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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戏剧小品离不开
“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

□梁秉堃

近30年来，戏剧小品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
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有的作品至今仍然屡演
不衰，持久地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在小品艺术
理论的建设上是严重不足的，这使得小品创作多
少带有一些盲目性，缺乏沟通和指导，也正是这
些不断滋生的盲目性影响其健康成长与发展，以
至出现了创作观念停滞不前的现象。在刚刚结束
的第九届全国电视小品大赛上，笔者作为监审评
委，全程观摩了此次大赛，对当前小品创作反映
出来的问题感触颇多，喜的是创作还算繁荣，忧
的是在一些老问题尚未得到重视和解决的时候，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如果从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演出的《吃面条》算起，戏剧小品已经有 29 年的
历史，成为一个“壮汉子”了。然而，它究竟有个什
么样的来历呢？大约了解的人并不太多。就笔者
所知，戏剧小品有两个母体，一个是戏剧院校教
学中用的教学小品，另一个是戏剧院团在排练剧
目中用的排练小品，像北京人艺排练《茶馆》时的
小品《鹌鹑斗》，就是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般的
说，这两种小品都是不与观众直接见面的，但是
现在能够独立演出的戏剧小品，正是在上述两种
小品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吃面条》让戏剧小品

“一炮打响”，不仅使其成为各类电视文艺晚会的
“常客”，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出现了一批为全国
观众所喜爱的作品、编剧、演员。那么，当前戏剧
小品创作的艺术难点和问题在哪儿？又有什么解
决方式呢？

要“装得下”，不能“大脚穿小鞋”
在戏剧小品创作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最

重要的是选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处理不
好，就会导致全盘皆输。怎么选材呢？简单地说就
是三个字——“装得下”。有一位老剧作家曾经说
过，独幕剧应该表现的典型事件是：赌场上赌徒们
最后决定输赢的摊牌，医院急诊室里患者突然获
救的苏醒，足球赛场上最后一分钟出现的平局，妇
产医院里难产婴儿几经周折的落地，公安人员证
据齐备破门而入的逮捕，等等。这些富有很强突变
性的戏剧场面之设计，对于写戏剧小品应该是很
有启发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进行艺术创作的素
材很多，但是并不是都适于写戏剧小品。写戏剧小
品必须从时间、地点，到人物、情节都能“装得下”，
而不能“大脚穿小鞋”超负荷运行。现在有些戏剧
小品所以写得啰唆、拖沓，不好看，缺魅力，一个重
要的因素是想表现的内容过多、太复杂，让戏剧小
品负担过重。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抓住
其余，淹没一点。这里，有必要重温鲁迅先生的话：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选材确定之后，戏剧小品在艺术上到底应该

如何定位呢？也就是说，在戏剧的三要素——人
物、结构和语言以外，要有什么不同于其他戏剧
门类的艺术特性呢？笔者认为，起码有两条创作
规律是必须遵循的。其一，小品要敢于和善于“抓
住一点，不及其余”，即“小中见大，举一反三”；其
二，小品容许甚至必须是“动作性与叙述性”并
存，演员可以在戏剧当中出出进进，时空也可以
自由转换，来得快去得急。对于这种独特的艺术
形态，主创人员在小品创作构思的时候，善于奇
思妙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同时，这种来之不易
的艺术“高招儿”，最好是不曾有人用过、平中见
奇又出奇制胜，并且还要逼人三思、耐人寻味的。
总之，“人物少、时间短、篇幅小”的戏剧小品，创
作者如果缺乏高超的机智，是根本组织不好，甚
至是组织不起来的。这里以获得本届小品大赛二
等奖的《打虎之后》（深圳市“开心超市”团队演

出）为例，它的构思方式、创作技巧值得借鉴。
该小品明写武松打虎的故事，却偏偏抓住了

“之后”来写，而且在“之后”当中也不去写武松，
而是写了纷纷与武松来争食和瓜分奖赏的知县、
师爷、老板娘、衙役和猎户们，而且这些人各有各
的歪理邪说，最后竟然落了个“你有我有全都有”
的可怕结果。这就是小角度，大视野，“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主创人员通过不断抛出的“高招儿”，
为观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应讲究含蓄性，让观众有所回味
诚然，这些“高招儿”也不可能是俯拾皆是，

唾手可得的，相反，只有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才能
产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小品，概括、凝练、集
中，都是不能忽视的美学手段，也是为其带来艺
术力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创作小品的第一道

难关，非要下定决心，花费很大力气解决不可。在
笔者看来，眼下有不少戏剧小品之所以缺少观众
口碑，在创作上失败了，与这第一步没有迈准、没
有迈好有很大关系。

由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演出的小品
《闭嘴》，本届大赛获得了一等奖。该小品的主题
思想是提倡民主作风，要求各级领导都能够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能够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声
音，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故事是这样的：新
兵小张由于平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积极性受到
了严重压抑，竟然在半夜三更，万般无奈地演
出了一场“梦游戏”，并且是以连长的身份出
现，他严肃地、严厉地警告班长必须要好好听
取“有思想”、“勤思考”的小张关于军事训练
的种种意见和建议，绝对不能老让人家“闭
嘴”，而面对这一切，班长也服服帖帖地接受了

上级的指示……当大家因为听取小张的建议，
避免了一场意外事故的发生而兴奋不已的时
候，班长突然面对观众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
小新兵，可为啥非要装个梦游呢？”于是，大家
一下子愣住了，鸦雀无声，在思索当中灯光缓
缓地熄灭，全剧结束。这种含而不露的神来之
笔，言有尽而意无穷，在演出戛然停止以后，
又给观众打开了一片能够继续“思索”的新天
地，可谓意义深远，妙不可言。小品的成功奥
秘在于把一个相对深沉、复杂的思想，包装在
一个非常通俗的艺术形式里，以平易近人、深入
浅出的方式，向观众娓娓道来，在生活化、性格化
的喜剧氛围中，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小品要讲究含蓄性，应该让观众看了以后留
有余味，并久久不能忘掉。《打虎之后》在这方面
的探索也是可取的。在打虎活动当中，武松打死
了一只猛虎有功，理应被重重奖赏，共发奖金
50万元，而其中知县分得25万元，师爷分得10
万元，老板娘分得5万元，猎户分得5万元……
真正给武松留下的只有 32 元 2 角 1 分钱了。老
实说，看到这里观众的心里就已经不是滋味
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主创人员又突然来了
重重的一笔——如果武松顺从地把这连零头都
不够的奖金拿走也就罢了，要是认为根本不公
平、不合理而拒绝接受，那么大权在握的知县
老爷就要明确宣布，老虎是国家稀有的一类保护
动物，武松非但没有功劳反而要被追究违反环境
保护法的罪责，并要加以重重的惩罚。此时，观众
虽然嘴上还在笑，但内心却是愤愤不平的，因为
他们很容易就从现实生活中联想到同样的许多
事例来。这使笔者想起了老舍先生所说的话：“能
让观众在看戏时含着眼泪地笑，才是深刻的喜
剧！”

在话剧舞台上，焦菊隐导演一直强调“欣赏
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虽然这是对话剧艺术的
最高要求，但也是戏剧小品创作应该追求的目
标。纵观近些年的戏剧小品创作，很多创作者仅
仅满足于表达，而不注重沟通，仅仅停留在阐释、
图解一些观念、人物类型，而没有去深入挖掘人
物的喜剧感、深刻性，没有考虑到观众对这些问
题的思考和认识，使得小品演出脱离现实、脱离
观众。从一定意义上看，戏剧小品有点像美术家
笔下出色的漫画，它需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的艺术感觉，需要夸张、写意、敏捷、突变、灵活、
简洁、含蓄的美学韵味。它在创作上是有规律可
循、有章法可依的。戏剧小品创作最为高明、最
不同凡响的地方，不是拼凑笑点、制造话题、
追求语言快感，而是能从接近高潮或者接近结
局的时候写起，把矛盾冲突最紧张、最激烈、
最尖锐、最复杂的重要时刻呈现在广大观众面
前，那样出来的作品才有戏、有味，能够经得起咀
嚼、联想和回味。

■评 点

诗、乐、舞的艺术融合
——评舞剧《孔子》 □韩宝全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民族舞剧《孔子》
以《幽兰操》为音乐主旋律，通过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等形
式，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全剧饱含浓郁的历
史人文情怀，气韵脱俗、诗意沛然、品质精良，以诗、乐、舞
相融合的形式，艺术化地展现了孔子的生命激情和思想魅
力。

近年来，以孔子为主人公，展现孔子人生经历、思想体
系的文艺作品并不鲜见，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舞台演出，
都在孔子形象的塑造上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尝试和思考。然
而，孔子毕竟是一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具影响力的人
物，任何艺术上的加工与创造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不小
的争议。用艺术的方式走近孔子，不仅要展现孔子的儒家
思想、人格魅力、精神特质、智慧光芒，更要传递源远流长
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蕴含其中的当代价值和民族
精神，尤其是后者，难度可想而知。该剧从盘古开天地、诸
国纷争、天降仲尼拉开序幕，以人物传记式的表现方式，通
过孔子的思想脉络和生活轨迹两条线索铺陈叙述，在孔子
形象的塑造和开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剧中，孔子为了心中的理想率领众弟子奔走于列国之
间长达14年，在国君、臣民、理想之间，孔子进谏、入世、出
仕，恪守礼制。但孔子心中坚守着的“道”，在那个时代是不
合时宜、不被理解的，残酷的现实不断击碎他心中的“大
同”梦想。虽然可以寄兰作操，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

“君子”之气节，面对世间的风雨责难。子曰：“朝闻道，夕死
可矣。”为了某种信念，可以终其一生，不惜生命，这恰恰是

《孔子》所要表达的主题蕴涵。该剧把孔子的内心冲突放大
成一场舞蹈，放置于时代、国家、自然等众多的关系中，寻
求某种强烈的戏剧感。孔子周游列国的生命历程，是一次
不断碰壁的旅程，一次永远无法完成梦想的不归途，一次
求而不得的坎坷路。这样的历程也许是孔子最黑暗的记
忆，但也可能是他最充满希望的时光。该剧传达出的或许
正是个人、社会乃至一个国家对信念的坚守和追求，这是
创作者最想让观众感受到的精神蕴涵，也是《孔子》在当下
演出的最大意义。

从舞蹈上看，该剧分为《序·问》《乱世》《绝粮》《大同》
《仁殇》《尾声·乐》6部分，每一部分创作者都设计了极富
历史意蕴和民族特色的舞蹈。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古典舞和汉唐乐舞的元素，也能感受到现代舞、民间舞的
表现手法，所有的舞段皆因剧情而产生、为剧情服务。叙事
性舞蹈的大量运用是该剧艺术表现的一大特色。这种舞蹈
语言要求思想控制心灵，心灵控制节奏和气息，演员只有
完全沉浸在角色中，才能使角色活灵活现。剧中，孔子对于
礼崩乐坏的失望，对于大众声音的倾听，对于困境的弦歌
鼓瑟，对于暴政的挣扎，对于弟子的情谊，在独特而精致的
肢体语言中交织成一场心灵的舞蹈。这种心灵呈现的不仅
是历史的回响、生命的闪光，更是一次跨越千年的对话，一
次精神理想世界的畅游。如孔子于杏树之下设坛讲学，七
十贤徒，三千弟子，手捧书简，听闻讲学。学生们提出各种
各样的问题，孔子耐心地一一解答、传道、授业、解惑、明
德，一片朗朗景象。就在这时，孔子离开家乡时的景象悄然
而至。昔日的杨柳青青，四处皆是盎然生机。仕女们曼妙的
舞姿呈现着当年之景，演员的舞蹈与背后的画面同时再现
了民间生活的生动场面。然而，就在这些美好的民间生活
场景背后，反衬出的却是孔子别样的心境。一面是梦想与
现实之间的错位、碰撞，一面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

来思，雨雪霏霏”的浪漫，饰演孔子的演员把这种矛盾的状
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剧在舞美空间设计上大胆革新，以一种既能体现剧
作内容且适合舞剧这种表现形式的核心主体形象——竹
简作为主体，这种刻有《诗经》的竹简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历
史文化特征。如此一来，剧作内容表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
不断希望自己的思想得到认可却又被不断拒绝的过程，竹
简的出现既是他每到一个城池希望被接受的实物，也成为
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载体。同时，通过写意和诗化的造型手
段，该剧对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氛围进行了艺术再
现，将具有时代特征的装饰与强烈民族文化韵味的视觉符
号相互融合，为烘托孔子不屈的气节和风骨做了美学上的
铺垫。此外，音乐、音效和画外音的设计和制作，也为该剧提
供了丰富的听觉感受。全剧的音乐由12首颂歌构成，每段
之间辅之以自然音响和讲述者画外音的表述，这样的音乐
构思为舞剧的情感抒发编织了浓郁的艺术情境。该剧的音
乐曲调强调山野之趣，带有大自然的气息，不仅让人有身临
其境之感，而且可以静静地感受到音乐对心灵的抚摸。

近些年，国内的舞剧市场并不景气，观众还待进一步
的培育。由于还没有形成一定数量的成熟观众群，票房常
常难以支持创作排练的成本，尤其是原创民族舞剧，更是
举步维艰。如何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欣赏舞剧、了解舞
剧，如何在审美不断变化的今天保持舞剧的生命力，这是
每一个舞剧人都应认真面对和思考的课题。舞剧《孔子》的
探索值得关注，它跳出了以往宏大题材的拘囿，在诗、乐、
舞的艺术融合中，进行着舞剧民族化和时代化的艺术实
践；它用肢体的语言展现了生命的极致，完成了我们这个
时代艺术家对历史、对传统、对文化最为虔诚的表达，也显
示了一个剧院的创作勇气和文化担当。

首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开幕仪式
将重磅推出 Gala 晚会。“Gala”一词在
英文中的释义为节日的、欢庆的盛会及
各类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组合灵活。
芭蕾 Gala 则是在一台独立的演出中，
即特定的时间长度内，依次上演各种类
型的芭蕾舞剧代表性片段，以及短小而
完整的舞蹈节目。Gala是芭蕾舞表演的
一种特殊的、突出的形式，近年来在欧
美和韩国、日本等地广为采纳，并受到
推崇和好评。我国也尝试举办过芭蕾和

其他舞种的Gala，且初获成功，拥有了
一定的观众群和市场基础。

首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的开幕
Gala，既是整个演出季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和特色的芭
坛盛宴。开幕 Gala 的参演方汇聚了当
今世界几大著名的芭蕾舞团、剧院，包
括中央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法国
巴黎歌剧院、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
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澳大利亚芭
蕾舞团、美国旧金山芭蕾舞团、中国香

港芭蕾舞团。这些团体在关注芭蕾的人
们当中可谓有口皆碑，能够亲眼目睹其
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演出，确实机会
难得。

此外，这台 Gala 在剧目选择和表
演程式上也有新颖别致之处。举例来
说，在整台晚会的结尾，几对明星搭档
将轮流表演《堂吉诃德》中俏皮风趣的
一小段双人舞，观众可以通过相同的舞
段，一窥明星们不同的表演风格。

（竹 子）

首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开幕GALA即将华丽登场

戏剧小品创作最为高明、最不同凡响的地方，不是拼凑笑点、制造话题、追求语言快感，而是能从接近高

潮或者接近结局的时候写起，把矛盾冲突最紧张、最激烈、最尖锐、最复杂的重要时刻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那样出来的作品才有戏、有味，能够经得起咀嚼、联想和回味——

随着京剧《天下归心》的上演，由北
京市文化局主办、国家大剧院承办的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暨
2013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在北京拉开了
帷幕。从 10 月 7 日至 12 月 7 日，来自中
国、英国、西班牙、瑞士、摩纳哥、丹麦、波
兰、智利、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6台剧目将在包括国家大剧院、首都剧
场、长安大戏院、海淀剧场等在内的北京
多个剧场进行百余场演出。其中，戏剧方
面，包括北京人艺话剧《小井胡同》、中国
台湾亲爱的剧团话剧《收信快乐》、朱宗
庆打击乐团音乐戏剧《木兰》、林兆华戏
剧工作室话剧《刺客》、台湾果陀剧场悬
疑喜剧《步步惊笑》、波兰波兹南新剧团
话剧《十二怒汉》、英国1927剧团先锋作
品《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等。

在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4 日举行的
“2013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中，10台23场
精彩演出汇集了 7 国名团的优秀作品。
10月23日起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罗密
欧与朱丽叶》《天鹅湖》两部作品将为这
次舞蹈盛宴拉开帷幕，带来传世经典的
先锋解读；同期的亚洲知名舞团云门舞
集2将献上林怀民爱徒伍国柱的遗世之
作《断章》；北京现代舞团也在《春之祭》
百年纪念之际奉献新版《春之祭》的首
演。同时，西班牙国家舞蹈团的《法鲁卡》

《波莱罗》《美狄亚》弗拉明戈三合一精

选、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的当代
版《吉赛尔》、丹麦国家舞蹈团以经典爵
士老歌呈现的《爱之歌》、中国国家芭蕾
舞团的《堂吉诃德》等重磅大戏也将陆续
呈现。而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者的作品

《情·缘》，青年舞蹈家王亚彬与比利时编
舞家共同创作的《生长》《香格里拉》也将
带来中国舞坛新生代力量的精彩表现。
舞蹈节闭幕大戏则选择了圣地亚哥国家

芭蕾舞团的《卡门》。
据悉，国家大剧院为本届戏剧舞蹈

演出季策划的 14 场院内艺术普及教育
活动和 10 余场艺术“走出剧院”的公益
活动也将陆续展开。国内外艺术家通过
深入中小学和各大高校、普通社区、企事
业单位以及慈善机构，力求让高雅艺术
走进更多普通艺术爱好者的生活。

（徐 健）

由文化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
河北省文化厅、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承办
的第 14 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将于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3 日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举办。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还
将在沧州市举办杂技节分会场活动。本
届杂技节将有来自德国、匈牙利、比利
时、法国、巴西、乌克兰、俄罗斯、美
国、阿根廷、古巴、哥伦比亚、秘鲁、
墨西哥、越南、蒙古、埃塞俄比亚、朝
鲜和中国、中国台湾等 19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0 个节目参加演出。其中，来自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节目有5个。参赛节
目体现了杂技艺术惊险性、创新性、观
赏性、娱乐性和多样性的特色，代表了
当今世界杂技艺术的一流水平和创新成
果。

据介绍，本届杂技节将首次全程引
入市场化运营机制，通过举办国际马戏
论坛暨节庆产业与城市发展峰会、国际
杂技商业演出暨杂技魔术产业交易洽谈
会、推出系列衍生品等活动，推动杂技

节的产业化发展。同时，在坚持节俭办
节原则基础上，加大了文化惠民力度。
节日期间，除 11 场比赛及演出外，还
将通过 40 余场马戏大篷惠民演出、社
区公益系列演出、公益专场演出等形
式，让世界一流的杂技艺术走近百姓，
真正把杂技节办成“人民大众的节日”。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被誉为世
界三大杂技节之一，创办于 1987 年，
每两年举办一届。

（徐 健）

第十四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加大文化惠民力度

26台佳作亮相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

《《打虎之后打虎之后》》《《闭嘴闭嘴》》

《断章》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