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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2014年12月的北京戏剧奥林匹克期间，被誉为“实验
戏剧的灯塔式人物”的美国戏剧家罗伯特·威尔逊上演了独
角戏《克拉普的最后碟带》，因其颠覆常规的表演风格和时空
处理，在观众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演出现场还出现了
观众轰罗伯特·威尔逊下台的一幕。就是这位当年备受争议、
并引发媒体网络大讨论的戏剧人，受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之邀
再次来京，参加该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国际舞美大师论坛，并
与中国的戏剧人进行了学术对话。在题为“戏剧舞台的意象、
元素与方法”的讲座中，罗伯特·威尔逊一如既往地延续着自
己的“罗式风格”：细致、精确、完美。从会场空间的布置到灯
光的运用，乃至讲座中的静默、尖叫、表情、动作等，罗伯特·
威尔逊把讲座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用极为苛刻的视听
呈现和表演性动作，向观众“演绎”了他的舞台艺术世界。而
对于邀请罗伯特·威尔逊来华讲座，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刘杏
林表示，尽管罗伯特·威尔逊的演出对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很
陌生，接受起来还存在不小的文化差异，但国内从事舞台美
术和舞台艺术的人，都对他作品的视觉效果或者是视觉戏剧
有非常强烈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文本（也就是文学剧本）在
舞台上作用的重新理解，对视觉语言潜力的开掘及扩展，以
及对音响、演出节奏、演员肢体表演的重视，使人们看到了一
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甚至不好界定是戏剧还是其他艺
术的一种艺术。关注他的创作、实践，对中国戏剧界和舞美界
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舞台上的各种因素都是平等的

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罗伯特·威尔逊的作品以视觉和身
体的创造著称，这往往给人留下不注重文本的错觉，但他说
这是“误解”，“我的作品并不是不以文本为基础，文本很重
要，但是我把这个重要性同样留给了其他元素，例如动作、光
影或者布景等。舞台上的各种因素都是平等的，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有时候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视觉元素可以更好
地帮助我们去聆听，光影也可以给我们一双眼睛、一对耳
朵。”罗伯特·威尔逊喜欢自导自演，有时还去设计舞台、参与
化妆，在他看来，剧场中是不应该分门别类的，所有的要素都
应该有所涉猎，戏剧跟其他艺术都是相通的，无论是绘画、舞
蹈、建筑，还是诗歌、音乐等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对于中国的戏剧人而言，罗伯特·威尔逊的“无灯光则无
空间，无空间则无戏剧”影响颇大。灯光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
特殊的位置。罗伯特·威尔逊认为，灯光是戏剧空间创造最基
本的元素。有时候我们听不到演员在说什么，其实原因在于
我们看不到演员的脸，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灯光就像爱因
斯坦说的，是一切万物测量的标准，所以如果是一个舞台设
计师，应该先去研究灯光是怎么运用的。”罗伯特·威尔逊对
于灯光与空间关系的实践，引起了中国舞美设计师的思考。
在灯光设计师邢辛的经验里，舞台灯光只能是如何表现空

间、如何转换空间，舞台空间是
个物理概念。在这有限的空间内
你可以创造无限空间的幻觉，但
你并不能真正去无中生有地造
个空间。只有认识到创作是在有
限制的条件下进行，是在规定及
设置好的物理空间内创作，才能
激发你的艺术想象力。“想象力、
创造力是在特定的时空内进行
的，而非天马行空，这是舞台艺
术的美学魅力。”邢辛认为，这种
认识有助于纠正并减少我们永
远觉得舞台不够大、不够深、不
够宽，器材不够多的焦虑。“罗伯
特·威尔逊的演出是精致有序的艺术品，而我们当前大部分
的演出还是处于一种粗糙无序的阶段。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
喜欢他的最终呈现，但是他的这种精神与素养，值得我深深
地尊敬与学习”。

每一次创作的根都来自生活

讲座中，罗伯特·威尔逊向中国同行分享了《聋人一瞥》
《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弗洛伊德的一生和时代》《沙滩
上的爱因斯坦》等作品的创作过程，并对自己艺术创作的根
进行了追寻。“我的教育来自于街头和生活，这些就是我艺术
灵感的来源。”罗伯特·威尔逊说，我的学习就是通过动手去
做，然后在生活中去学习，生活是我每一次创作的根。“我们
自身的阅历、经验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

无二的。我的方式不一定对年轻人有用，但是我希望你们用
自己的生活阅历、经验进行创作，而我分享的这些只是希望
对你们能够有启发。”罗伯特·威尔逊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该怎么走，但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怎么走，那我们可
以选择不应该的反方向走下去”。

舞美设计师高广健认为，罗伯特·威尔逊的艺术实践促
使我们思考，戏剧应该用什么方式跟社会发生更深层次的关
系？如何以一个最普通的知识分子或社会学家的立场、角度、
观点、方式，对待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演出空间的作品，
因地制宜，用创意和我们自身经验和实践的积累，应对每一
个具体的创作问题。而在不同答案背后，高广健认为，能够折
射出我们自身的思考、当下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生存，以
及戏剧观众的流失等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戏剧人拿出自己

的态度和理解，去尝试一种非常规的表达方式。

伟大的演员会给观众留足想象空间

在罗伯特·威尔逊47年的戏剧生涯中，他从
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演员你应该怎么想。他训
练演员的方法是独特的，排练中给的提示也都是
形式上的，例如快一点、慢一点等。动作能否带上
记忆性，文本能否带上外在性，能否把内在运动与
外在语言配合起来，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罗伯
特·威尔逊最看重的是演员的展示，“我不会给每
一个动作强加一种解读或者意义。”这跟他反对自
然主义的戏剧观念有关，但是他也不否认表演的
真实可信性，演员的声音、动作、姿态、一切的举
动，最终还是要以真实为基础。“作为艺术家，我的
责任是创造，而不是阐释。”罗伯特·威尔逊认为，
解读文本并不是导演、演员或者舞美设计师的责
任，而是观众的责任，观众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反思
和回想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一个伟大的演
员应该如此，他不会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强加于观
众，而是会给观众留足想象空间。我的戏剧实际上

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戏剧，例如当我摸到手表上的水晶时，会
有一种清凉感；当我摸到自己的额头时，会有一种温暖感，这
就是事情原本的真相，但是我并不需要用语言去表达它，用
心去感受它。戏剧应该给观众这样的一种自由，让他们自由
地思考、自由地想象。”罗伯特·威尔逊说。

罗伯特·威尔逊处理表演、演员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方法
与实践，也引发了中国戏剧人的思考。导演李六乙认为，在
我们的戏剧史里，要么特别强调文本，追求文本的惟一
性，要么特别强调导演，夸大导演的决定性，要么现在有
钱了，舞台美术就成了最大的赢家。每一个部门都想争得
话语权，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缺失的是尊重观众。罗伯特·
威尔逊真正重视的是观众，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的戏剧发展
带来了很大的启示。

由江苏省文联、江苏省国画院联合主办的“大道朴心——魏镇柒拾山水画展”日前在江苏省美
术馆新馆举行。展览共展出魏镇近年来精心创作的70幅作品，其中不少为魏镇游览海内外自然风
光后的写生作品。魏镇系国画家魏紫熙之子，他的作品将其父的北派钩斫敷色和南派的水墨渲染
融合汇集，用笔苍劲浑厚，墨法变幻自如，富有秀润苍茫的意境。此次画展题为“大道朴心”，即以淳
朴自然之心承继家传之大道，接纳万象之变化，由此顺势求新。 （苏 文）

近日看到《文艺报》发表谢雍君评《温
州戏曲口述史》一书的文章《那些关于温州
戏曲的百年记忆》，读罢之后，笔者深受启
迪。诚如文章所言，“温州作为南戏的发源
地，《王魁》《赵贞女》《张协状元》等戏文在
当时问世，拉开了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帷幕，
这些留存在历史缝隙中的舞台影像撑起了
温州在戏曲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了新
时期，当人们担忧全国各大城市戏曲市场
正在衰微而温州一地的民间戏曲市场却异
常红火之时，这个南戏的故乡，再次回到人
们的视线中，成为戏曲界的一道风景。”而

《温州戏曲口述史》的出版，以对温州29名
戏曲人的采访、口述，甚至极其宝贵的被抢
救性地保留下来的演艺资料等，使该书不
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为作为文化名
城的温州树立起一种榜样。

口述史是一门学科。笔者举一反三，以
为作为南戏发源地的温州，从文化艺术的
发展史而言，还有很多门类（特别是已经列
为文化遗产的）的传承者已经年迈体衰，假
若我们不能将他们一身的绝活及珍贵历史
记录保存下来，让他们有朝一日带入黄土
地中被湮没，窃以为实有不孝子孙之嫌。如
越剧界知名演员黄湘芝、李香琴、周鹏奎等
已经先后亡故，浙南地区曾流传黄湘娟的

“抖”（指饰演《叶良盗印》中叶香），周鹏奎
的“吼”（指扮演包公全国越剧界首屈一
指）、李香琴的“丑”（指近代戏《啼笑因缘》
中老生反串丑角乌烟鬼）。我以为他们的舞
台艺术及绝活也很值得一记。新中国成立
初期，有“一本戏《十五贯》救了‘苏昆’”之
说；我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是新编《张
协状元》一本戏救了“永昆”。再则，我们从

哪些剧种尚能看到有南戏的痕迹？南戏又是从何处衍生的？
这也极需认真探讨和考证。有人说，“永昆”里有南戏的痕
迹，我认为，原“平阳和剧”的表演中更为明显。笔者1962年
调入温州市京剧团时，就曾经在永嘉剧院中观摩过剧团演
出的《洋河摘印》，其中由净角王琮饰演的角色，在升帐时

“起霸”的架势很粗犷，犹如木偶戏，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联想到平阳木偶戏、泰顺木偶戏在浙南地区流传的历史已
经很悠久。倘若是先有木偶戏后才有南戏，恕笔者妄加大胆
设想，当年的南戏是否就衍生于木偶戏？这个问题也很值得
细心考证并探讨一番。

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全面、切实研究并组织人员进行
如《温州戏曲口述史》那样的抢救性工作，尽快计划并落实，
写出口述史得以出版的缘由。全面展现各地文艺风貌及历
史贡献，抢救遗产是文化建设的一项迫切内容。再则，文化
建设需要一定的经费，必须科学、合理运用，绝不允许谋得
专项经费后又挥霍一空，没有建树。上述现象，不知全国其
他城市是否也存在，笔者以为值得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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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说

正在山东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三妹》，凭借扎实的口碑
收视一路飘红。一部没有“小鲜肉”、商业性，更不是高成
本、大制作的电视剧，如何以它的艺术性、思想性打了一场
以小搏大的胜仗？在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三妹》专家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导演习辛认为：

“明星的加入或会产生一定的‘粉丝’效应，但明星并非百试
不爽的良药，归根结底，观众喜欢的还是生动、有性格的人
物角色。”专家认为，电视剧《三妹》聚焦基础教育资源的社
会话题，通过讲述乡村女教师何三妹一生的悲欢离合，呈现
出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心中所爱的执著以及对命运不
公的反抗，并始终以笑容面对生活，传达给观众的是执著信
念、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唤起了观众对美好时光的重温，
是一部有情怀的电视剧。此外，剧中塑造的一批真实的、散

发着人性温暖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如史可扮演的基层干
部王琪，疾恶如仇、打抱不平，即使遭受了挫折，也不改初
衷，这样的干部是大量存在的，通过这个形象，能够传递一
种正面的力量。尤为难得的是，电视剧《三妹》一拍完，主创
团队便踏上公益之路，走访湖南、贵州等地的山区学校，为
基础教育事业的爱心公益献出一份力。该剧主创认为：“这
不但是一个电视剧，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对此深表赞叹，认为，制
作方、播出方不仅推出了这么一部作品，还由这部作品延续
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把一部电视剧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公
益活动，变成了一个对农村教师关注的社会话题，使文艺作
品产生更大的社会反响，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这是值得肯
定并需要推广的有益经验。 （任晶晶）

6月4日、5日晚，作为“同心筑梦·美丽河
北”河北省优秀剧目进京展演的重要活动内
容，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创排的河北梆子实验
戏剧《牺牲》在首都解放军歌剧院隆重上演。

该剧取材杨开慧烈士牺牲前在狱中的感
人故事。全剧通过对杨开慧的英雄人格、母
性人格、女性人格等不同人格侧面的刻画，展
开爱恨与情仇、坚守与放弃、灵魂与肉体、理
想与现实的戏剧冲突，集中描摹以杨开慧与
毛泽东之间伟大而又深刻的旷世之恋，反映
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
画卷，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这是继
成功创演河北梆子《孟姜女》之后，河北艺术
职业学院集聚国内顶级创作团队打造的又一
部河北梆子精品力作。该剧于2014年10月
份开始剧本创作，成功入选2015年河北省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项目，历经8稿的修改提
升，在完成舞美、灯光、服装、音乐唱腔等前期
创作后，与11月16日正式进行排练，2016年
1月9日、10日、12日晚在石家庄市人民会堂
成功首演。杨开慧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坚
定信念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牺牲精神令
现场千余名观众震撼和感动。

《牺牲》创排阵容强大，汇聚了彭惠蘅、雷
保春两位“梅花奖”得住以及国家一级演员刘
海军等河北梆子艺术名家。河北艺术职业学
院建校60年来，培养出了2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
得者。在人才培养的同时，学院自觉传承弘扬燕赵文
化艺术，创排的河北梆子《孟姜女》在全省各地巡演近
60场，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和省内重要演出活动，该院
已成为河北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艺 文）

当下，VR已经在诸多文艺领域得到应用：音乐会现场的VR直
播，全景立体视听空间概念下的VR电影，谷歌VR专用绘画软件让
360度立体的挥毫泼墨成为可能，VR通过“远程出席”的概念拓展了
戏剧空间，催生了新的戏剧“场”……而这些仅仅是VR给各个艺术
门类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VR又带来了更强的各种艺术形态之间
的交互融合，未来可能催生出更多样态的艺术形式。近日，中国文联
文艺资源中心邀请20余位VR艺术家、研究者和产业先行者在京举
行了“VR艺术沙龙”，以“VR的艺术潜力和艺术也许”为主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和探讨。

中山大学教授翟振明及中科院高级工程师张之益分别做了主题
演讲，从相对宏观的层面介绍了VR艺术；从概念上明确何为VR、何
为VR艺术以及VR艺术的审美文化背景。之后，由VR内容产品研
发领域的先行者数字王国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其最新的VR概念型
项目，通过影片的方式将VR为文化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了生
动的展示。由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打造的中华数字美术馆展示了
对VR艺术展的策展、布展、管理等进行的实验性尝试，它不仅作为
理念对传统展陈空间进行了数字化延伸，而且作为现代科技前沿的
综合体现创造着美术馆的新未来。 （小 文）

业内专家探讨VR的艺术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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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三妹》：

一部电视剧推动了关注农村教师的社会活动

爱国主义历史题材多媒体民族话剧《共同家园》日前在
京演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在西藏自治区文化厅
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共同主办的《共同家园》专家研讨会上，
与会者认为，《共同家园》深入挖掘了一段不为人熟知的真
实历史故事，讴歌了民族团结、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谱写
了一曲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英雄赞歌，具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剧故事脉络清
晰，舞台调度和谐流畅，多媒体技术手段的运用给人以史诗
电影般的壮阔观赏感受。藏族演员们的表演颇见功力，显示
出独特的魅力和很强的感染力。此外，与会者还就该剧存在

的不足和有待提高之处提出了中肯意见。
据介绍，创排《共同家园》一年多来，该剧导演白皓天

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先后14次赴藏开展工作，确定主
创、筹建剧组，深入农牧区采风体验，现场指导创作演出。
主创团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对该剧进行打磨，力争将其
打造为一部弘扬中国精神、体现民族特色的话剧精品。中
国国家话剧院还将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加强合作共建，将
西藏话剧团作为国家话剧院的基层联系点和结对帮扶单
位，定期开展系列活动，形成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长效工
作机制。 （王 觅）

话剧《共同家园》：谱写民族团结的英雄赞歌

戏剧戏剧，，让观众自由地让观众自由地
去思考和想象去思考和想象

美国戏剧家罗伯特·威尔逊来华分享创作经验——

□本报记者 徐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