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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晚，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
演出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这是一场
低票价的公益演出，台下的观众80％是
在校大学生，其余则是中学生。演出之
中，观众不时发出嬉笑之声。要知道《雷
雨》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剧中三位年轻
人的死亡，两位母亲的非痴即疯，宇宙
间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人性的悲哀和命
运的不公，总之“有价值的东西的毁
灭”，居然触动了年轻人的笑神经，“哄
堂大笑贯穿全剧”，仿佛猪八戒误入潇
湘馆——错置了时空。

24日下午，扮演周朴园的杨立新连
发 5条微博，困惑于青年观众的剧场反
应：“原以为这样一个发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惨烈悲剧，会打动这些生活在幸
福中的今天的学子们。令人惊诧的是随
着台上剧情的发展，人物关系渐渐暴
露，舞台下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繁
漪和大少爷周萍的乱伦关系；四凤怀了
大少爷的孩子已经三个月了；周冲跑到
四凤家里表示爱慕……乃至周朴园向
周萍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你同四凤同母
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彻底揭开了兄
妹乱伦的残酷事实的时候，台下仍然是
笑声阵阵。演到这里，我不禁担心，结尾
处大少爷自杀的枪声响起，台下千万不
要掌声雷动……”此后，爆笑场的《雷
雨》，发酵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剧场事
件。

应当指出，悲剧观赏之中有笑声并
不奇怪，那种认为悲剧要一悲到底、喜
剧要笑到让人岔气的想法，显然早已过
时。实际上出于情节演进、节奏安排、
心理调节的需要，伟大的戏剧家会有
意在悲剧之中安插喜剧成分，《哈姆雷
特》 中的掘墓人、《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的老奶妈，身上都带有喜剧性。《雷
雨》 之中鲁贵的庸俗话语，他与大海
的直接冲突，周萍在乱伦反悔后对繁
漪说，“你不承认是父亲的妻子，至少
我还承认是父亲的儿子”，都能让观众
发出会心的微笑。

如果《雷雨》演出中观众的笑声是
符合情境需要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恐怕演员不会觉得怪异、难堪，并且有
挫败感，媒体也不至于不断探讨到底哪
里出了问题。好的戏剧氛围本来需要演
出者与观赏者共同创造，但是这样一种
没事找乐的姿态、嬉闹取笑的心理，本
身就是观演关系的扭曲，审美观念的对
峙，情感认知的怪癖。

中国的传统戏曲起源于瓦舍勾栏，
迎合市民的观赏心理成为演出习惯；而
西方戏剧起源于酒神祭典，旨在创造一

种神性的仪式感。在希腊文中，“戏剧”
（drama）和“仪式”（Romenon）紧密联
系，悲剧是对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
行动的模仿，它对人的心理带来宣泄、
恐惧、净化作用，如果悲剧的仪式感丧
失，张力必然遭到破坏，那么悲剧情境
便很难达成。因此格洛托夫斯基提出了

“神圣的戏剧”、“神圣的演员”的概念。
理想的演出需要理想的观众。然

而，笔者在观看《雷雨》时，坐在我前排
的一对年轻男女一直旁若无人，左摇右
摆，窃窃私语，试想以这副样子看悲剧，
怎么可能身临其境，动心动情？进入不
了情境便只能作为冷漠的旁观者，于是
乎，剧中人痛苦不痛苦，与其有什么关
系呢？便是看到故事层面的偷情、乱伦、
天意的无情、人性的阴冷，在剧作者那
里了不得的严重，在这种人眼里也变得
轻飘飘，无足轻重。

如果《雷雨》的笑场成为常态，戏剧
爱好者的愤怒理应直指北京人艺及其
所谓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8场演
出中，只有一场出现爆笑状况，而这一
场的观众恰恰是青年学生。作为年轻
人，自然代表着现代的趋势和社会的将
来，有藐视一切、我行我素的条件，有

“青年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的优势，
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人生经验的有
限、审美感受的新鲜、哲学思考的局限，
也是在所难免吧。不然，看到《雷雨》中
一个个角色坠入悲剧的深渊，看到他们
的灵魂在痛苦里辗转，不说感同身受，
至少也该心有所动吧，怎么还能发出连
续不断的笑声？这难道是“你有什么不
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的翻
版？还是时代青年大多具有强大神经和
冰点心灵使然？80年前一个旧时代的青
年在思考生命的局限、人心的惨痛、生
存的险境、天道的惊悚，而今，年纪同他
差不多的人，不用思想，只用笑声就解
构了他当年的心境，但是却没有人思考
这个悲剧产生的根源以及在今天的现
实作用。

关于为什么发笑，有人说，《雷雨》
不过是一个23岁的青年80年前写的老
剧本，巧合过多，令人隔膜，何况也不是
十全十美的。请问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剧
本是完美无缺的呢？《雷雨》的彩排场，
连过道里都挤满了观众，还有人潮不断
向剧场涌，这本身就显现了经典剧作不
朽的艺术魅力。说什么“与其膜拜经典
不如挑战经典”，挑战未尝不可，也要先
了解自身的实力再说，就算矮子站在巨
人肩上，你也得有爬上巨人之肩的能
力，否则，站在巨人脚下谩骂生气，只能

暴露自身的狂妄无知。如果明知巨人在
侧，却故意无视冷漠，还要斜着眼睛喊
几声“你算什么？”这不就是一个当代版
的阿Q吗？

也有人说，观众的笑声来自演员表
演的舞台腔和程式化，认为那种样子的
表演跟生活本身有距离。这显然是将生
活与艺术混同一气。艺术源于生活但必
须高于生活，否则我们在大街上看市井
闲情好了，何必走进剧场欣赏戏剧呢？
日本的歌舞伎，演员从花道上场，慢腾
腾走到舞台中间，大约需要六七分钟，
我们精明的观众是不是该嘲笑那做作
的艺能？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男主
人公对女仆吟唱“你那冰凉的小手”，我
们是不是也要笑话一下女演员那硕大
的体型？世上没有人无聊到只用足尖走
路，那么我们对芭蕾舞怎么看，也该嘲
笑个不停？欣赏不同的艺术，应当摸索
不同的门径，何必方枘圆凿、胶柱鼓瑟？
艺术欣赏本来需要学习、积累、提高，然
后触摸门径、登堂入室、融会贯通，感知
其中的奥妙。公益场的演出，其初衷是
好的，但是，让初进剧场的青年人自己
摸索艺术门径，这又是值得探讨的，艺
术欣赏不仅仅依靠感官本能，更依靠感
性与理性的有机交融。这样的本领需要
有经验的观众的熏陶与引领。

年轻观众在《雷雨》演出中的笑声，

其实也暴露着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弊
端，当道德底线不断下滑时，贪官背后，
情妇成串，天上人间，娼门半掩，只有欲
望的奔涌，何来人性的尊严？满眼寡廉
鲜耻，何来人性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

《雷雨》中兄妹之间无法自知的恋情导
致的乱伦，以及由此带来的羞耻、绝望，
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已经丧失了惊悚恐
惧之感。周冲暗恋四凤，居然还说“我们
拉拉手吧”，是否也显得萌萌哒，可笑复
可怜？在仇富心理作用下，周萍、周冲之
死，或许还令人生出“你也有今天”的快
感？新世纪以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泛娱乐化的轻松小喜剧流行开来，认真
与庄重的情感已经离我们很远。“不管
三七二十一，把你搞笑就惬意”，这似乎
成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到剧场里找笑
点，也就成为了某些年轻人的习惯。然
而，笑是动物都具有的本能，而思考却
是人类才具有的天性。

悲剧是人生模式的预演和寓言，因
此我们应当让心灵在麻木和冷漠中尽
快苏醒，把悲悯、恐惧、庄重、严肃这些
正常的人类情感还给悲剧艺术。一个人
能够笑，说明其心态放松，但无缘由、无
顾忌的笑，就是呆傻的表现。至于在悲
剧里笑，则是令人遗憾的庸俗无聊的事
情，因为这起码缺乏个人修养，缺乏对
艺术家和悲剧艺术的敬重。

把悲悯与严肃还给悲剧艺术把悲悯与严肃还给悲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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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7 月 22 日演出那天，我就在现场；不可否认，学生观众们

的确是笑了，但其具体情形，恐怕与大家的想象有所不同。
首先我想要还原一下当晚演出的几个主要笑点。最主要

的“笑点”，无疑集中在二少爷周冲身上。话剧刚一开始，就是
周冲登场：手握网球拍、脚踏白长袜，蹦蹦跳跳地呼唤四凤。
这一个亮相，当时就把观众逗笑了。此后周冲也不时引来笑
声：例如“分一半学费给四凤”的请求还未出口就被父亲吓了
回去；再如得知四凤与哥哥相爱，自己却“祝他们幸福”一段。

鲁贵身上也有笑点。例如在自己家中一段，鲁贵先是牢
骚满腹作大爷状，后被发怒的鲁大海用手枪一吓，瞬间变了孙
子——这一处满场笑声。

还有几处笑声集中在话剧后半段。印象深刻的有两次：
第一次，周萍翻窗与四凤幽会，繁漪突然出现在窗口，把窗户
从外面反锁上了。第二次则在最后，繁漪叫出周朴园，周朴园
让周萍认母：“不要以为你同四凤同母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平心而论，剧中这几处笑声，其实并非不可接受。观众笑
周冲，是因为他“萌傻怂”的形象设定。试想一个发育健全、身
形庞大的小伙子，以一种“很傻很天真”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
观众笑一笑，难道很奇怪吗？至于笑鲁贵，则是笑他的劣根
性，这样的笑声，我想绝不至成为冒犯。

需要重点解释的是后两处笑声。周萍幽会四凤一段，刚
刚经历了四凤下毒誓不见周家人的情节，周萍就猛然跳出，舞
台声光雷电极为到位；紧接着繁漪伴随着电闪雷鸣突然幽灵
般出现在窗口，观众已经不是“惊到”，而是“吓到”了——我身
边好几位女生甚至发出了尖叫。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在剧情
稍稍缓和之后发出笑声，其实是对刚才“失态”的掩饰，也是平
复情绪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是经常见到人在虚惊一场之后
发笑吗？在此意义上，此处的笑声，恰恰证明了此前表演的到
位。

至于“认母”一处，当时繁漪叫出周朴园，是想要抖出周萍
与四凤之事；谁知周朴园误以为繁漪要爆的料是鲁侍萍，于是
干脆把关系全抖了出来。在这里存在一个剧中人信息不对等
的问题：甲说的是A，乙说的是B，阴差阳错，谬之千里，这样的
情节设置方式，历来为喜剧所惯用。观众为之一笑，其实也可
以算是正常的反应；而尤应说明的是，这一处，发笑的观众其
实数量不多。

有意味的是，杨老师指出，以往的《雷雨》演出中，几乎从未出现笑场情况。在
我看来，这里其实暗藏着一道“审美方式”的“代沟”。对“90后”观众来说，“笑”其
实是他们面对话剧作品、乃至面对生活的重要方式，其内涵颇为复杂。曹禺先生写
作《雷雨》时23岁，跟今天的“90后”年龄相仿；然先生身处乱世，一腔反抗激情，故
有《雷雨》之悲惨激愤。今天的“90 后”却处在一套成熟稳定的社会规则之中：考
学、就业、买房、结婚……一步也差池不得。就话剧艺术而言，“黑色幽默”已成了面
对现实焦虑最有力的表达方式。看《雷雨》一周前，我刚好看了在青年话剧爱好者
中评价极高的小剧场话剧《枕头人》。那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其中有很多黑色
幽默元素。现场观众笑声不断，却丝毫没有影响作品整体的悲剧气氛；看完之后，
有观众坦言“笑得很开心，看得很沉重”。

是的，笑与泪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有的时候，“笑声”可以是“掌声”之一种。他
们只是把这种“笑+泪”的审美惯性带到了人艺的演出现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

《雷雨》缺乏尊重。我本人在大学校园中多次出任话剧主演，有一次演契诃夫的《论
烟草有害》，演出中笑声不断，但结束后有观众对我说，“有一刹那，眼泪差一点就出
来了。”有趣的是，我们的《论烟草有害》恰恰是参考了何冰老师在人艺小剧场的演
出。《雷雨》同样如此。我曾留意过身边观众的表情：他们可以在前一秒发出笑声，
但下一秒，就会在悲剧的预兆中紧张地捂住嘴巴。而且大多数观众对何处能笑、何
处不能笑有自己的判断。杨立新老师在微博里说，很担心大少爷自杀的时候台下
会掌声雷动。对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处，我没有听到任何笑声或掌声。我
想，假若有人在这里笑了，多半会被自己的同伴扔出剧场。

“笑声”和“笑场”并不能简单画等号。我看到有人抨击说学生把人艺剧场变成
了菜市场，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臆想。菜市场除了哄笑还应该有叽叽喳喳，演出现
场绝对不是这样。诚然，现场有时会出现笑声，但更多的时候，观众的状态是“屏气
凝神”——他们被巨大的悲剧震慑住了。偶尔的笑声不足以取消屏气凝神的整体
表情，正如再多的笑声也未必能掩盖泪水。

最后我想要回忆当晚的几个细节，它们足以说明学生观众们的心意和热情。
第一，演员谢幕时，前排一位女生太过激动站了起来，结果身后观众急了，一遍遍要
求她坐下——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掌声和敬意毫无阻碍地送给演员。第二，散场时
候，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讲，演得真好，早就看过剧本，但还是被震撼到了。第三，帮
我买票的同学对我说，知道我为这票排了多少小时的队吗？你得请我吃饭。然后
她补了一句：“明天《四川好人》学生场又要卖票了，我还是一早就去排队，要不要帮
你买张？”

第七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
周”高峰论坛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
北京大学举行。自2008年以来，由
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国国际青年
艺术周”作为国家级的青年艺术盛
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在全国
乃至世界范围都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填补了我国缺少以“青年”为主
体的大型国际艺术交流活动的空
白。第七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
周”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主办。

据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
书长助理时坚东介绍，青年周活动
将于8月12日至31日举行，内容共
分 7个板块：开幕式、演出、主题论
坛、高校展演、展览、分会场板块和
闭幕式，将有演出、展览和讲座项
目81个，共计494场活动与观众见
面，其中，演出 68 台，展览和讲座
13 台。此次活动的参与高校也创
历届之最，包括北京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
学院等 13 所知名高校将积极参与
开幕式、演出和歌剧展演等活动。

“国际性”和“创新性”在本次
活动中有重要的突破，来自美国、
英国、德国等2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500名的艺术家，将带来各自拿手
节目亮相中国舞台；同时，文化与
科技融合，文化与周边产业融合所
产生的各类新兴文化艺术形式和
内容，都是本届青年周所重点关注
和呈现的对象。

由于本届青年周活动十分注
重整体性，所以在地域分布上，以
北京主会场为核心，选取了上海、
广州、厦门、西宁、兰州、济
南、德州等七大分会场互为补
充。活动现场，组委会向广州大
剧院、山东省会大剧院、上海大
宁剧院、甘肃大剧院、青海大剧
院、厦门闽南大戏院和德州大剧
院授予“青年艺术家交流与实践
基地”证书，以表彰它们在青年艺
术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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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少年
儿童营造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香港金色睿
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上下五千年”公益项目，7月
27日在京正式成立；同时举行了30集电视剧《姥姥
教我弟子规》拍摄新闻发布会。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文化部、教育部、各大新闻媒体的同仁齐聚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开启了“上下五千年”项目彩球。

《姥姥教我弟子规》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
业发展中心“上下五千年”项目办公室，香港金色睿
德国际教育集团和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由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和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新闻小主播》

栏目共同制作的30集国学系列剧。该剧是以家庭生
活为背景的国学情景剧，旨在为小学学龄的孩子们
开设一个学习品德的课堂，以轻松幽默、亲切生活
的方式呈现。以一位姥姥和两个孙儿之间的日常生
活为底色，在其中有机地穿插既定的《弟子规》中的
相关内容，每集在姥姥的引导下围绕集中的主题进
行学习。而具体地对于《弟子规》中思想的阐述则以
之后“古代模拟课堂”授课的方式讲授。古代部分是
现代部分当中姥姥给两个孩子所讲述的一个故事。
该剧日前已在北京开机并完成了古代部分的拍摄，
现正在进行现代部分的拍摄。据悉，12月将在北京
举行“上下五千年”跨年晚会暨《姥姥教我弟子规》
首映礼。之后出品单位还将把《道德经》《论语》《三
字经》等搬上荧屏。 （艺 文）

“上下五千年”公益项目在京成立

电视剧《姥姥教我弟子规》正在拍摄中

正在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日前迎来
了“台湾周”，两部来自中国台湾的优秀儿童剧——
台北如果儿童剧团的儿童歌舞推理剧《猪探长秘密
档案之统统不许动》和台湾六艺剧团的经典亲子剧

《孔融不让梨》，先后亮相儿艺舞台。
声影交错的豪华剧院里，舞台上盛大演出《灰

姑娘》的故事，帅气的王子牵起了美丽的灰姑娘，钟

声 响 起 ，灰 姑 娘 逃 走 了 ，只 留 下 一 只 玻 璃
鞋……“啊！”突然出现的尖叫声回荡在剧院
里，发生什么事？南瓜没有变回老鼠，王子却
死在台上。是谁在所有观众面前杀死王子？
警察对这宗奇案束手无策，请来侦破众多悬案
的“猪探长”出马。长得一副猪头样的猪探长，
却有着缜密的思维、敏锐的眼睛和无比的勇
气，他将带领现场的小朋友们揭开案件的真
相……

据介绍，该剧是华语戏剧第一部儿童推理
舞台剧。演出的表演区域从舞台扩大到观众
席、甚至整个剧场，除了台上角色，现场观众也
成了目击证人，让孩子们能随着剧情的发展，
发挥自己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抽丝剥茧，和猪

探长一起推理、找出凶手。同时，剧中还穿插多场
歌舞表演，各种曲风的音乐贯穿全剧，加上多媒体
技术和舞台效果，让观众不只看到舞台上发生的
事，还能打破顺时叙述方式，跟着猪探长和助手花
生回溯犯案过程。演出期间，台北如果儿童剧团还
举办了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剧场表演 work-
shop—小侦探大眼睛”戏剧体验活动。 （徐 健）

中国儿童戏剧节迎来“台湾周”

“猪探长”率先带领小朋友破案

由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主 办 的“ 金 石 永
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第三
届院展暨国际邀请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此次参展作者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
术院研究员为主，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杰出篆刻家
100 余位。参展作品既代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的创作水平，也代表了
当下篆刻艺术整体的创作水准。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突破了以往单一
展示篆刻作品的形式，增加了参展作者的书法
作品，展示篆刻与书法的紧密联系和篆刻家坚
实的书法功底；增设了篆刻作品设计草稿的展

示，便于篆刻艺术爱好者清晰地了解篆刻创作
过程；在国际邀请展展厅专门设立了各国印文
化工具展示区，展示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印谱、印材等工具；还设
立了钮制作品的展区，表现篆刻艺术“印章美、
印钮美和印材美”的“三美合一”，传达篆刻艺
术的立体美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成立于
2006 年。2007 年，中国篆刻艺术院在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篆刻艺
术硕士点，招收了中国第一批篆刻艺术硕
士，标志着中国篆刻艺术开始着力于艺术学
科的构建。 （徐 健）

中国篆刻艺术院第三届院展
暨国际邀请展举行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90后”戏剧新锐
力量打造的独角戏《花心小丑》将于8月7日至
10日登陆国家话剧院小剧场。该剧由李宝群编
剧、查查导演、单冠朝主演。剧作发生在雪花飞
舞、寒风凛冽的冬季，讲述了城市森林中一个骑
着自行车给人送花的小丑“花心”的独特经历。
谈及排演初衷，查查表示：“我们都在谈戏剧的
功能，戏剧到底要展现什么，呈现什么？简言之
戏剧作品是要给我们一些思考的，这年头思考
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戏剧就是要逼着你
奢侈一回。”该剧是一部贴近小人物生活和反映

当下都市苦乐的作品，展现了新一代戏剧人对
奋斗的理解、对现代人的独特描摹。

作为一部独角戏，《花心小丑》在视觉呈现
和戏剧结构上给演员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为此，
查查加入了多媒体呈现，在极简的舞台处理中，
帮助演员表演描绘出都市生活光怪陆离的街景
和复杂场地变化。剧中，“花心”骑行于都市大街
小巷中的表演，将在空的舞台上与多媒体交相
呼应，让观众身临其境。此外，剧作给予演员很
大的舞台创作空间，届时单冠朝将为观众呈现
一个“史上最有律动感舞王”的小丑。（徐 健）

独角戏《花心小丑》聚焦小人物的奋斗历程

中国摄影艺术发展专项基金签约仪式日前
在京举行。该基金全称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中国摄影艺术发展专项基金”，是中国第一支
国家级的摄影专项基金，由中国摄协与山西省
晋中市、平遥县共同发起成立。今后，基金将重
点资助国家级重大摄影文化项目的实施；表彰
对中国摄影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家、
理论家、评论家等；资助重要摄影出版物项目，

推动优秀摄影作品的传播，推进摄影艺术的传
承和发展；资助优秀摄影作品创作、典藏、展览
展示；资助对外摄影文化艺术交流，推进中国摄
影文化走出去；开展群众摄影培训，推动摄影艺
术的普及和推广等。据悉，“中国摄影艺术发展
专项基金”为全国性公募基金，将广泛争取海内
外热爱和关心中国摄影发展的团体、企业和个
人的支持与捐赠。 （摄 文）

第一支国家级摄影专项基金设立

北京人艺话剧《雷雨》主演杨立新连发五篇微博指责《雷雨》“学生公益场变爆笑场”一事，激起了很多讨

论。本报特邀请现场的两位观众谈谈他们的观剧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