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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和理念为先导，以创意和艺术为旨
归，近年来，中国舞台美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
车道”，无论是传统的戏剧舞台，还是各类大型节
庆活动、文化项目、综艺晚会等，庞大的市场和
文化需求，激活了舞美创作的勃兴。一方面，
创作的艺术水准不断提高，个性风格愈发凸
显；另一方面，舞美领域不同规模的展示、交
流活动数量激增，中国舞美走出国门的步伐日
益加快。然而，在这种繁荣的景象背后，地区
发展的不平衡、理念理论水平的滞后、国际话
语权的孱弱等问题也像顽疾一样时刻提醒着中
国的舞美人。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第八届）新领导班子就职典礼暨第一次常务理
事会议上，新一届舞美学会会长曹林表示，面对
国际化、市场化、技术化的大环境，中国舞美人应
该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内提高自身的文化
素质、艺术修养，提升整个行业的学术价值、学术
水平，对外提高中国舞美的“话语权”，用世界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后者，对于中国舞美的
文化形象、国际形象大有裨益。

地方舞美人才不容乐观
“人才流失”，这是近些年记者参加舞美活动

经常听到的四个字。此次理事会上，这一问题
再次受到了各地舞美人的关注。从他们的反馈
中，我们发现，各地区舞美人才发展不平衡、
差异逐渐拉大的现状不容乐观，经济、文化发
达的省份和地区，舞美人才相对充裕，优秀专
业人才扎堆，比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
地，但在没有地域、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地区，舞
美人才“缺口”严重。

宁夏舞台美术学会会长蒋全洲介绍道，现在
宁夏的舞美人才青黄不接、非常匮乏，目前的从
业者几乎都不是科班出身，且年纪都在 30 岁上
下，有经验的老专家全部退休了，舞美方面的各
项工作非常难搞。广西舞台美术学会会长张忠安
说，整个广西真正有专业功底、能挑大梁、冲在一
线的舞美设计不到5个人，许多剧目的舞美设计
基本上依靠京沪的大腕“外援”。与人才缺失同步
的是，舞美从业者的业务水平逐渐呈现下滑趋
势，有些前来应聘舞美设计专业研究生竟然连最
基本的平面图都画不出来。他认为，现在很多艺
术院校的教学脱离剧场实际，学生缺乏舞台的实
践机会，眼高手低，不懂得遵循舞美创作的艺术
规律。此外，安徽、重庆、黑龙江等地也不同程度
地陷入了人才流失的困局。

如何留住人才，除了组织本地舞美从业者去
北京、上海等地艺术院校、院团进修、学习、开拓
视野外，黑龙江舞台美术学会会长陈晓生认为，
考虑到舞美创作者大都身居幕后、职称晋级困难
的现状，剧院应该给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的空间，
为本地创作者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完善
舞美相关的奖项、保障，给予激励。

剧场建设软件相对滞后
“时下沿海地区剧场数量非常多，仅厦门就

有大型剧场 3 个，如果按每年管理费 1500 万计
算，3个剧院一年就得4500万。”福建舞台美术学
会会长黄永碤说。黄永碤曾经担任过梨园戏《董
生与李氏》、高甲戏《上官婉儿》等上百部地方戏
的舞美设计，因创作演出的缘故会经常同各地剧
场打交道，30多年来，他亲身感受到各地剧场建
设的变化。在他看来，我们的剧院硬件是上去了，
但是软件没有跟上去，尤其是设计观念，并没有
遵循传统戏剧演出的舞台需要。“剧场建设不应
该忽视老剧场的改造，我们提倡剧场的个性多元
化，而不是一味求大。”黄永碤说，“多数时候伸缩
式的舞台更适合地方戏的表演”。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马路认为，时下国内新建

的大剧院存在模式趋同的缺陷，演出团队进场演
出会发现各种不方便，比如有些剧场的吊杆只能
横着用；有些剧场舞美人员因演出布景需要想多
钉一根钉子，却被告知没有适合的地方。舞美设
计的既定方案往往受制于不同的剧场空间而难
以完全实现。“是根据剧场现有的转台、空间临时
调整创作方案，还是根据演出实际需要进行适合
的舞台‘改造’，这是我们进入不同剧场演出经常
遇到的困惑。”马路说。对于造成上述现象的原
因，常年关注剧场建筑设计的河北舞台美术学会
会长郑庆华认为，国内剧场建筑并没有走上一个
良性运营的环境，多数建筑行业事务所、设计院
其实没有能力设计建造合理的剧场空间，这种情
况下，不少造价高、结构差的剧场建筑在全国范
围蔓延。他建议，剧场的设计应该更多邀请包括
舞美、灯光、音响等各个门类设计师的参与，多听
听他们的建议，多关注当下舞台演出的实际，以
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舞美创作切莫闭门造车
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与剧场建筑四年展（布

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是国际惟一的、最具权威
性的舞台美术展览，已有50年的历史，被誉为舞

台美术“奥林匹克”。中国自1987年参与以来，从
未中断对这一活动的关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刘
杏林认为，从近10年的展览看，世界的舞美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静止的、单一的道具、布
景、模型的陈列，而是越来越强调现场性，重视现
场的交流、展示；从最初复制较大的布景部件使
观众身临舞台美术其境，或利用视频录像设备呈
现演出，到开始引入现场表演和互动行为，直至
近年来，“跨界”的理念成为关键词，戏剧与其他
艺术门类日益交融在一起。“国际交流的最终目
的是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只有自己提高了才能
有国际的位置。”刘杏林表示。

如今，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已经成为捷克
戏剧文化的一个品牌。从1967年以来，从未因为
外在因素而停止过。布拉格不仅有舞美展览，
1960年代国际剧协成立大会和国际舞美组织成
立都是在此，再加上上世纪捷克戏剧和舞美的持
续繁荣，刘杏林认为，“戏剧创作的环境和文化土
壤非常重要。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太在乎某一具
体项目，急于见成果，而缺乏营造文化环境的耐
心。”他认为，目前国内总体上，戏剧与当代其他
艺术领域至少在观念上缺乏广泛对话的基础，更
多创作还是在闭门造车，缺少对话性。

“一个国家戏剧能量的发动机来自文学、来
自剧作家。”中国国家话剧院舞美设计刘科栋说，

“正是文学的动力、剧作家的思想、导演的开创
性为戏剧带来新的观剧体验，带动了舞美的发
展。”他认为，国内的舞美虽然形态多样，但是
设计理念还是有些僵化，形式之外，情感表达
较为单一。“舞美设计应该提倡个性化的表达，
只有建立在尊重内心感受、敬畏文学、敬畏艺
术基础上的创作，才能参与国家舞美对话，在
交流中形成共识”。

■新作点评

改变与坚持中的中国女性
□司马平邦

《油菜花香》是描述了中国妇女在改革开放潮流里
“成功”打拼的故事序列里的又一部成功之作。它的长处
在于故事真实、人物真实，所以情节的逻辑也非常真实。
用编剧周亚鹰的话说，该剧中的故事真实度在六成以上，
所以，它对中国当代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中国女人们的
生活和命运有较强的现实表现力。

由颜丹晨饰演的江西农家女周英子，其原型就是上
饶作家周亚鹰的二姐 （原著《二姐》），全剧故事的大
量段落亦来源于周家二姐个人的真实生活，我们在这部
经过改编的电视剧里，亦能感觉到创作者对女主角的深
情厚谊。

女人戏因其特殊性，从来不离两大主线：家庭和事
业，当然更主要的是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以及她们如何摆
平这些矛盾的过程。《油菜花香》在表现这两大主线时，还
展现了女主角周英子如何在个人奋斗的过程里，分别打
破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束缚，最终成为她的家庭和她周遭
社会的主宰者、领导者。

周英子从一个江西农村普普通通的乡下妹子，成长
为社会身份显赫的女企业家（宋氏绣业的传承者），其经
济地位在经历了20余年的奋斗后有了明显改变，但在她

的奋斗下，家庭和家族关系没有任何本质的
改变——我个人觉得这是这部剧最具意义的
一部分，即它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中，什么
是应该改的，什么是不应该改的，什么样的
改变是对的，什么样的改变是错的。

《油菜花香》以女人戏出彩，它的女人戏
又以情取胜。周英子与同村的福禄和下乡知
青邓京生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并不是故事
原型的真实生活，但我相信这等故事应该发
生在 1970 至 1980 年代许多年轻人的身上。
城乡剧变、贫富剧变，加之在同一时期里发
生的种种社会转变，都给那些感情的纠结备
下了丰富的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和
亲情是这部剧的看点之一。周英子一家从村
里地位最低的外来户，奋斗到令人羡慕的万
元户和大企业家，个中酸甜苦辣皆为底层中
国老百姓所亲身经历的，故而其中的情感也
就格外接地气，令人情同此情、心同此心。

《油菜花香》另一感人之处是中国传统的
孝道在故事中得到了张扬。从小村姑到女企

业家的周英子，在 20多年时间里，无论是经济地位还
是政治身份都有了巨大变化，但她与家庭、尤其是与任
何一个长辈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变化，这里的孝道不只是
家庭内部的，也包括家族内部的，更包括邻里之间的。
剧中放大了她与婆婆——一个以刁蛮和辛辣著称的长辈
之间的婆媳相处之道，尤其在周英子丧夫之后，仍悉心
尽力伺候婆婆，并使其牌位摆进宗族之列，突出了女人
至孝之道。

近年来，讲诉家庭生活的年代剧比较盛行，但这些电
视剧多以城市生活、青春题材居多。而30集电视剧《油菜
花香》则突破了这一窠臼。该剧以上个世纪 70年代为背
景，讲述了一位农村女性自强不息、努力与命运抗争，最
终收获事业和亲情的故事。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周亚鹰的
报告文学《二姐》改编的，主人公周英子的原型即是作者
的二姐，电视剧剧情有60%都是真实的。笔者主要从剧中
的两条爱情线来谈谈这部电视剧。

少女时代的周英子生活在上饶农村，在最爱做梦的年
龄遇到了下乡来到村子里的知青——军人家庭出身的邓
京生，邓京生有别于周围农村青年的气质，吸引了周英子，
而美丽善良的农村女孩周英子也吸引了邓京生，看起来剧
情落入了俗套，观众自然认为接下来要么会出一个“陈世
美”，要么会展现一部“梁祝”，但剧情却在经历了来自周英
子家族的反对和其他因素的阻挠，让周英子经历了初恋失
败、梦想失败、家庭剧变后，不得已作出了另一番人生选
择，给观众展现的是一个痴心不改，用一生去爱、去关心与
帮助周英子的邓京生，让观众看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少有的
纯真爱情——不是占有，不是私欲，爱一个人就是理解她

（他）、成全她（他）、帮助她（他）实现梦想。
在展现周英子与邓京生爱情线的同时，剧中还展现

了另一条爱情线，这是通过福禄的单恋开始的。和周英子
生活在一个村里的福禄，一直喜欢周英子，虽然福禄的经
济条件比周英子家好，但是善良美丽的周英子在福禄心
中还是有些高不可攀，尤其是周英子和邓京生相爱之后，
一方面福禄内心被嫉妒折磨着，同时也担心周英子会受
到伤害，但他还是选择了在旁边默默地关心她。当周英子
得知邓京生“死于”采石场，同时周英子的家里又遇到无
法克服的经济困难时，周英子选择了一直在身边暗恋她
并承诺一辈子对她好的福禄。福禄用入赘周家——这种
在农村受人嘲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周英子的爱。

乍一看，邓周的爱情是美丽的令人向往的，而福禄与
周英子似乎一直只有福禄单方面的爱恋，周英子选择福
禄更像是走投无路之下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是在接
下来的生活中，周英子身上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表现得
淋漓尽致，她与福禄经过艰难磨合，终于先婚后爱，其后

他们共同创业、在患难中见真情。
福禄病逝之际，将周英子托付给邓京生，这时候的周

英子已经事业有成。剧中采取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阳
光照着金黄的油菜花地，英子站在地里，微笑着看着邓京
生穿过地里，向她跑来，就像当初他刚插队时，也是这样
兴奋地笑着跑过来。虽然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岁月，然而当
他们重逢在油菜花地时，一切像又回到了美好纯真的从
前……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剧中的两条爱情线，一
条是美丽的、令人遐想的；一条是实在的、柴米油盐的生
活。一条是精神契合、相爱一生；一条是相濡以沫、患难磨
合、先婚后爱。让观众既有遐想又有生活。女性在家庭里的
位置是无法替代的，剧中的周英子，家因为有了她才充满
温暖、幸福，只有母亲才是每一个家庭凝聚的力量。家是由
母亲支撑的，国则是由无数的家组成，就像《油菜花香》的
宣传语所说：这是“一个女人梦，百姓梦，中国梦”。

由两条爱情线看《油菜花香》
□郭松民

舞美创作舞美创作：：敞开对话交流的大门敞开对话交流的大门
□本报记者 徐 健

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主办，河南豫
剧院、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承办的“向祖国汇报——河南
省优秀舞台剧目北京展演月”活动 7月 14日至 29日在北
京举办。

此次活动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和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10
台剧目，其中8台豫剧、2台京剧，分别为《魏敬夫人》《五世
请缨》《程婴救孤》《泪洒相思地》《破洪州》《白蛇传》等古装
大型豫剧、豫剧现代戏《焦裕禄》《刘青霞》、京剧经典折子戏
专场和京剧新编历史剧《刘伯温》。这10台剧目中，既有传
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目、也有现代剧目，既有文戏，也有武
戏，既有李树建、王惠、汪荃珍、李金枝等名家，也有青年才
俊，是河南舞台艺术和人才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河南省舞
台艺术向新中国成立65周年献上的一份大礼。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河南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此
次活动的每场演出均设有低票价。其中，豫剧《程婴救孤》
为公益演出，由河南省驻京办邀请河南在京劳务人员代表
观看演出。

《五世请缨》作为经典名剧，长演不衰，深受广大观众喜
爱。新编历史剧《魏敬夫人》曾获得第三届中国豫剧节优秀
剧目奖第一名，并作为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北方片）优秀剧
目展演活动开幕式的演出，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两部
作品均由常派传人、“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河南豫
剧院一团团长王惠领衔主演。

此外，本次展演将有众多青年演员亮相。河南豫剧院
在全面接收中国戏曲学院 2009级豫剧本科班毕业生的基
础上，实验性地成立了豫剧演出青年团，此次将为观众演出
青春版的豫剧传统戏《破洪州》《白蛇传》，在传承经典的基
础上又有所创新，展示出豫剧发展的后劲和希望。（刘文）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王晓鹰导演，改编自美
国剧作家奈戈·杰克逊的话剧《离去》，演出至今并没
有听到多少业内专业评论人的声音，多少遮蔽了这
部出色的引进剧本的光芒。这部原本讲述的是一个
患阿尔斯海默症（老年痴呆症）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
的剧作，在此次国话演出本中改为了一位演员，无论
出于什么目的，笔者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改编，没
有伤害原剧的核心意图。观众之所以被演出感动，
就是因为它试图找到另一种真实，去抚慰我们早已
认定的绝望——《通往黑夜的漫长旅程》《推销员之
死》这些剧作所揭示的：爱中的自私对相爱之人的伤
害、个体与家庭的永恒冲突。这是美国人在自己的
戏剧传统之下，做的一次反拨、一次和解的尝试。

《离去》不是中国式的亲情剧，不是混淆概念的
和泥式和解，它是站在美国前代剧作家看出的问题
的基础上的。剧作借用《李尔王》，并构成呼应。热
爱《李尔王》的莎士比亚演员兼学术专家埃略特，像
李尔王一样有三个女儿。由于脱离了现代主义的纠
结，剧作并未赋予这位理解和模仿伟大心灵的演员
父亲以某种显著的人格缺陷，一切都不是他的错。
但他仍然在普遍意义上，像《通往黑夜的漫长旅程》
中的演员父亲、《秋天奏鸣曲》中的钢琴家母亲那样，
作为一位过于重要的他者，给他的女儿们带来爱的
心理障碍。

大女儿阿尔玛在父亲无可遮挡的自我的辐射
下，始终看到自己的平庸而自卑。剧中，她之所以逃
避，不愿正视父亲的病症，而一直以来她选择把自己
淹没到烦琐的公务中，麻痹着自己不去成长，是因为
她在这样一个有父亲的家中，不可能成为真正的
人。而二女儿里兹，就像《李尔王》中的二女儿那样
实际上模仿了她的姐姐，她们是一样的人，她也自
欺，但试图不一样，她选择与父亲竞争。然而她终归
没有父亲的才华和幸运，只能扮演一个胜者。尽管
她的心从来不想迫害她暗自的对手，但这么做是她
的“责任”。这就是奥尼尔们发现的家的美好表象下
的永恒冲突，阿尔玛和里兹都是剧作家的前辈们的
主人公。

与 《李尔王》 中同名的三女儿考狄莉娅也是，
就像家庭剧传统中的那些次子，被长兄长姊剥夺了

爱。尽管阿尔玛妒嫉地回忆着父亲对考狄莉娅的疼爱，她在现时场景
中的言行，仍然暗示着她怎样习于用她所依附的平庸者规则，打压这
个被父爱选中的小女儿。爱就是叫埃略特的李尔王的国土。之所以考
狄莉娅被剧作家设定为出走的不良少女，她是在姐姐们的争夺中被放
逐了。

剧作家在立意上的反拨是：尽管个体成长总是面临与家庭的冲
突，并使自我背负对爱的罪疚，那是因为我们认定自我是重要的；而当
我们意识到我们最亲近的爱着我们的人，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我们是
否可以用一种真正的爱去对待他们，并因此获得和解？考狄莉娅顿悟
到这一点。她发现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甚至不是自己，不是在世上孤身
一人，而是世上依然活着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

然而情节剧的和解不是无条件的。之所以考狄莉娅能这样做，正
是因为她是被放逐了的那一个。她曾经被选中被爱过，在她还没有萌
生争取自我斗争意识的时候，而后来，她被放逐了。那些留在父亲身边
的儿女们，在爱的名义下看到自我的放纵和冷漠、在爱的竞争中失落、
在僭越的野心压抑下滋长了恨的儿女们，是很难突破内心的重重阻滞，
做到考狄莉娅那样的。之所以是考狄莉娅发现失去理智和强大意志的
父亲成为了一个新的父亲，而不是阿尔玛或里兹看到的，是因为父亲的
理智和强大意志，日常地击溃了阿尔玛和里兹们从自身发动的爱，她们
所坚持不愿看到的，就是失去了塑造她们的力量的父亲。而之所以现
在考狄莉娅能这样做，也是因为她所面对的不是阿尔玛和里兹们曾经
面对的强大的父亲，而是已经失去了自我认知、像孩子那样不去强调自
我地接受爱的另一个父亲。

借此，考狄莉娅开始了一次自我救赎。就像因发现自我而出走的
娜拉，我们曾经问娜拉走后怎样；同样对发现自我另一端价值而回家
的考狄莉娅，我们也可以追问她回家后会发生什么？剧作留下了这么
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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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长快长、乘风破浪”的口诀一遍遍念
出，宝船从盒子里的一条小纸船不断变大，舞台仿
佛一张大纸，被一双无形的手折叠成一艘造型雄
伟的巨轮……作为第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
戏，由老舍创作的儿童剧《宝船》日前再次登上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拉开了第四届中国儿童
戏剧节的大幕。

《宝船》创作于1961年，中国儿艺在1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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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船》取材自江苏民间故事：王
小二砍柴时救起落水老爷爷李八十，对方赠他一
条小纸船，只要默念口诀，小纸船便会变成一条大
船。洪水来临时，王小二驾驶着宝船带领动物们脱
离险境，还救起了无赖张不三。大水退去，张不三
却将宝船骗走。最后，王小二在李八十和动物们的
帮助下追回宝船。对于老舍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认为，老舍先生的作品之所以
有着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一是充满童趣，二是梦
幻和现实交替结合。老舍先生文笔幽默，在充满童
趣的故事讲述中传递给观众中华美德，寓教于乐。

导演钟浩认为，《宝船》是用最普通的语言来
表达最深刻的道理和最朴实的价值观。因此，此次

复排基本忠实于原著，只是在演绎方式及舞台语
汇上加以创新。因为剧情是从李八十给王小二一
艘小纸船开始，所以此次 《宝船》 舞台设计呈现
的元素更简单，整个舞台像是一张纸，舞台上能
折出宝船，也能折出树、皇宫等其他景物。“这
是现代纸雕艺术和中国传统折纸艺术精妙融合的
结果。”钟浩说。该剧责任编辑杨硕说，剧中的
李八十其实也是老舍先生的化身，宝船的口诀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其实也是对王小二和小朋
友说的，希望小朋友能分辨好坏和美丑，快快成
长，辛勤劳动，早日独自“乘风破浪”，因为“劳动可
以创造一切幸福”。 （任晶晶）

儿童剧《宝船》
把善良、勤劳的种子植入孩子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