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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这是一部充满民族地域特色、充
满爱的电影，一如它的名字——《甘
南情歌》。

这一份情，从毕业于杭州的医
科大学生万鹏来到他完全陌生的藏族地区开始生发，
犹如草原上生生不息的青草野花般茂盛烂漫，又如九
曲十八弯的黄河之水，时而汹涌时而沉缓地一往无
前，决不回头。全部故事都发生在甘肃南部那美丽的
桑科草原。

万鹏来到甘南，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藏族姑娘德吉
卓尕。一个是半句藏语也听不懂，一个却能讲一口流利
的汉语；一个觉得这地方与世隔绝，没什么情趣可言，一
个却深深爱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头牛羊；一个是
家庭出身不好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地地道道的

“贫下中牧”……看起来这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壤
鸿沟很难融合。但人生就是这样奇妙，他们最终成为了
幸福的一对夫妻。恰似影片中的藏族民歌：“印度的孔
雀，贡布的鹦鹉，诞生地各不相同，如今齐聚在莲树枝
头。”万鹏和德吉卓尕的爱情之路，是在他们共同经历的
桩桩件件事情当中悄悄产生的，因为他们创造并亲身体
验了许多个草原上的第一次：

第一次创办草原赤脚医生学习班，卓尕成为万“曼
巴”（藏语医生的意思）的翻译也兼做学生，万鹏的到来，
使她和她的两位同胞成为了草原上第一批土生土长的
藏族医生。

第一次在草原上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做外科手术。小
南娃被牛顶破腹部，由于伤势严重流血过多，有可能会
死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于是，万曼巴毅然决定就在这
里开始他医学道路上的第一个手术。他当初学医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第一个临床手术会在这样一个
几乎没有医疗设备的地方。

第一次在草原的月夜遇险。那是万鹏和卓尕在诊疗
途中遇到群狼，千钧一发万分危险之时，原本心中充满
惊恐的万鹏男子汉气概磅礴而出，托着卓尕把她举上大
树枝头，随后紧跟着爬上树顶。草原的夜晚气温骤降，他
用纱布将自己和卓尕紧紧绑在树上，并且不断地呼唤卓

尕怕她睡着了而被冻僵……
第一次对一个姑娘大发雷霆。那是当万鹏得知即将

要前往诊治的藏族老阿爸已经病逝时，他深深地自责如
果自己和卓尕早到一步，老阿爸就不会离去。这一顿脾
气发得他自己也始料未及，而卓尕却从中看到了眼前这
个汉族曼巴对草原、对藏族同胞的真诚情感——他是爱
这片草原，爱这里的人们。

第一次练习骑马、第一次学说藏语、第一次在星空
下倾听古老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第一次遇到“情
敌”。太阳和月亮升起又落下，草原上的羊群越来越壮
大，不知不觉中，万鹏已经和这里的一切紧紧地连在一
起，他每天心中所想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那些
淳朴的藏族同胞。在牧民们心中，这个来自汉族的曼巴
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亲切。但他们不知道，万鹏心中从
此有一个此生此世都无法割舍的情结：从此草原和藏族
牧民们给了他新的生命。

万鹏当初来到草原，与其说是“服从分配”而来，倒
不如说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发配”而来。那时的他，
感到未来的人生道路充满阴霾。出乎意料的是，公社主
任贡保大叔热情地款待他、接纳他，为他宰羊煮肉，为他
安排起居。当他讷讷地说出“我出身不好，家庭是小业
主”时，大叔笑着说：“草原上没有小业主，只有曼巴，你
是我们的曼巴。”此时的万鹏忽然感到了久违的家一样
的温暖。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没有遭到歧视，所感受到
的全是信任、温暖和爱。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两次离开
草原的机会都最终放弃了。一次是县医院调他去当驻院
医生，一次是“文革”结束后国家政策允许他回到原来所
在的城市。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许多外地人都
向往着去那样的地方，更何况他本来就是生于斯长于
斯，老姐姐又那样切切地盼望着他回去。然而这时，万鹏
脑海中闪现出的景象全是草原牛羊、蓝天白云和一张张
期待的面庞。

“写在纸上的黑字容易被水冲掉，藏在心头的爱情
永远也拂不掉。”前方是自己真正的家，迎着他奔跑而来
的是他亲爱的妻子德吉卓尕和他们的儿子桑巴。这真是
一幅绝美的画面，一首悠长的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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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创新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为包括戏剧在内的文
化发展指明的方向。因而，话剧在这一年中的发展，也是与改
革、与制度分不开的。准确地说，是制度建设的红利释放推动
了创作，改制院团、非改制院团和民营剧社齐头并进，话剧创
作格局和题材的结构调整开始趋于合理，剧目生产开始谋求
多元化发展，其美学形态、叙事模式、各种商业元素的介入与
融合等方面，都出现了较为理想的尝试与收获。

制度创新促进院团发展

2013年度的话剧舞台上，最打眼的事情，非制度建设莫属
了。一些改制和非改制院团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努力适应市场，率先从管理制度层面入手进行改革，促进了制
度改革红利的释放，促进了演职人员观念的转变，带来了创作
的繁荣局面。如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浙江话剧团、重庆话剧团、安徽省话剧院等，他们通过实施制
作人制，启动贷款生产制度，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优化用人
机制，建立绩效管理跟踪体系，改革分配机制等一系列的制度
设计，加快了发展方式的转变，留住了人才，锻炼了队伍，激发
出了从创作到生产、到营销所有环节上每一个岗位责任人的
活力和动力，特别是激发出了演职员排练演出的积极性，使演
出由“要我演”变成了“我要演”，从而锤炼出了更加适合市场
需求的演出队伍。而在这些制度的制约下，以观众和市场为
导向的剧目生产思路也产生了多重效益。不同属性的、联合
制作的、多渠道融资的话剧作品纷纷出台，出现了能够适应我
国文化消费市场特点的多元化的戏剧类型，一些闯市场、走票
房的创作赢利新模式开始显示出增长潜力，戏剧市场格局已
初现雏形。可以不夸张地说，是制度创新的红利促进了话剧
院团的发展和剧目建设。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制数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资产
1.2亿元以上的国家级大型表演艺术院团，先后上演了东西方
名著数百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话剧人才，确立了较高的品牌
认知度。据报道称，在他们的引领下，去安福路看话剧已成为
当代上海青年的一种文化时尚。他们在2013年的一个重大举
措，是携3部具有海派特色的精品剧目即阿加莎·克里斯蒂经
典法庭大戏《原告证人》、原创大型舞台剧《资本·论》、原创小
剧场话剧《活性炭》赴京演出，形成了一时之盛，充分显示了他
们追求独创性的精神品格。浙江话剧团改制3年以来，实现了
跨越式的发展预期。他们主打“都市情感剧”系列，一年推出
了《轻度深爱》《只爱你一天》《幸福·com》《心灵游戏》《女人初
老》《暧昧不起》等六七部新作品。3年共创作、演出了20多个
剧目，初步尝试到了赢利的甜头，这在体制改革前是无法想象
的。《女人初老》参加了2013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
受到专家、观众的喜爱与肯定。前不久，《幸福·com》《女人初
老》《轻度深爱》还赴德国参加了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首
届中国话剧节，得到了包括驻德使馆官员、德国观众、华侨、留
学生等多方人士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没有改制的北京人艺也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
新的尝试与改革。在实施小剧场制作人制的过程中，推出了
资金贷款生产制度，形成了降低成本、预算票房、吸引观众等
一系列良好的创作风气。2013年，在复排了《天之骄子》《小井

胡同》《骆驼祥子》，并创排了新戏《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
的同时，他们还推出了《燃烧的梵高》《面包屑》《明枪暗箭》等
数部小剧场新作。带着“国字头”的国家话剧院从转换经营机
制入手，推行制作人制度，逐步建立起符合演出市场规律的剧
目运营机制，重新焕发出国有艺术大团的创新活力。仅在
2013年，就推出了《大宅门》和《浮生》两台大戏。天津人艺在
短短几年间，先后成立金元戏剧工作室、博乐戏剧公社、好梦
戏剧工作室、“80后”戏剧工作室、第四空间戏剧工作坊、小飞
侠戏偶工作坊、陶气宝戏剧工作坊、魔方戏剧社等近10个工作
室，推出了《蛐蛐四爷》《贼在囧途》《天生胆小》《混世》《木偶奇
遇记》《第四者晚宴》《阿拉丁神灯》《梦唤公主》等质量上乘并
广受观众欢迎的“吃饭”戏。在新的创作观念和思路启发下，
重庆话剧团2013年创作的《幸存者》和安徽省话剧院的《徽商
传奇》也都以自己独特和新颖的风格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尊重市场调整创作策略

2013年，话剧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了上行趋势，其
美学形态、叙事模式、与商业元素融合等方面都出现了积极

而有效的探索。《幸存者》《徽商传奇》《谁主沉浮》 等主流
戏剧尊重市场诉求，调整了创作策略；以民营剧社为主创力
量的商业类型作品也开始用心建构人文关怀和个性表达，以
适应观众的深层心理需求。剧目质量普遍有所提高。

《幸存者》 在创作初期的出发点本是思想表达和审美创
造，但在考虑和兼顾商业属性的同时，也把观众喜欢猎奇和
探密的心理元素纳入了创作思考的范畴，因而借鉴了“悬
念”、“情感”等一些商业元素，把一个红色的故事融入了一
个“爱情剧”和“寻找剧”的躯壳中，让观众在寻找悬念最
终解开的观剧体验和享受中，完成了对作品内容的审美欣赏
和思想领悟。《谁主沉浮》本不是创作于2013年的作品，但
其票房收入却在这个年度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个剧目表
现的是我党一大的历史内容，按一些人的理解，这个题材可
能是与市场不兼容的，而剧组却将以“追问”的方式展开对

“革命”的思考，让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等人从浩瀚的
历史洪流中走出，与当代观众就他们的情感、责任和革命情
怀进行交流，并采用了非常时尚、现代的形式呈现出来，将
现代流行文化中时尚性、消费性的元素与主旋律的内容做了
有机的对接和融合，从而取得了社会和市场的双效益。《徽

商传奇》《小井胡同》《老汤》《泉城人家》《严复》等作品都
是以积极的时代精神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主流价值
观，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被观众誉为“当代 《茶馆》 ”的话剧 《卤煮》，用四段
式的结构讲述了一家北京老字号“何记卤煮”的历史沿革和
祖孙四代人经营百年老号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从老式牌匾到

“卤煮港湾”，从传统烧饼到麦当劳的汉堡包，伴随着从改革
开放开始，到亚运会，到奥运会的北京城市变迁，将积淀百
年的经营理念中的文化内涵，体体面面地展现在了世人面
前。这出戏无论从题材还是样式，都像是国有院团该做的大
戏，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剧目居然是由脱胎于北京师
范大学北国剧社的一个民间团队，以及大量非职业演员共同
完成的。

作为国内第一家引进风投资金的民营话剧团体戏逍堂，
在进行首个话剧院线建设与运营实体——戏逍堂巨像当代艺
术院线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剧目创作。2013 年出品的话剧

《悟空传》 对 《西游记》 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构建，在孙悟空
身上寄托了每一个渴望自由的人的影子，使之更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和感受，也更能触动为人生和自由迷茫着的年轻人。
剧中的一些对白，还融进了当今社会一些敏感、时尚的词
汇，得到剧场内外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盟邦剧社在 2013 年度举办了自己的戏剧演出季，包括
《如果，我不是我》《女婿驾到》《遇见未知的自己》《我不是
李白》 等被广大观众熟知并喜爱的 4 部经典作品轮番上演。

一直致力于“肢体戏剧”探索的三拓旗剧社，在《署雷公》和
《水生》等作品获得了观众喜爱的情况下，于 2013 年推出了
《飞要爱》 进行驻场演出。开心麻花公司在去年热演的 《今
天的幸福》《大城小事》《落叶归根》《江湖学院》 等剧目票
房一路飘红的激情中，又推出了喜剧 《旋转卡门》。台湾果
陀剧场也带着他们根据美国间谍小说《三十九级台阶》改编
的新戏《步步惊笑》在年底来北京献艺，这部作品在一个空
的舞台上，以简单的道具和场景，融入电影化手法，并配合
着演员的形体表演，呈现出了37个不同的场景。而另两位抢
戏的“大绿叶”演员，则靠“帽子戏法”来进行角色区分，
一共饰演了“记忆先生”、彪悍的警察，包括瀑布、荆棘、
烂泥等道具式的44个角色……

毋庸讳言，除了为数不多的院团之外，大多数改制话剧团
体仍然处于“事业”向“企业”转制的夹缝中，既要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又要参与市场化竞争，包袱、问题还有很多。而创作
中的积弊如题材集中，缺乏多样化选择，缺少市场定位，产量
与质量不成正比，以及主旋律作品曲高和寡等现象，都依然存
在。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积极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
建设，才能迎来更加崭新的创作局面。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打造的原创民族
舞剧《孔子》去年上演后赢得了诸多好
评。日前，中国歌剧舞剧院邀请业内专家
召开了该剧研讨会，就剧作的创作特色、
艺术追求和创新空间进行了探讨。与会
者认为，舞剧《孔子》的创排演出，是中国
舞台艺术发展中一个富有创新意义的事
件。通过该剧，观众看到了中国歌剧舞剧
院的整体现状，整个团队的精气神，也可

以看到创作者在音乐、服装、灯光、音响等
方面的民族化追求。为了使作品更加精
益求精，有专家建议，可将剧本结构适当
修改，以孔子的思想为素材，找准最具代
表性的标志事件，进一步提高该剧的思想
深度与文化内涵。此外，与会专家希望，
舞剧《孔子》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象征，在中外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歌 文）

近日，第二届中国原创音乐短剧
剧本征集大赛在北京大学举行颁奖
典礼。夏雨佳凭借《最后的黄叶》获得
一等奖，唐敏琪的《三日梦》、汪丽旋
的《我们的黄叶村》获得二等奖，高雪
的《谁》、谢晓曦的《等待曹雪芹》、林
枭雄的《大师的断弦》等 3 部作品获
得三等奖，姜婧的《悲情曹雪芹》、赵
鑫的《黄叶飘落红豆乡》、王晓宇的

《我只是写了一本书》、亓悉蓉的《花
凋》等 4 部作品被评为优秀奖。第二
届中国原创音乐短剧剧本征集大赛
由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
究中心主办。本次活动旨在发现年轻
的优秀编剧人才，积累优秀音乐剧剧
本资源。

2013 年正值曹雪芹逝世 250 周
年，本届比赛以“曹雪芹·红楼梦·黄
叶村”为主题要求参赛者进行创作。
活动共收到稿件 60 余篇，这些作品
充满梦想与热情，展现了当代大学生
敢于尝试、创新的特点，也为丰富“红
楼梦文化”、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了有
益的尝试。

颁奖典礼上，《人民文学》主编施
战军向获奖作者表示祝贺，并希望今
后有更多优秀音乐剧作品走向读者、
走向观众。随后，首届“中国原创音乐
短剧剧本征集大赛”获奖作品《时光
机》与观众见面，这也是北京大学公
益课堂的一次汇报演出。据北京大学
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周
映辰介绍，中心在 2014 年会继续加
大投入，对评选出的部分获奖作品进
行润色改编，并计划制作成音乐短剧
上演，形成“创作——评选——创排”
的良性循环机制，为中国音乐剧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持久地贡献能量。

（李晓晨）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基地”命名暨颁牌仪式日前在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举行。

此次命名和颁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共 9个，分别是河南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李利宏，河南省稀有剧
种抢救工程）、北京朝阳京剧文化艺术中心

（王彬，京剧）、北京钧天坊古琴文化艺术传
播有限公司（王鹏，古琴传统制作技艺）、福
建南平市建窑陶瓷研究所（孙建兴，建窑建

盏烧制技艺）、莆田市善艺李氏工艺有限公
司（李凤荣，莆田木雕）、康定大吉香巴拉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登巴大吉，藏族唐卡）、景
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黄云鹏，景德镇手
工制瓷技艺）、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魏立中，
木板水印技艺）和夏侯文龙泉窑研究所（夏
侯文，龙泉青瓷烧制技艺）。

在颁牌仪式上，专家代表刘锡诚发言
谈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一直
遵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理念，但在一定阶
段，保护实践走在了理论工作的前面，理论

大致停留在保护工作研究的层面，而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及相关领域的学理性研
究探讨不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基地的命名，将对促进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产生更多更好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充实和提升非
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
保护领域的先导地位，构建和完善我国新
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具有重要而积
极的推动作用。

（任晶晶）

由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主办的中
国东丰农民画晋京汇报展览日前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此次展览汇集了
由东丰农民画骨干作者近期创作的
132作品。

东丰农民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和收藏价值，已有580件作品获国家
级奖励，185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600多件作品被联合国和世界知
名美术馆收藏。此次晋京汇报展展出
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反映了现在东北
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
果。《果树剪枝》《拉大
锯》《收辣椒》《笨妇挑
水》《磨豆腐》这些最简
单甚至有些单调的劳作
别有乐趣，让人感到了
农民们在劳动中的自得
其乐。《秋意浓》《望星
空》《秋林》《黄牛息耕
图》《垄上行》赋予了东
丰鹿乡别样的美，也激
起观众对田园生活的向
往。《七彩鹿乡》《满山是
宝》《鹿乡美》《鹿林浩
瀚》《火红岁月》充满了

农民们对家乡的自豪感，那股子幸福
似乎溢出了画面，感染了观众。

据介绍，东丰农民画的源头是在
当地风行了上百年的原生态民间艺
术：剪纸、毛草纸画、剔鞋样、在棚
纸上画各式山水画。久而久之，这些
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彩绘艺
术。2008 年东丰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展览期间，
还举行了“中国农民画东丰基地”授牌
仪式。 （于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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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民族舞剧《孔子》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获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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