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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话剧小剧场艺术，

一经出现极大丰富了传统戏剧的创作天地，激活了个

性化十足、创造感无羁的艺术创新。而当九年前，上

海第一个搭建了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平台并延续至

今，戏曲小剧场这个新事物，也随着时间的延续探索

与前行。时至今日，我们欣喜看到随着作品的积累，

特别是年轻编导演人才的不断成熟、日渐壮大，推动

了传统戏曲艺术在21世纪的前行与拓展。这无疑是对

中华优秀戏曲文化“守正创新”的贡献，也是中国戏

曲对人类戏剧文化的一个丰富发展。

展演九年来陆续推出了来自各剧种的90多部剧

目，由青涩到成熟，每届都能出现令人眼前一亮的优

秀作品。特别是随着举办届数的增多，令人眼前一亮

的优秀作品在参演剧目中的比例可喜攀升。这不能不

归功于展演组织者和上海这座可爱且充满活力的城

市，自开办伊始就对戏曲小剧场的前行规划好健康的

路径，并始终保护和鼓励创作者，注重调动他们的青

春气息和创作力，激励了我国戏曲小剧场的健康发

展，也形成了已具品牌意义的戏曲小剧场展示高地。

仅从这届上海院团参与的剧目看，越剧《假如我

不是嵇康》、昆剧《东海波臣》、京剧《鹿鸣》，都焕发

出传统戏曲的感染力和别样灵动的表现方式。这三出

戏曲小剧场剧目从选材和开掘，抑或戏曲表演手段的

运用，都能够不但遵循小剧场艺术规律，而且充沛激

发出编导者、表演者、演奏者的创作力，以其调动内

心感受的由衷表达与神奇表现方式打动观众，启迪观

众。可说是圆满完成了中国戏曲审美方式和小剧场艺

术特质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九年来，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实现了传统戏曲文

化向时代性靠拢的延展，成功探索了传统文化形式通

过戏曲和小剧场的亲和无间。更可贵在，中华审美始

终是其鲜明底色。无论何种题材，不管什么手法，都

深深蕴含着戏曲传统中积淀的中华民族精神气魄和理

念品格，组织者始终注重把葆有这种民族精神作为新

探索新发展的坚实支撑。因此，在九届的剧目中越来

越体现出以下特色：虽尝试的是新的手法、面对的是

新的观众，中国戏曲特有的表现方式与审美手段仍挥

洒出许多传统小剧场艺术所没有的新表达与新思维。

优秀剧目往往在新的呈现里，体现出中华审美本质规

律中的自由与奇巧、浓郁与深刻。

越剧 《假如我不是嵇康》 是本届展演的一大亮

点，也可称作当下戏曲小剧场的一部力作。其在构思

上假设的嵇康面临死亡，自《广陵散》的琴魂里生出

人生可做新选择的讲述起始，固然很具小剧场艺术特

质。但三次选择内容，如，爱情能否放弃、利禄能否

诱惑、人格是否坚守，则又都是中华民族千古要回答

的人生课题与品格检验。舞台呈现那种多义解释的构

置，可以激发小剧场观众的联想；越剧纯粹的唱念表

演，又极大丰富着题材的表现力并强调着戏曲性，很

好处理了小剧场和戏曲的审美交融。加上演员出色而

不乏震撼力的表演，使剧目观赏效果出现了大剧场没

有的人性和精神张力，又有着传统戏曲仅依靠写意表

达缺乏的情感连贯、人物真切、变化细腻。

通过这届观赏，我对如何在戏曲小剧场实践中践行传承与发展的“守

正创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戏曲小剧场的“正”，关键在于做到守住戏曲

文化的特质，不能对传统妄自菲薄，也不能对戏曲一成不变。而“新”则

在于不能坠入“轻浮的变”，要鼓励青年人才做到内容引人、思考动人、表

现抓人，从而以成功的戏曲小剧场实践推动中华文明与人类文化的美美与

共，完成真正充满活力、体现民族气派的戏曲新前行。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秘书长）

崔
伟

戏
曲
小
剧
场
是
传
统
文
化
的
守
正
创
新

——聚焦“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在小剧场，看见戏曲的当代样貌

近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文汇报
社共同主办的“2023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圆满收官。
九天时间中，来自全国的12部小剧场戏曲作品为申城的冬
夜输送了一股艺术暖流。迈过第九年的门槛，朝着十周年
走近，“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见证了一批新作与新人的惊
艳亮相。九年以来，展演共收到了近80个剧种、超500部
作品的申报，共上演了90多台作品。这里有戏曲淌过岁月
仍旧留存的精髓，也有与当下舞台审美共振的回音。总结
与展望之际，本报特邀业内专家和一线创作者直抒胸臆，
畅聊他们心中的这片热土。

（本版策划 邢晓芳 组稿 王筱丽）

为期九天的“2023年中国小剧场

戏曲展演”给申城的戏剧舞台添加了

冬天里的一把火。这一把火，继续点

燃着戏剧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戏曲在当

下如何更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探索实践之路，由此给戏

剧界带来种种思考。已历经九届的展

演，恰如面向每一位戏曲人的造梦空

间，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戏曲人而

言，他们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戏曲

长河的流淌中不断地“吸”取着这份

丰厚的养料，一方面“呼”出着对戏

曲艺术具创新、实验、先锋精神的探

索实践之气韵。

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在这

个造梦空间中，戏曲人驰骋想象，让

戏中之人上天入地、穿越阴阳，生生

死死、真情长生。时而红豆南国，悲

欢离合；时而反躬自问，灵魂泛舟；

时而嬉笑怒骂，人间百态……从而抒

发家国情怀，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

丑，尽情体验中华戏曲魅力无穷，努

力追求着小剧场戏曲以小见大、以小

见深、以小见精、以小见新、以小见

趣、以小见美的品质特征，引起观众

共鸣共情共思。

这次展演，正是当代戏曲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戏曲并力图有所创新的

又一次生动实践。每当一曲终了，灯

光再次照亮，看到台上站着一排青春

朝气的戏曲人，内心总会涌起一股莫

名的感动。他们是在用心用情用力为

当下的戏曲舞台，为当下的观众呈现

着一部部小剧场戏曲作品。这些作品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好评多

于批评，还是批评多于好评，这种勇

于实践、积极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

这样前行的脚步是不应停歇的。我们

的戏曲人，在这一造梦空间中，展示

着自身的艺术创作才华，讲述着一个

又一个感人有趣的故事，塑造着一个

又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营造着

一个又一个五彩斑斓的艺术天地。

仅以在本届展演上首演的越剧

《假如我不是嵇康》为例。一般认为，

嵇康这位“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

秀”又超凡脱俗的竹林七贤代表人

物，身上很会有戏，但真正搬上舞台

却难度不小。《假如我不是嵇康》设置

了一道假设题，以此构思艺术创作。

在这一想象空间里，选取了嵇康婚

姻、仕途、友情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人

生节点，大胆设置了三次尝试“逆天

改命”的情节， 以此来展现和解剖嵇

康复杂丰富的内心情感。剧中“广陵

仙子”作为纯虚构的艺术形象，则在

剧情推动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嵇

康会不会“改命”？这一悬念从一开场

便紧扣观众心弦。可最后，这位毕生

追求至美至善至真者不忘初衷，未能

如愿改命，终使《广陵散》尽，绝于

人间，成为千古憾事，但“名士”之

琴弦不断、风骨之琴音萦绕至今……

笔者把这部作品解读为嵇康慷慨赴死

前的一次躬身自问，一场心灵撞击。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嵇康人生空间中

的一次造梦。这部作品提出的“如果

有一个机会重走来路，嵇康会做出怎

样的抉择”这一设问是有现实观照意

义的。因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拷问，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

都会面临这样一种抉择。嵇康的抉择

让我们每一个人会思考，当面对这样

的抉择时，究竟该怎么取舍？这就是

这部作品的时代价值和魅力所在。编

剧张燕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感慨道：感

谢嵇康给予了我精神的滋养，感谢他

伟岸的身影、他悠扬的琴声、他不屈

的灵魂能绵延千年依然回荡在历史的

时空里，期待他独特的人物形象也能

在戏剧舞台上巍然屹立。

除越剧 《假如我不是嵇康》 外，

先后上演的川剧《离恨天 · 审》、锡剧

《红豆》、昆曲《〈世说新语〉索衣 ·

访戴》、吕剧《山伯》、京剧《鹿鸣》、

闽剧《银筝断》、五音戏《长生》、昆

剧《东海波臣》、沪剧《假如我是状元

郎》、梨园戏《〈陈三五娘 · 平行空间2〉

大闷 · 赛博朋克》、昆剧《描朱记》等

作品，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小剧场戏

曲的品质特征。在“造梦”过程中，

有的体现得到位一些，有的尚有较大

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造梦

空间虽然可以让戏曲人在创作上充分

驰骋想象力，但也不可缺少应有方

寸、离了戏曲之本真，而需做到“日

有所思夜有所梦”。“日有所思”，就是

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戏曲要有正确

的思考、梳理和把握，要大力传承弘

扬 向 善 向 上 向 美 的 价 值 取 向 ， 并

“呼”出新意，这样才能真正“夜有所

梦”而非“乱梦飞渡”。

（作者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顾问）

沈伟民

造梦空间，成就梦想

近日，“2023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在上海举办，

我为无锡市锡剧院创作的《红豆》作为国内首部小剧场锡

剧，在长江剧场 · 黑匣子参加了开幕演出。作为展演中最

年轻的幕后创作者之一，我与“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缘

分颇深。自2018年至今，我共编剧4部作品参加展演，分

别是——越剧《僧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婺剧《无

名》、锡剧《红豆》。五年时间，我见证了“上海小剧场戏

曲节”升级为“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历程；与此同

时，这些不同剧种、题材、风格的小剧场戏曲作品，也见

证了我在创作之路上的成长。

2018年底，我为南京市越剧团创作的小剧场越剧《僧

繇》作为展演的开幕戏在长江剧场 · 红匣子上演。彼时，

我还在中国戏曲学院读研究生。北方的高铁驶向南方，迎

面而来的是冬日暖阳。

演出结束的第二天，朋友发给我一段文字，是上海的

观众自发撰写的剧评，写道：“剧情是讲张僧繇成名20年

后遭遇中年危机，江郎才尽，我还以为编剧是个大叔呢，

没想到散场后上网搜资料，居然是个90后编剧，而且是第

一次写越剧，真是后生可畏，少年才俊啊。”或许撰写剧评

的人不知他所写之人曾看到他的文字，但这些素不相识之

人给予的肯定鼓励，却是我创作起步阶段的力量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僧繇》在上海展演期间，我与上海

戏剧学院导演系戎兆琪相识，受他之邀，我开始创作国内

首部小剧场婺剧《无名》。那时，正逢我从中国戏曲学院

毕业，入职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成为一名专职戏剧编

剧。2020年12月，婺剧《无名》亮相展演，隔天，越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与上海观众见面。2022年，《无

名》剧本被选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专业试题之剧

本分析，该剧的生命力延续着。

到今年年底，我已工作四年，再次携锡剧《红豆》参

加“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感慨良多。熟悉的长江剧场

戏韵悠扬，前辈老师们亲切地与我交流，剧场里或在多年

参加展演中相识、或还未相知的专家和观众们用演后谈及

剧评文字的方式和主创们探讨小剧场戏曲的精神。偶一抬

首，暖阳明媚，一如五年前初来上海的冬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于我而言，中国小剧场戏

曲展演早已不是一个展演活动，而是见证着少年热忱、成

长前行、用笔端书写戏剧之梦的理想花园。

（作者为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副主任、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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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戏曲，是戏曲艺术创新的

重要探索和实践。九年光阴，中国小

剧场戏曲展演新作佳作迭出，呈现一

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更可喜的是，在

小剧场戏曲创作和传播的新天地中，

无论是编、导、演、音乐、舞美等艺

术创作领域，还是在剧目的策划、组

织和演出传播过程中，都涌现了一批

青年才俊。他们的创意和奉献为戏曲

舞台带来了蓬勃朝气，寄托了戏曲繁

荣发展的希望。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

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中国小剧

场戏曲展演的主办方牢记嘱托，以出

好戏、育新人为己任，为青年戏曲人

的崛起和成长提供了舞台。守正创新

是戏曲传承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

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中，更好地体现守

正创新的文化思想，值得进一步总结

和探索。

创新是时代赋予戏曲的使命，也

是戏曲自身发展和永葆生机的源泉。

青年更敏感于时代对创新的赋能。当

今的时代风云、当下日新月异的信息

浪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

发展，催生了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

面对由此带来的艺术创作形态、传播

方式、审美需求和评价机制的种种变

化，年轻人往往更敏感、更适应、更

热衷，这是他们的优势。九届小剧场

戏曲展演中，不少青年才俊的佳作屡

有入选，正是体现了对青年戏曲人创

新探索的理解、尊重和呵护。

呵护，必辅之以引导，而最根本

的就是必须坚持守正前提下的创新方

向。守正也是对传统的回望和继承。

如何使青年人才得以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和传承，是他们成长的关键！中华戏

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优秀的传统戏曲作

品都承继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血

脉。展演剧目中出现了一些青年戏曲

人取材或改编自古代经典、史传文学

以及笔记小品的佳作，然而相比于那

些优秀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的名

作，当下青年才俊的作品，毕竟还是

有差距的。“新竹恨不高千尺”。我们

热切盼望着青年编剧中有望诞生徐

棻、王仁杰等编剧大家那样的力作，

也期待出现更多像罗周那样的新一代

优秀剧作家。而青年导演中能不能也

早点冒出几个“青春版”的张曼君呢！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九年践

行，已经为这样的夙愿迈开了步伐。

而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编导创作的评论

和交流辅导，还有不少工作可做。例

如，可否借鉴当下许多戏剧汇演采用

的专家剧评对话，使评论家能更坦诚

地作批评、提建议，双方进行更深入

的交流。再如，针对青年编导创作中

一些共性的问题，能否请一些学有专

长的专家作点读书辅导，勉励引导青

年戏曲人多读一点文史典籍和文学名

著，多学一点戏曲通史和戏曲通论。

“曾经沧海难为水”，有没有“沧海”

的眼界和胸襟，创作的底蕴是不一样

的。青年戏曲人期待着更多优秀传统

文化的哺育和滋养。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文
化发展基金会原理事长）

郦国义

新竹恨不高千尺

▲昆剧《描朱记》。

 沪剧《假如我是状

元郎》。均陈禹州摄

▲越剧《假如我不是嵇康》。秦钟摄

 昆剧《东海波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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