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没有看过戏剧的观众发现，看戏
真好，剧场才是他寻找的精神乐
园。”2024 年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
现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
表示。在濮存昕看来，无论 AI、数
字模拟等新媒体技术如何演变，人
们在剧场欢聚的时刻都是无可替
代的。因为心对心、眼对眼的交
流，是任何技术都无法营造的真切
体验，人们总是愿意享受在现场的
团聚。

“对于演员而言，观众至关重
要，与观众的互动、剧场中的氛围
也是戏剧呈现的一部分。”濮存昕
坦言，自己热爱台下的观众，会为
了他们不断创作，不断努力。他的
艺术生涯就是从观看舞台上的表
演开始的。他认为，成为一名好演
员的前提是当好一个观众，因为观
众的感受常常就是演员在创作初
始寻找灵感时的动力之源。“世界
是个大舞台，古今中外的人生故
事，万千气象的社会风貌，美妙深
奥的自然，生动的思想⋯⋯无所不
能的舞台奇观，让舞台工作者痴迷
一生，也令观众渴望通过这个大画
框了解熟悉又陌生的人世间。他
们享受这种既与生活相似又有一
定距离的艺术审美方式，这是观众
走进剧场的理由。他们以买票的
方式对我们的创作给予肯定，支持
我们一场一场地演出，让我们能够
在舞台上不断地打磨演技、提升自
我。因此，每当演出时，看到满场

落座的观众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我
们这些在台上的演员便会更加热
情洋溢，对表演充满信念。”濮存昕
感性地表示。

“剧场的魅力就是心与心的团
聚，是戏剧使我们相聚在舞台这个
大画框中。”濮存昕进一步认为，戏
剧还把世界各处的观众汇聚在剧
场中，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翻
译，连通了人类共有的思想感情。

“有句台词说道：世界的水是相通
的。戏剧艺术也正是如此。戏剧
的魅力似水，如江河入海，汇于四
海五洲，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不同
国家、民族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兴
趣。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奥

尼尔等戏剧大师的经典作品至今
仍占据着当代各大戏剧节的舞台，
他们的作品不断地被当代艺术家
重新发现、解读，并从不同的角度
给予新的诠释。我相信，创作者从
一场场演出中不断发掘出来的、来
自观众的反馈，也一定是这些新诠
释的灵感来源。”

濮存昕还动情地回忆了一段
往事。他曾在中华书局买到一部
全套三册的《莎士比亚全集》，虽然
又厚又重，但却非常珍贵。这套书
被确定为 18 世纪末英国最早出现
的三色水印套色插图版，即便在莎
士比亚故乡的展览中展出，也会被
视作文物。虽然当时买下来没花

费多少钱，他却视如珍宝，每每拿
出来给大家看。“我总禁不住地想，
这部书如何传到了中国，又传奇般
地来到我的手里。是以船为生的
海员吗？莎翁戏剧一定为他们漫
长的旅程提供了艺术滋养。抑或
是我曾经饰演过的林则徐？他搜
集过外面世界的资讯，军事、经济
⋯⋯其中应该也有戏剧演出吧。
这一部书的漂洋过海足以证明，无
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无法阻
挡文化艺术的传播。”他因而相信，
文化就是让人超脱于俗世，眼睛里
有审美、有见识、有独立判断力，这
是文艺工作的意义。

话剧《李白》1991 年首演，至今
已 30 多年。濮存昕不断揣摩李白
的人生，演绎李白的悲愤和天真，
将自己的感悟融入这位赤子情怀
的大诗人角色。现在，他站在台
上，观众相信他就是诗仙。还有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
迅的“于天上看见深渊”，哈姆雷特
对生命意义的探究⋯⋯“我曾经以
角色的名义思考言行，就像跟他们
交往过一样。在剧场中演出这些
经典作品的经历，也无时无刻不在
滋养着我。我曾出演过三部莎士
比亚的作品；在《哈姆雷特》中，我
演过哈姆雷特，也演过国王，也曾
出演过《李尔王》和《暴风雨》。我
也曾演过契诃夫最著名的四部作
品 ，还 作 为 导 演 再 次 创 作 了《海
鸥》。我还有幸在中国戏剧大师曹
禺、老舍的经典作品中饰演过角

色，得到过滋养。”对濮存昕来说，
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在每
场演出中他都会观察观众的反响，
每一次新尝试获得的成功，其实都
是来自观众的奖励。

“可以说，是演员和观众一起
成就着戏剧。”濮存昕表示，观众的
反响与评价就是我们在剧场中，通
过戏剧与观众建立的美好关系。
他认为戏剧审美有三个层次：第一
是“看”，是在现场用感官去接收；
第二是“赏”，如果你喜欢、欣赏，就
会鼓掌赞叹“真好”，这是接收内容
后的反馈；第三是“品”，好的作品
会让人久久难忘、回味无穷，这些
思考、琢磨与品评，就会形成品位，
反过来点燃艺术灵感，给予我们创
作启发。看、赏、品这三个审美层
次都与观众紧密相连。戏剧中的
台词，就是有声音的思想，创作者
的所思所想以艺术这种具备独特
审美价值的方式展示给观众，达成
与观众的互动交流，甚至是共同创
作。这便是中国戏剧家焦菊隐先
生所说的：演戏是欣赏者与创作者
的共同创造。

戏剧拥有伟大的人文能量，台
上台下共同创造出人类生生不息
的精神力量。“所以线下舞台只会
越来越让人感到珍贵，它永远不会
消亡。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代又一
代的艺术家唯有更加努力，不断为
观众提供好的作品，让走进剧场的
观众感到不虚此行。”濮存昕与每
一位戏剧工作者共勉。

专 家 观 点

人们在剧场欢聚的时刻是无可替代的

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又一个“戏剧的春天”如约而至。阔别8年后，世

界戏剧日庆典活动再次在中国举行，这是世界各地戏剧界人士望见彼此，携手

共庆的日子，不少市民游客也趁着春暖花开，走进剧院剧场、景区景点、街头巷

尾，看好剧、品好戏、赏美景。

从伴随新科技出现的全新戏剧形式，到各地绵延至今的戏剧传统；全世界

所有的戏剧人从创作中的互融互通，到在对方的场域中再次发掘自我，人们能

够看到“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戏剧对推动人们生活以

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近年来，戏剧舞台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民族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咏春》《红楼梦》、话剧《李白》《白鹿原》《人世间》等一票难求，中央戏剧学院院

长郝戎感慨，这些爆款作品展示的不仅是惊艳的舞台艺术，更凸显了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展示出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它们火爆的背后，是中国文化自信的

觉醒。“凝视中国戏剧，古老文明带来的戏剧文化的丰富宝藏更值得开采。如

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属于中国自己

的演剧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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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锣鼓声响，26岁的“梅兰芳”
身着深色马褂长衫，手持折扇，迈着轻
盈的步伐向观众走来，顾盼生辉⋯⋯

在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
支持下，由中央戏剧学院牵头，联合北
京理工大学共同发起了大师复现项
目，致力于打造国内第一位真正意义
上的、可交互表演的“京剧数字人”。
通过数字技术，26岁正值艺术黄金期
的京剧大师梅兰芳重现舞台，一系列
经典也随之“活”起来。

“梅兰芳孪生数字人”是全国首个
高精度京剧数字人，外貌、形体、语音、
表演等各方面都接近真人，当其惊现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时，观众得以目睹
一代京剧大师的风采。这既体现了对
大师的敬畏，同时也为戏剧传承推开
了又一扇窗户。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传
统戏剧艺术如何与时偕行，如何在科
技快速迭代的语境下与其并肩发展？
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央戏剧学院
院长郝戎表示。郝戎说，纵观2000多
年戏剧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戏剧
艺术都会随之发生一次深刻变革，而
今天借力于对科技与艺术融合的探
索，戏剧艺术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经典
传承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今天，无论是线上演播，还是线下
演出，抑或双演融合，数字艺术科技弥
补了演出呈现的不足，扩大了观众数
量，也拓展了戏剧艺术的内涵和外
延。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十四五”规
划中预见了“线上演播”的无限可能
性，鼓励“互联网+演艺”的演出模式，
以此推动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一系列“云剧院”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国家话剧院推出“CNT现场”；国
家大剧院推出了“春天在线”“声如夏
花”“华彩秋韵”“冬日之约”等一系列
线上演出；北京人艺也在线上展播、直
播一众经典剧目⋯⋯遍及世界各地的
观众可以云看戏，中外合作创排的戏
剧作品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双演结
合”的形式，实现跨时空、跨国界的艺
术交流。

新时代的经典传承，专业人才的
培养也是关键。郝戎介绍，中戏招收
戏剧人工智能的博士已经探索五年，
还设立了数字戏剧系，围绕数字时代
信息科技、智能科技在戏剧艺术领域
的集成应用先行先试，培养跨学科复
合型人才，这也是大胆的尝试。近年
来，很多院校都走向了产学研一体化
的道路，《万水朝东》《风云儿女》《背篼
里的春天》等大型舞台剧都是由青年
教师带领学生们完成的。师生同台传
承文脉，在“继承鲁艺传统，抓好学科
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创作实践
中，有数字技术加持，中国演剧体系的
构建必将呈现新的风貌。

当26岁的梅兰芳
向观众走来

创新与守正之外，戏剧的生命力
还在于“流动”中的互交互融。“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
鑫的观点是，好的戏剧故事所具有的
情感力量，激发出来的艺术想象，足以
跨越文化、种族障碍，成为文明交流、
沟通世界的工具。在守正创新的基础
上，聚焦人类共同境遇和共通情感，是
戏剧作品成功实现跨文化沟通的创作
准则。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看
来，“世界想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就要
看中国的作品。”当年他和北京人艺的
同事去美国演《茶馆》，百老汇院线联
盟经理看完演出后说，想与剧团建立
联系，希望再有中国剧目来演出。“中
国剧团去欧美演出的时候，很受尊
重。台上演员们的那种从容自信、技
艺精湛，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
形态。”濮存昕说，“我们有能力淋漓尽
致地解读自己，你有这种艺术能力和
精神高度，就会产生艺术审美的高贵
感，人家才会尊重你。”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陈刚观察到，
伴随着中国戏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在
世界舞台上，中国戏剧作品的样式愈
加多元。除了传统的戏曲艺术，话剧、
肢体剧、儿童剧等形式也成了讲述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形象
的艺术载体。同时，中国的文学作品
近年来也不断成为外国戏剧工作者钟

爱的创作素材。陈刚介绍，波兰导演
克里斯蒂安·陆帕在 2021 年改编鲁迅
的小说《狂人日记》之后，再次将目光
聚焦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作品，将其所
著《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
剧之设想》改编为舞台之上的《酗酒者
莫非》，作品于 2022 年首演。2023 年 9
月，以色列导演露丝·康内尔根据沈从
文同名小说改编的音乐话剧《边城》在
鼓楼西剧场上演。导演通过“说故事
剧场”的方式，最大限度遵从原著的叙
述，保留了原文内蕴的思想性，再通过
演员一人分饰多角的演绎，具象化了
原作字里行间那份抒情的诗意。伴随
着近 20 种中国民间乐器的现场伴奏，
观众在沉浸式的剧场中可以更加亲切
地感受到作家沈从文笔下湘西的风土
人情，以及潜藏其中的清澈、淳朴及悠
长的回甘。

“这些作品均由外国导演执导，中
国演员演绎。虽然此类合作并非新的
形式，但是，从近年来类似作品数目不
断增加的现状可以窥得，中国与世界
在戏剧文化上的交流呈现出紧密交融
的大趋势，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
世界范围内的戏剧工作者提供了创作
的养分。在中国戏剧走向海外的道路
上，一条以合作创排进行交流的路径
逐渐显现，这条道路也为中国艺术形
象在国际视野中的展现提供了更广阔
的舞台。”陈刚表示。

去年 10 月，由浙江小百
花越剧团创排并已演出半年
多的《新龙门客栈》突然在社
交平台爆红，起因是一段10
秒钟的视频——视频里，由越
剧演员陈丽君饰演的“贾廷”
神秘一笑，单手抱起李云霄饰
演的“金镶玉”转了好几圈。
这一转，转进了全网网友的心
里，《新龙门客栈》和“君霄”持
续走上流量的巅峰，走进了龙
年央视春晚的舞台，获得越来
越多年轻人关注。

据小百花越剧团统计，截
至目前，《新龙门客栈》的抖音
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 18 亿
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
1 亿次，小红书相关话题浏览
量突破 9800 万次。在这样的
流量加持下，从 2023 年 3 月
28 日首演至今年 2 月，《新龙
门客栈》演出 162 场，收获了
大麦 9.5 分、猫眼 9.7 分、豆瓣
8.4 分的高分评价。从 2 月 24
日开始，小百花越剧团启动了
全国巡演，从扬州、南京、无
锡，演到上海、合肥、武汉、北
京等城市，几乎每一站，不管
是演新编戏还是传统戏，只要
有陈丽君或李云霄出场，都能
创造票房奇迹。

“沉浸式戏剧我不是第一
次看，但《新龙门客栈》从内容
到形式，还是大大突破了我对
戏曲演出的原有印象。”有观
众看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为营造肃杀的大漠气息，观众
走进剧场后，狂沙吹上客栈石
墙 和 招 牌 会 带 来 猎 猎 的 风
声。舞台，不只是面前的一小
块区域，整个剧场被制作成了
一间布满机关暗道的“龙门客
栈”，观众席就位于其中，眼前
是古朴木制的桌椅，身边是令
人沉醉的美酒。

对于观众来说，走进剧场
追求的是好看的内容、有趣的

形式、出色的体验。对一部
“出圈”之作，多方的努力才能
造就精彩的舞台表现。《新龙
门客栈》项目发起人、艺术总
监、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表
示，《新龙门客栈》的“出圈”在
预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几代
越剧创作者、传承者共同努力
的成果。主创们始终将作品
具有人文精神、经得起时间考
验、能与当代人的价值取向与
审美偏好共鸣，作为艺术创作
的三要素。主创把电影《龙门
客栈》移植成越剧，而且对电
影故事做出创造性改编，对武
侠精神进行了一次来自传统
戏剧的致敬。更重要的是，主
创从电影《龙门客栈》中提炼
出贾廷这一小角色，是因为他
们懂得，越剧女小生是这个剧
种的魅力所在，这种艺术处
理，让越剧艺术的传统技艺、
韵味、美感均在极大程度上获
得了尊重、保留与凸显。“我们
的表达方式，永远是从中国戏
曲最传统的四功五法而来，是
从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剧精神
中来。”

茅威涛认为，鼓励更多有
才华、有担当的年轻人投入创
作，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和使命
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激
发、珍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
崇敬，用当代人的视角向他们
的同龄人诉说他们领略、感受
到的文化魅力与价值，这或许
就是传统戏剧的一条突围之
路。“我们必须首先确保自己
的 作 品 能 够 摆 上 时 代 的 货
架。”茅威涛说，“对我们而言，

《新龙门客栈》只是更进一步
的开始，期待它能够成为年轻
人认识传统戏剧、走近传统戏
剧的一扇窗口，让更多的优秀
剧种为年轻人所熟知并热爱，
让戏剧回归年轻人的生活，让
生活重构当代中国戏剧。”

在更广阔的舞台

，望见彼此

从中国传统的戏剧精神中来

聚焦人类共同境遇和共通情感

成都繁星戏剧村演员在东郊记忆园区内为人们演出。 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