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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话剧圈的“剧本荒”愈演
愈烈，众多想要突破困局的有志之士，将视
线投到了一些已有名气的畅销书上，于是，
全国各地的话剧团队掀起了一股改编畅销
书的热潮。安妮宝贝、韩寒、痞子蔡、张德
芬等众多畅销书作家的作品纷纷搬上舞
台，凭借巨大的受众潜力和市场优势，在话
剧界翻开了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新篇章。如
今，连最不具备舞台操作性的随笔也临危
上阵，被一些能人匠士改编后搬上舞台，充
当活跃话剧市场的一支生力军。

相比起小说与影视、戏剧的结合，随笔
与话剧走到一起还是新鲜事儿，这是由随笔的特性决定的。顾名思
义，随笔题材不受限制，万事万物皆可入题，篇与篇之间情节不连贯、
主题不统一。而这正是话剧作品最为避讳的，话剧要求结构严谨、情
节连贯、主题统一，一事一线，遵循着开端、高潮、结束的推进节奏，所
有这些都显示，随笔改编话剧不宜。

话剧界从不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妄谈与疯话》
和《北京的腔调》便是积极探索的产物。两者原是随笔集，因其极大
的话题性和知名度，顺利搬上了话剧舞台。然而，正如悉德·菲尔德
所说：“一本书是一本书，一出戏是一出戏”，不同的艺术形式基本特
性不同，以散为美的畅销随笔移花接木搬上话剧舞台，难免会遭遇一
番水土不服的尴尬。

话剧情节冲淡了随笔风格。《妄谈与疯话》和《北京的腔调》都是
时下热销的随笔集，作家六六和胡赳赳也都是活跃在媒体界的焦点
人物，各自拥有一批热心读者。两部作品虽然关注领域不同，但作品
中那辛辣世故、一针见血的犀利风格如出一辙，受到了当代年轻人的
追捧。高热度的关注，既降低了宣传成本，又保证了追捧者对票房的
卖力贡献，这是两剧被改编的重要原因。

既然改编成话剧，就要遵循话剧的艺术规律。话剧作品的基本
前提是把故事讲清楚，其次才是展现原著辛辣幽默的风格。讲故事
就得有情节，随笔集由数十篇短文组成，文中涉及各种话题、各色人

等，没有连贯的情节可言。为了黏合随笔的
这种松散性和随意性，话剧改编者需要回避
原作中繁杂的公共热点，节选主题内涵一致
的故事片段，再创造一个纽带将这些片段进
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妄谈与疯话》
创造出一个人——“女作家”，用她略显落寞
的喃喃自语，带出三个“错过”的情感故事。

《北京的腔调》则创造了一个“局”，用一个等
人的饭局，揭示了对现实百态的深刻思考。
比起原著的随心而论，改编后的话剧有了自
己统一的内涵表达。

故事先行，冲淡了原作特立独行的风
格。《妄谈与疯话》一剧定位微情感戏剧，以情
感关系说事，少了六六那借调侃以批判的犀
利，多了一丝伤感与无奈；《北京的腔调》将场
景设置为饭局，台词虽更加犀利尖刻，却冲淡
了知识分子的落寞情怀。于是，很多原著的
铁杆粉丝抱怨改编后的作品“神韵”皆失。事

实上，任何作品的改编都不是做简单的加减法，编导带着自己的风格
去处理作品，纯粹的原汁原味很难呈现，这是大部分改编团队面临的
尴尬。尤其是像随笔这种仍处尝试阶段的改编，移花接木后能在话
剧舞台上侥幸成活已属不易，要做到情节和风格同步，尚需时日。

文字的美与舞台的戏效果迥异。随笔以名言佳句取胜，文字美
是其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六六和胡赳赳也都是以利嘴出名的作
家，话剧中“六六体”和“赳赳体”随处可见，编导透露希望以这种直接
引用原话的形式触及人性，激发观众对生活的思考。然而，原作中不
少“点睛之笔”变成剧中人物台词之后，却显得有些生硬矫情。随笔
朗诵似的对白，让文字的美和戏剧冲突没有实现高度统一，书面上的

“文学体”和舞台上的“戏剧体”未能实现自然转换，压抑甚至是破坏
了文字的美。

载体转换影响美感传达，这种情况在其他以文字美取胜的小说
改编中也时有发生，安妮宝贝《七月与安生》中清晰忧伤的文字，韩寒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犀利幽默的语言，一旦从舞台人物的
嘴里说出，就显得做作而不自然。名言名句是经过高度提炼浓缩的
智慧精华，它长于议论而拙于叙事，而戏剧的魅力在于冲突，作为视
听一体的艺术，动作和台词是其主要表现手段，共同承担了叙事功
能。妙句密度过大，无益于情节的推进和冲突的爆发。并且，比起形
象的动作，抽象的妙句对人的注意力和理解力有着更高的要求，稍不
留神就会错过一些转瞬即逝的音符，造成观众出戏。

文字美本是原著留给改编作品的财富，改编者在载体转换过程
中不舍丢弃。然而，妙句密度难以把握，妙句内容与人物性格不能贴
合，造成文字的美与舞台的戏效果迥异，这是随笔在话剧舞台上水土
不服的症状。新生命的出现都是伴随着裂变的，改编是基于原作的
再创造，取长补短、去粗存精的分寸都掌握在改编者的手里，艺术处
理不当，文字美和戏剧美不能统一，不仅无法浇灌出新的生命之花，
反而会枉费原作的苦心滋养，这是舞台新生儿遇到的尴尬所在。

随笔改编仍在探索，对于怀揣梦想的改编团队来说，努力实现情
节与风格同步、文字美与戏剧美统一是首要任务；对喜欢原著的普通
观众而言，在诉求原汁原味的同时，也不妨换个口味尝尝新。只有如
此，随笔才有可能化尴尬为自然，在话剧舞台上绽放新的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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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第八届宋庄文化艺术节：让艺术放下身段

在“第七届全国电视舞蹈大赛”进入决赛的
60 个舞蹈作品中，首先登场的少儿舞蹈令人眼
前一亮：《我要一片蓝天》《稻草人》（少儿编导、作
品银奖）、《麦田童话》等，从儿童的视角关注环
境，以拟人化的编导提倡节约，用童话的方式赞
誉责任与勇敢，仅凭与社会生活紧接地气的题材
选择就出手不凡；而《小小冠军梦》（少儿编导、作
品金奖）、《雏鹰展翅》（少儿编导、作品铜奖）、《自
古英雄出少年》等，激发理想，注重教化，却能以
全面出新的立意与编排，极具个性化的表演，巧
妙避免了以往概念化、说教化等“成人化”的弊
端；《我们刚上一年级》《排排座》《小乖乖》等，侧
重从幼儿的情趣和动作特点出发，惟妙惟肖地塑
造了一批团结友爱、俏皮活泼的儿童群像；而《壮
家娃娃扁担乐》《鼓舞北京》等，以其浓郁的民族
风情与地方特色，体现“劳动最光荣”及强烈的集
体自豪感，成功展示出中国当代儿童的清新气质
与崭新风貌。

可以说，儿童舞蹈的质量优劣，主要取决于
编导，而此次多方位展示的创新成果已向世人证
明：儿童舞蹈编导的视野更加开阔，其厚积薄发
的态势尤其令人振奋。

成人群舞比赛虽没有像儿童舞蹈作品那样
特意融纳一些音乐剧、舞台剧、情景剧的表现手
法，但在体现民族性、地域性、风土人情、中国气
派、氛围烘托、巧用道具及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方
面别出一格。其中，藏族舞蹈《阿谐》（群文群舞编
导、作品金奖），挖掘生活中的典型动作，通过自
然协调的变化组合，形象表现出新时代藏民在

“泊多”劳动过程中的乐观状态。拟人化舞蹈《回娘
家》（群文群舞编导、作品铜奖）构思大胆、形象鲜
明、形式新颖、诙谐幽默，在充满浓郁地域性和个
性化的音乐中，活化了群“鸡”的独特造型与主要
人物的互动关系，堪称一绝。而《车间协奏曲》，似
乎借鉴了电影《摩登时代》的手法，以人拟物，创意
新奇，设计巧妙，动作滑稽，大大拓展了舞蹈的表
现力，令人过目难忘。群舞《钱江弄潮》，大胆启用
聋哑人，突出表现地域自然奇观，以群体的组合与
分列，形象摹状出海潮的气势与变化，彰显人类的
意志与豪迈，充分展示出编导的功力与新意。

大体说来，群文群舞组的作品大都比较贴近
民俗生活，其比赛的热络场面足以体现出我国群
众舞蹈已经从狭小的街道走向社区，亦能从大众
普及的层面走进大雅之堂，但是，若从北京、广东
入选较多，贵州、江苏、海南、台湾只各撑一面，其
他省份大都空白的分布比例看，群文群舞组的艺
术提炼、精进与提高，还都是个任重道远的议题。

高手云集、群雄逐鹿的场面，主要体现在院
团组的专业比拼。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芭蕾
舞、现当代舞的各项赛事均可说高潮迭起、色彩
纷呈、非常过瘾。

民族民间舞的参赛作品总体上集中体现了
来源生活、表现生活的创作理念，仅以分别获得
作品金银铜奖的《盅·碗·筷》《淮水情 兰花弯》

《biangbiang 面》而论，全部植根乡土、来自民间，
均具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民俗烙印。《盅·碗·筷》本
来在 2011 年“第八届中国‘荷花舞’民族民间舞
比赛”中就获得群舞组金奖，此次依然卓立翘楚，
拔得头筹。中国古典舞金奖《满江红》，以其壮烈
的气势，悲壮的音乐，粗犷而又地道的表演，充分
彰显出编导的底气、大气与霸气，赢得金奖，名至
实归。如果把《满江红》比作“豪放派”，那么《逍
遥》则可算是中国古典舞中的“婉约派”，其飘逸
的造型，灵动的舞姿，洒脱而高难的技巧，将古典
舞蹈的“力、美、韵”完美融合，既使塑造的人物神
态各异，又达到了相得益彰、美轮美奂的艺术境
界。相比芭蕾舞金奖《那里》、银奖《天黑请闭眼》
的精湛优美与空灵新奇，在全军舞蹈比赛中曾

“舞”惊四座的现当代舞金奖《步调一致》的精彩
表现令人拍案叫绝，演员们以严苛精准的动作，
超乎寻常地完成了挑战人体的各种极限，不愧为

“敢于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最难”的威武之师、钢铁
之士。现当代舞并列银奖作品的《夫妻哨》与《深
潜 深潜》，前者是自编自演的舞者用肢体语汇把
边防最艰苦、最单调的生活表现得富于情节性，
令人动情，催人泪下；后者编导则大胆使用了重
达一吨半的四个金属钢圈，通过演员的跃闪腾挪
与高度、力度、幅度、尺度的精确控制，再现出水
下尖兵的隐忍与刚强。

此次院团组舞蹈大赛的金银铜奖作品自然
是各胜千秋，但由于参赛作品繁多及获奖名额所
限，疏漏和“遗珠”现象自不可免，例如民族民间
舞中的《蚕》，除了形式出新，还在实现人与自然
的对话中，将演员的表演技巧挖掘到了极致——
每 4拍竟能完成 32个动作，堪称奇迹；中国古典
舞独舞《点绛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第九
届中国舞蹈‘荷花舞’古典舞评奖活动”中女子独
舞形象匮乏之不足。这一取材于唐代词牌并将文
学艺术转化为舞蹈艺术的空灵之作，巧妙借鉴了
芭蕾的足尖舞步，表现孤寂一改“怨妇”之窠臼，
描画伤感力扫“衰颓”之矫情，以清新流畅的舞
风，娴雅传神的动作体态，准确传达出人物的内
心情感，形象体现了“化美为媚”的美学原则，成
功塑造出贯通古今的淑女形象；中国古典舞群舞

《封箱》的构思富含哲理（“封箱”是为了“开箱”与
传承），演员的舞姿凄美奔放，场景的转换出奇制
胜，服装的选择美轮美奂，戏曲化的音乐荡气回
肠，所选题材非常适合以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加以
表现，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听觉冲击力则转化
为更强烈的心理冲击力；在“荷花奖”中获奖的作
品《济公》，此次虽然以微少的分差名落孙山，但
其表现出来的艺术感染力却不容小觑。以舞蹈的
形式再造众所熟知的艺术形象，既享有易被大众
领悟的便利，也存在囿于固有形象不被大众认可
的风险，《济公》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拿捏有度，从
舞蹈专业和普通受众的角度均赢得人们的认可，
其癫狂不羁的性情体现经过由心起舞和令人惊
赞的技巧融合，的确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稍显不
足的是：该舞编导过多注重了人物原型外在体态
的摹写，而忽略了性格中“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本
质开掘，可谓白璧微瑕。

芭蕾舞参赛作品方面，由于更多限于规定动
作和程式化的制约标准，此不赘述。惟一甚感不
足的是：为什么我们芭蕾舞的参赛作品，至今拿
不出原创的东西，而只能邯郸学步，这一点若比
当年“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恐怕也要
略逊一筹吧？

至于现当代舞参赛作品，倒是异彩纷呈，而
部队院团男子选手的作品更是大显身手、独领风
骚。限于篇幅，这里只对军旅舞蹈发现的倾向性
问题做以简单提示：包括一些获了奖的此类作品
在内，刚健是刚健，精湛也精彩，但是由于过度融
入武术、擒拿、格斗、体操，以及杂技等表现手法，
致使观众产生惊赞的“沸点”已超出舞蹈自身应
该产生的魅力，似有喧宾夺主之嫌，个别作品甚
至因为炫技，致使意境的渲染和舞蹈语汇逻辑性
的递进发生断裂，从而影响到主题与意境的表
达。需要强调的是：舞蹈毕竟不同于体操或武术，
不能走追求纯技巧之路，也并非技巧越难，噱头
越多，动作越花哨效果就越好。即使用，也一定要
提炼、变化、融合、升华，以增强或拓展舞蹈自身
的表现力，使人看得出是舞蹈才行。所以说，使用
与借鉴是必要的，甚至能激发出异彩，关键是要
拿捏有度，避免失范。

此外，这次舞蹈大赛突出的亮点是，作为舞
蹈艺术的灵魂，大多数音乐创作均达到较高水
准，旋律、节奏、配器、衬声、乐件等使用均有创
新，不同凡响，有些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文学性、叙
事性、戏剧性色彩，足以形成独立成篇的佳作。与
此相映成趣的是，似乎编导们已经意识到这一
点，有的作品直接就把声乐和器乐演奏者推至前

台，使之成为舞蹈情境中的有机构成元素，颇具
后现代味的有益尝试，这些用得好，不失聪明、新
颖，还有助于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纵观此次舞蹈大赛，总体感觉是思维开放，
手法不羁，形式多元，优品层出，这种与国际接轨
的视野与追求，的确令人振奋，引人期待，而认真
梳理此次舞蹈大赛，则能为人们提供更加有益的
镜鉴与反思。

一、舞蹈创作应该追求诗意的表达，挖掘最
能表达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

总结此次在初赛、决赛中失利的作品，遗憾
之处在于刻画的人物性格不够鲜明，舞蹈语汇尚
欠明了，有的沉溺于简单模仿或随意堆砌某一舞
种惯用的常规化或过渡性动作，而令观众味同嚼
蜡或不知所云，反映出个别编导在舞蹈美学理念
方面的模糊意识与修养缺欠。

作为以表情性与写意性见长的舞蹈艺术，不
应该一味地在叙事与写实方面下功夫，而应该追
求抒情性的诗意表达，在创作理念上还是要注重
挖掘最能表达人物性格的典型动作与本质特
征，剔除琐碎的偶然细节和外在动作的机械性组
接。作为舞台艺术，舞蹈在塑造人物时所表现的

“是普遍的观念而不是自然的个别的细节”，它
“所应该提炼出来的东西永远是有力量的、本质
的、显出特征的东西，而这种富于表现型的本
质的东西正是观念性的东西，而不只是眼前的
东西，如果把每件事或每个场合中眼前的东西
按其细节一一罗列出来，就必然是枯燥乏味，令
人厌倦，不可容忍的”。

二、不能只为比赛而创作，应当鼓励不靠技
巧取胜，而能打动人心的力作。

舞蹈动作的有机流动犹如歌曲的旋律，不但
能把人带入某种气氛，也能升华为某种意境。舞
蹈在塑造人物、营造意境的过程中，可以增加一
些技术性的表演，但不能脱离环境氛围与主体表
达去刻意表现技巧，以致让技术取代艺术。

在这方面，舞蹈编导担负更大的责任。一部
好的舞蹈作品比什么？比的就是舞蹈编导的美学
理念，舞蹈编导的形象表现力和感染力，归根结
底还是比如何塑造人物，因为只有人物的性情才
能表现出灵魂、韵味、情怀与感动。

为什么舞蹈比赛中会产生比技术的现象？根
源还在于评委的打分，有鉴于此，建议评委和组
委会或是敢于为那些“舞从心动，”的作品亮高
分，或是为他们设立特别奖。

三、集中优势资源 打造舞蹈经典。
说实话，这些年来舞蹈大赛给人的总体感觉

好像是在种庄稼，而非栽大树。庄稼是一年一茬，
来年还得重种，大树却可以一栽则屹立百年千
载。如是，与其费劲巴力地将全部精力用于种庄
稼，为什么不把那些好苗子培植成大树呢？对这
个问题，我们实在应该抱有国际化的眼光，为了
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需要细心梳理一下类似

《春江花月夜》那样已经具备相当知名度或近年
涌现出来深具潜质的力作，集中优势兵力整合那
些能够代表中华优秀文化水准与特色的精品，将
其打造成举世公认的经典，使之走向世界（况且舞
蹈作品还不受语言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可以下
大气力，从音乐、灯光及“服化道”几个方面共同努
力。另外，中国舞蹈走向世界，未必一定要靠鸿篇
巨制，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写短篇小说的门罗
便是证明。

作为联络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以及艺术品市场
三方的重要纽带和平台，由北京宋庄艺术发展基金
会、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委会、北京市通州
区宋庄艺术促进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宋庄文化
艺术节”10月31日在北京开幕。在为期半个月的时
间中，围绕“人人艺术，艺术人人”这一核心理念，将
有近 1500 位宋庄艺术家参与到此次艺术节中。全
部展览以上上国际美术馆为出发点，并将宋庄美术
馆、树美术馆、贵点艺术空间、中捷美术馆连成一
线，既表现多元、当代、原创的作品形式，也突出了
场馆的国际化造型、作品与建筑公共空间的结合。
本届艺术节的艺术顾问由黄永玉担任。

艺术节由主题展览、平行展览、文化活动三大
部分组成。其中，“主题展览”主要集中在小堡村南
区，包括“我们：1994-2013——中国宋庄艺术家集
群二十年纪念特展”与“宋庄现场艺术大展”。前者

通过微博向艺术家、诗人、建筑师、摇滚乐手、电影
人等艺术从业者征集各自在宋庄生活、居住的自画
像，以此纪念从 1994 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
集体迁徙到宋庄居住和进行艺术创作以来，这一艺
术家集群所经历的 20 年传奇历史。“平行展览”则
重点强调学术性和原创性，展览主要集中在小堡村
北区。“两岸三地展”、“流动的彩虹——内蒙古现代
艺术展”、“宋庄艺术外围展”、“国际艺术家联展”、

“法国艺术家联展”均突出体现了宋庄的国际化艺
术节地位和聚合国际艺术家交流沟通的能力。

不同于以往的聘请方式，本届艺术节全部由
宋庄本地艺术家来承担策展人一职，让艺术节更
具浓郁的“宋庄味道”，而让艺术放下身段、深入
人心，也成为本届艺术节的最大特色。据悉，艺
术节将持续至11月15日。

（徐 健）

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主办、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及中央戏剧学院
承办的第四届北京大学生戏剧节日前在京落下帷
幕。在10天的展演中，从34所高校的62台剧目中
脱颖而出的22台精彩剧目分别在中央戏剧学院实
验剧场和北剧场上演。这些作品突出了学生戏剧
的特点，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普遍具有鲜明的创作风格，真挚的情感
内涵。最终，来自北京演艺专修学院《可怜的菲伽》
的女演员张敬之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演员奖
由来自清华大学《马兰花开》的男演员梁植摘得，

《马兰花开》还荣获了最佳剧目奖。
为了增进国内外高校戏剧的交流学习，本届

大学生戏剧节期间，组委会还特请韩国中央大学
校艺术大学戏剧系演出的《玻璃动物园》、俄罗斯
圣彼得堡国立戏剧艺术学院演出的《三姐妹》、天
津南开大学演出的 《红旗谱》 和南京艺术学院演
出的 《华沙定律》 4 部剧目作为示范剧目演出。
通过举办戏剧夏令营、戏剧工作室、名师进校园
等活动，让更多青年学生融入戏剧艺术，感受高雅
文化，展示自我才华。

（晓 文）

第四届北京大学生戏剧节在京闭幕

集中优势资源集中优势资源集中优势资源 打造舞蹈经典打造舞蹈经典打造舞蹈经典
——第七届全国电视舞蹈大赛观后 □张冠宇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石油文联主办，中国石
油书法家协会、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
辽宁销售公司承办的“我的书法梦——于恩东书法
展”10月3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法家于恩东的力作共80余
幅。这些作品透出浓浓的书卷气，碑帖结合，互为生
发；用墨大胆，奇趣横生；雅致飘逸，字势生动。展览
的作品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为石油书写、
为时代放歌的责任与担当。这次展示的作品，都是于
恩东同志近年来创作的书法精品，是中国石油文联
全力打造精品文艺工程的新成果，是中国石油书法
创作的代表作品。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已深深植入于恩东的书法艺术创作之
中，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祥 宁）

这些年来舞蹈大赛给人的总体感觉好像是在种庄稼，而非栽大树。庄稼是一年一茬，来年

还得重种，大树却可以一栽则屹立百年千载。如是，与其费劲巴力地将全部精力用于种庄稼，

为什么不把那些好苗子培植成大树呢？

■一家之言 《
妄
谈
与
疯
话
》
剧
照

《
盅
·
碗
·
筷
》
剧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