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海歌舞团《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大幕

开启，到上海歌剧院《晨钟》大幕的合拢，历时
3个月，全国 7省市 14台优秀新创剧目，陆

续在沪上剧场亮相。上海艺术家则以新创的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民乐《锦绣中华》、越

剧《山海情深》、杂技剧《战上海》、歌剧《晨钟》
与全国同行交流。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主办的这次“艺起前行”优秀新创剧目上海
展演，不仅揿下了常态抗疫时刻线下演出的

重启键，更让上海艺术同行对标全国最新优

秀创作成果，虚心学习，认真观摩，为明年全
面小康建党百年的主题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和丰富经验。
这次展演，在舞台上呈现的既是激动人

心的艺术，也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因为是新创
和原创，这些剧目未必尽善尽美，但我们可以

感受到，当下舞台艺术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清新的、新时代独有的艺术情怀、艺术气质和

艺术格调绽放着。
不少剧目以严谨的艺术态度、不断在路

上的精神，像庄稼人那样精耕细作现实生活
的沃土。田沁鑫和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主

创团队深入生活，推敲剧本，得到百色百坭村
扶贫第一书记、年仅 30岁的黄文秀不幸遇难

的消息，他们十天内赶往其牺牲的泥石流现
场，确立以原型黄文秀为主角的创作方向，以

她的扶贫日记为线索，用一只向往着自由和
飞翔的黄蝴蝶意象为核心，对剧本总体结构

重新调整安排。印青、宋小明担纲词曲创作，
音乐布局非常完整严谨，层层铺垫，起落有

致，音乐语汇动听丰富而极具扩张力。
彩调剧《新刘三姐》破解了传统如何有声

有色地活在当下，现实如何穿上美丽的传统

外衣，而不至于废弃的艺术难题。这种传统的
创造性转换，既激发了传统再创有意味形式

的活力，又以山歌的不朽魅力强化了现实生
活的艺术感染力。

在众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剧目中，昆
剧《眷江城》显得楚楚动人。医生、母亲、恋人、

患者四个人，在大难面前，彼此纠结，彼此隐
瞒，只为了拯救、帮助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

同胞的生命。舞台上没有轰轰烈烈的伟大，但
我们真切地在可能记不住姓名的普通人身上

感受到了曾经千军万马驰援江城激战的恢
宏，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和价值，感受到了中

国人在危难之际人性深处爆发出来的伟大的
精神力量。剧本起承转合四折主戏与三个楔
子穿插，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

话剧《长安第一碗》，像一曲三秦大地拔地而起的唢呐
协奏，从一碗葫芦头泡馍老汤味道的变化，倒映折射了大时

代波涛对于秦存根这样普通人家的心灵冲击和改变。编剧
陈彦以 1978、1988、2008、2018的时代跨度，显示了他为时

代立传画像的创作雄心，他为生民代言、立命的创作初衷，
还有他始终无法释怀的底层情结和在兹念兹的对活生生的

小人物的热切的人文关怀。

与此异曲同工，内涵深刻沉重的是滑稽剧《陈奂生的吃
饭问题》。以通常以为搞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滑稽样

式，承载民以食为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吃饭问题”，
是一个几乎超越我们想象力边界的颠覆题材和体裁关系的

艺术创意。陈奂生是常州籍大作家高晓声先生笔下的文学
典型，但滑稽剧里的陈奂生借了小说里陈奂生的灵魂和躯

壳，几乎完全虚拟的陈奂生和傻妹因为饥饿因为吃饭从天
而降的婚姻，和他以粮食重量单位两、斤、顿做名字的孩子

们围绕吃饭展开的戏剧情节情景，都带着满满的喜剧元素。

各个历史节点上，中国农民和吃饭、粮食、土

地的生离死别几度沉浮的纠结，下一代欲望
驱动下和土地关系的异化，以散点透视和点

彩画法被交织在了陈奂生死前的回忆之中。
从开场到结束陈奂生反复念叨的“吃饭是个

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欢笑与
痛苦，温情与冷峻的交织混合，让我们脸在

笑，心在沉，是隐隐发痛的笑，是笑着笑着你

淌下了泪珠的笑。这是一部思想底蕴和话剧
《狗儿爷涅槃》旗鼓相当的戏剧作品，难得的

是，它是一部无法在传统观念中定位的“喜
剧”。

广东省话剧院的《深海》无疑是展演中令
人兴奋的一个亮点。这是一部在英模人物艺

术塑造取得重要突破的剧目。为了把“中国核
潜艇之父”黄旭华的隐姓埋名三十年，矢志献

身报国的故事搬上舞台，全剧以充满风险的
新潜艇 300百米深潜为推进剧情，推进人物

精神世界展开的支撑点。舞台叙事中大量运

用了 80年代戏剧实验的倒叙、闪回等现代元
素，同时辅以传统舞美展现的日常生活场景，

新舞美手段展现的潜艇试验现场的紧张氛
围。整场戏充分发挥了话剧“说话”的艺术魅

力，特别是第九场夫妻之间冲突的那场戏，环
环相扣，激情四射，令人泪下。深海底下是英

勇无畏的深潜，深海之上是夫妻、战友、同行
的深情。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在舞台上放声讴歌

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卓越功勋、屹
立在共和国丰碑上的当代英雄，讴歌那些在

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感动过我们的

英模人物。但是我们究竟怎样“身入”“情入”
“心入”，依仗怎样路径走进他们的人生，怎样

打开他们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听到他们真实
的呼吸?艺术不同于生活。对于这些活着的或

者离我们不远的要进入我们创作视野的典型
人物，我们需要不需要想象和虚构？想象虚构

的边界在哪里？虚构和真实的分野在哪里？我

们有没有艺术的能力，甚至探险的勇气，深入
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有没有在时代激

流中“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或者说，“内心的
冲突和忧伤”？优秀艺术作品应该能让我们步

出剧场，走在星光下，依然思绪滚滚，想得很
远很远，甚至浮想联翩，产生博大的关于生

活、关于生命、关于存在、关于人之所以为人
的永恒的命题和思考。
现实题材创作，尤其是以当代英模为主

角的现实题材创作，是当下创作的主流。确实，这是一座值

得中国艺术家全力开掘的富矿。但矿石不等于金属，更不等
于优质金属。好矿石需要艺术才华的冶炼。在我看来，一定

要摆脱无冲突论的思想束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
是在现实生活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在克服战胜内心的“冲

突”中前行。现在一定要摆脱符号化的高大全的写作和表
演，让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在舞台上回归日常，回归人世，回

到我们中间，使英雄的境界可敬可亲可接近可理解。不要干
瘪苍白的符号，而要有光彩有思想有情

怀有人情有人性的活着的典型英雄“人”

物。要写他们做的“事”，但要摆脱人陷于
事，人浮于事，见事不见人的“事务主义”

倾向，始终把所有强光聚焦到“人”的身
上，让“人”拥有艺术感染力，照耀我们前

面的道路。
我们期待来年中国舞台作品繁花似

锦，百花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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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落幕。近几年，仅在上海

上汽文化广场上演的原创剧目就有 39台、101场，可谓落地生根，
未来可期。

相较于其他舞台艺术，原创华语音乐剧虽然出发得晚，但从一
开始就站在一条没有太多历史沉疴的新跑道，起点清晰，道路顺

畅。中国人特别是大城市的观众偏爱音乐剧，多少和我们这个民族
有欣赏传统戏曲的音乐基因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剧没有

经历过舞剧那些长达几十年的“中国化”“本土化”辩论，也没有经

历过究竟是舞蹈表演戏剧，还是戏剧指挥舞蹈的迷茫。没有负担，
轻装上阵的音乐剧，出发伊始，就明确了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

音乐、舞蹈、戏剧、灯光、舞美融为一体，综合打开观众的视听感受，
带来了丰富的身心体验。但是，音乐剧的创作成本不低，需要调动

的资源也更复杂，因此当大量年轻人投身到音乐剧的创作中时，一
个能够连接创作者、业内人、观众的平台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帮助

青年编剧、作曲、演员等稳步成长的科学孵化机制，就更重要了。
在 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展演作品中，我们看到从事

音乐剧创作的年轻人，显现出更好的创作基础和艺术视野。从西方
音乐文化入手的多年训练，让很多年轻音乐人具备严谨、理性的思

维，对结构性、整体性的把握更沉稳，而国际化视野也让他们调度
和运用各种素材时显得十分得心应手。同样是表达普通人日常生

活的酸甜苦辣，音乐剧在结构上趋于完整成熟，作品色彩更灵活轻
盈，耐人寻味。

比如，作品《南墙计划》将故事背景设定在 21世纪初———流行
音乐与传统音乐发生碰撞与较量的年代，讲述父子两代人各自执

着追求梦想。乍一看这剧情介绍，这必然也必须得是矛盾对立冲突
吧，但是剧中的京韵大鼓和摇滚在汉语言独有的词曲珠联璧合的

音韵氛围里，不但打不起来还温情脉脉……那么，把矛盾冲突这一
习惯手法变成“回归”也未尝不可，就像奏鸣曲那样，呈示———展

开———再现，旋转着，循环着，回归主调，到达一个稳定的和声、完

美地收束。再比如作品《你在哪里？》以阿尔茨海默症为切入点，讲
述了三代女性两对母女之间的误解与隔阂。这类表达人性的话题，
我以为是音乐所不擅长的，势必要依赖于戏剧的手段去展开矛盾

冲突。但是这个作品熟练运用了非常多的音乐技巧创造出强烈的

激情，并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可以说是音乐以自己的语言复制
了舞台上的情节，从而加强了戏剧性。那些不重要的细节消失了，

情节迅速推进中，这种风格，而不是具体的故事，让我牵挂———最
后的最后，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的再见？

这些“未完成”状态的作品很好地运用了音乐的手法和特性，
在观赏中一直有灵感火花不断闪现的新颖体验。成功让观众摆脱

了以往对原创音乐剧的印象———极力模仿国外经典结果变成尬唱
尬跳，让观众看到了原创华语音乐剧“在地发展”的土壤和空间。源

于创作者自身经历的普通故事，更适合于孵化创作，年轻的创作者
和观众容易感同身受，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它不会影响音乐创

作为了去理解吃透主题素材而竭尽全力，甚至放弃了音乐主体的
身份，亦步亦趋跟着文学台本去创作。反而是驾轻就熟地选择素

材，运用技巧，调理作品。因此，音乐的结构，也就具备了舞台语言
的作用和意义。

相比较于一部没有错误却平淡乏味的完成品，“未完成”之所
以令人充满期待，还因为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张力，像一只只准

备迎风起飞的风筝，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当国外原版引进在遭遇疫
情而停顿，无论是主题、语言还是文化背景，本土原创音乐剧不缺

资源，这正是我们改变一味引进、总是被国外 IP卡住版权的好时
机，业内关于引进与原创的破局之争、流量效应下拿什么去支撑未

来的思考，似乎也有了方向。汇聚资源，培育人才，科学孵化，在地
发展，必将带动新一代创作者和观众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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