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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将你比作夏天？你比
夏天更美丽温婉⋯⋯你在我永恒的
诗中长存。只要世间尚有人吟诵我
的诗篇，这诗就将不朽，永葆你的芳
颜。”415 年前，莎士比亚出版了著
名的第十八号十四行诗《唯有你永
恒的夏日常新》，四季轮转，夏去秋
来，他的作品亦如诗篇，在世界的每
一处生机勃勃，尽情盛放。

今年 3 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约恩·福瑟的代表作《一个夏日》回
归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舞台，剧名正
来自这首十四行诗；

7 月，国家大剧院《哈姆雷特》
与《仲夏夜之梦》两部莎剧齐开，为
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精彩启幕；

8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
话剧《哈姆雷特》首演，艺术指导、北京
人艺院长冯远征表示，这是“一部充满
青春张力的《哈姆雷特》，青年演员们
用他们的方式与莎士比亚对话。”

本月 5 日，北京人艺官宣将于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10 日举办“2024
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汇聚中
国、俄罗斯、法国、格鲁吉亚的九部
力作。“科技的进步为我们的生活带
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也以各种形
式影响着戏剧舞台。但戏剧现场拥
有不可替代的魅力，剧场永远不会
消失。”冯远征笃信。

北京人艺在今年6月的72周年
院庆之时推出了话剧《张居正》，这
部剧运用了投影、动画、虚拟现实影
像等科技手段，使得该剧与时代审

美结合，表现和表演形式都得到了
丰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张居正》
也因此成为人艺在历史剧探索上的
一次新突破。同时，北京人艺已经
完成了《哗变》和《茶馆》两部话剧的
电影制作，并且拿到了龙标，不日即
可在院线放映。冯远征介绍，未来
还有打造直播剧场的设想，“科技使
戏剧人在创作上有了更多源泉，更
强大的物质支持。”

当言及人工智能（AI）的出世，
让戏剧演出中的角色可以由AI虚拟
而成、立于舞台之上，AI甚至可以独
立完成剧本写作时，冯远征有自己
的思考和判断，“AI虽然为戏剧领域

带来了诸多变革，但是在探讨 AI 技
术发展对戏剧领域的影响时，我愈
发觉得，AI带给戏剧的是新的创意，
但它无法取代戏剧演员的地位与作
用，舞台剧的独特魅力与生命力是
永恒的。”他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戏剧作为流动变化的艺
术形式，其核心在于情感的即时交
流与互动。戏剧具有现场性、即兴
性和现实感，这些都是 AI 技术难以
模拟的。“如果现在去看 1984 年我
出演的第一部电影《青春祭》，依然
可以看到 22 岁的我，哪怕看一百
遍，我的表演都是一样的。但如果
看一百遍话剧《茶馆》，同样的剧情、

演员、台词，每一场却都呈现得不一
样。这与演员每天的身体状态和心
情、演员之间的交流、演员和观众的
互动等都有关联。”冯远征说，在戏
剧中，演员与观众共享剧场这个空
间，通过眼神、肢体语言乃至每一次
呼吸，传递着细腻的情感波动，构建
起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刻联
系。“当我演到有意思的情节，观众
开怀大笑；当我演到悲情处，观众会
哭。这种情感的即时反馈与碰撞，
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是舞
台剧所独有的，AI 与任何艺术形式
都代替不了。”

其次，戏剧是演员个性与创造
性的展现舞台。每位演员都有自己
独特的表演风格，他们通过声音、形
体的精准塑造，使角色鲜活生动。
演员个性化的演绎与对剧中人物全
方位的还原，是 AI 算法难以企及
的。“从我自己演过的角色中看，虽
然顾贞观、司马迁、杜甫、张居正都
是文人的形象，但不能对他们做出
同样的处理，必须演出他们各自的
性格特征。”冯远征还举例，《茶馆》
中的黄胖子就需要长得胖的演员来
扮演。只有从各个方面还原剧中的
细节，才能呈现出一场身临其境的
好演出。

最后，戏剧创作者通过日复一
日的排练与演出，不断磨砺演技，提
升自我，将经典剧目代代相传，这种
工匠精神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是
AI 无法理解与模仿的。比如，北京

人艺的每一代戏剧演员都要苦练基
本功，台词必须清楚，人艺的考生必
须具备不戴麦克风将声音清晰传到
最后一排的能力；准备一个剧目，需
要创作者花费很长的时间，不厌其
烦地磨合，《张居正》花了四五年时
间，《司马迁》和现代戏《玩家》则花
了十年。在冯远征看来，经典剧目
如《雷雨》《茶馆》等，之所以能够经
久不衰，不仅因为其精湛的艺术表
现，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广
泛的社会共鸣。这些作品通过演员
们的精彩演绎，不断触动观众的心
灵，引发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
这种文化价值与社会责任，是 AI 技
术难以承载的。

冯远征进一步说道，戏剧艺术
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是来源于
演员敢于尝试新角色、新剧目，不断
突破自我限制，为观众带来全新的
艺术体验。“就我自身来讲，当我演
绎的一个角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同类角色如果不能在艺术价值上超
过它，我便不会再接。想成为好的
演员就要不断挑战自己，当你接到
新角色，进入另外一种人生的时候，
感受是新鲜的，而戏剧这个行业永
远可以让你尝鲜，处于创作的兴奋
状态。这种创作者与艺术之间的互
动之精彩也不是AI所能描摹的。”

舞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一代
又一代的戏剧人，也迎来一批又一
批观众。在这里，台前与幕后、演员
与观众，笑泪与共，戏梦人生。

卷福主演的话剧《哈姆雷特》是NT Live in 成都的启幕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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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献、戏剧
在光影中相遇

萧红、萧军等东北作家为抗战奋笔疾书，
老舍在日军炮火声中弹落书本的灰尘，郭沫
若于国难之时返回祖国，丁玲奔赴延安，巴金
在寒夜中创作《寒夜》，聂耳探求中国音乐出路
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怀揣爱国之志
写就《黄河大合唱》⋯⋯这些文艺大家在最炙
热的年华面对家国沦陷，满腔热忱，在烽火硝
烟中，以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电影、美术等
为工具，宣传抗战，在寻找中国文艺出路的同
时，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士气。在抗战结束
之际，文艺家们会聚延安，在中国共产党文艺
方针的正确指引下，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方向。国家话剧院首部搬上大银幕的文
献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首次展现、抒写、
梳理了文艺界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的抗
战文艺史。

2021年的夏末，国家话剧院的众多创作
者会聚在一起，决定创作话剧《抗战中的文
艺》。2022年，《抗战中的文艺》在国家大剧院
首演，引发了观众热议。今年，首部文献戏剧
电影《抗战中的文艺》应运而生。“文献剧”是一
种不被大众熟知的戏剧表现形式，即取材于
原始文献材料编写的戏剧，更加强调戏剧情
节的真实性。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铭韬认
为，在对人物的表现上，《抗战中的文艺》借助
演员的精湛表演，舞台调度的衔接、切换，使历
史感无比真切地逼近观众，溢满全场，令作品
不再是简单灌输式的说教，而是让观众在沉
浸式的观演空间中产生情感共鸣。这种表现
形式的创新，使得戏剧电影既向过去致敬，又
具有当下性。比如剧中歌队的使用大大增强
了作品的庄严感，并丰富了观众的视听体
验。男女演员浑厚、婉转的多声部嗓音，或铿
锵有力或温柔沉稳地将历史脉络朗诵出来，
使得这些文字超越了纸张和银幕，成为流动
的能量，历史便通过这种复诵跃然观众面前。

“平实感”是国家话剧院院长、影片导演
田沁鑫为《抗战中的文艺》定义的创作基调。
《抗战中的文艺》中，40余位中青年演员以不
同的表演方式，向革命时代人类精神的韧性
和艺术的变革力量致敬。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老舍、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洪深、
聂耳、冼星海等众多文艺名家的故事，在片中
得到一一展现。舞台上每一个艺术表现的细
节都被赋予了深层意义，如鲁迅审视远方时
眼中的坚毅，老舍脸上因为山河破碎的忧思，
巴金身上那套不合身的西装，冼星海的灰布
军装和草鞋⋯⋯当这些文艺大家出现在舞台
上，仿佛为观众打开了一本历史的相册。

“这些创作特点延续了导演田沁鑫自1997
年话剧《断腕》以来的历史观，亦有助于观众更
好地理解那个特定的年代。”李铭韬说，当文献、
戏剧在光影艺术中相遇，彰显出新时代文艺多
元发展的蓬勃景象，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艺术体验，推动了戏剧艺术创新发展。

从 NT Live，到 吸 纳 了 俄 罗
斯、法国、美国等其他国家戏剧放
映的“New live in 成都”，8 年来，
130多部现场放映登上了峨影1958
电影城的巨幕厅，很多观众已经养
成了定期观看现场放映的习惯，甚
至离不开现场放映的滋养和仪式
感 。 上 个 月 18 日 ，第 100 部 NT
Live 剧目《奈伊》，继续给成都戏迷
奉献了行云流水的调度和舞台视
觉想象，在剧场多元性上也做到了
极致。接下来的放映片单还有《麦
克白》《雷曼兄弟三部曲》《动机与
提示》《剪刀手爱德华》，无一不是
口碑人气作品。

“隔着镜头的舞台演出，能有现
场好看吗？戏剧的现场魅力能复制
拷贝吗？”和许多人一样，四川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若锋在第一
次接触现场放映时，也产生了这样
的疑问。2015 年 4 月，NT Live 带
着《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来成都试
映，“试映结束之后，现场所有人被
内容的深度、舞台呈现、表演震撼到
透不过气来。”李若锋回忆，现场放
映以最有趣、最激动、最真实的方式
来呈现戏剧作品，“每个座位都是C
位，舞台一目了然；特写镜头将演员
的微妙表情和细小动作都捕捉到
了。但最重要的是，大银幕上的演
员是对着当时台下的观众表演而不

是对着镜头表演，一气呵成，因此完
全不是我曾经担心的被分割后再合
成的影视表演。难怪放映结束后全
场鼓掌，就像在演出现场为谢幕的
演员喝彩。”

将舞台艺术搬上银幕的实践
由来已久。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
山》拍摄的就是京剧艺术家谭鑫培
的舞台表演。电影史上，中外舞台
艺术电影不乏佳作，但其属性主要
遵循着电影创作的基本规律，观众
看到的是一部电影，而不是舞台
剧。“现场放映为什么要用 Live 这
个词？在我看来它非常重要。”李
若锋认为，这就决定了它与以往要
求“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舞台艺
术电影的不同。“Live 的本意是现
场直播。而这种形式对舞台剧的
拍摄，就是尽量地让观众真实地置
身剧场，还原舞台艺术的剧场魅
力，不做电影方面的修饰，不做蒙
太奇剪辑的渲染，以舞台观众的视
角，以很少的剪接来再现舞台，突
出舞台当中人物的表演。”文艺评
论家程辉进一步阐述道，这样做的
意义，就是“拍下真实的现场，还原
现场的真实”“观演相互交融、彼此
刺激推动的真实。”

这些年，李若锋看了 120 多部
现场放映，和全世界的戏剧观众同
步观看世界名剧、感受世界戏剧的

最新状况，比如经典如何继承突
破，戏剧家以什么样的前沿方式在
做戏剧的表达，最被关注的题材是
什么等。在李若锋看来，现场放映
的价值所在，就是吸引和培养了一
大批高品位的戏剧观众，尤其是年
轻观众。“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先
是追随偶像比如‘卷福’本尼迪克
特·康伯巴奇来看《哈姆雷特》的，
谁料到电影明星还是舞台上的实
力派演员，更让他们着迷了；加上
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从爱屋及乌到喜爱上了戏剧。”

2009年，英国国家剧院首次启
动NT Live，放映海伦·米伦主演的

《费德拉》时，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
曾面临一些观望、担忧和争议：会不
会与剧场演出产生冲突？面对众多
摄像机，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会不会产
生变形，使舞台艺术变成另一种形
态？但随着其十余年的发展，实践给
出了答案。“我期待现场放映能够赢
得更多的观众，让舞台插上翅膀。而
且也期待更多的观众能够欣赏到中
国优秀的舞台剧。”李若锋表示。

当下AI技术风起云涌，也给现
场放映的未来带来更多遐想。“现场
放映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化？能否产
生比当下样态更真切，或与剧场观
演无差别的现场还原？我们还无法
预料。”程辉说，但他相信万变不离
其宗：“只要人类还需要面对面交
流，还需要直扑的呼吸和直视的眼
神，现场艺术就不能缺失，现场放映
的存在就会合理且必要。”

舞台插上了“翅膀”

作者：晓辉

高清舞台艺术影像现场放映
作品（以下简称现场放映）是近年
来在全世界风行的跨界艺术形式，
其采用多机位取景摄制，通过卫星
及高速网络传输，向全世界的剧
院、影院进行高清直播和录播放
映，使更多观众能够超越时空限
制，欣赏到当今舞台上的上乘之
作。英国国家剧院现场放映（以下
简称 NT Live）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推动力量，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
团、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百老汇
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也相继加入。

2012 年，NT Live 带着《弗兰
肯斯坦的灵与肉》首到中国，中国
观众第一次领略到了在影院观看
戏剧的新奇与震撼，也引起了戏
剧界的极大关注。2015 年中英文
化交流年期间，两国国家剧院达
成了战略合作，以此为契机，NT
Live 也正式进入中国，除了开启
常态化的放映，更被寄予了文化
传播和交流的愿景——让戏剧辐
射到更多人群，培养出新一代的
戏剧爱好者。目前，现场放映覆
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 69 个
城市，放映超过 10000 场，观影人
次超过 80 万人次。

现场放映的兴起，为戏剧观
众和专业人士提供了更及时、便
捷、广阔的观剧渠道和体验，成为
舞台艺术传播重要而独特的方式
之一。中国戏剧家的优秀作品，
近年来也以这种跨时空的方式走
向世界。北京人艺从 2022 年开启

“高清戏剧放映计划”，国家话剧
院 于 2023 年 推 出 高 清 影 像 品 牌

“CNT 现场”，相继有话剧《英雄

时代》《青蛇》等与观众见面。
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当年

坐在电影院看《弗兰肯斯坦的灵与
肉》《哈姆雷特》等优秀的英国戏剧
时，就不止一次地想：“未来我们的
舞台剧能不能也通过影像记录的
形式，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作
品。”她长久以来的这个心愿，如今
照进了现实。8 月 30 日，她作为出
品人、制作人、艺术总监的舞台纪
录电影《新龙门客栈》正式公映。

这部《新龙门客栈》，正是 2023
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爆款舞台剧，李
云霄、陈丽君两位青年越剧演员一
夜之间成为“顶流”，截至电影上映，
该剧在浙江蝴蝶剧场上演超过200
场，迎接了超过 22000 名“客官”。
为了保留现场演出的原汁原味，电
影版采用了白描式拍摄手法将线下
演出影像化纪实，巧妙捕捉那些演
出中稍纵即逝的细腻情感。看过电
影的观众分享道：“电影给我们提供
了更多不一样的视角，有些镜头在
现场是看不到的。”茅威涛特别强
调，“这个片子不同于以往舞台剧拍
电影，它是一种独特的类型剧。”她
还希望未来有更多小百花的作品能
够搬上银幕，让无法观看现场演出
的观众，能通过镜头认识越剧和年
轻的越剧演员们。而这，也是62岁
的茅威涛送给年轻越剧演员们的一
份礼物——镜头能记录下她们的青
春、表演和创作，她动情地表示：“人
生的道路很长，《新龙门客栈》只是
一个开始。其实这部作品最重要的
意义，是告诉大家去尝试、去探索、
去创作、去实践，去成为你们自己，
去享受你们自己的生活。”

我从遥远的地方来

共赴这戏剧之约

现场放映给戏剧带来了什么

最近有两部电影的消息颇受关注：正在上映

的《新龙门客栈（舞台纪录电影·越剧）》（以下简称

《新龙门客栈》），观影人次和票房均创下近年国产

舞台剧电影最佳；电影《只此青绿》定档国庆，观看

了点映的观众表示“没有对白却很感动，想不到会

泪流满面”。这两部电影都脱胎于爆款舞台作品，

如今在大银幕得到“展卷”。光影，延续了戏剧的

生命。

戏剧只属于剧场吗？舞台上的精彩瞬间是不

是只有身临剧场才能领略？用影像还原舞台，是

否会导致其艺术震撼力大打折扣？

文艺评论家、艺术节展策划人程辉主持并参

与了暑期举行的北京国际高清舞台艺术影像周的

多个对谈，他说：“这次参加影像周的各国从业者，

多位都表达了自己投身舞台影像这份事业的缘

起，是对舞台艺术的热爱或者是被某个作品深深

触动，从此认定要以这种方式传播戏剧——把更

多好戏带给更多人看到。”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以及传输技术的不断进步，他认为，行业未来的健

康发展与前景，需要有艺术公心为支撑，也需要市

场运作的能力，最终通过观众和市场检验成效。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认

为，高清舞台艺术影像为戏剧这一古老艺术形式

注入了新的活力，戏剧艺术在数字化时代拥有无

限可能与广阔前景。

专 家 观 点

海报透着“只此青绿，这很中国”的东方气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