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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哈尔滨勋菲尔

德弦乐比赛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比赛将于 7

月中旬在哈尔滨举办，目前已开始

接受全球杰出青年弦乐艺术家及

室内乐团体报名。同时，自 2020 年

起，勋菲尔德弦乐比赛将永久落户

“音乐之城”哈尔滨。

勋菲尔德弦乐比赛自创办以

来，坚持高规格的国际化比赛标准

和专业权威性，影响力日益提升。

2017 年，经全球各国音乐比赛精英

成员评定，大赛被认证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下设的“世界国际音乐比

赛联盟”成员。自此，勋菲尔德弦

乐比赛在国际性、专业性上展示出

高水准。2014 年至 2018 年，该项比

赛被纳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框

架内，迄今已成功举办了 3 届，吸引

了全球 80 多所顶级音乐学院、近千

名弦乐艺术精英报名参赛，地区覆

盖超过 15个国家。

据悉，2020 哈尔滨勋菲尔德弦

乐比赛由哈尔滨市政府和哈尔滨

音乐学院主办，将邀请国际知名小

提 琴 家 尚·坎 托 罗 担 任 小 提 琴 评

委会主席，阿托·诺拉斯担任大提

琴评委会主席，并邀请来自美国、

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 20 位国

际权威音乐家组成评审团。此次

比赛将延续小提琴、大提琴、室内

乐 比 赛 组 别 ，采 取 新 的 四 轮 现 场

比 赛 赛 制 ，从 第 二 轮 比 赛 开 始 进

行全球直播。 （艺 文）

2020哈尔滨勋菲尔德弦乐比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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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湖北省演艺集团旗

下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全新创排

的 话 剧《张 富 清》在 武 汉 试 演 。

该剧同时呈现“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张富清上世纪 40 年代亲历

的烽火硝烟与 1955 年转业后来

到湖北的工作、生活片段，在连

续不断的隔空对话中，老英雄深

藏功名六十载的原因在舞台上

被层层揭开。

当晚，1500 名观众观看了演

出。有观众表示：“我们之前已多

次学习了张富清的事迹材料，但

文字远不如舞台展现得这样生

动。”作为全国首部以张富清为

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话剧《张

富清》一亮相便呈现出高品质。

95 岁的老党员张富清，在解

放战争中曾荣立特等功一次、一

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并两获

“战斗英雄”称号。1955 年，他转

业 到 湖 北 最 为 贫 困 的 山 区 工

作。60 多年来，他从未向别人提

及自己的赫赫战功，直到 2018 年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才被发现，

其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

起强烈反响。

为了表现好这一英雄人物，

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力邀国家一

级 导 演 王 向 明 、知 名 编 剧 孙 惠

柱、舞美设计刘科栋、灯光设计

邢辛等组成创作团队。王向明

介绍：“为了避免全剧流于平淡，

我们在剧中打通了历史时空，让

冲锋陷阵、炮火连天与和平时代

的生活对接，再以‘三号’这个代

表张富清所有牺牲战友的特殊

角色，在‘对话’中增加跌宕感。”

该剧将多个时空并联或串

联在同一个舞台上，这对整个舞

台呈现要求极高。因此，主创们

利用舞台机械、灯光切换等方式

让张富清英雄人生在舞台上生

动 展 现 ，并 利 用 多 媒 体 舞 台 特

效 ，重 现 了 上 世 纪 40 年 代 末 张

富清所经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

“从 30 岁演到 94 岁，这对我

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剧中张

富清的扮演者、长江人民艺术剧

院创编中心常务副主任聂立洋

透露，从建组到立于舞台，他们

的排练时间非常紧张，剧组背负

了不小的压力。

为了让舞台上的张富清更

加立体、鲜活，聂立洋专程前往

张富清工作、生活的地方采风，

并与张富清老人接触，从中获取

创作力量。“将自己的感性理解

注入到表演中，让观众去感受、

去体会。相信每一个观众在看

完话剧《张富清》之后，会有不尽

相同的理解。”聂立洋说。

据悉，试演结束后，主创团

队 将 根 据 观 众 、专 家 的 意 见 打

磨、提高。该剧计划于 2020 年上

半年首演。

音乐剧《阴阳师之大江山之章》收官

本报讯 （记者刘淼）历经上

海、郑州、成都、重庆、长沙等 9 座城

市 64 场演出，音乐剧《阴阳师之大

江 山 之 章》日 前 在 北 京 完 美 收

官。该剧以全新的表现手法重现

游戏 IP 中的精彩元素，带给观众

耳 目 一 新 的 互 动 式 视 听 感 受 ，颇

受各方好评。

《阴阳师》是由网易游戏自主

研发的手游，音乐剧《阴阳师之大

江山之章》的剧情根据游戏内容进

行了二次创作。该剧巧妙地选择

了一个原著中类似于“番外”的精

彩短篇故事，从一次复仇开始，整

个剧情环环相扣且高潮迭起。

据出品方璞润国际透露，该剧

2019 年上半年巡演票房突破 2500

万元，售票比例与上座率均超 90%，

有 超 过 50% 的 观 众 都 进 行 过“ 二

刷”，部分观众甚至跟着剧组连续

“五刷”。而随着音乐剧巡演，《阴

阳 师》游 戏 日 均 在 线 率 也 提 升 了

15%。《阴阳师》官方商店与游戏内

的相关销售量也同样相当惊人，仅

在该剧夏季巡演期间，衍生品收入

达 4000万元。

以祝福冬奥为主题、由

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2020

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近日

亮相北京。

本场音乐会由知名指

挥家夏小汤执棒，曲目既有

《奥林匹克号角》《雪绒花》

《大约在冬季》《嫉妒探戈》

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作

品，也有流传千古的名篇佳

作。与传统的新年音乐会

不一样，此次音乐会从曲目

选择编排与艺术家的选择

到呈现形式等方面，都给观

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图为演出现场。

胡宜建 摄

话剧《张富清》剧照 湖北省演艺集团供图

田本相、童道明等一批耄耋之年

戏剧家的相继离世，作为中国话剧中

坚力量的王晓鹰、査明哲、孟冰等陆

续 退 休 ，著 名 导 演 林 兆 华 将 其 发 起

的戏剧邀请展交给了他的儿子林熙

越……戏剧评论家林克欢说，这一系

列事件似乎都在提醒他，“戏剧时代

的更替已然开始”。

“在全世界范围内，近 30 年是戏

剧人才交替的大时代。”林克欢说，10

余年前，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德国

等，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完成了编

剧、导演等人才迭代之后，其创新戏

剧引领当今世界戏剧潮流。“目前，这

些国家各大剧院的艺术总监大多为

40 多岁。他们正在用大量资金和精

力来培养、培训一批 25岁至 30岁的青

年编剧。如今，我们也面临着非常关

键的人才交替的问题。”

时代的更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

青年编剧将逐渐走上舞台，甚至站上

C 位，这必然会给戏剧带来新鲜与活

力，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剧本荒、

创意荒等老问题。“青年剧作者的作

品 或 许 青 涩 ，却 洋 溢 着 理 想 主 义 的

热 情 ，有 着 对 社 会 现 实 的 敏 锐 观 察

与感触，有着大胆的艺术勇气。年仅

23 岁的曹禺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

要的作品《雷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科夫写出了名

著《普拉东诺夫》，作家王蒙在 22 岁时

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发

激烈争论，甚至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

度关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

系主任彭涛说，无数例子证明，青年

戏剧人才的培养是戏剧文化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为助力青年剧作者的成长，世界

各国已有不少成熟的做法。据彭涛

介绍，英国皇家剧院的“新写作计划”

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登陆俄罗斯，

推 动 了 俄 罗 斯 新 一 代 剧 作 家 的 培

养。苏联解体后，当时一些重要剧作

家为了重振戏剧界的创作信心，推出

了戏剧节等活动，都成为年轻剧作家

的培养基地。

在我国，为了缓解剧本荒，推出

青年剧作家，各院团、民营机构、戏剧

节等近年来做出了很多尝试，也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如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首次开

办了话剧编剧人才培养研修班，在全

国范围内征选 45 岁以下且有两部以

上舞台剧公演的实力编剧作为培养

对象。“当时，30 多名年轻编剧集中培

训了一个月。如今，虽然我们剧院还

没有真正排演过这些年轻编剧的剧

本，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作品已经在

其他剧团或公司上演。”北京人艺表

演艺术家冯远征说。

此外，乌镇戏剧节等展演活动也

都尝试设置扶持青年剧作者、戏剧人

才的平台。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央华戏剧等单位也共同推出了

“戏剧未来力量——保利·央华·新京

报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孵化工程”。

然而，“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

马十驾，功在不舍。”青年编剧人才的

推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工程。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底，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发起、宽友

（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承办的“培

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平

台”在北京启动。该平台经过近一年

前期筹划，已经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

戏剧创作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机制，

每年面向全国进行两轮剧本征集，评

选 出 具 有 潜 力 的 剧 本 ，通 过 导 师 提

升、剧本朗读、联排公演等后续扶持

环节，孵化一批优质剧目，以期推向

市场，推动戏剧文化演出内容创新和

戏剧演出市场繁荣发展。

相 较 其 他 项 目 ，“ 培 源·青 年 戏

剧 人 才 培 养 及 剧 目 孵 化 平 台 ”不 仅

有 着 北 京 文 化 艺 术 基 金 的 资 金 支

持 ，有 着 强 大 的 导 师 阵 容 和 各 类 艺

术院团的“甲方”资源，更有着不遗

余力打造好作品的耐心。北京文化

艺 术 基 金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张 鹏 就 曾

说 ，目 前 该 基 金 扶 持 舞 台 创 作 的 周

期一般在 2 到 3 年，但是从国际范围

来看，一部好的剧本从大纲、打磨、

修改到二度创作、最终舞台呈现，最

少需要 4 到 5 年的时间，他希望依托

孵 化 平 台 延 伸 基 金 扶 持 的 链 条 ，从

源头开始，扎根人民，推动艺术创作

良 性 循 环 发 展 。 不 得 不 说 ，这 样 的

定位和设置，极具战略眼光。

可以说，推出青年剧作者的环境

已逐渐走向成熟，但他们真的准备好

了吗？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

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晓鹰告诫年

轻的剧作者，戏剧创作要取得质的提

升，先要端正艺术的价值观。“每一位

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是昙花

一现，但怎样才能如愿以偿地创作出

具有长远生命力的作品？习近平总

书 记 教 导 我 们 ，文 艺 创 作 要 深 入 生

活、扎根人民。”王晓鹰认为，剧作者

要透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在创作

过程中发掘出人物更深的精神内涵、

生命价值，乃至人生哲理。

“此外，表现现实生活的戏剧创

作也需要一定的历史视角和文化视

角，必要的或者独特 的 历 史 观 察 和

文 化 反 思 有 可 能 更 容 易 让 一 部 反

映 现 实 生 活 的 戏 剧 作 品 具 有 某 种

历 史 文 化 的 深 厚 感 。 在 这 方 面 ，一

些 外 国 经 典 名 著 的 成 功 经 验 很 有

参 考 价 值 。 事 实 上 ，许 多 我 们 所 谓

的 经 典 名 著 在 被 创 作 出 来 的 当 时

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题材原创

作品。”王晓鹰说。

作为一名新媒体从业者，掌阅联

合创始人、掌阅影业 CEO 王良认为，

虽然有不少优质网络文学被改编成

了剧本，但既懂戏剧创作又了解新生

代网络文学创作的“枢纽型”人才依

然缺乏。青年剧作者应该承担起这

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工作。

《新剧本》杂志创刊 20 周年之时，

表演艺术家朱旭曾为杂志写下“新剧

本越多，我们越好办”这 10 个字。北

京演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珏

经常想起这句简单却实在的话，因为

“它不仅是一个老艺术家的题词，更

代表无数戏剧工作者对好剧本的期

待，对优秀作品的期待”。“我们有幸

身处这样一个新时代，我期盼更多优

秀青年戏剧人才能面向未来，用脚力

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用眼力观察与

发现生活中的点滴；用脑力思考和提

炼生活中的美好；用笔力创作和讲述

好的中国故事。”王珏说。

戏剧人才迭代，青年编剧如何站上舞台
本报记者 刘 淼

致 敬 谐 剧 诞 生 80 周 年
——四川省曲艺研究院首部大型谐剧《永不落幕》成功首演

付远书

时 值 谐 剧 诞 生 80 年 ，2019 年 12 月 28

日，由四川省曲艺研究院打造的大型谐剧

《永不落幕》在成都新声剧场成功首演。该

剧以谐剧创始人、戏剧家王永梭的故事为

蓝本，虚构了一位叫喜二仙的谐剧艺人，展

现了他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据

悉，这也是谐剧创立 80 年来推出的首部大

型舞台剧。

穿越时空 向谐剧创立80周年致敬

在四川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谐剧，由王

永梭于 1939 年开创。演出时只有一名演员

出 场 ，通 过 与 实 际 不 存 在 的 对 象 进 行“ 对

话 ”和“ 交 流 ”，使 观 众 明 确 角 色 的 规 定 情

境，并通过假设在场的其他人物，呈现一定

的故事情节。因其运用以幽默、风趣见长

的 四 川 方 言 ，寓 庄 于 谐 ，故 名“ 谐 剧 ”。 此

后，谐剧涌现出沈伐、涂太中、叮当等一大

批优秀表演艺术家和创作者，并在川、渝、贵等地

广受欢迎。

舞台上，由谐剧表演艺术家张旭东饰演的谐剧

艺人喜二仙是一个为艺而生的人。他坚守在为老百

姓演出的舞台上，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其间，经

历了抗战大潮中演“拉杂剧”、考入江安“国立剧专”、

经过长时间磨砺一举成名、与爱人阴阳相隔、年过古

稀溘然长逝等人生重要阶段。

“张旭东演的不只是喜二仙这个人，而是 80 年

来所有从事谐剧的艺术家。”据《永不落幕》编剧、中

国曲艺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任王宏介绍，喜二仙虽

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表现出了谐剧人对艺术的执

着追求。

“谐剧+歌队”创新舞台艺术形式

提起谐剧，人们往往能想到的都是《卖膏药》《扒

手》《赶汽车》等经典节目。为呈现《永不落幕》这部

里程碑式的综合性舞台作品，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特

邀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知名导演胡宗琪

加盟，并邀请包德宾、严西秀担任文学顾问。

会聚众多四川省内外艺术家的《永不落幕》在舞

台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据介绍，该剧在保留

传统谐剧“独演”特色的基础上，加入了类似于古希腊

悲剧中的“歌队”，从而起到塑造人物、铺叙情节等作

用。张旭东连续 90分钟不间断的精彩表演，更是向观

众再现了谐剧“一人独演，独演一人”的艺术魅力。

全国巡演 四川谐剧装点艺术天空

“谐剧是啥？是揭开疤疤撒点盐巴的犀

利幽默，是开心果也是带刺的玫瑰花。”张旭

东曾在多个场合这样解释谐剧。在《永不落

幕》中，张旭东向观众展现嬉笑怒骂的同时，

将谐剧推向了一个深度思考的转向中。

“相比悲剧，喜剧的创作难度更大。在此

剧中，我看到了喜剧中的崇高与庄严。”中国

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赓续华认为，《永不落

幕》的人物命运是“悲剧”，但人物面对命运的

态度是“喜剧”。青年戏剧评论家徐健更是表

示，当下，喜剧创作能够在嬉笑怒骂的同时，

冷静、清醒地直面命运的颠沛，可以说是“喜

而不闹、笑而不俗、侃而不滑”，十分难得。

面对未来，《永不落幕》也毫不避讳地展

现了谐剧在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冲击下

面临的困境。但在剧末，一组由历代谐剧表

演艺术家照片构成的群像如同黑暗中的一

束光芒照亮了整个舞台。“这是面对现实的警示，也

是毫不退缩地坚持传承的勇气与担当。”正如徐健所

言，这一群像构建了谐剧传承的精神脉络，永不落幕

的不是喜二仙手中的大幕，而是代代传承者对谐剧

这门艺术始终保持的那颗赤子之心。

作为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全新之作，《永不落幕》

在致敬经典的同时，更是对如何打造四川文化名片的

积极尝试。四川省曲艺研究院院长沈军表示，未来，

秉承着四川人性格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四川省曲艺

研究院将创作更多像《永不落幕》一样的优秀作品，

“装点谐剧的灿烂星空，开创出一片舞台的新天地”。

据沈军透露，首演之后，《永不落幕》将到重庆巡

演，并开启全国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