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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评传》修订版再现了人民日报社原总
编辑邓拓的生平，翔实而客观地评价了他的人
生际遇和文化贡献。邓拓的形象在作者笔下更
加生动亲切，于朴实中蕴含着思想者的光芒。作
者秉持严谨的学术风格，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
做到言之有据，征引翔实。本次再版，邓拓之子
邓壮提供了很多照片资料，为该书增添了些许
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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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本报 2013 年 9 月 20 日休刊 1 期，特此告知。

倘若绘制一幅有关当前戏剧生态的艺术图谱，小剧场戏
剧无疑将作为重要的创作类型，成为人们观察戏剧文本创作、
审美走向、文化趣味、市场选择时难以绕开的艺术形态。近10
年来，京沪两地的小剧场戏剧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深受观众
喜爱、市场与社会效应俱佳的作品，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隐
患。2010年前后，由于小剧场戏剧的创作水准、演出门槛比较
低，个别制作团体在片面追求票房和市场效应的过程中，上演
了一些制作浅浮粗陋、草率仓促的剧目，这些剧目不仅没有得
到好口碑，反而造成了小剧场戏剧艺术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9月，文化部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全国
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希冀通过展演加研讨的方式为国
内小剧场戏剧的健康发展理清方向。此后，与小剧场戏剧相
关的展演活动日益增多。这些不同类型、规模的小剧场戏剧
展演活动，不仅助推了小剧场戏剧的观演热情，带动了创作
者艺术理念、市场观念的调整、变化，而且体现了相关文化
主管部门对小剧场戏剧的关注程度和扶植力度。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引导和扶植后，时下的小剧场戏剧创作又呈现出怎样
的发展态势，体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新问题？由文
化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3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刚刚
在京落幕。这是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小剧场戏剧展演活动，无
论是作品的题材、样式，还是参与人员的组成、制作团队，乃至
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正反经验，都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探
讨的创作话题。

新团体、新力量促进小剧场戏剧耳目一新
据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吴然介绍，2012年北京舞台演出

的票房总收入是 15.27 亿元，全年营业性演出 21000 多场，其
中，小剧场演出占整个演出的 1/3；而截至 2013年上半年，小
剧场戏剧的演出依旧占整个演出场次的 1/3，这就相当于在
北京每天60场的营业性演出中，小剧场戏剧就占到20场。这
一系列的数字表明，我们的戏剧创作生产格局正在发生显著
的变化。

国有话剧院团难以一枝独秀，它们推出的剧目也不再是
观众走进剧场的惟一选择。众多小剧场戏剧演出的背后，是越
来越多民营戏剧团体、制作机构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民间
戏剧创作演出的活跃，像北京的李伯男戏剧工作室、优戏剧、
黄盈工作室、开心麻花、哲腾文化、盟邦戏剧、木马剧社、戏逍
堂、龙马社等，都是伴随戏剧市场的逐渐成熟、稳健，在小剧场
创作领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一定的票房号召力的。与此同
时，在小剧场戏剧的创作实践中，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戏
剧编导人才，如李伯男、王翀、黄盈、邵泽辉、赵淼、周申等。他
们有各自的创作理想和审美追求，都在积极打造属于自己的

艺术风格和舞台标识。种种探索努力为他们赢得了稳定的青
年观众群和艺术追随者。

新团体、新力量的加入，使得小剧场戏剧的创演面貌发生
变化。从本次展演看，民营剧团制作的剧目约占参演作品总数
的一半，在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来，“民营剧团已经成为小剧
场戏剧的主力军”。此外，以国有戏剧院团为主导，基层话剧团
体、转企改制的戏剧院团的加盟，也基本上反映出当下小剧场
演出市场兼容并包、多元并存的现状，它们共同推动着小剧场
戏剧演出的繁荣。吴然认为，与前几年相比，小剧场戏剧创作
显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反映时代特色和主流精神的作
品多了起来；同时，通过鼓励不同艺术样式的参与，小剧场戏
剧已逐渐扩展到了各类演出样式、各种表现风格，演出形态更
加丰富，令人耳目一新。

文学性不足仍是薄弱环节
在此次参展的25部作品中，除了改编自国内外优秀文学

作品或者对历史上经典剧目进行创新演绎的作品外，共有15
部原创剧目。就原创作品而言，现实题材无疑是最大的亮点。
像《彼岸》《建家小业》《女人初老》《向上走，向下走》《招租启
示》《妄谈与疯话》等作品，都把视角放在了探讨现实生活中爱
情、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上，描述现代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展
现出青年一代奋力打拼、追寻梦想的历程。虽然都在关注当代
人的所思所想，但清一色的“致青春”系列，难免让人觉得缺少
点丰富和多元的风格色彩。有评论者认为，这种创作倾向的出
现与走进剧场的大都是青年观众不无关系，因为表现年轻人
的情感和生活，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但现实生活是丰富
的，适合小剧场表现的不仅是私人的情感，其话题理应具有更
为深刻的社会性和前瞻性，理应在把握人的复杂性和现代性
上有所作为。这就涉及了文学性的话题。

北京剧协秘书长杨乾武认为，从近一个时期小剧场戏剧
的创作内容看，有些剧目不是在用文学思维、剧场思维进行
创作，而是习惯于单向度的影视思维，不自觉地就把影视剧
创作中曲折离奇的故事、家长里短的人情、缺乏内敛的人物
形象搬到舞台上，剧情略显拖沓。童道明认为，如今的小剧
场戏剧演出，笑声有时候会成为衡量演出成败与否的市场杠
杆，像“一个半小时200次笑”这样的宣传卖点也时常见诸
报端。“我们希望小剧场戏剧能为观众带来笑的愉悦，但是
这样的笑不能是廉价的，而应富含文学基因和思想力度。”童
道明说。在喜剧性与形象塑造的结合上，小剧场戏剧的创作者
还应该继续努力。

“小剧场”不是“大剧场”的缩小版
新时期以来，小剧场戏剧一直是在两个向度上向前发展，

一个是叛逆、实验、先锋，注重剧场性、个体性的探索，寻求戏
剧发展的多种可能，像《绝对信号》《屋里的猫头鹰》《思凡》

《切·格瓦拉》等；一个是回归现实、关注民生，像《留守女士》
《同船过渡》《情感操练》《www.com》等紧跟时代跳动的脉搏，
展现社会转型在人们内心世界掀起的波澜，呼唤人间的真善
美。两个向度虽然艺术风格不同，但却都在充分利用小剧场空
间小的特性，积极探寻戏剧与当下对话、互动的方式、路径。此
次展演，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两种创作倾向。像《向上走，向下
走》《保尔与冬妮娅》《彼岸》《纪念碑》等剧，都在小的空间演绎
和呈现出历史、时代的大格局，用一幕幕悲喜剧传递着人性的
复杂与困惑。

导演査明哲认为，小剧场戏剧在新时期的重新崛起，“救
亡”是它的重要责任。虽然如今的小剧场戏剧已经占据了话剧
演出的半壁江山，但无论其发展规模如何，小剧场戏剧的艺术
特性和思想锋芒不能丢。首先，小剧场戏剧不是大剧场的缩小
版，真正带有小剧场戏剧艺术个性的作品，两种剧场空间是不
能随意置换的。其次，小剧场鼓励开放的思维，要坚持现实主
义，但也要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然而，现在看来，我们在这方
面的探索层次较浅，虽然学到了西方的不少表现手法、吸收了
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养分，但是对内容的思想把握、精神开掘
还不到位。

小剧场戏剧要有清晰的文化定位
面对市场与生存、商业选择与艺术坚守之间的冲突，小

剧场戏剧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陶子认为，商业化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同质
化，很多从事小剧场戏剧的人往往看到某一个题材、某一种
艺术类型火热后就都一拥而上，向着同一个方向挺进，这样
一来，观众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艺术探索离不开大的文化
背景，为了走市场，把一切商业化的元素都塞进小剧场的做
法并不可取。

此次展演中，很多剧团选择了经典文学作品、经典剧目的
改编、新排，不容否认，有些作品充满新意，利用当代意识很好
地激活、丰富、发展了原作的精神蕴涵，但也显示出创作者在
艺术表现形式、探索方向上趋同的弱点。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王敏认为，像《雷雨》《雾都孤儿》《黄粱一梦》等剧都不约而同
地选用了叙事体的形式，添加了过多的情感阐释，这些评价意
识、间离效果的出现，使得演员的表演张力大打折扣，影响了
观众对剧作精神的把握。她认为，质朴的演出并不见得文化内
涵缺失、简陋的舞台并不意味着艺术质量低下，有了好的剧
本，创作者还是应该在精湛细腻的表演上多下功夫。这些真正
考验演员功力的东西不能虚化。

（摄影/王雨晨）

小剧场戏剧小剧场戏剧小剧场戏剧：：：小空间要有大格局小空间要有大格局小空间要有大格局
□本报记者 徐 健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和陕西省社会公益基金
会主办的“中国梦·学子情——大型中秋助学圆梦活动”，9月
14日在咸阳宇宏·健康花城举行。20多位作家书画家汇聚一
堂，共同为陕西特困学生尽一份绵薄之力。活动中，各位作
家、书画家们把为本次活动创作的书画作品现场捐赠给陕西

省社会公益基金会，由咸阳宇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30万
元义购。陕西省社会公益基金会将这笔爱心善款现场捐赠
给了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咸阳师范学院、乾县城
关镇丈八完小学等学校的在校贫困学生。3所受捐赠学校分
别向《中国作家》杂志社赠送了锦旗。 （籍 云）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9月15日，第六
届（2012年度）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颁奖
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何建明、陈建功、高洪波，鄂尔多斯市
市长廉素、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部长苏
建荣等出席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由《中国作
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主持。

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共有
11位作家获奖。优秀奖为肖亦农的《寻找毛
乌素》、王蒙的《悬疑的荒芜》、孙未的《瓶中
人》、阿来的《普布与丹增》、范小青的《高楼万
丈平地起》、艾玛的《井水豆腐》；新人奖分别
由杜文娟的《阿里 阿里》、邹谨的《蜀道重
光》、苏怀亮的《木石村庄》、王妹英的《一千个
夜晚》、紫金的《第四情报组》获得。其中，大
奖空缺。颁奖仪式上，莫言被鄂尔多斯市政
府授予“鄂尔多斯荣誉市民”，葛水平被授予

“鄂尔多斯荣誉牧民”。
王蒙代表优秀奖获奖者讲话。他说，这

是一个向文学劳动致敬的奖项，这是一个鼓
励作家坚持码字、爬格子的奖项，这是一个向
坚持写作的精神致敬的奖项。今天的文学比
以往面临更多的冲击和挑战，许多人说，文学
正在死亡，小说正在死亡，纸质书正在死
亡。但我相信，文学的所谓弱点正是它的优
点，正是它的“不直观”使经典魅力永存，
使读者的思想、想象以及学习、分析的能力
得以伸展。他希望，“所有喜欢写的，能写
的，想写的，写过的，没写过的，得过奖
的，没得过奖的人，都坚持写作。因为文学
的前途依然光明”。紫金代表新人奖获得者
发言，她根据公安部“清网行动”创作的剧本

《第四情报组》获得好评。她说，剧本创作解
放了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天性，它让我从小说
和文学的种种限制中挣脱出来，重新体验到
文学的激情和活力所在。

《空中花园谋杀案》《纪念碑》 《浮生六记》

“中国梦·学子情”中秋助学圆梦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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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6日，由中国美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国家画院共同主办的“镕铸丹青——覃志刚书画展”在中国国
家画院美术馆举行。来自书画艺术界数百人参加开幕式。画展

当天还举行了其书画作品研讨会。
展览展出了覃志刚百余幅作品。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

认为，覃志刚对绘画、书法有着独到的艺术见解和深厚的笔墨
功底，遵循书画同源，师古法而精创新，
坚持钻研，不断探索，创作了大量优秀
的艺术作品。其绘画作品笔墨变化丰
富，画面浑厚华滋，疏空韵远，树石云水
点染皴擦之间直追古人心意，更将行草
书风融入绘画之中。他的山水作品大气
磅礴，似擂鼓崩云、铿锵有力；其书法创
作尤善行草，清雅疏朗，又有豪迈奔放
之气，更有独特的意蕴品格，再加上艺
术家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经验，笔墨之间
翰逸神飞，气韵生动，透露着开朗豁达
的胸怀和气象天成的艺术造诣。

覃志刚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文联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在纷繁公务之余
从事书画创作。与会者认为，他用工甚
勤，悟性极高，善于从各门类艺术中汲
取营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用心用
功，日积月累，终收获了艺术上的繁花
硕果。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颜慧） 9 月 14 日，以“树立核心
理念，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严昭柱美学专著《自
然之美》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太湖文化论坛、
作家出版社主办，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国
务院副秘书长王仲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王能宪等近30位专家与会研讨。

张梅颖在会上指出，《自然之美》显示出一个学
者的治学精神和社会抱负。严昭柱凭借着攀登人文
高峰的勇气和精神，严谨扎实、笃学尚行的治学态
度，理论联系实际，倡导生态文明建设，这反映了一
个学者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思和
觉悟。

王仲伟谈到，此前国务院发布了治理大气污染
的十条措施，环境问题备受关注。在这样的背景
下，包括严昭柱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通过理论、
专著、文章等宣传正确的自然观，弘扬生态文明，
营造全民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意义
重大。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许多孩子普遍远离大自
然，如何真正让自然之美在整个社会中发挥应有的
影响，这是本书带给读者的启发。

与会专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等话题展开讨论。
他们认为，美育是美对于人的灵魂的牵引和光照。
在《自然之美》 一书中，作者特别肯定了自然美的
特殊的情感教育功能，论述了自然美的情感陶冶作
用、心境转移作用、情感宣泄作用、心灵净化作用
等。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文化自觉，“自然美”的教
育，已经成为一种“生态文明”教育、“建设美丽
中国”教育的关键一环。科学把握自然美、发挥自
然美的美育功能，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应对生态危
机的挑战是一个重要的认识维度。《自然之美》 以
科学的方法、事实和严密的论证，揭示了自然美的
本质及与其他领域的联系，对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
课题、生态危机挑战做出了应答。它使我们更加深
入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亲密关联，特别是优美的自
然环境对于人的物质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
养育作用。

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严昭柱现任太湖文化论坛
主席，至今已在国内多家报刊上发表大量有关哲学、
美学、文艺理论、文艺评论及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文
章。

马建辉、刘润为、董学文、王仲、涂武生、陈筠泉、
张陵、王宏建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由中国社科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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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铸丹青——覃志刚书画展”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中秋将至，全国各级电视台
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委《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
俭办晚会的通知》要求，纷纷采取措施节俭办中秋晚会，在
演出场地选择、演员阵容控制、舞美灯光制作规模等多方面
做了精简与调整，不少电视台则调整了节日报道安排，取消了
中秋晚会。

据中央电视台负责人介绍，央视中秋晚会是央视自创的
重点品牌晚会，今年将于9月19日晚在广东梅州与全国电视
观众见面。本着“节俭办秋晚”的宗旨，今年晚会大幅度缩减
了“明星”比例以及出场酬劳，增加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
杂技、武术、木偶等传统艺术节目，同时不再从外地邀请艺术
团体担任伴舞，全部选用梅州当地文艺院团承担。晚会场地
从室外大型广场改为体育场，以充分利用场内原有设施，大幅
压缩舞美、灯光、大屏幕的经费，并取消了焰火燃放。

北京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主任李兰介绍，该台今年中秋
晚会将秉持“节俭、实效”原则，合理利用电视技术手段，处理
好小荧屏和大舞台的关系，最大范围降低舞美灯光、视频制

作、服装道具等“面子”上的浪费，让普通老百姓成为晚会的主
角。李兰说，北京电视台以前在卢沟桥办中秋晚会，场地比较
大，今年将把场地挪回到台里。同时，严格控制成本，杜绝高
价演员和所谓的“豪华阵容”，更多从百姓身边的题材入手，增
强互动交流，把舞台延伸到普通观众中间，让他们从被动欣赏
者转变成主动参与者，突显出“联欢”主题。

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均表示，今年将不举办中
秋晚会。

据了解，中秋节期间江苏卫视将以新闻报道、专题节目、
专家与百姓访谈等形式弘扬传统文化，多个栏目将围绕2013
海峡两岸中秋灯会等活动开展节日报道，介绍中秋民俗传统、
文化风貌以及风格各异的江南水乡元素、台湾和妈祖文化等
特色文化，为观众送上一份丰富的收视菜单。

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介绍，中秋前后，钱江潮蔚为壮观。
中秋节白天，浙江卫视将对钱江潮进行3小时直播，并在23时
后安排一档“明月共潮生”特别节目，实时呈现明月与钱江潮

“相映成趣”的特别景观。此外，浙江卫视还将制作若干体现
“合家团圆”的电视宣传片，在中秋前夕滚动播出。

浙江卫视节目中心晚会部主任裘鸿维说，“节俭办晚会”
可以迫使节目生产者更多考虑从形式、内容上创新，而不仅仅
依赖于大牌明星，有助于电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赵仁伟、明星、蒋芳、段菁菁、白瀛）

各电视台节俭或取消办中秋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