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的河流那样漫长，永
无止境地向前奔去。我们与古
人之间，隔了几百上千、甚至几
千年的漫长岁月，但也有一些
途径能够迅速拉近生命和生命
的距离。当我们看到古代书画
诗词的瞬间，时空仿佛都消失
了。绘画者、书写者，他们那一
刻的生命，几乎和当下之我脸
贴脸地对在了一起。艺术，也
正是令短暂生命进入永恒的方
式之一。

小剧场昆剧《六道图》灵感
得之于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
俎》，我与石小梅老师都被“吴
道子嫉妒画坛新秀皇甫轸继而
买凶杀人”的唐人笔记所震
动。石老师直觉地捕捉到其中
蕴含的巨大戏剧张力，她选定
了这个“题材”，作为她与我合
作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
呢，在原始素材的基础上进行
了思考与重构，想象、绘写了画
圣吴道子创作惊世之作《六道
图》的心路历程。

与原始材料相比，文本创
作重构了一组重要的人物关
系——作为师生的卢罂公与吴
道子。事实上，同样的情节、台
词，发生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中，
会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众
多人际关系中，师生关系极为
特别。他们并没有“血统”羁
绊，却有着“学统”传承。一方
面，约定俗成的，师生之间有着
伦常上的要求，而从更深的角
度，面对艺术，师生往往共有一
个灵魂，有着共同奔赴的方
向。在惯常思维中，老师高于
学生；而在艺术前行的路上，学
生应该要高于老师，如此，人类
才能不断攀上更高之境。《六道
图》中的师生关系，正是如此：
独特、鲜活、复杂，看似无比残
忍，实则无上快慰。

以燃烧生命的方式，实现至高的艺术。卢罂公饮
下毒酒身亡，这是个极酷烈的戏剧事件，但在《六道图》
里，最痛苦之时，竟然也是艺术家最快意之时！这个晚
上发生了很多事：彷徨、绝望、重逢、甜美的记忆、蜂刺
般的当下、鸩毒、杀戮、癫狂……所有的一切，都汇聚为
笔端的水墨淋漓。夜晚过去了，天边升起晨曦，染在画
家脸上，染在狂舞墨痕的粉墙纸上，无论身在红尘或黄
泉，无论吴道子或是卢罂公，都在疼痛中感知到大满
足、大畅快。这是残酷的命运，更是共同的热烈选择。
我们以极端的、近乎于不可能的方式向着艺术家的内
心渴望疾驰而去！见自己、见艺术、见神明！

本剧是为石小梅老师“量身定做”的，相关题材选
择、人物设定，从一开始我便与石老师展开了充分的讨
论。而当它完成之后、当它一再与受众相会后，我们加
了一句：“谨以此剧，致敬所有艺术家。”致敬我们承担过
并且正在承担着的所有焦灼、煎熬、猛烈的苦楚与同样
猛烈的快意！致敬台上台下共同前行的每一个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带领青年编剧们走进了排
练场。昆曲是高度成熟、高度规范的古典戏曲剧种。
本剧两位主演：石小梅老师与李政成老师，都是站在巅
顶上的表演艺术家。这一次，以《六道图》创作为载体，
年轻人得以近距离接触顶尖的艺术家们，凝神看到一部
戏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不断磨砺、不断攀登的过
程。一方面，能够助力于青年编剧专业能力之培养；另
一方面，面对艺术，前辈老师们真挚灼热、精益求精、敬
畏严谨的态度，也能激励青年人勇毅奋发、砥砺前行。
（作者为《六道图》编剧，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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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眼全国相关小剧场戏曲的
各种节和展演，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有一个特色——细水长流，精耕细
作。展演将剧目定位于12台左右，
数量的把控是对品质的把关。求质不
求量，体现了一种少而精、小而美的
艺术追求。这也契合上海海派文化的
做派，使艺术在简约中传承，在精雅
里展示。

以往小剧场戏曲，人们把关注重
点更多地放在创新突破、跨界融合上，
而现在也非常注重传承与创新并重的
理念，积极打造剧种个性，让剧种的独
特韵味成为创新的底色，而不是一味
地摒弃传统本体去追求所谓的“新”。
比如高甲戏对丑行特色的彰显、锡剧
的唯美精致、昆剧对内心细腻深刻的
演绎等，对剧种特色的强化也是近年
强调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小剧场的“青春”特质，不仅体现
在年龄上，更体现在心理状态上。近
年来名家和老艺术家的加盟，让我感
受到他们都怀有一颗艺无止境、不断
探索的年轻的心，他们的参与让小剧
场的品质有了提升，也激励着更多造
诣高深的艺术家积极投身于小剧场戏
曲的创新与发展之中，共同推动这一
艺术形式不断迈向新的高峰。

本届的展演有人性幽微的深刻
洞察、历史宏大叙事的精神化演
绎、文化哲思的精妙传达、文学名
作的当代回响、传统故事的现代解
读、表演风格的跨界突破等。其中，
昆剧《六道图》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
一部作品，从选材到演绎方式皆打破
昆剧传统框架，以艺术之名，将杀
人、灵魂交易的情节融入古典雅致的

昆剧语境，挑战世俗道德常规评判标
准，细腻入微地探入人性最幽僻隐秘角
落。石小梅和李政成的表演，将主人公
一丝一念的转变、潜藏心底的复杂动机
皆精准捕捉放大。无论是吴道子创作癫
狂下良知的丝丝抽离，还是卢罂公甘愿
赴死背后斑驳难测的情愫，被层层剥
开，呈现出人性在艺术执念、道德羁绊
间如迷宫般的幽深路径，意蕴无穷，耐
人寻味。

昆剧《青山许我》聚焦苏轼“乌台诗
案”这一人生转折，展现他在狱中的心路
历程。发挥了昆曲擅长写梦的特长，并
融入现代理念，打破时空概念，以“鹤翁”
为意象贯穿全剧，巧妙地将苏轼人生不
同阶段的“不得意”串联起来，自由穿梭
于苏轼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构建起一个
富有诗意和灵动性的舞台时空架构。
“鹤”的自由、高洁的寓意，象征苏轼内心
深处的洒脱超然。

粤剧《奉天承运》突破了传统戏曲的
叙事模式和表现形式，对人心和人性的
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挖掘，戏剧的冲突和
反转都令人惊叹，颇具莎士比亚悲剧之
风。演员们将传统粤剧与现代表演艺术
相结合，做到了体验与表现的有机融合，
使得整个表演充满张力和感染力。

当然，本届一些剧目的演出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让我反思小剧场戏曲如何
在有限时间内讲好故事并巧妙而又自然
地突出深刻主题。小剧场虽为试验田，
但绝不是“自由市场”。对传统经典剧目
的改编和创新不可太随意。在创新的过
程中，要坚守戏曲艺术的本质和底线。
创作者应当在对经典剧目的敬畏和深入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作者为《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

罗松

小剧场戏曲：在简约中传承，在精雅里展示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上海市黄浦
区委宣传部、文汇报社、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共同主办，上海市戏剧家
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 《剧本》
杂志社协办的2024年中国小剧场
戏 曲 展 演 暨 第 十 届 “ 戏 曲 · 呼
吸”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日前圆满
落幕。10天里，12部剧目精彩上

演，超35万人次走进直播间聆听
幕后故事。十载岁月，一批戏曲人
在这个平台崭露头角，抒发着他们
对当代戏曲创新与发展的理解。十
周年是总结，亦是展望，本报特邀
业内专家与一线主创回望十年之
路，共同探讨小剧场戏曲的潜力、
方向和未来。

如果说小剧场戏剧是人
类戏剧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那么，十年历程的中国小剧
场戏曲展演，则可以称为中
国戏剧人对世界戏剧文化的
重要贡献。实践证明，小剧
场戏曲的独立存在与发展
成熟，不但为古老的戏曲文
化注入了现代活力，更促进
了戏曲文化审美融入当代
人类戏剧艺术的大潮。

中国戏曲和当代戏曲
人，在上海获得了宝贵的绽
放舞台，释放出21世纪戏曲
的新生力量。大家在呵护中
探索着中国小剧场戏曲应该
是什么样子？可以说，展演
积十年之功完成了小剧场戏
曲内容与形式的探索、古老
与现代的勾连，民族化与当
代化的融合。近200出小剧
场戏曲作品与数量众多的剧
种和戏曲家走上舞台并得到
检验。无疑，上海做着一项
有历史功绩性的工作，更是
在助力着戏曲人文化自信的
夯实。

十年中，因为上海艺术
环境的包容，使这个平台充
满开放性；而上海观众对艺
术品质的严谨追求，更督促
和警醒着小剧场戏曲创造逐
渐走向质量的优质、风格的
多样。更有意义的是，十年
以来参演作品和创作追求越
来越自觉地呈现出成果内容
的中国化、当代化。这种中
国化，既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当代化，更
是世界戏剧文化的中国化。

中国当代戏曲人用实践证明，小
剧场尽管是人类戏剧艺术当代性的产
物，但它的题材和艺术风格完全可以
与古老的中国戏曲艺术自洽又融汇。
小剧场以小见大的风格，特别是注重
创作者个体思考和表现方式的奇绝，并
不与中国戏曲的审美精神相违和，甚至
有着不谋而合的审美近似。在发现和
开掘生活事件，尤其是表达艺术家艺术
想象力与表现性方面，许多小剧场戏曲
做到了使小剧场艺术和戏曲文化逐渐

走向融合。
小剧场戏曲注重对艺术

思维、艺术想象与创造力的调
动。如何激活戏曲人，特别是
年轻人因为从事传统艺术而
极 易 被 禁 锢 的 创 造 性 和 个
性？小剧场戏曲展演平台不
仅强化着传承意识，更提醒
着不能泯灭创造、创新的责
任——鼓励青年创作者通过
小剧场戏曲，保留青春燃烧
性，发挥当代戏曲创造性。小
剧场戏曲的创造过程，往往会
加深对戏曲文化的认识，有着
双向作用的互动意义。

十年来，所有参与者都进
行着小剧场戏曲从演什么到
怎么演的思考。从最初小剧
场戏曲只是一个新故事、新题
材的平台，到后来越来越多戏
曲人通过小剧场增强了剧种
本体自信，力求做到艺术方式
上更加强化灵动性，并兼顾戏
曲表达的独特性。许多作品
在表演空间和艺术表达上亮
点频频，逐渐完成了既是戏曲
艺术也是小剧场艺术，既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话剧小剧场、也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曲小演
出的华丽蜕变，为中国小剧场
戏曲发展积累了优质作品，提
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走
过十年，如何使这一品牌更符
合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
需要主办方努力的课题还有
很多。第一是鼓励创造性，对

年轻戏曲人和作品艺术的风格追求，应
更加宽容与开放，力求每一届剧目中，都
能出现亮点和艺术表现的突破；第二是
质量坚守，什么是优秀的小剧场艺术，
在质量上好好盘点，总结小剧场戏曲
的规律；第三是注重影响力，展演既然
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应有更大的社会
影响力吸引更多人来观看、参与。小
剧场戏曲应该有戏曲的消费性，甚至比
传统戏剧演艺更关注消费性和在上海文
化市场的存活力。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分党组
成员、秘书长）

崔
伟

中
国
化
与
当
代
化
在
此
交
汇

日前闭幕的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有两台戏特别引人瞩目。一台是石小
梅和李政成主演的昆曲《六道图》，一台
是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演出的高甲戏
《罗刹记》。

《六道图》写唐代名画家吴道子
完成画作前夜与老师卢罂公的生死
交往。令观众叹为观止的是75岁的
昆曲女小生石小梅演绎风华正茂的
吴道子的神采飘逸；以及“扬剧王子”
李政成居然演出昆曲最佳末行的功
力修为。师徒二人围绕一杯毒酒的
心理与情感，演来细致入微，丝丝入
扣。因为是小剧场演出，近距离的表
演，两位艺术家的一颦一笑，一跪一
哭，念词吐字的劲道，运腔气息的把
握，观众看得格外真切，更能感受他
们的艺术魅力。所以，一场演完，赞
叹之声传遍剧场内外。
《罗刹记》取材于蒲松龄的《罗刹海

市》，写中土年轻俊美的客商马骥因遭
遇海难流落到以丑为美认美为丑的罗
刹国，不仅被岛民荒谬的审美所困，更
被全岛社会评判的颠倒所惑。这样一个荒诞剧情被泉州
高甲戏演得是灵动活泼，淋漓尽致。高甲戏的最大特色
是丑行戏，《罗刹记》充分展示了剧种独特而丰富的丑角表
演艺术，除了典型的丑角白鼻子勾脸之外，高甲戏独有的
提线木偶式的肢体动作、夸张的角色造型和搞笑的台词，
乃至脸谱、高跷的运用，凸显了罗刹国的荒唐景象。剧种
的特色与剧作题材的遇合，造成了作品似喜实悲、谐中见
庄的鲜明特色，故而得到了观众与业界的一致称赞。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自2015年以“戏曲 ·呼吸”上
海小剧场戏曲节冠名创立至今，已有10年历史。10年
间，展演共吸引了全国近90个剧种的580余部作品报
名，100余部作品先后在此参演。显然，中国小剧场戏
曲展演已成为当代戏曲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品牌。10周
年之后，展演的品牌如何擦得更亮？以上两台戏的经验
很有启示作用。小剧场戏曲无疑更需要实验创新，更鼓
励青年戏曲人放飞才华，然而精湛的演技、剧种的个性永
远是戏曲的命脉。无论是多先锋的作品，也无论是什么
资历的演员，都应当以此为创作的标准。期待在今后的
展演中涌现更多高品质、有特色的作品。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荣
广
润

品
质
为
先

我们首次尝试小剧场作品是2016年上海首演
的粤剧《霸王别姬》，我们没有经验，临行前同行笑话
说“胆子很大”。来到上海演了一场，戏场被观众环
绕包围，演员们紧张坏了。演出结束后才想起，这部
戏在香港都还没演过。当时我们还没有盖好自己的
剧场，回来只能跟香港话剧团借“黑匣子剧场”演
出。正是这一年，我们同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牵手，而
直到2017年我们才有了香港的小剧场戏曲节。

在上海的启发下，香港小戏节已走过七个年
头，《霸王别姬》至今也已去过11个不同的城市，演
出57场，我们接续创作小剧场戏曲，2019年的小
剧场粤剧《文广探谷》、去年的《奉天承运》等都反
响很好。

香港原本没有小剧场概念，本土粤剧的观众很
活跃，戏迷一般一周能看三场戏。所以尽管剧目不
是很丰富，但是观众很多。上海的小剧场戏曲节不
断带给我们新的启发，七年来我们总共创作了四个
小剧场粤剧的作品——这个十年，不单是对内地戏

曲界，对香港戏曲来说也是小剧场戏曲从无到有的
极佳契机。

今年上海小剧场戏曲展演，在我看来，剧目有很
大的突破与创新，已经不再有用传统戏曲的折子戏
充当小剧场的现象。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在戏曲表
达与音乐处理上非常多元化，在创新中呈现艺术的
不同走向，这就是小剧场的目的。

小剧场是实验性的，不在乎竞争，戏曲团队之间
的交流很重要。小戏节期间，我都会早来晚走，为了
要看其他人的作品，看大家的水准、高度在哪里。另
外，如果所有人都是演完就走，就没意思了。小剧场
节就是要推动剧组间的交流与观摩，这是很重要的。

我心目中的小剧场剧目应该是什么场合、什么
剧院都能演。小剧场的戏本身就是如此，到每一个
不同的场景就要调整并达到最好的品质，这才是小
剧场的精神。
（作者为中国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

主管）

锺珍珍

十年见证从无到有

回望十年之旅，我们收获了什么

越剧《张骞使西 ·三别三行》剧照。 秦钟摄

①多剧种《新 ·桑园会》剧照。 陈禹州摄
②昆剧《六道图》剧照。 秦钟摄
③京剧《封狼居胥》剧照。 秦钟摄
④粤剧《奉天承运》剧照。 蔡晴摄

①

②

③

④

创
作
谈

本版策划：王筱丽
（见习记者孙彦扬亦有贡献）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