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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周年，由中国文联主办、中
国表演艺术家书画协会策划、中国文联演艺中心和北京翰林苑
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共圆中国梦——百名表演
艺术家书画展”，将于9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日前，本次书画展
的预展在中国文联大楼一楼展览厅举行。

于淑珍、王铁成、苏叔阳、吴雁泽、郁钧剑、尚长荣、金铁霖、
姜昆、倪萍、徐沛东、唐国强、陶玉玲、黄宏、濮存昕、瞿弦和等64
人为此次预展提供了作品，他们大多都是在表演艺术领域颇有
成就的名家。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书法行草篆隶兼备，水墨画
油画俱全，一些作品的文字内容还是作者具有代表性的原创，形
式多样，精彩纷呈，充分展示出他们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2004 年，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演艺中心策划组织的
“中国百名艺术家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书画展”曾在中国美术馆
获得成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5周年前夕，中国文联再次邀请
百余名表演艺术家通过书画的形式，为新中国65年来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唱响不一样的“赞歌”。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进一
步形成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密切联系、广交朋友、靠前服务的良好
局面。

（徐 文）

共圆中国梦——百名表演
艺术家书画展预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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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邵宾纳剧院的《朱莉小姐》是
一台安静的演出，即便是小姐与男仆
的争吵也以呢喃式的低频播放出来，
与之相应的是演出全程行云流水，整
个团队配合无间、举重若轻。无论演出
前有多少次失败的尝试、演练，一俟登
台，他们呈献给外界的就是有条不紊、

训练有素。如此，这
份专业而闲适的气
度、内敛的表演、安
静的影像一起融入
了 演 出 的 整 体 气
质，成为演出的一
部分，甚至是最亮
眼、最具审美价值

的一部分。
很美，只是听起来与戏无关？事实

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更多从事文字工
作的从业者，当我惯性地考量演出文
本的时候，不能不对凯蒂·米歇尔的

《朱莉小姐》生出“嘈点”。
不少朋友在观戏后第一时间发来

微信，询问我男主身份，当得知其不过
是男仆后大呼自己完全误会了，“一直
以为是周萍四凤和蘩漪的《雷雨》故事
呢”。另有类似问题如，“女主倒进小瓶
子里的是毒药吗？朱莉小姐最后是吃
这药死的吗？那血又是怎么回事？”当
被告知那是给狗熬的堕胎药后又惊问
道，“狗？哪里有狗？”没有看过原著的
观众会对新版情节产生诸多困惑，不
能说不是演出之失。

严格来讲，邵宾纳剧院版不算是
《朱莉小姐》新的演出版本，而是围绕
原著的一次经典重构，因此演出极度
依赖于观众对原剧的熟悉，不仅是了
解情节那么简单，甚至需要精熟桥段，
不然观看中必定会失落不少意趣。

在仲夏节之夜，刚刚遭到未婚夫
退婚的贵族小姐朱莉，在酒精、月圆以
及自身月经将至等多重因素的驱使下
勾引了自家男仆。在实在的肉体关系
结束后，两人的强弱之势发生不可思
议的反转。

这是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代表名
剧《朱莉小姐》的剧情梗概。笔者曾扬
言说面对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若
找不到阶级对立的落脚点就顶好不要
碰，即使找到了对应也不意味着必定成功。凯
蒂·米歇尔面对斯特林堡偏执有力的文本，没有
选择硬碰硬，她将镜头聚焦于女仆克里斯汀，轻
而易举地绕过了关于小姐与男仆关系逆转致高
贵者自杀的硬骨头，四两拨千斤地消解掉了阶
级话题，引着观众进入了探索最弱势者内心的
女性主义私叙事这一时髦的态度上来。影像与
原剧的反差形成叙事张力，演出开始了。

克里斯汀在厨房窗外、自己房间窃听两人
谈话，这是原著的暗场戏。至于有或没有，应
当说可以猜想是没有的，用斯特林堡的话来
讲：“克里斯汀终归是个女奴隶，完全没有主
见，迟钝，整天忙于烧火做饭，说起话来像动
物一样没有思想，把道德和宗教当作不折不扣
的遮羞布和替罪羊。”对这个人物，斯特林堡没
有赋予她复杂的灵魂。而这恰成了凯蒂·米歇尔
和她整个团队发挥的“空的空间”。如果说偷听
还只是女奴隶具有了自主意识的第一步的话，

那么当她与被男仆唾弃了的富家小
姐偶遇在厨房外走廊的时候，这个同
样出自二度创作的场景，就进一步使
女奴表达出了某种态度：她没有躲
闪，那一刻，两个女人平等相对。这便
点明凯蒂·米歇尔版《朱莉小姐》一剧
的女性主义倾向了。

与这些相比，笔者最喜欢的是
克里斯汀在厨房打盹儿的处理。小
姐与她的未婚夫在聊天，干柴烈火
的一双男女，而一旁的未婚妻竟然
睡着了，其间，男人连小姐的脚都
吻了，这是原著。这一在话剧舞台
上让诸多导演挠头的动作在凯蒂·
米歇尔的镜头下被合理了起来：半
梦半醒之间只言片语亦真亦幻，他
们甚至还有被撞倒有失体统的小动
作时的慌乱。这是笔者看过该剧版
本中对此动作最合理的一次处理。

有了克里斯汀视角的合理化，
笔者倍感期待：作为这场桃色事件
的全程窥视者，二度创作将给出一
个怎样的克里斯汀？然而，没有了。

克里斯汀的态度止于在男人背
后挠住门框的那一只手。或许有人
认为这是有节制的、去虚伪情节化
的高级处理。可持此论调者却不能
阻止常人得出“大老婆知奸不捉隐
忍一宿”的庸俗结论，因为就是这么
回事。而此一总结能叫银幕上讲究
的景别、完美无瑕的现场剪辑、美轮
美奂的光影，加上因女主算不上漂
亮的五官而倍增的文艺感都一下子
跌落进尘埃里。很遗憾，后半程的演
出并没有颠覆掉“她去教堂是为了
在耶稣面前卸掉在伯爵家偷东西的
包袱和取得新的无罪感”。还是斯特
林堡的克里斯汀。

创作者当然可以坚持，这份接
近零度的冰冷就是影像艺术的客观
性，这是圈内人士的艺术自持。那
么对于普通观众，震撼大家的到底
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圈
外朋友可说一语道破，她说这出戏
副标题该叫“大家都来猜机位”。
一句玩笑话，但她道出了这一台演
出的主流是舞台奇观，而不是《朱莉
小姐》。

其实，只要观剧留心，从小场景大特写、现
场拟音到三个克里斯汀共置一台，一个露脸、一
个露背，还有一个是手模……平心而论，想要破
解这些技术点并不困难，但当照猫画虎的实践
起来时，我们会发现遇到的阻碍不是想法、技
术，而是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一切的人。说到
底，我们在严谨度、专注度上逊人一筹。举例来
说，邵宾纳的《朱莉小姐》其实并没有将全部被
拍摄过程毫无保留地暴露给观众，克里斯汀的
卧室和推板挡住的空间等角落是难以被“监督”
的。但是，面对诚信的德国团队，我们可以无条
件地相信他们没有偷梁换柱把事先拍好的视频
切换进来以降低演出难度，而若是我们自己，或
许首先就要把这些素材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
吧。由此生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舞台从
业者在涉猎影像实验这个国际热门领域的时
候，除了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又能够传递出什
么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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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小姐》改编自斯特林堡同名剧
作，由德国邵宾纳剧院演出。原作是一出
自然主义悲剧，导演将其中自然主义因
素剥离，着力勾勒主人朱莉小姐、仆人让
及其未婚妻克里斯汀间的关系：主仆权
力层级关系及其颠倒；克里斯汀与前二
者间形成看与被看之关系。

许多观众未及细想，导演为何选择
这个剧本，以为只是截取其中精华加以
改编，并通过精巧、精确的调度，将之一
气呵成地呈现在屏幕上，因此，感慨于导
演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简而言之，许多
观众认为，这出戏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在
舞台上一气呵成地拍摄一部电影。当笔
者翻检看戏时所记笔记、打算做一番批
驳时发现，这出戏的症结，其实就在于，
导演为何选择《朱莉小姐》这个剧作，继
而作了如此改编。

该戏其实是在探讨一种戏剧观念。
导演是将《朱莉小姐》作为一个隐喻，思
考电影与戏剧的主仆关系，力图将格洛
托夫斯基深入探讨过的议题在舞台上呈
现出来。在隐喻意义上，让是电影，朱莉
小姐是戏剧，而克里斯汀则是一个正在
深思前二者关系的旁观者。观看这出戏
的乐趣是在戏剧思维上：导演试图表达
什么？用了何种手法？是否完成了其诉
求？有意义吗？观众将作何反思？

如果将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看作是一
出戏的情节，那么，这出戏开始于电影在
被戏剧引诱之后，已经占据了主导之时。
对应于《朱莉小姐》，也即开始于让占据
主导之时。而让与朱莉此前的关系，则成
为电影与戏剧此前关系的一种镜像，电
影与戏剧现时的状况，已在舞台上呈现
出来，而它们此前的关系，则借由让与朱
莉此前的关系提醒观众注意，从而使两
种关系都保持完满，也使这出戏保持完整。

电影的主导性体现在，这是一部事先拍摄好
的无声电影。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克里斯汀倚
窗而立，窗外在下雨，但现场并未下雨。这一点可
以证明，它是一部事先拍摄好的电影，而不是由
摄影机现场拍摄、剪辑而成。至于“无声”，也可在
这一幕中得到证明。左侧舞台工作人员、演员始
终盯着桌上的电脑，看着同一部电影，以便精确
地配上各种声音，但他们并未制造出下雨声，观
众也没有在电影中听到。因此，这是一部无声电
影。

因为这是一部事先拍摄好的无声电影，因
此，不可更改，不容侵犯，主导性由此而现。舞台
上演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精确地配合电影，不
敢有一丝怠慢，于是，它们集体成为一个隐喻，戏
剧作为电影仆人的隐喻：演员们看似井然有序，
实则着急忙慌地腾挪摄影机，是一个隐喻；左侧
舞台上两个演员（有时只有那个女演员，男演员
偶尔去帮忙干点其他事情）始终盯着桌上的电
脑，配上各种音效，也是一个隐喻；旁白演员由左
舞台到右舞台，又由右舞台到左舞台，继而，两位

男女旁白演员一左一右，似乎又成为左右声道的
隐喻……而这个电影仆人的隐喻，最完美地体现
在以下细节中：电影里，克里斯汀正在脱衣服，只
见左舞台男演员也迅疾拿过一块布，模仿着这个
动作，以便制造出脱衣服可能发出的声音，但事
实上，剧场很大，声音太小，观众、至少大部分观
众根本听不到这个声音——也即，虽然不一定见
效，但始终亦步亦趋。联系下雨声，戏剧作为电影
仆人的形象得以完满：尽管竭尽全力，但终有不
可至之处。

然而，正是在这种仆人隐喻的反复叠加中，
另一种感觉凸显出来。作为观众，到演出中段，看
着电影中克里斯汀清晰的脸庞、忧愁而绝望的眼
神，更想看清舞台上那个活生生的克里斯汀。也
就是说，这出戏并未背离戏剧本体，相反，观看
上的缺失是为了确证存在的必要。它力图让观
众确信——借用罗兰·巴特的著名论断——电影
只能提供身体的表象，而不是身体本身。电影
中身体的缺席，更加强了观众希望在剧场中看
到、感受到身体的渴求。但在这出戏中，由于
电影中相对应的特写、切分等各种剪辑镜头，

舞台上的身体在观众感知上实则已经被肢解，
变得十分模糊。

这是导演对于戏剧的确信，却并非戏剧现
状。很大程度上，克里斯汀、导演与观众，呈
现为某种“三位一体”。克里斯汀代表着导演，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一切。而这，又是为了
让观众拉开距离，或者给予观众一个拉开距离
的视角，从而可以思考导演所欲传达的想法。
但旁观，意味着清醒而又无奈，欲有所为，却
无能为力——克里斯汀忧愁而绝望的眼神，清
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最后，朱莉小姐自杀了，也就是说，在隐
喻意义上，戏剧自杀了。朱莉自杀是因为她勾
引了让，也即，将让纳入自己的生命历程中，
可以说，让虽然诱导了朱莉的自杀，但归根结
底，朱莉确实是自杀，因为正是她，主动勾引
了让，并自以为始终占据着主导权。这就是导
演在隐喻意义上提出的问题：戏剧将电影引入
自身后，还一直占据着主导权吗？它是在引火烧
身吗？这是自杀之举吗？……而最终的问题是，朱
莉小姐死了，但，戏剧死了吗？

戏曲界关于加强人才培养力度的呼声，多年来不
绝于耳。仅以每年的全国“两会”为例，文艺界代表、委员
关于传承戏曲艺术，弘扬传统文化的议案、提案，就屡屡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其中，作为国粹艺术的京剧，其
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诸环节上的工作，更是牵动着无
数人的心。每当谈及这一问题，人们听到最多的往往是
京剧传承要从娃娃抓起、培养青年观众，但是具体到实
践，如何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如何让传统文化走进更
多孩子们的生活，却是摆在每一个从业者面前最实在、
也最紧迫的课题。在这方面，中国戏曲学院附中许多富
有成效的探索格外值得关注。带着实践中的疑问，本报
记者日前走访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校长徐超。

2008年以来，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通过实施京剧进
课堂、打开娃娃京剧之门等系列活动，以“娃娃唱戏娃
娃看，民族文化代代传”为主题，一点一滴地进行着优
秀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作。谈及经验，徐超表示，“传
承京剧艺术，首先面对的不是孩子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推广的问题。传承的方式非常重要。”为了
把京剧传承工作做得扎实有效，他与团队形成了三点
共识：首先，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能丢。包括京剧艺术在
内的戏曲是古典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民族文化的典型
代表，包含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今人不能忘本。其次，中
华民族的文化应由中华民族来继承。国外任何的艺术
形式挪用中国题材，并不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
都是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面对这些外来形式的冲击，
我们应该认真开掘京剧在表现中国故事、艺术精神上
的独特优势，把其中蕴涵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下去。再
次，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要从娃娃抓起。京剧艺术的传
承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和传递，而广大的中小学生正
是京剧未来的希望。

那么，徐超和他的团队又是如何让孩子们亲近京
剧艺术的呢？以京剧进课堂为例，徐超介绍到，他们突
出了活动的趣味性、观赏性、参与性、知识性，有针对性
地采用一些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演出形式，比如结合多
媒体、动漫制作等现代技术手段，以老爷爷为小孙女介
绍京剧艺术为串联方式，让京剧变得新颖时尚、充满乐
趣。“我们设计演出的宗旨在于为孩子们了解京剧艺术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恰当的形式给孩子们恰当的启
蒙，只有让他们接触了，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感兴趣。
一场满堂生辉的演出并不能把深厚的民族文化、博大

的民族精神、恢弘的民族气质显现殆尽，但至少我们的
努力让孩子们看到了民族艺术一隅璀璨的光芒，使他
们心灵产生了对京剧艺术的自觉愿望，激发了他们了
解京剧的兴趣和热情，培养了一批未来的娃娃观众。”
徐超说，“只要从小熏陶，孩子们一定会慢慢接受这种
艺术形式，并从心底里认同它，喜欢它。”现而今，京剧
进课堂已累计在北京、上海、武汉、沈阳等地的学校或
剧场演出近百场，有数万名孩子近距离感受到了京剧
艺术的魅力。

京剧艺术从“娃娃抓起”，京剧进课堂必须要凭借适
当的载体，这些载体就是优秀的少儿京剧作品。徐超认
为，除了培养娃娃京剧观众，打造民族娃娃品牌也是京
剧传承推广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只有拿出优秀的京
剧作品、形成自己演出的品牌，才能为京剧艺术的推广、
普及工作提供优质的基础保障，才能让更多孩子通过作
品亲近京剧、热爱京剧，自觉成为京剧艺术的传承者、后
备军。几年来，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着力创排了4部少儿
京剧艺术作品，包括大型艺术德育作品京剧《新三字
经》，与长安大戏院合作推出的儿童神话剧《九尾玄狐》
和少儿版《红色经典演唱会》以及少儿京剧《白雪公主》。
这些作品先后进入到北京、上海、武汉、沈阳等地的学
校、剧场乃至荧屏，受到广大少年儿童观众的喜爱。

“为了更好地推广京剧艺术，5 年前，我们成立了
中国少年京剧团。这可是国字号的第一家少年京剧
团。”徐超介绍说，“大部分演员年龄在11岁至18岁之
间，都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学生，演出大多也是公益
性质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孩子’。”5年来，该少年京
剧团进校园、排新戏、进剧场，逐步成为未来优秀京剧
人才的孵化地。其中，《九尾玄狐》是中国少年京剧团的
首部原创大戏，也是国内京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儿童
题材京剧，参演的 60 多名小演员都是附中的优秀学
生。截至目前，该剧演出场次已达30多场，小观众已遍
及北京市各城区以及远郊区县的部分学校。

“京剧传承不走过场，必须脚踏实地，需要一点一滴
的积累，需要有实干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徐超表示，

“我不能保证每一个走出去的孩子都是京剧名家，但是
从他们身上，你一定会发现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良好
的团队精神、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
会把这些品质、品格带到京剧艺术、传统文化传承的实
际中，用精湛的表演和技艺影响一代又一代观众。”

戏剧抑或电影戏剧抑或电影，，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
□周夏奏

中国儿艺日前在京举行了大型儿童剧《宝船》
建组会。《宝船》是老舍惟一的一部儿童剧作品，创
作于1961年。由中国儿艺在1963年首演，1986年
复排演出，曾与《马兰花》合称中国儿艺的“一花一
船”。故事讲述了善良勤劳的王小二在山中砍柴
时偶得宝船，后被恶人骗走，又在朋友的帮助下重
夺宝船、惩罚恶人的故事，颂扬了劳动者助人为
乐、顽强勇敢、团结互助的美好心灵。曲折生动的
故事、富于神幻色彩的情节、天真童稚的语言，使
该剧自诞生以来一直深得观众和读者的喜爱。

该剧集结了中国儿艺优秀的主创团队，导演
由钟浩担任。男主角王小二和李八十由马寅和齐
杰饰演。钟浩表示，希望通过这部戏来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剧院好的传统和经验，同时要在现
代审美意识品格中找到创新，用现代舞台语汇来
展现中国古老的故事，让《宝船》成为能够传承下
去的一艘宝船。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中国儿艺的艺术
家们要怀有感恩之心和责任之心，感恩能有幸获
得历史长河中这一经典作品的接力棒，更怀着向
大师致敬、向祖国下一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责任之心，创作完成好《宝船》这部作品，在忠
于原著、完成传承的基础上呈现更具时代审美意
识的舞台特征，以经典之作向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致敬。” （飞 歌）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国美术馆与
中外友好国际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意
象——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已于不
久前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展出，这是当代中国
艺术首次展出于该馆。展览精心遴选了 61
位当代中国水墨画家和21位雕塑家的作品，
以“中国意象”为题，向法国公众展示了富有
东方意蕴的中国水墨画和雕塑艺术创作。所
有参展作品均突破了传统的程式，具有强烈
现代色彩和个人风貌，基本反映了当代中国
水墨画和雕塑艺术的最新探索成果和最高水
平，同时也映现了生机勃发的当代中国社
会。5月7日至14日，该艺术展回到国内，亮
相中国美术馆。

此次展出的水墨画作品以中国美术馆馆
藏品为主，受邀参展的水墨画家均为当代中
国画名家，是水墨画坛的佼佼者，包括刘大

为、冯远、刘巨德、陈苏平、袁武、朱道
平、田黎明、邵飞、杜大恺等。他们均具有
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
和创新精神，他们的创作展现出极为丰富的
精神个体和时代的文化气象，基本反映了当
代中国水墨画坛的最高水平。参展的雕塑艺
术家来自雕塑院和美术学院等重要学术机
构，他们的创作既有对传统写意精神的挖
掘，也有对西方写实传统的借鉴，以及对现
代抽象性表现方法的吸收，表现出多元化的
创作面貌。包括李象群的 《黄公望》、霍波
洋的《清源》、田世信的《母与子》、陈连富的

《美子》、黎明的《墨马》等。策展人希望通过
这次展览，让观众领略中国当代艺术中蕴涵
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加深对中国艺术的
认识和理解，感受其独特的“意象”之美。

（徐 健）

京剧艺术进课堂：

不走过场，脚踏实地
——访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校长徐超 □本报记者 徐 健

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
亮相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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