甚至被赶出粤剧行当。“现代人的审美

观念变了，粤剧要在包容的道路上创

新。如果过分强调原来的味道，没有

创新，粤剧就只能变成老古董，保护就

失 去 了 意 义 。”中 山 大 学 教 授 黄 天 骥

说，剧本、表演、舞美、音乐等都可以在

继承的基础上尝试创新，把古今中外

交融起来。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王永娟）

6 月 7 日，湖北省艺术发展专项资

金 资 助 项 目 、武 汉 市 新 洲 区 庆 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剧目——

由武汉新洲区楚剧团创作演出的

原创楚剧《楚剧大师沈云陔》在武

汉首演。

1905 年出生于武汉新洲的沈

云陔是楚剧奠基人。少年时期，沈

云陔在乡间草台班唱黄孝花鼓戏，

后到汉口演出。他吸取各剧种名

家之长，逐渐促成黄孝花鼓戏升格

为 楚 剧 ，被 誉 为“ 楚 剧 梅 兰 芳 ”。

1927 年北伐军进入武汉后，沈云陔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创立楚

剧进化社，编演进步新戏。抗战爆

发后，他响应周恩来号召，组建楚

剧抗敌文艺队赴重庆开展抗战文

艺宣传，直至抗战胜利。新中国成

立后，沈云陔致力于楚剧剧目改革

和人才培养，使楚剧发展成湖北最

有影响力的地方戏剧种之一。

《楚剧大师沈云陔》通过《义重

情深》《赤子之心》《求贤若渴》《矢

志不渝》4 个故事，讲述了沈云陔在

楚剧进城、楚剧入川、楚剧剧目革

新等楚剧发展重要历史时期的抉

择与努力，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沈云陔从旧社会花鼓戏艺人

成长为德艺双馨的楚剧艺术家的

历程。该剧由武汉市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一级编剧罗慕磊编剧，湖北

省戏曲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

虹执导，胡继金、汪贤林作曲。国

家一级演员、新洲区楚剧团团长童

文春扮演沈云陔，中国戏剧梅花奖

得主詹春尧在剧中担任“主持人”

角 色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得 主 彭 青

莲 、夏 青 玲 等 特 别 出 演 了《断 桥》

《庵堂认母》等沈云陔代表剧目中

的经典选段。

为体现沈云陔 的 表 演 艺 术 特

点 ，剧 中 特 意 设 计 两 处 戏 中 戏 表

演，童文春反串旦角亮相，名家云

集 、形 式 多 样 的 表 演 让 观 众 眼 前

一亮。

本报讯 （实习记者韩君怡）6月

15 日 ，由“6·21”国 际 乐 器 演 奏 日

（中国）组委会主办，北京春秋博乐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 中

国“6·21”国际乐器演奏日开幕音乐

会在北京 798 包豪斯广场举行，宣

告一年一度的国际乐器演奏日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

开幕音乐会上，来自北京罗兰

数 字 音 乐 教 育 、郑 文 萍 少 儿 艺 术

团、迎春筝乐团等单位的老师和学

员带来了电鼓、古筝、箜篌、二胡以

及打击乐、器乐合奏、歌舞等精彩

节目，让到场观众体会到器乐、声

乐和舞蹈的艺术魅力。

“6·21”国 际 乐 器 演 奏 日 于

1982 年在 法 国 发 起 ，目 的 是 打 造

一个全新的乐器节日。经过 38 年

的发展传播，目前每年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800 座城市

开展活动。该活动自 2016 年进入

中 国 内 地 以 来 ，迅 速 得 到 乐 器 行

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文化单位

和 地 方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的 积 极 参

与，活动效应迅速扩大。今年 6 月

15 日至 23 日，由近千家单位参与

组织的 3000 多场演出活动陆续在

约 200 座 城 市 上 演 ，将 有 20 万 人

参与其中。活动集中展示了各门

类 乐 器 ，在 祖 国 大 地 演 奏 一 场 场

音乐盛宴。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王世成

表示，“6·21”国际乐器演奏日对普

及音乐文化、扩大音乐人口以及小

康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作用。他

号召更多机构和个人参与到活动

中来，把国际乐器演奏日打造成全

民的音乐节日。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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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馆开馆

《楚剧大师沈云陔》武汉首演

“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拉开帷幕
3000多场演出亮相 200座城市

游客在博物馆参与刘三姐对歌公仔上色体验活动 郭凯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