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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广告

时隔四年，俄罗斯话剧《静静
的顿河》再度于申城上演，历经一
场长达八小时的观剧马拉松似乎
已成为了特殊的文化现象。然而
在商业宣传之外，回到戏剧本身，
我更关注的是，远超观演身体极限
的8小时演出时长，在艺术上是否
必要？

小说原著140余万字的篇幅
或许对时长有影响，但并非决定性
因素。首先，舞台表演与文字存在
媒介差异，即便8小时也无力囊括
小说的全部内容。故事情节仍要
进行浓缩式处理，删减原著对顿河
自然风光、战争以及心理的描写，
集中在梅列霍夫一家，尤其是主角
格里高利的命运上，本不需要8小
时。

一景到底的舞美设计，一物多
用的导演语汇，功能明确的舞台区
隔，自由灵动的调度方式，兼具写
实与表现的舞台风格，都从叙事手
法上提供了凝练表达、缩减时长的
可能性。可见，无论是故事内容，
还是舞台形式，都不是妨碍将《静
静的顿河》处理成正常戏剧时长的
因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主创
们觉得8小时是一种必要？

原作情节并未满溢于演出，相
反，大量时间被让位于抒情。演出
始于哥萨克人民载歌载舞的群众
场面，不承担叙事的功能，却还原
了顿河的地方风俗。哥萨克民族
的歌舞贯穿了整场演出，无论是格
里高利结婚的欢乐时刻，还是人们
因战争逐个死去的时候，使其成为
了高于人物的象征性主角。正因
其段落式反复出现，观众完成了8

小时的情绪堆叠，歌舞越是愉快，
就越反衬个人和民族命运在时代
前的无常，也越是凸显哥萨克人民
面对苦难的刚强意志，才让作品完
整而具有了史诗气象。

话剧表面结束于阿克西妮娅
的死亡，实际上终结在格里高利将
马刀扔进顿河的标志性时刻，个人
悲剧升华成哥萨克民族对于战争
的厌倦和疲惫。此时，观众与演员共度的8小时已经不
单指演出时长，它所产生的身体疲惫感成为了和剧本、
演员等并列的戏剧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演员没有8小
时表演的疲惫，就没有人物状态，观众的疲惫则恰如
哥萨克们的感受，由此抵达了文本之外另一种戏剧的
真实。没有8小时的演出时长，也就没有了这部史诗
的灵魂。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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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创设“扶持

青年艺术家计划”（以下简称“扶青计划”）十

周年，也是艺术节与上海戏剧学院携手推出

“青年艺术创想周”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

来自不同领域的105位青年受委约创作89部

作品，其中15部委约作品28次前往13个国家

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及线上展映，向世界展

示当代中国青年的人文理念和创新姿态。如

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在艺术世界中

碰撞、感动、思考、成长。

艺术创新的澎湃活力从何而来？“青年艺

术家的创作永远是全球经纪人、艺术机构最

关心的主题之一，也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最动人的魅力所在。”“扶青计划”艺委会主

席、作曲家谭盾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

未来性的创作孵化平台，“我们鼓励年轻人大

胆设想、深刻思考、突破作为。他们带来崭新

的人生观，把平淡生活演绎得那么有趣，把高

深哲学演变得如此通俗。在这些充满青春力

量的作品里，包含着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思考

与理想。”

以敏锐目光发掘“被隐藏”的
艺术新力量

本周末，原创民族舞剧《永和九年》即将

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导演、编舞王亚彬及

主创团队都泡在排练教室里，和上海歌剧院

演员们一同打磨舞剧细节。

对于上海，王亚彬有着别样的情愫——

她导演、编舞、主演的舞剧《青衣》2015年就登

上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并由此走

向全国以及海外演艺市场。“对于年轻人来

说，将一个好创意孵化实现需要闯过许多难

关，艺术节的‘扶青’助力我的艺术创想走出

了坚实的一步。”王亚彬说。

今年，不少“扶青计划”的有缘人重返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编导郑杰的新作《训

诫三则 ·山月》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

场，也在艺术节演出交易会上受到关注。故事

取材于晚唐传奇《人虎传》，年轻舞者以肢体语

汇表达了求而不得的心灵困境。2017年，郑杰

编创的现代舞《寂静之上》入选“扶青”，时至今

日，他仍然对在上海戏剧学院端均剧场的首

演念念不忘：“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没有它，

就没有现在的《训诫三则 ·山月》。”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扶青计划”是艺术

航路上的灯塔，引领他们走过一程又一程。

“扶青计划”十周年特别委约作品——《彼岸

5.0》的主创秦毅和徐志博也是往届“扶青”委

约艺术家。秦毅告诉记者，《彼岸》团队正是

从“扶青”平台起步组建的，“我们和很多艺术

家度过美好时光，共同成长”。2022年，《彼

岸》团队接到了第50届香港艺术节的委约；

2024年，《彼岸》音乐会将在德国科隆圣彼得

教堂上演。“总之，《彼岸》会一直延伸，带着中

国原创音乐，带着我们的艺术理念‘走出

去’。”秦毅说。

从上海出发，《青衣》受邀赴挪威CODA

奥斯陆国际舞蹈节、美国匹兹堡第35届国际

首演艺术节演出；《寂静之上》亮相墨尔本维

多利亚多元艺术节；实验越剧《再生 ·缘》惊艳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音乐电影《斩 ·

断》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印度新德里

国际艺术节展演；音乐剧场《霸王》先后登上

美国演艺出品人年会交易会与香港新视野艺

术节的舞台……通过“扶青计划”牵线搭桥，

越来越多有潜力的中国作品被世界看见。

“一直以来，‘扶青计划’深耕孵化、创作、

交易、演出全产业链，通过委约、导师扶持、项

目推介等多种方式为新人新作提供培育型服

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杨佳露

表示，步入新十年的“扶青计划”将以更敏锐

的目光发掘“被隐藏”的艺术新力量，以更包

容的姿态成就年轻人展示奇思妙想，以更成

熟的机制为他们铺就通往世界舞台的道路。

以温暖情怀传递蓬勃的创新
年轻力

秋夜微凉，“扶青计划”委约作品《面影

3.0》亮相今潮8弄，为这座城注入丝丝暖意。

在全新设计的百年建筑三联排双重舞台上，头

戴面具、扮作老者的年轻人以戏剧、现代舞、舞

踏等多种艺术形态，阐述关于“时间与生命”的

思考。“上海老人的身上有年轻的灵魂。”青年

编导肖智仁说，“我很喜欢一些上海阿姨叔叔

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勇敢’或‘自由’。有时

候，年龄很难被界定，每个生命都可以追寻自

我的价值，追寻自己喜欢的状态。”

两年前，肖智仁与友人在重庆小聚，想象

50年后拄着拐杖听爵士乐的状态，肢体剧《面

影》诞生了；创排于广州的《面影2.0》融入了

他对江西老家留守老人的关注，尽情释放着

青春力量。此次受艺术节“扶青计划”委

约，肖智仁在作品中植入海派文化，催生

《面影3.0》“上海定制版”。主创团队以今潮

8弄历史保护修缮街区为原点，深入四川北

路周边采风，适配百年建筑特殊舞台进行了

再创作。

“城市文化艺术的未来在于青年，没有青

年，生命力难以为继。”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

勇说。本届艺术节，“扶青计划”首次面向全球

青年艺术家募集作品，共收到313个申报项

目，“质”与“量”较往年均有提升。经过严格的

评审筛选，8部舞台艺术委约作品和两个视觉

艺术项目脱颖而出，成为今年“扶青计划”的幸

运儿，向观众传递蓬勃的创新年轻力。

当下，“扶青计划”更强调当代艺术的在

地性，多部作品走出剧场和展厅，青年艺术家

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天地。近期，今潮8弄引

入“扶青计划”委约舞台作品《面影3.0》《丝路

流风》，以及群展《无题》和个展《未命名的道

路》。“这些从全球范围内脱颖而出的新作，启

迪并吸引着更多居住、奋斗、向往上海的年轻

人。”今潮8弄推广负责人崔怡怡表示，艺术节

把舞台交给青年，观众可以通过青春视角了

解老建筑内部正在生长新的内容。

在上海，青年艺术“创想”走出第一步

“杂技剧是杂技艺术发展非常重要的一

个平台，我们力求将人物的命运感更深切地

融入杂技中。”昨前两晚，历时三年打磨的杂

技剧《天山雪》在上音歌剧院正式首演，这是

海派杂技剧时隔四年后再次亮相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天山雪》以“逆风飞翔”的“雄鹰精

神”作为主旨，以杂技人的故事贯穿始终，串

联起70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疆、发

展新疆的壮美历程，用杂技艺术语汇立体讲

述各族人民携手奋进的故事。

飞机徐徐降落，毕业于上海市马戏学校

的新疆杂技演员哈里克和伙伴们，与他们的

上海教练王雪峰再次相聚了。出生在新疆的

王雪峰将指导沪疆两地杂技演员合作创排新

节目，一起参加国际杂技比赛……杂技剧《天

山雪》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2010

年，上海市马戏学校受新疆文化厅和新疆艺

术剧院杂技团委托，开设了新疆班，多年来专

业培养了50余名来自新疆的杂技学员。

2023年5月《天山雪》试演结束后，主创

团队立即进入了修改提高的工作中。由于剧

情历程跨度大，表现场面多且复杂，为了真实

描绘沪疆两地的唯美画卷，主创团队九度易

稿，不断丰满剧目创作内涵，深化主旨立意，

最终浓缩成一台12场、100多分钟的大型舞

台艺术佳作。虚幻引擎与数字演艺的创新使

用也为剧目增添了不少亮色，一只意象化的

“雄鹰”始终贯穿着全剧，让观众通过鹰的视

角展现更加多元化的舞台艺术。

演出中，无论是“千佛洞神女”展现的吊

环顶技还是修建中巴公路的高空钢丝都堪称

“燃点”。全剧由13幕21个杂技节目构成，21

个节目中，有12个为该剧量身打造的新创节

目。来自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

艺术剧院杂技团、英吉沙县阿迪力达瓦孜艺

术传承中心、泽普县歌舞团五家演出团体的

85名演员参与演出，其中20多名来自新疆的

演员，提前近一年来沪参与创排，与上海演员

共同训练，不断磨合节目技巧及表演默契。

达瓦孜第六代传人、“高空王子”阿迪力作为

本剧艺术指导，多次来沪指导演员训练。

一个个节目、一场场剧情的展开，将“雄

鹰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王雪峰回到新

疆后，各族人民共同欢庆，载歌载舞，笑脸充

满整个舞台，彰显着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

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让《天山雪》

“雄鹰精神”与新时代紧密相连，实现剧目精

神内核的再度升华。而就在《天山雪》首演前

两周，剧中“抖杠——雄鹰”节目参加第19届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荣获金狮荣誉奖，

恰与剧中的情节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再一次

证明了沪疆两地通过文化教育合作为杂技事

业培养人才的优秀成果。

历时三年打磨的原创杂技剧正式与观众见面

《天山雪》首演展现“雄鹰精神”
“屈原，牵动着中国人的情感和思维记忆。”王

洛勇说。由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与湖北三峡演

艺集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话剧《屈原》11月11日

至12日将登陆美琪大戏院参加第二十二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领衔主演、屈原的扮演者王洛勇即

使身经百战，依然有些忐忑，“诚惶诚恐”的他连日

来剧本不离手反复温习台词。

在郭沫若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著名历史剧

《屈原》之后，舞台上以屈原为主题的话剧作品并不

算多。今日，观众将看到怎样的一个屈原？剧中饰

演楚怀王的演员郝平认为：“这不是一个古老的故

事，而是一台具有当代品格的作品。”

《屈原》取材于屈原的生平事迹，被贬斥而流浪

于洞庭湖畔的屈原因楚国国都沦陷内心悲苦莫名，

他不断与心中的楚怀王及张仪等辩驳、诘问，进而

展开了自己为了守护家国不计生死、为了崇高理想

敢于斗争、为了高洁情操甘受孤苦的人生回忆。编

剧黄维若的剧本紧扣人性，围绕屈原对祖国、对人

民的爱完成了人物一生的叙述；这也让导演郭小男

的二度表达更具底气，“剧作完整的文学精神为导

演提供了丰厚的气场”。《屈原》采用了倒叙式的戏

剧结构，有选择地表现了屈原生平的最重要段落，

从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幕后的工作有了头绪之后，台前的压力落于演

员身上。巧合的是，剧中三位主演王洛勇、郝平、王

一楠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门师兄妹。去年，三人前

往武汉郊区的一个生态园，进行了几乎封闭式的排

练。清晨时分，王洛勇习惯晨跑，“我需要练自己的

体力，保证说大段台词的时候不会喘气”。繁重的

台词独白、有些拗口的楚辞、频繁的跪戏都是王洛

勇需要在剧中克服的困难。

王洛勇坦言，起初他对屈原的认知仍是一个概

念化的人物。因此，他走进博物馆、观察文物上楚

人的生活状态、研究屈原流放的路线。渐渐地，他

逐渐感同身受到屈原心中的委屈与失望，读懂了人

物坚定执着表象之下内心的柔软。王洛勇将这份

惊涛骇浪的情感化作《天问》中层次丰富的表演，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

瞢暗，谁能极之？”十几分钟的《天问》独白戏份，王

洛勇的演绎不仅打动台下观众，也让同剧组的演员

们尾声时都忍不住挤在侧台欣赏。

剧中，屈原与楚怀王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同样

是看点，他们曾是挚友和兄弟，却因为时局的变迁

渐行渐远，甚至站在了对立面。郝平将楚怀王称作

老顽童，尽可能地挖掘出人物的多面性，“在他‘暴

君’的定位上，有一些更鲜活、更动情的东西”。在

郭小男几万字的导演阐述中，关于楚怀王宠妃郑袖

的内容仅有几段，王一楠在台上的戏份也只有九分

钟。她精雕细琢少之又少的场次，努力让郑袖“不

成为桌面上的一个摆件”。

《九歌》《橘颂》《天问》《离骚》……大量楚辞诗

文的念白和吟唱贯穿全剧。进组后，王洛勇除了收

到剧本之外，还有一本《楚辞》。楚文化是《屈原》

最浓郁的底色，王洛勇会拿着字典翻阅《楚辞》，王

一楠私下练习台词和走位时耳机里放的则是楚乐。

在一步步走进楚文化的旅程中，王洛勇了解到，

活跃于春秋时期的楚国艺人优孟被认为是中国最

早的戏剧演员，甚至比古希腊第一位扮演角色的演

员还早了几十年。这个惊喜的发现也让王洛勇顿生

了不少信心，让他与这部作品共享了更多情感联结。

王洛勇领衔主演，新编历史话剧《屈原》本周末上演

在古代诗人身上投射当代品格

“扶青计划”委约作品《面影3.0》亮相今潮8弄。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供图)

杂技剧《天山雪》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