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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北
京皇家园林书画研究会主办，《中
国书画》杂志社、北京重文堂文化
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办的“艺
舟双楫——首届艺苑名家书画作
品邀请展（2014）”日前在恩济美术
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汇集了演艺
界和书画界 30 位艺术家的 60 余幅
作品。参展的表演艺术家有：胡松
华、杨在葆、王铁成、杨洪基、赵忠
祥、姜昆、张金玲、徐沛东、李嘉存、
郁钧剑、董浩、张铁林、倪萍、郑健、
朱军。书画艺术家有：张荣庆、武春
河、吴悦石、冯远、胡抗美、覃志刚、

曾来德、曾翔、张
世刚、陈洪武、施
恩波、管峻、王家
新、肖丽、杨中良
等。

此次展览是
演艺界及书画界
的一次雅集，从
作品中不仅看到
了艺术家对传统
的继承和精研，
也看到了他们对
艺术创新的不懈
探索。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姜
昆说：“书画是中国传统人文修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艺术
的展示，又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方
式。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从小就与
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曲艺这
门艺术的传承人，书画艺术更是我
们个人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更是我们的生
活方式”。

开幕式后，表演艺术家和书画
艺术家共同举行了研讨活动。展览
将持续至5月5日。

（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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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由冯远征、苗
圃、李梦男、李芯逸等
主演的年代大戏《人是
铁饭是钢》正在北京卫
视热播，好评如潮。该
剧导演马军骧说：“表
面看这部戏有些剧情
和桥段对新生代的人
来说有些搞笑甚至搞
怪，但却都是直接来源
于生活的。”马军骧曾
有过一段在机修厂做
保全钳工的经历，在拍
这部戏的时候，那段时
期的人和事，很快就涌
现了出来。所以，虽然
很多情节貌似戏剧性，
但确实是当时人们生
活的真实写照。比如梁
拉娣和别人比赛喝酒
挣粮票然后走高墙的桥段，就是他当时所在工厂的一个女工的经历。

对于该剧为什么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艰辛，马军骧解释说，这段历史很少在屏幕
上被表现，而当回望这段历史时，他觉得用幽默诙谐的形式表现出来会让现在的年轻
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生活和现在生活形成的巨大反差，
也构成了一个喜剧性的基础。

谈到这部戏的制作过程，马军骧说这是他最受煎熬的一部戏。从接手重新写作拍
摄剧本开始。每天14000字左右的工作量，基本上除了吃点简单的食物，连“喘口气”
的工夫都没有。40多天完成剧本，而此时剧组已经建立，所以感觉那段时间人是“一
直飘在云端”，脑子和身体都经受了“巨大的摧残”，拍完之后，大病一场。马军骧一直
担心这个“偏门的题材”能否被观众理解和欣赏。现在看来，基本完成了他当初的期
待。 （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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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香港话剧团《最后晚餐》是一部靠两个演员撑起
来的独幕剧。之前看过的金士杰老师的《最后十四堂
星期二的课》，一直感慨原来两个人也可以讲述这么
一个充满情感的温馨故事。这次依然是两个人，没有
大起大落的情节，在一顿简单的晚餐，两个人的家常
中将故事娓娓道来，情节的铺垫流畅又不突兀，演员
情绪饱满收放自如，台词抽丝剥茧般地讲述了母子
二人生活中的不幸、误解与痛苦。

该剧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非常真实地展现了香
港底层人民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衣衫褴褛，没有
饥肠辘辘，也同样能够表现生活的艰难。母子二人在
两个小时的吃饭、喝汤、切橙子中用对话串起细水长
流的情节，看似平静的一顿晚餐，却能让人感受到其
中的压抑与悲凉，艰难与心酸像潮汐一般迎面涌来。
不知人们在生活中怎样定义“悲惨”或者“无助”，又
或者“苦难”，但是内心的隐忍比外表上的破败更加
让人震撼。

该剧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诗意的语言，生活化的
带有一些粗口的粤语比普通话有着更强的感染力，
和台词相辅相成的是舞台布景，极富生活质感：老钟、吊灯、小电视、会
转的吊扇、香炉、老式的柜子、厨房的布帘等等，种种生活上的细节展示
了一个完整的香港底层家庭，真实得就好像在旁观邻居家的一顿晚餐。

剧中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相当成功，演员很有魅力，表演细腻、精
彩，表情到位又不浮夸，情绪爆发恰到好处又不做作，一言一行都融入
了剧中。母亲林丽冰是个冲动又懦弱，想爱又胆怯的人，她的市井与无
知间接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悲剧，爱儿子却从来没有主动去看过他。心里
明明恨死了嗜赌的丈夫，却还相信丈夫会还债而把父亲留给自己的惟
一的老房子抵押出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
人吧。

相比起母亲林丽冰，儿子周国雄更值得同情，他有一个无知懦弱的
妈妈，有一个嗜赌成性还使用暴力的爸爸，在小学的时候就被爸爸打得
被政府收进了孤儿院，妈妈一周两次去监狱看他的浑蛋爸爸，但一年才
会来看他一两次，这个父母健在的“孤儿”要比真正的孤儿艰难百倍。
当他妈妈在餐桌上告诉他爸爸打他是因为他不听话时，周国雄重复了
好几遍：“那你是说我活该喽？”一句简单的话承载了多少悲愤。做母亲
的也许想不到，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比刀剑更伤人。于是周国雄给母亲
讲起了小时候对三文鱼的印象：“世界上的鱼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是
美丽的橙色，看来它天生活该被人吃”！

儿子的不满，母亲的愧疚，两人都孤独痛苦却又爱着对方。于是在
情绪爆发之后更是相互诉说了生活的辛酸，在对话中惊讶地发现对方
都想要烧炭自杀，为了了结生活的心结。下决心自杀这一段情节略显拖
沓，但是其中周国雄提到的几个比喻成为了点睛之笔：《飞屋环游记》中
飘走的两个气球对整个旅程毫无阻碍，关掉的床头灯更是影响不了东
方之珠的璀璨，人们不能没有张国荣，不能没有梅艳芳，但却可以没有
你和我，这几个巧妙的比喻弥补了缺陷，相反地，更加意味深长，好似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悲凉。林丽冰也说，让喧闹的菜市场
安静3秒的女人已经够伟大了。

但是最终，他们决定放弃自杀，反之要割断自己痛苦的根源——杀
害周国雄的父亲，这也算是他们对绝望的生活最后的反抗。这个结尾很
有意思，在以往的演出中都没有出现，是北京这几场另外加上去的——
让一直被周国雄称为“浑蛋”的父亲出现在舞台上。有很多观众认为这
个结尾有些画蛇添足，显然为母子二人留白的选择更有意味，但是这个
结尾也有它的独特之处。父亲的出现表现了母子对于这个“浑蛋”的反
应，想反抗却又惧怕，试图迈出脚步却又畏缩不前，周国雄见到父亲走
上前来甚至下意识地用双臂护住自己，看父亲没有下手才松了一口气
似的放下手臂。这个父亲完全符合之前二人对话中描述的形象：爱上网
勾搭小姐、易怒暴力、没有责任感等等，看见他的出现我甚至有些惊喜。
最后，林丽冰端来了放有安眠药的啤酒，父亲喝下，舞台光暗，母子二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吃着西瓜，伴随着滴答的时钟声黑场结束。

这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看似幽默的话语透露着生活的悲
凉与心酸，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与感概，看似简单的一顿晚餐却蕴含
了巨大的情感，母子二人就像一个香港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平实而
夹杂着悲悯，在生活的黯淡无光中摸爬滚打、艰难前行。同时，这也
是一部洋溢着淡淡人情味儿的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向观众讲述着一个
生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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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思维影响剧本创作生态
□本报记者 徐 健

■■评 点

近些年，随着戏剧演出市场的逐步壮大，展演、节庆、
评奖需求的不断增加，各地艺术机构、演出团体对优秀剧
本的渴求度和期望值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它们尽
管四处“求”剧本、“挖”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扶植创作、奖
励编剧，但仍面临“编剧荒”、“剧本荒”的困扰，并日益威
胁着戏剧艺术的良性发展，阻碍戏剧的可持续发展。实
际上，“编剧荒”、“剧本荒”非自今日始，早在20多年前就
初露端倪。上世纪 80年代，中国剧作家集体崛起，他们
用立体多元的创作支撑起了中国剧本创作的黄金期。然
而，进入90年代，中国剧作家急剧分化，剧本创作开始滑
坡，各省市的创作队伍相继进入了萎缩衰退的阶段，这之
前一次全国性剧本征集活动就有逾千部作品投稿的景
象，如今一下子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时至今日，“编剧
荒”、“剧本荒”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这种“事实”
是如何蔓延的？编剧、剧本的实际现状又是如何？又有
哪些可以借鉴的良策？在日前发布的《中国剧本创作白
皮书》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
37篇调研报告，用大量一手数据、材料“说话”，为我们勾
勒出了各地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的面貌，“事实”显示不容
乐观。该白皮书由中国剧协牵头，《剧本》月刊具体组织。

正在消失的创作室
在当代戏剧发展史上，东北三省的戏剧创作曾一度

走在全国前列，并以“三级戏剧创作网”（省、县、市都有以
戏剧创作为主的创作室）为傲，盛时每个省都号称拥有一
两百位甚至两三百位剧作家。

然而，调研显示，仅仅过去了10多年，吉林的创作室
（组）就锐减至21个，大部分县级创作室（组）被合并到了
文化馆。黑龙江戏剧创作中心的成员也减至30人左右，
其中能独立创作大型舞台剧演出本者不到 50%，虽然有
些剧院还保留了专门的创作部，但是人员严重萎缩。如
哈尔滨市戏剧创作室尚在，但能独立创作舞台剧本者屈
指可数，不过两三人；齐齐哈尔市戏剧工作室已撤并至群
众艺术馆，专职编剧三四个人；牡丹江市戏剧工作室并入
艺术研究所，剧作家也只有三四人；而且这些数字中还包
含退休离岗剧作家 50%的份额。其他城市情况大致相
似，戏剧工作室或取消或有名无实。很显然，创作室的调
整、取消对现有体制下戏剧队伍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
响。吉林省的调研就指出，一方面，被合并或撤销的机构
中的创作员不再能够从事专职创作；另一方面，由于剧团
体制改革，创作员的作品为谁而写变得更加不确切；还有
就是由于机构的撤并，全省创作人员基数减少，发现、培
养优秀创作人员的几率更低。

东北三省戏剧创作室遭遇的“危机”在各省市也是普
遍存在的，像安徽省现有县级以上国办戏剧表演团体48
个，其中地级市以上的院团或演艺公司有 20个，已全部
没有了创作室，演出所需剧本全部来自院外和省外。这
种情形在中直院团也难以幸免。如中国歌剧舞剧院
2002年设立了剧目创作部，虽然在职能上沿袭了剧院原
有的创作室、艺术档案室、阅览室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

一大批卓有成就剧作家的陆续退休，现在专职编剧仅剩
徐瑛 1人。创作机构的锐减，让很多编剧失却了可供依
托、相互交流的精神家园，创作身份也从专职、固定变得
松散、游移。

专业编剧人才极度匮乏
与创作室锐减同步的是编剧人才的流失和创作能力

的持续下降。调研显示：青海省目前全省都没有一个专
业戏剧编剧，仍活跃的60岁以下的创作人员仅有5人，且
都是业余的；广西省坚持一线创作、并能达到国家级层面
的剧作家就一两个人，而 40岁以下，能独立完成大型剧
目创作的剧作家基本没有，只有四五名集表、导、演于一
身的中青年剧作家坚持从事小戏小品创作；海南省地方
剧种琼剧的编剧队伍“溃不成军”，只有海南省琼剧院 1
名专业编剧，其余的剧团都没有编剧，若需要本子演出，
主要靠两三个退休老编剧提供，多数情况是“等米下锅”
甚至“无米下锅”；江苏省编剧人数与剧团数量是49：68，
平均一个院团才0.7个编剧，有3个市甚至连一个在职编
剧都没有；天津全市专业院团、群文系列及研究机构，在
职从事编剧的人员加起来也不会超过 5人，其中能够写
大戏的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
的，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对编剧、剧本创作的
忽视、偏见，缺乏对编剧、剧本的长期规划和政策扶植。

实际上，即便在经济发达、戏剧文化浓厚的上海，编
剧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以话剧为例。新时期以来，马
中骏、贾鸿源、沙叶新、孙惠柱、费春放、赵耀民、张献、徐
频莉8位剧作家曾在海派实验戏剧上取得成就。但调研
发现，这些剧作家中的5位，近年来未出现超越其代表作
的作品或引起广泛关注，已进入隐性流失的状态；另3位
已转移影视，呈显性流失。

那么，青年的编剧人才都哪里去了呢？上海戏剧学
院设有专门培养编剧的戏剧文学系，曾经为上海乃至全
国输送了无数一流的编剧人才。但调研显示，近年来，该
系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去向堪忧。以近两年为例，80名本
科毕业生中，绝大多数（60 人以上）改行到了媒体单位、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只有不到10人是以专业编剧的
身份在单位里从事编剧，但也大多身兼行政职务（秘书、
助理等），无法全身心从事剧本创作，而这种现象从上世
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

实用主义思维影响健康的创作生态
由于本土编剧队伍严重匮乏，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

视，如此一来，为了应付各种展演、节庆、评奖活动的“工
作”需要，各省市纷纷请起了“外援”，追求短期的功利效
应。一时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实用主义思维开始
左右各地本已倾斜的戏剧生态。在湖北的调研报告中，
就有一些剧团团长公开表示不愿意养编剧：“我养一个编
剧，一年好几万，十年就是好几十万，还不知能不能给我
写两个好剧本。”同样的现象也在甘肃发生着。除了个别
剧作家具有创作和运作的双重能力外，甘肃本土的、具备

创作能力的剧作家基本上是只能写剧本，无缘见舞台。
甚至在这两年还形成了一个怪圈，编剧好像要具备创作
和运作双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投入二度创作。因
此该编剧要么是院团负责人，要么能拉来排戏的经费，
要么能运作到大奖。这些可不是单纯的一个编剧所能做
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创作思维在削弱地方编剧
创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依靠各种名气、头衔四
处忙碌的“名家”、“大家”。不少省份的调研都指出：近几
年来，每每在各个重大戏剧活动之前，总有几位知名剧作
家格外忙碌，他们是受人之托代写或代改剧本，而且往往
是手头的几个剧本同时动笔。这些“名家”真的能次次

“出手不凡”吗？以宁夏为例。宁夏几乎每年都要聘请外
地剧作家进行剧本创作，但这些外地编剧的问题也是显
而易见的。调研报告指出：一是，由于对宁夏的历史、现
状与民俗，尤其是对于回族的历史、现状知之甚少，便会
直接影响他们创作与宁夏、尤其是与回族相关题材作品
的质量；二是，他们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办事，一般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高报酬往怀里一揣，扭
头就走。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全国就形成了这样一批人，
他们经得多，见得广，一个个练就成了“嫁接”的高手，拼
贴出一个又一个“拼盘”，然后到全国各地去高价兜售。
这样的作品乍一看，很有些新颖，再加上一些五颜六色、
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制作，便可以把各地的主管部门忽悠
得团团转。虽然不乏有获得全国大奖之作，但终究经不
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其中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精益求
精”；二是“真心热爱”。

要宏观规划，更要有的放矢
结合目前编剧、剧本存在的种种问题，各地的调研报

告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措施提出来很容易，关键
是要落到实处，真正让一线的编剧受益，真正尊重编剧的
劳动成果，按艺术规律办事。这其中，一些省份根据自身
剧本创作实际，提出的不少对策、建议，就对宏观规划很
有价值。如四川、陕西都提到了剧本创作缺乏前期调研
规划，带来的重复生产和疏远观众问题。陕西的调研报
告指出，在陕西第五届艺术节上，有三台剧（节）目——陕
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信天游歌舞剧《山丹丹》《挂
红灯》，它们的投资都比较大，创作机制都是全国范围内
请编导、舞美、灯光、甚至演员，让人遗憾的是，三台戏都
构思了一个爱情故事，都有土匪，都用的是陕北信天游的
创作素材。这种内容重复、题材单一、形式雷同的状况，
带来了创作资源上的浪费。

如何在现有的资源配置条件下，发挥编剧的最大潜
能，打磨一部经得起历史、艺术、观众检验的优秀剧
本？相关主管部门还需要把宏观规划做细、做足，有的
放矢，在提出创作重点、题材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同时，
合理调整题材资源、艺术生产的品种结构，避免题材撞
车和盲目重复，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提高艺
术创作的成活率。

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功德天品——
全国书法名家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捐赠书法作品展”日前在中国文艺家之
家举办。这次活动是为纪念我国书法泰
斗启功先生、并筹资拍摄电影《启功》而
举办的。

此次展览的近200件作品，全部来
自中国书协第六届主席团、中国书协顾
问、中国书协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以及
中国书协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捐赠。作
品规格都在4尺整张以上，体现了当今
书坛艺术风貌和书法家的奉献精神。全
部捐赠作品将进行公益拍卖，所得款项
全部用于资助拍摄电影与建立启功书
法艺术专项基金。

据悉，听闻此次展览，韩美林不顾

体恙，为展览命题“功德天品”，作巨制
榜书，不取分文；欧阳中石听说此事，不
由分说，捐献了一幅4尺整张的精品佳
作，一再表示愿为拍摄这部电影出力。

电影《启功》即将开拍，等待了3年
的愿望即将实现，导演丁荫楠非常激
动。他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剧组
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给予了剧组
巨大支持。这种扶持文化艺术的义举，
令人肃然起敬。他要在这部电影中注入
这种义举所代表的正能量，体现出与之
相称的文化精神。

据悉，由“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
资助的微电影《启功轶事》在去年首届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暨亚洲微电影“金海
棠奖”的评选中，荣获了金海棠最佳纪
实微电影奖。 （任晶晶）

“功德天品”中国书法名家
捐赠书法作品展举办

由至乐汇联
合森田传媒共同
出品，怪咖剧团制
作，根据作家张德
芬同名小说改编
的黑色励志剧《遇
见心想事成的自
己》日前在朝阳 9
剧场首演。《遇见
心想事成的自己》
是张德芬“心灵三
部曲”之一，也是
她第三部被搬上
舞台的作品。谈及文学与戏剧之间
的关系，她表示：“书本上的文字会
相对平面，戏剧则更加立体，希望通
过不同方式表达小说的精神，并能
帮助更多的人找回自我。”

该剧由藏志编剧、韩清导演。舞
台版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大幅度颠
覆，将书中描写的主人公阿南在一
个不存在的时代和王国的追寻之旅
搬到了现代都市，搬进了写字间。讲
述了一个海归的菜鸟，一腔热血进
入虎豹狼群的职场江湖，完全驾驭

不了公司复杂的人情世故，在处处
碰壁中“逆袭”的故事。虽然背景做
了大幅度改动，但剧中每个角色在
原著中都有原型，提出的都是同一
个疑问：“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现在
得到的是你真正想要的吗？你有没
有想过你想要的东西背后所要付出
的是怎样的代价？”可以说，整部戏
的呈现就是一次回归自我的心灵之
旅。据悉，首轮演出后还将在5月14
日至18日在朝阳9剧场二轮上演。

（余 非）

舞台剧《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首演

一次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

在日前发布的舞台艺术《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37篇调
研报告，用大量一手数据、材料“说话”，道出了各地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的现状——

4月16日，随着《招租启示》和《江小东
与刘小文》分别在国话先锋剧场和国话小
剧场的开演，为期三个月的“中国国家话剧
院小剧场演出季”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
演出季囊括了《招租启示》《请你对我说个
谎》《江小东和刘小文》《花事如期》《又见老
爸》《建家小业》《你好，打劫！》《黄粱一梦》

《1988我想跟这个世界谈谈》《水生》《两只
蚂蚁的地下室》《ps.我爱你！》《环路男女》

《绝对高级》《她的碎片》15 部来自社会的
优秀戏剧作品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

《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白夜》3 部作
品。这些作品将以国话小剧场和国话先锋

剧场为阵地，持续演出至 7 月 20 日，累计
70 多场。多题材、低票价、示范性成为本
次演出季的三大亮点。

在所有展演剧目中，国话的作品注重
向经典名著回归。其中，《死无葬身之地》
和《纪念碑》是剧院推行“保留剧目制”后先
后复排的优秀经典之作，均由查明哲执
导。《死无葬身之地》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
家萨特的经典剧作，1997年留苏归来的查
明哲将其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此次复
排，集合了冯宪珍、江佳奇、王卫国、韩童
生、赵寰宇等优秀演员，将于5月2日至18
日登陆北京国话先锋剧场。 （徐 健）

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季开幕

多部经典名著回归戏剧舞台

□雨 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