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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谭

长久以来，文学经典以其典范性、权威性等特质吸引着

观演双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舞台呈现因其在历

史与现实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的交融更是备受青睐，构成了

当代戏剧舞台上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近10年，众多经典文

本改编与舞台呈现弘扬了经典文本的文学高度、人文价值和

艺术品位，彰显了编导演等戏剧创作者的经典阐释能力与艺

术创造力。与此同时，面对一部部差强人意的创作，不能不令

人深思：经典文本改编后的舞台呈现如何才能同经典原作一

样成为传世之作，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这无疑是每

一位创作者，也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经典阐释：原创性与神似

从阐释学角度而言，每部经典文学文本向舞台演出本

的转化都是以新的叙事方式对经典进行阐释与创造；就戏

剧而言，最终的舞台呈现往往源于编导及主创团队足够的

文化修养和艺术功力。无论是面对老舍笔下独具神韵的城

与人、奇女子张爱玲笔下绵密的意象和繁复人性，还是面

对陈忠实数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在整个再创造中，最需

要的是创作者“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特别是

作为主创，“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

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缺乏“才、

胆、识、力”，难以产生令人刮目的“心思”，难以在既有

本文前“取舍”自如，更难以成就“自成一家”的风骨和

神韵，也就难有上乘的改编与搬演。

当然，成功改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尊重原作。经典改编

与舞台呈现首要的美学原则就是忠实于原作的创作精神。近

10年多数创作已证明，原作照搬未必是尊重，大幅改动未见

得就是背离。演改编者和威尊重不是机械复制，更不是曲意

逢迎或肢解；而是在契合经典文本精神的前提下，与原作者

深度对话，是两者间的会意与神交；而且，一定是符合艺术规

律的再创造。如贝拉·巴拉兹所言，“如果一位艺术家是真正

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个劣等工匠，那么他在改编小说为

舞台剧或改编舞台剧为电影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

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

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

曹禺对巴金小说《家》改编的经验同样道出了，经典改编成为

新的经典往往被忽视的二度创作

中的原创性。曹禺说：“应该把改编

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改编同

样需要有生活。”布鲁姆认为：“一

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

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经典

改编只有拥有了创造性元素，即具

有了再生性，才能证明其强大的生

命力，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经典。我

国古典戏剧中的《赵氏孤儿》是、

《牡丹亭》是，现代小说《生死场》和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改编与舞台

呈现也是。

尽管贝拉·巴拉兹把原作视为素材，布鲁姆强调原创性

标志的陌生性，但是在舞台呈现中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

演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为剧作家和观众效劳，因此，既需

要找到剧作家在剧本中的精神状态，还需要接通观众的内心

生活。这意味着要通过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挖掘，实现原创

精神的当下反映，而这些也正是经典恒久性的标志。在这方

面小说家王安忆对《金锁记》的戏剧改编为我们提供了典型

的案例。前不久进京演出的陕西版《白鹿原》道出了中国人所

普遍保有的中国式情感与经验，在原创性中国式故事中为探

寻我们民族古老而神秘的生命与心理场域提供了一份导游

图。但小说改编后的舞台叙事，很多生命悸动和性灵深处的

感悟显得薄弱，无形中阻碍了陕西人艺《白鹿原》更生动的气

韵、更精深的思想。

经典是记忆艺术，是人文思考与审美价值赖以生存的基

础；它传递着时代精神又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是民族文化的

精神抵达。纵观近10年内地现当代文学经典改编，不难发

现，老实厚道者不在少数，很多编剧和导演似乎认认真真地

当起了原作的“搬运工”，把剧本中的文字复制在了舞台上，

二度创作中主创者的艺术创造力乏善可陈。究其原因，除了

创作能力不足外，难以排除的就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一旦

困顿于既得利益之中，被其捆绑，戏剧作品往往充满了功利

性，造成灵魂审视与精神关怀的缺失，这样的创作在当代舞

台比比皆是。经典改编中也不乏实例。

舞台建构：审美自主性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必要品格之一即其独创性美学价

值，换言之，拥有审美自主性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在

舞台创作中，审美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舞台形象的审美感知

与艺术创造，即舞台艺术的审美建构。在经典文本全新解读

的基础上，如何将解读的内容生动化为艺术样式，建构富于

想象力的舞台形象是舞台创作中的重要课题，也是经典改编

的挑战性所在。在近10年既有经典改编的上乘之作中，无不

体现着创作中主创人员的综合实力。

相反，被经典捆住手脚，陷入原作既

有的现实主义、象征、表现等陷阱之

中，往往带来经典阐释与舞台呈现的

偏失而误入歧途。这种现象不同程度

存在于北京人艺版《骆驼祥子》《我这

一辈子》，以及《活着》和《推拿》等改

编与呈现中。

以《我这一辈子》为例。剧中大量

独白替代了对话，没有连续的故事甚

至没有冲突，片段式倾诉取代了连贯

性剧情，散文化取代了戏剧性追求。

演员歌队营造的音乐气息，加之回溯

“行走”式的追忆等无不为剧作添加

了一份厚重的沧桑感、凝重感。但是，

过密的心思、过度的意象导致意象堆

砌，甚至混杂，使剧作和观众不堪其

重。李六乙等主创的探索精神令人钦

佩，遗憾的是，探索的执著却导致了

创作心态不够松弛，艺术上太过较劲

而远离了自由超脱的创作状态，无缘

于“无意于佳乃佳”“本色而出色”的艺术妙境。

《我这一辈子》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话剧的创作态

势。张岱批评明代戏曲创作“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

不顾文理”的通病在现今剧坛时有发生。以《活着》为例。这部

剧现场火爆、演员卖力，然而，余华小说中的深意却在热闹中

被消解，只得到浅表化舞台表达；先锋表象替代了本质上的

新锐品质，鼓噪的视听搁浅了小说文本深蕴的悲悯情怀，对

时代和现实的批判力度与超越意识无形中被削弱。对世态准

确把脉、对时代深切关注与言说无疑是审美自主性重要的精

神支点，与之水乳交融的是创作的批判意识和超越精神。创

作中往往批判意识越深透，超越精神就越健硕，舞台形象也

更饱满。反之，很难不留下遗憾。在这方面《老舍五则》不乏可

圈点之处。在改编中，没有着意于老舍笔下人物的性格和经

历，而更着力于叙述人物故事的舞台呈现手段，相声、戏曲演

唱甚至武术表演，特别是北京曲剧团演员的加盟让整部戏具

有了京味的“魂魄”，成功地保有了老舍对人性锐利的剖析和

入木三分的批判。

经典改编和舞台呈现，是文学个体的想象纳入一个集体

舞台创作；是从抽象到具象，从文字内在向外在舞台呈现的

转化。缺乏审美自主性，使部分当代戏剧多下乘皮相之技，无

力诠释经典名著上乘的思想意蕴，难以实现超越现实、人伦、

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而这种超越精神，恰恰是心灵建

构不可忽视的精神维度。批判意识和超越精神薄弱，则难以

胜任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的重任，更难成精品艺术。

舞台语汇：个性化时空表达

在经典名著文学叙事向舞台叙事转化中，“空间的表达”尤

其关键；即：如何将戏剧“空间”在一定的演出“时间”里生动地

建立起来，将空间的艺术跟时间艺术勾连，从而构建舞台上富

于美学意味的个性化时空表达。在具体操作上，往往体现为个

性化舞台形象和视听语汇的构建。

作为空间艺术，舞台上的视觉语汇，其作用不仅在于描

写剧情的环境，更是一种有意味的意义符号，呈现着全剧的

意义指向。上乘的舞台布景和灯光设计等已经超过了为戏剧

表演提供支持的层面，它们往往是戏剧表演的视觉和空间体

系结构，能够揭示剧的深层意蕴。因此，陕西版《白鹿原》关中

特色的牌坊显赫地悬于舞台中间，灰檐、祠堂、窑洞、草屋、老

树……符号化的视觉语汇尽显关中风情。这些舞台布景既是

实在之物，同时又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从不同层面烘托、渲染

了舞台情境和诗意氛围。而且，与白鹿原这个典型环境中白

嘉轩、鹿子霖等典型人物有机交融，成为全剧不可分割的有

机体。《红玫瑰与白玫瑰》剧中有意味的舞台呈现，莫过于三

个主要人物都由两个角色扮演的“分裂与组合”式设计，以及

玻璃长廊的舞美装置。随着剧情的展开，玻璃门组成的长廊

将舞台空间进行了黄金切割，隔成了振保婚前婚后的两个时

空，一边是振保与圣洁的妻白玫瑰孟烟鹂的家，一边是与热

烈的情人红玫瑰王娇蕊的爱巢。而且，正如导演田沁鑫接受

媒体采访时所言，由玻璃通道隔开的两个空间“象征着男人

的左右心房：一边怀揣着社会责任，一边向往着内心渴求”。

于是，穿梭于两个时空之间的男人振保，在红白玫瑰之间，在

情与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穿梭着、撕裂着——在穿梭中撕

裂，在撕裂中穿梭。对男人振保的同情、对女人娇蕊和烟鹂的

怜爱映衬出田沁鑫对人性犀利的剖析，及其救赎意识与悲悯

情怀。正是对人类情感的揭示使张爱玲这部经典作品跨越时

空，小说的魅力和舞台呈现的创造力完好嫁接。

与视觉语汇相辅相成，作为时间艺术，音乐语汇是戏剧

中听得见的“灵魂”；他们的主要作为在于建立主人公的情感

逻辑和整体舞台形象。如何处理其间微妙的关系，直接关涉

戏的精神走向和美学趣味。以明戏坊改编的老舍小说《离婚》

《我这一辈子》《猫城记》为例，三部戏几乎都是“穷困戏剧”，

极简的舞台、精当的音乐语汇，或曲剧、京韵大鼓、或京剧锣

鼓点过度，自然得当，品质不俗。这样的戏，姑且不论其从

“史”的角度能否成为经典，创作中“思”与“诗”的有机融合，

已使之表现不俗。而音乐语汇和手段帮倒忙的首推《推拿》。

剧中多媒体和通俗歌曲频繁使用搅乱了演出效果，音乐、多

媒体等舞台视听语汇无法彼此兼容，使舞台呈现落入俗套，

甚至杂乱无章，更奢谈舞台艺术的完整性。

当然，经典文学文本经由舞台叙事成为舞台演出，其成

功与否需要一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远非即时性的戏剧现

象。实践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舞台呈现是其

精神品质、艺术审美和民族特色的当代演绎；更是民族与国

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只有从时代的世态人心和生命与真

理的永恒追问出发解读与诠释经典文本，重构戏剧审美，形

成具有独创性与现代感的舞台叙事，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丰厚

的社会历史内容、带着深沉的民族辎重与宏阔的人文情怀的

新经典。

“六一”前夕，中国儿艺在京召

开了建院60周年庆祝大会，剧院老

中青三代艺术家齐聚一堂共庆建院

60年。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介绍

说：“自1956年建院起，‘一切为了

孩子，让全中国的孩子都能看上儿

童剧’，就成为了中国儿艺几代人的

共同追求。60年来，一代代艺术家，

始终牢记儿童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和

使命，通过寓教于乐的艺术作品，传

递健康向上、传递中华传统美德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自觉

肩负起塑造少年儿童美好心灵和高

尚品德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创作更

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不断满足他们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首

要任务”。

会上，80岁的老艺术家代表覃

琨的发言将人们带回了上世纪60

年代，“1960年老舍先生为剧院写

下《宝船》的剧本，还亲自来到排练

场进行剧本朗读。剧院还请来侯宝

林讲课，给演员们进行剧目理解的

辅导。在排演马少波编剧的《岳云》

时，李少春、张云溪等名家给我们上

武功课，教我们话剧如何与戏曲结

合。”曾在《马兰花》《特殊作业》等多

部儿童剧中担纲主角的青年演员马

彦伟多次参加剧院的公益演出，他

们走进最普通的学校操场、三下乡

的村口田边；走进广袤新疆、雪域高

原；走进打工子弟学校和地震灾区

的废墟前……他说：“每当看到台下

无数双清纯的眼睛注视着舞台上发

生的一切，小观众们随着剧情发展

和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欢笑着、感

动着、思索着，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

自豪。儿童剧是一个既平凡又伟大、

既润物无声又功德无量的事业”。

（飞 歌）

海军军乐团青年女高音邱嫣硕士研究生毕业独唱音
乐会近日在保利剧院音乐大厅拉开帷幕。这场题为“嫣
然绽放”的音乐会以弘扬主旋律，展现优秀传统文化为总
基调，精选了13首曲目作为3年来声乐学习的汇报作品，
其中包括民歌、戏曲、古典诗词歌曲以及影视、创作歌曲，
歌剧选段等。音乐会以《我的祖国》开场，曲调悠扬、委婉
动听，下半场作品风格多样，有中国民歌也有世界经典名
曲。音乐会在一首《这片海有我》中完美收场。邱嫣说，
身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情感，我要用这
首歌表达对人生的感激之情，未来也将带着对大海的依
恋与无限热爱继续前行，让歌声驰骋大洋。

出生在浙江的邱嫣，从小就热爱音乐，作为婺剧演员
的父母给了她最早的音乐熏陶，山清水秀的成长环境赋
予了她更多的艺术灵感和人生感悟。2009年大学毕业
后，邱嫣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团，担任独唱演
员，并于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
声乐教育家邹文琴教授。邹文琴教授曾评价邱嫣是个聪
慧内秀、稳重大方，品学兼优的浙江女孩儿。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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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华人榜基

金会共同主办的“记录瑰宝，传承文

明——中国关中社火”孙晋强摄影展开

幕式在美国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世

界人民理事会舍瑞尔主席，美国前副国

务卿赫尔曼·科恩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为

摄影展剪彩。孙晋强将他的摄影作品集

《中国关中社火》赠送给联合国，该书荣

获2015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舍瑞尔在致辞中表示，关中地区蕴

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名

城西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中

国摄影家孙晋强把艺术瑰宝关中社火带

到了联合国，世界各国人民将在这里感

受到传承千年的中国民俗文化的灿烂光

辉。赫尔曼·科恩说，透过此次展出的摄

影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摄影艺术

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担当，对民俗文化

的由衷赞美，也体现了艺术家对传承文

化瑰宝的不懈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

向往。

孙晋强表示，这个摄影展是他自己

真情实感的理性思考和朴素表达，是他

回报第二故乡关中大地的情感载体。关

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当代中国社会

发展进步的缩影。“关中社火”在中国代

代相传，凝结着悠久的中国历史，积累有

丰富的民族记忆，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

追求，是普通百姓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巨

大创造。把它展示给世界，也是为了它

能在全世界传承下去。 （小 辰）

“记录瑰宝，传承文明——中国关中社火”摄影展举行

天桥艺术中心从 6月开始至 8月推出的“缤纷童年艺术

节”，汇聚了众多国际制作儿童剧目，以不同的题材、形式，带给

小观众新奇的、高品质的观剧体验，并借由一个融合世界文化

的、多元的儿童艺术节，为儿童与家庭带来更为宽广的艺术视野

以及寓教于乐的全新选择。

本次艺术节邀请了法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澳

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带来10部精彩的作品，近120场演

出，并以绘本剧、木偶剧、儿童歌舞剧、音乐剧等众多演出形式呈

现。其中包括法国斯卡帕剧团《格列佛的非凡之旅》、加拿大美

人鱼剧团创作的《好饿的毛毛虫》、日本飞行船剧团人偶歌舞剧

《白雪公主》以及加拿大美人鱼剧团木偶剧《小星星回家之旅》和

多媒体剧《孙大圣之神秘伙伴》。

艺术中心还将联合“小不点大视界”打造北京第一个亲子微

剧场，用戏剧这一综合的艺术形式给孩子带来经典性、有创意、

最有效的艺术启蒙，同时也为观众提供温馨亲密的亲子互动体

验。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婧表示，本次“缤纷童年艺术节”

是专门为孩子打造的艺术节，希望孩子通过艺术中心的平台感

受世界文化，看到新奇的创意与设想，以此打开艺术视野，从不

同角度发现学习艺术的乐趣。

（夏宁竹）

今夏“缤纷童年艺术节”让艺术与孩子为伴

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
——近十年现当代文学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 □张 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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