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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傍晚，重庆市川剧院好戏连台。《拷

红》《归舟》《柜中缘》……既有清唱又有高腔，

既有正剧又有喜剧，这方唱罢，那边又起。作

为川渝文化的一部分，川剧历史悠久。近年

来，重庆市川剧院持续推出川剧《江姐》《李亚

仙》《金子》等一批精品力作，为古老川剧注入

时代感、融入年轻态，让更多年轻人走近川剧。

改编老戏，创排新剧，拓
展传播形式

位于照母山麓的重庆市川剧院，白墙青

瓦、飞檐翘角，庭院深深、廊腰缦回。练功房

里，从声腔到武功，从青衣到丑角，每个唱腔

和动作，都展现着川剧的独特气质……

重庆市川剧院诞生于 1951 年，70 多年来，

经历过高朋满座，也遭遇过门庭冷清。如今，

重庆市川剧院越来越红火，成为重庆的一张靓

丽的文化名片。“不断创新，改编老戏，创排新

戏，拓展传播形式。”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

给出了答案。

取材于小说《红岩》的川剧《江姐》是创新

的典型。自 2018 年首演以来，《江姐》已演出

100 多场，并于 2022 年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

奖”。大量的演出经历让主创团队收获丰富的

演出经验。创作团队在演出后收集观众反馈

意见，不断打磨、修改细节。正如国家一级指

挥、川剧《江姐》的配器王晓刚所言：“演出是艺

术团体的生命。川剧《江姐》是‘磨出来’的，更

是‘演出来’的。”

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川剧《江姐》进行了

一系列探索。比如，用最具川剧特色的高腔

作为全剧音乐主体，在唱段上巧妙融入川江

号 子 、四 川 清 音 等 ，用 小 型 民 族 管 弦 乐 队 来

伴奏，保持川剧高腔“帮、打、唱”的特点。为

强 化 川 剧 的 戏 曲 逻 辑 和 声 腔 特 色 ，对“红 梅

赞 ”经 典 选 段 进 行 川 剧 化 的 改 编 设 计 ，充 分

展现“腔中有人，人活腔中”的声腔神韵。在

舞 台 设 计 上 ，采 用 虚 实 结 合 的 形 式 ，运 用 吊

脚 楼 、竹 林 、青 石 板 、嘉 陵 江 等 地 域 元 素 符

号，凸显戏曲的艺术特征。

《李亚仙》则是经典川剧“老戏新探”的代

表作。“原来的爱情故事是‘大团圆’，男主角高

中状元之后，和女主角李亚仙修成正果，虽然

风格喜庆，但思想性还不够。”2007 年，沈铁梅

提出，将《李亚仙》改编为悲剧。该剧于 2013
年完成改编，新版《李亚仙》的结局深刻地表现

角色命运，鲜活刻画了李亚仙这一忠于爱情的

女性角色。表现形式也有创新，改编版在传统

声腔艺术中糅进了徒歌、和声等表现方式，古

老川剧旋律具有了现代感，更加悦耳动听。

舞台上的年轻面庞多了
起来

暮春 5 月，大地葱茏。武汉的剧场里，热

闹非凡。重庆市川剧院被邀至此，上演一批精

彩剧目，这其中就有《白蛇传》。90 后演员周

星雨扮演白娘子一角。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

台上的白娘子“能文能舞”。演出结束，周星雨

的戏服被汗水浸透。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光是盘曲摔下的动作，就要练几百次。”周

星雨说：“经常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曾几何时，面对川剧观众的流失，周星雨

一度陷入迷茫。失了心气，周星雨离开重庆，

决定“另谋他路”。得知此事，老师沈铁梅和

她 深 谈 ，动 之 以 情 、晓 之 以 理 。 父 母 也 来 劝

说：“在学校时，你都坚持下来了，现在怎能轻

言放弃？”

离开还是回归？两种声音在周星雨脑子

里盘旋。反复思考，周星雨找回了在学校时学

戏的初衷。“民族文化的瑰宝、艺术的传统，需

要我们年轻人来传承。”近 10 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得到重视支持，演出机会多了起来，演

员待遇也逐渐提升，周星雨的生活也不断改

善，可以心无旁骛地献身川剧事业。

目前，重庆市川剧院共有演员 76 人，像周

星雨这样的 80 后、90 后年轻人，已成长为川剧

院中坚力量，还涌现出孙勇波、吴熙等青年才

俊。重庆市川剧院有条不紊地构筑人才梯队，

每隔几年便招收一批新人。两年前，一批“00
后”进入重庆市川剧院，舞台上的年轻面庞多

了起来。

在创新内容的同时，重庆市川剧院也在创

新传播形式，运用网络平台，采取短视频、直播

等方式，结合线下沙龙，普及川剧艺术知识。

2022 年第五届川剧节期间，重庆市川剧

院推出川剧广场舞《弄丑弄弄壮共壮》，并在短

视频平台设置话题，引发网友热情参与，上线

仅 4 天，话题点击量就突破 1 亿人次。他们还

制作 21 集短视频，用趣味方式、网络语汇普及

川剧知识，让人们感受川剧博大精深的魅力。

沉下去服务基层，“走出
去”传播文化

天作幕，地为台，小丑演员头顶油灯，倒

立、翻跟头的同时保持头顶灯碗不掉落……在

奉节县，重庆市川剧院的小分队表演的川剧

《滚灯》在街头拉开序幕。近年来，重庆市川剧

院坚持把传承弘扬川剧艺术和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紧密结合，持续参与了“渝州大舞台”

城乡文化互动工程、“戏曲进乡村”、“戏曲进校

园”等重大文化惠民活动，每年到基层演出将

近百次。“基层演出必须贴近生活，情节要通俗

易懂，表演要精彩动人。”女主演周露说出门

道。川剧《滚灯》表现川渝一带的民间特色，讽

刺了农村赌博现象，深受欢迎。刚演完一场，

台下，村民们又连忙询问：“明天还来吗？多

来演嘛！”

重庆市川剧院一般选择场镇或者较

大的村“巡回演出”，人气更旺。演出时

长也颇有讲究，每次三四场戏，大概一个

半小时。“我们不能只是单向地演，要多

和观众互动，多‘丢包袱’，把他们‘拉

进’戏里。”周露说。所谓“丢包袱”，是

指抛出问题，让观众回答，让观众在生

动的故事中体悟道理。

沉下去服务基层，“走出去”传播文

化。从阿姆斯特丹到布达佩斯，从德国科

隆剧院到美国林肯艺术中心……2001 年至

今，重庆市川剧院“走出去”的足迹已覆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川剧高腔与西方交

响乐相融合，一曲《凤仪亭》惊艳亮相荷兰，散

场后，不少观众跑到后台找到沈铁梅，希望学

习川剧唱腔的发声方法。2012 年，川剧《灰阑

记》登上德国举行的“威斯巴登五月国际艺术

节”，连演多场，场场爆满。2016 年，重庆市川

剧院的川剧精品折子戏登上欧洲多个城市的

舞台。

为了让川剧作品更有“国际范儿”，重庆市

川剧院做了不少“转译”工作。在保留川剧传

统艺术基因的同时，重庆市川剧院努力吸收和

借鉴国际流行因素。《李亚仙》是原汁原味的古

典川剧清雅文戏，在赴欧洲演出时，为了让当

地观众更好地欣赏川剧的不同侧面，重庆市川

剧院大胆采用剧情提示而不是逐字翻译字幕

来辅助演出。创作的新版歌剧《凤仪亭》、川剧

交响乐《衲袄青红》和现代室内乐歌剧版《思

凡》，助推川剧艺术登上国际艺术舞台。

“走出去”为川剧赢得越来越多国外“粉

丝”。爱尔兰姑娘席德专程来渝拜师，在重庆

市川剧院一学就是几个月。瑞士男孩瓦伦丁

边学边演，迷上了《白蛇传》中许仙的角色……

“让川剧艺术真正走向海外市场，走进海外观

众的心中，还需要进行系统性研究，形成中国

戏曲的话语表达方式。”沈铁梅说。

重庆市川重庆市川剧院剧院——

山山城靓丽城靓丽的文化名片的文化名片
刘新吾刘新吾

正值高考发榜之际，央视刚刚播完的电

视 剧《追 光 的 日 子》引 发 热 议 。 该 剧 讲 述 青

云 中 学 高 三（14）班 班 主 任 郝 楠 帮 助 一 些 学

生 驱 散 内 心 阴 霾 、走 出 人 生 低 谷 、追 寻 自 我

价值的故事。这部剧以写实风格塑造人物，

以 积 极 乐 观 的 影 像 风 格 书 写 青 春 故 事 和 成

长主题。

叙事方面，《追光的日子》的独特之处在于

从“教”与“学”、“父一代”与“子一代”的双重视

角展开。一个视角是由郭京飞饰演的中年教

师郝楠展开，聚焦他如何实践自己的育人理

念；另一个视角是由任敏、王源等饰演的高三

学生展开，讲述面临各自困惑的主人公们如何

书写他们的人生答卷，追寻未来。该剧着力于

刻画良性的教学互动关系，体现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相互激励、彼此照亮。“追光逐梦、向阳而

行”这一主旨由此体现。

该剧以“高考”作为叙事主线，随着剧情

推进，由校园这一“点”不断向外辐射至家庭、

社会等“面”。叙事不囿于校园与青春，而是

潜移默化地将“迎考”从学校和考场拓宽至社

会与人生。成长不再是青年一代的专属，家

长、老师等成年人同样面临不断更新观念、超

越自我的命题。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

有可能面临不如意，唯有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方能纾困解难。

《追 光 的 日 子》倾 力 塑 造 了 郝 楠 这 一 个

性鲜明的教师形象。他重言传更重身教，引

导鼓励学生勇于追梦、大胆实践。创作者在

剧 中 回 溯 郝 楠 学 生 时 期 过 往 的 挫 折 经 历 绝

非闲笔，而是更深层次地诠释了教师郝楠能

与 学 生 们 形 成 亦 师 亦 友 关 系 的 内 在 逻 辑 。

郝 楠 的 可 贵 之 处 在 于 ，他 不 仅 重 视 当 下 ，更

关注学生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说，郝楠对学

生 的 教 育 不 单 是 传 授 知 识 、传 播 思 想 ，更 注

重锻造品格、培根铸魂。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追光的日子》另一用心之处

是细致描写了 7 个学生及他们各自的原生家

庭。代际隔阂、留守少年等家庭问题、心理症

候，成为投向这些孩子心中的一道道阴影，也

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让这些普通家庭的

故事更具真实感，该剧主创用差异化的色调

和空间，隐喻孩子们从“阴影”走向“灿烂”的

过程，并通过贴近人物性格的细节，外化内在

心理，呈现思想转变。

如该剧导演韩天所言，“这部剧讲述的是

一 群 曾 在 风 雨 中 的 人 追 寻 那 道 光 的 过 程 ”。

剧中的高三学生从迷惘走向奋进，依靠的是

老师的理解、信任与激励，是同学间互帮互助

的纯真友谊，是重新审视、认知自我价值与他

人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

达 成 与 外 界 的 和 解 …… 事 实 上 ，“ 追 光 的 日

子”这一片名就已形象揭示了全剧对“理想”

与“现实”的表达。高三（14）班教室的黑板上

写着的“乘风破浪，筑梦起航”“心之所向，必

将抵达”，生动鲜活地诠释了“奋斗是青春最

亮丽的底色”。

全剧兼具戏剧性与写实感，既不夸大美

好，也不渲染困境，在日常生活烟火气中写人

写情，唤起观众的共情共鸣。全剧较好地平衡

了叙事艺术中“轻”与“重”的辩证关系。一方

面以轻喜剧风格写人叙事，提升剧集的戏剧性

和观赏性，吸引更多青年观众；另一方面，秉持

现实主义精神，在叙事中体现对严肃议题的思

考，让人观后有所感、有所悟。

电视剧《追光的日子》的推陈出新，也从一

个侧面显现了传统青春校园题材剧集更广阔

的创作空间。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拓展青春校园题材的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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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感悟传统 走近川

剧”重庆市川剧院“六一”主题

游园会现场。

图②：重庆市川剧院川剧

《李亚仙》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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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创作者的重

要使命之一，就是将民族

立场、大众视角、声画语言

有 机 融 合 起 来 ，讲 清 楚 、

讲透彻、讲生动中华文明

的内核与特性，以雅俗共

赏 的 视 听 语 言 传 递 深 邃

厚 重 的 文 化 传 承 课 题 。

由 北 京 卫 视 制 作 播 出 的

文 化 类 节 目《博 物 馆 之

城》，在 此 方 面 做 了 有 益

探索。

《博 物 馆 之 城》延 续

第 一 季 的 文 化 内 核 和 内

容设定，近期推出了第二

季 ——“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季 ”，正 在 热 播 并 取 得 良

好 反 响 。 与 第 一 季 节 目

相比，第二季节目精准捕

捉创新发力点，揭示中华

文 明 的 起 源 、形 成 和 发

展，实现文化类节目的创

新迭代。在选题设置上，

第 二 季 节 目 增 强 地 域 的

丰 富 性 ，深 度 展 现 博 物

馆 、文 物 、文 化 等 多 重 维

度，引领观众对文博有更

强 的 参 与 感 。 第 二 季 节

目 展 现 出 更 加 自 信 的 精

气神，着力突出“溯源”和

“考古”两大元素，通过实

地探访的沉浸感，让中国

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

国 考 古 学 会 理 事 长 王 巍

领 队 的“ 探 源 团 ”带 领 观

众 共 同 感 知 中 华 文 明 的

历史起源、鲜明特质与发

展脉络。

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较为生动具

象地呈现在有限的电视节

目中，难度可想而知。《博

物 馆 之 城》第 二 季 的“ 解

题”之道，是用融入体验的

诚意和托物言志的创意，

力求将“国之大者”融于寻

常故事，将民族文脉融于

娓娓讲述。比如，首期节

目“探源团”成员以沉浸互动的方式感受 2000 多年前的

中国简牍文化，让观众深切感知文字在保持中华文明连

续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是马王堆三号墓裞衣残片

上布满的汉字纹路带来的震撼感，还是辛追夫人菜谱中

显现的湘菜雏形产生的亲切感，都让“古今对话”有了可

触可感的媒介与依托，让历史文化的灯火照耀当代。

《博物馆之城》第二季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个

体故事呈现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基因，这让节目在

历史叙事中彰显情感温度。比如，在讲述多种文字版本

的《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时，节目讲他如何科举屡试不

中，讲他如何对农民、工匠的生产方式产生浓厚兴趣，讲

他的一生如何致力于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找人出版

著作，最终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聚焦个体故事

的讲述，让观众对一位中国古代文人形象有了清晰深刻

的认识。通过深度聚焦文化传承中“人”这一根本性要

素，揭示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精神密码。

文化在不断发展，文艺创作者看待文化的态度与眼

光也应该是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对电视节目创作而

言，“故事讲述的时代”和“讲述故事的时代”同等重要。

一档文化类节目，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即便再精心

考证、完美复刻，也较难成为与当代观众共鸣共情的“出

圈”之作。《博物馆之城》第二季在创意内容方面的实践值

得肯定。“探源团”在沿着先人足迹探寻优秀传统文化的

旅程中，生动讲述北京雨燕在迁徙途中为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控制虫害、改善环境做出的贡献，生动展示现代科技

为古莲子繁衍提供的极大保障，从古代园林造景中感悟

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在周口店猿人洞与遗址博

物馆里体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凡此种种，

都在由古及今、生动鲜活的讲述中体现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理念。

站在当下回望历史，目之所及的是气象万千的浩瀚

史料，文艺创作者对其观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镌刻

着时代烙印，贯注着时代精神，蕴含着时代气质。只有找

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契合点、融汇点，才能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真正在当代社会活起来、火起来，更好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通过更

高效、更生动地讲好故事来处理严肃话题与收视黏性的

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视听优势来优化客观史料与鲜活

呈现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运用融媒体思维来平衡厚重内

容与灵动传播的关系，是电视节目创作者需要持续努力

的方向。《博物馆之城》在电视节目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方

面提供了有益启示，对文化类节目开拓创作创新空间具

有借鉴意义。目前，该节目仍存在提升空间，期待在未来

不断打磨、完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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