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春天的脚步，戏剧演出的大幕徐徐拉

开。《正红旗下》刚刚落幕，北京人艺的看家大戏

《茶馆》开启新一轮的演出；《千里江山图》等一

批新排剧目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观众见

面；《银锭桥》《柳青》《蓟州疑云》等话剧也都开

启了巡演……新作、新人、新探索竞相涌现，话

剧艺术创作与演出市场洋溢生机。

近年来，话剧演出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盛

况，这说明话剧艺术广受观众的欢迎，也反映话

剧舞台上一些可喜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话剧作品赢得包括年轻观众在

内的更广泛观众群体的认可。不少作品注重当

代的民族化表达，以贴近生活的细腻视角，塑造

更具个性、更加真实的话剧艺术形象。英模人

物在话剧作品中展现出愈加鲜明的个人特质。

话剧《桂梅老师》开篇即通过桂梅老师之口明确

了“人”的主题，剧中所塑造的“时代楷模”张桂

梅，性格坚毅，言行之间流露为孩子们深思熟虑

的关爱。编剧王宝社谈到，创作要充分考虑当

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因为要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力，就需要创造出有血有肉、更具有戏剧张力的

角色。

引进国外经典话剧作品时，基于本土文化

语境的转译是连接观众与作品的重要桥梁。具

有汉语言文化色彩的表达，不仅让中国观众拥

有亲切的观剧体验，也发挥了话剧作为文化交

流媒介的作用。

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借助

世界经典作品进行本土化艺术创作，既彰显我

们的文化自信，亦有助于艺术家从全球视野对

自身进行更加深刻的认知。中央戏剧学院曾通

过排演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对我国民族化演剧

风格进行探索。其中的一版《麦克白》由 5 名演

员完成，分别依托传统戏曲中的“生”“旦”“净”

“末”“丑”5 个行当来呈现。舞台美学侧重写

意，旨在追求舞台空间兼容百态的可能。

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为话剧艺术创新带来契

机。如今，科技越来越多地融入话剧艺术，成为

其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之相融共生。

这种融合体现在诸多方面。当科学技术成

为创作者表达人物内心的手段时，话剧舞台上的

艺术形象释放出更加震撼、感人的能量。科学技

术为话剧艺术提供了多彩的表现手段，更在不断

发展中，催生更多新的演剧可能。它一方面体现

在科技对作品传播与传承功能的开发，另一方面

展现了科技与艺术创作结合的潜力。创作者对

科技带来的丰富性与便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更加有机地对其进行运用，强调“精而巧”。

与科技相融的戏剧艺术开创出多样的创作

方法与演出形态。当人们尝试运用屏端设备实

现“虚拟在场”，具有实验性质的数字戏剧作品

纷呈涌现。创作者开发了不同的演艺空间，通

过各类先进的科技手段，营造沉浸式、互动式的

观演新趣味。包含动态追踪、实时捕捉等功能

的 XR 技术，让演员所处空间可以被实时渲染，

即刻呈现相宜的舞台效果。

此外，科技与戏剧的结合更是推动了文旅

融合。观众走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车站

剧场”，便能看见一大片金黄色的滚滚麦浪，那

是智能翻板、多媒体影像、56 道机械麦穗吊杆

共同实现的壮观景象。来到“只有峨眉山”的

“云之下剧场”，会欣赏到角色融入影像与灯光

交织的光影之中，难分彼此，相互交融。科技与

艺术相遇，产生奇妙的反应，孕育更多的可能。

守正创新，植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

会现实；紧随时代，在创新探索中满足广大观众

的精神追求、审美需求，中国话剧又在蓄力新的

生长。这就是话剧艺术创新力的来源。

话剧艺术的创新力从何而来
陈 刚 乐 音

古城午后，春日正暖。西安钟楼旁，车水马

龙 。 与 闹 市 仅 一 街 之 隔 ，便 是 易 俗 社 文 化 街

区。漫步其间，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 喝 喊 一 声 绑 帐 外 ，不 由 得 豪 杰 笑 开 怀

……”露天戏台不大，秦腔演出气氛热烈，西安

易俗社 2024 春节演出季，奏响了新年的欢乐

序曲。台下，数百名戏迷和着曲调，戏词倒背

如流。这样的惠民演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看着台上的演出，易俗社成员、国家一级演员

李东峰颇为感慨：“晒着太阳听秦腔，是陕西人

的幸福。”

远远望去，戏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西安

易俗社穿越百年岁月，潜移默化地融入黄土地

上的百味人生。

“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
的是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
的是自己”

47 岁的李东峰清楚记得 5 岁那年坐在父亲

肩上看秦腔的情景。

那天，关中小城陕西省泾阳县，集市上搭起

了大戏台。乡亲们纷纷赶来看戏，“接下来，是

易俗社演的《火焰驹》！”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

声，大伙儿纷纷踮起脚尖，翘首以待。不久，熟

悉的曲调响起，集市上的人们沸腾起来……

“从记事起，我就喜欢秦腔。”哪里唱大戏，

儿时的李东峰和小伙伴们便赶到哪里。当年还

是小学生的他们常穿过层层人群，钻到后台，透

过门帘的缝隙看演员们化装。“秦腔真让人着

迷！”李东峰说。

1993 年，16 岁的李东峰进入艺校，学习秦

腔表演。7 年后，他进入西安易俗社。

“‘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推陈出

新’是西安易俗社创社时的宗旨，每个成员都要

铭记。”前辈们的教诲，他至今难忘。彼时，一众

秦腔名家成了李东峰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王

芷华、陈妙华、张宁中、张锦华、王保易、任慧中、

张保卫……群英荟萃，各有所长。在李东峰看

来，易俗社的前辈艺术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对

秦腔表演的赤诚热爱与认真对待。

有一次，李东峰在秦腔《小宴》中饰演吕布，

在初见貂蝉的情节里，他怎么演都不甚满意。

老师张保卫在一旁观察良久，而后悉心指点。

“貂蝉入门、见礼、转身，吕布的表演也有不同层

次。”张保卫解释道：初闻女声，眼神闪光；再看

其影，神色惊艳；后观其人，目光追随。“短短 1
分钟，吕布的眼神需呈现出 3 层递进……”寥寥

数语，让年轻的李东峰醍醐灌顶。

那时，易俗社的排练场里，众多青年演员披

星戴月，刻苦排戏。前辈秦腔艺术家们常在台

下观看，然后耐心指点，为年轻演员分析戏情戏

理，兴之所至，常常亲身示范。

李东峰学艺如饥似渴，至今仍难忘前辈艺

术家们“口传心授”的表演经验。排练《三滴

血》，王芷华老师提醒他，要演出人物惊魂未定

的神色；排练《周仁回府》，王保易老师点拨他，

要演出人物寄人篱下的窘迫；排练《双锦衣》，任

慧中老师要求他，要演出人物从温润有礼到豪

侠之气的转变……

20 多年来，李东峰常常体悟前辈艺术家们

“多读书、做好人、演好戏”的谆谆教导，他慢慢

品咂出其中的道理：“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

是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百 年 易 俗 社 ，就 在 这 火 热 岁 月 中 坚 韧 地

传承。

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
“共享”戏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西北人爱秦腔，易俗社所到之处，都是人

头攒动。最让演员们难忘的，是一次去甘肃的

演出。

那是春寒料峭的 2 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

县的广场上，戏台还没搭好，十里八乡的乡亲们

早已闻讯赶来。不远处，小吃摊点人盈客满。

广场上，商贩吆喝声、孩童嬉闹声，夹杂着戏迷

的欢喜与期待，化作欢乐的海洋。

一阵锣鼓，大幕拉开。热闹的大广场，霎时

安静下来。演员们登台一望，上万人捧场，秦腔

吼得尤为带劲，乡亲们过足戏瘾。

《游龟山》《火焰驹》《周仁回府》《龙凤呈

祥》……经典剧目连演一周，每天两场，场场爆

满。演员们登台谢幕时，观众们常常舍不得离

开，齐声高喊“再来一段”。演出团队欣然应允，

邀请台下众人合唱耳熟能详的秦腔《三滴血》，

于是，台上台下齐吼秦腔：“祖籍陕西韩城县，杏

花村中有家园……”

“秦腔的活力，在这黄土地上生生不息。”

当时加入这场大合唱的李东峰如今已担任西

安易俗社演出副总监。他记得人群中走过来

一位耄耋老汉，拉住他的袖口。老人伸进棉大

衣 的 口 袋 ，用 那 布 满 老 茧 的 双 手 掏 出 两 个 冻

梨，说道：“娃呀，赶紧吃，这个润嗓子！”望着老

人蹒跚远去的背影，李东峰满是感动：“朴实的

观众对秦腔真切的爱，就是我们到基层演出的

最大动力！”

蓝天当幕布，大地做舞台。近些年，易俗社

的足迹遍布 20 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西北地区

是“重头戏”。与此同时，易俗社还走出国门，在

世界舞台唱响秦腔……

易俗社成为不少戏迷的一份牵挂。 79 岁

的 陈 新 友 家 住 西 安 ，每 天 最 盼 望 的 就 是 坐 一

个 小 时 公 交 车 ，赶 到 钟 楼 旁 的 易 俗 社 文 化 街

区听秦腔、看大戏。“天气暖和的时候，露天戏

台围着上千名观众。”陈新友每次都赶得早，

带 着 小 马 扎 ，坐 在 前 排 看 得 更 清 楚 。 从 2023
年春季开始，易俗社在这里“常驻”，惠民表演

风雨无阻。

“戏台彩灯高空挂，秦腔舞台送文化……”

看到高兴处，陈新友拿起笔，现场写起打油诗。

一折戏唱完，诗也写好了。“送给刚才登台的演

员，表达我们戏迷的感谢。”陈新友说。

露天戏台上，来自民间的秦腔爱好者也登

台一展风采。两年多来，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

育 40 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演员，

带来 300 余场演出。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

“共享”戏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守艺人”不守旧，从戏曲
传统中，寻找更多符合时代需
求的创新表达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易俗社百年博物馆

的庭院，座无虚席。循声望去，一群身着橘粉色

长裙的女子翩然而至，水袖舞得轻盈。观众举

起手机，拍照留念……沉浸式秦腔夜游主题演

出“易俗社·梨园夜”，正精彩上演。

2023 年 8 月，西安易俗社推出了“易俗社·
梨园夜”。这个秦腔夜游文旅体验项目，力求探

索“戏曲+旅游”新模式，开辟“戏曲+”新路径。

易俗社 95 后演员张倩在剧中饰演“海棠

花”一角。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前庭处，恰好有

株海棠树。“只留芬芳在人间，不求硕果于自

身”，多年来，海棠花的品格激励着易俗社的成

员们，要把艺术的美好留给观众。

剧中饰演李白的易俗社 00 后演员刘治，以

扎实的基本功将人物的恣肆挥洒表现得淋漓尽

致。“我刚到易俗社不久，参与的第一场对外演

出，就是‘易俗社·梨园夜’。”刘治演得认真投

入，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除了李白，铁扇公主、包拯、岳飞等舞台形

象也深受观众喜爱。有次演出前，一名五六岁

的小男孩瞥见了孙悟空的扮演者，兴奋地跟着

演员到了后台化妆间。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化妆师还给他

的脸上描了戏妆。”刘治记得，后来演到《孙悟空

大战铁扇公主》段落时，小男孩坐在台下，高兴

得手舞足蹈。“也许在这一刻，一颗戏曲的种子

就发芽了。”刘治说。

每次演出完都有不少观众走上台来，与演

员互动交流。外国游客也常换上戏服，接受易

俗社演员的“现场辅导”，和同伴们拍照留念。

“这就像一场秦腔嘉年华，让观众沉浸在古

城的艺术之夜。”“易俗社·梨园夜”策划团队成

员蒲国伟说，新时代观众需要新的审美风尚、新

的观演关系，“我们一直在尝试探索，通过多场

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

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

秦腔。”

如今，易俗社 80 多人的表演团队中，90 后、

00 后演员占比已超 1/3。在“易俗社·梨园夜”

的主题演出中，这些“青春力量”扛起了大旗。

夜游演出并非个案。近年来，易俗社携手

高校等社会力量，设计了折扇、宫灯、绘本、研学

服饰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秦腔文创 IP；通过经

典剧目 3D 电影等创新尝试，古老戏曲艺术开始

拥抱音乐、动漫、数字科技……

“自 1912 年 成 立 至 今 ，易 俗 社 弦 歌 不 辍 。

我们跟随前辈艺术家的脚步，始终与时代同频

共振。”在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莉看来，戏曲艺

术在历史发展中，一直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课

题。“一方面，我们守住根本、复排经典，‘原汁原

味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戏曲传统中，寻找

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守艺人”不守旧，易俗社正不断拓展着秦

腔艺术传播的途径。“我们竭尽全力，争取满足

更多观众的美育、审美需求。”惠敏莉说。

图①：易俗社文化街区演出现场。

图②：2 月 16 日，秦腔《杨门女将·出征》亮

相易俗社剧场。

以上图片均为西安易俗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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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颁奖典礼上，电影表演

艺术家达式常被中国文联授

予终身成就奖。领奖台上，

这位 83 岁高龄、从影一个甲

子的耄耋老人，一身蓝色西

装，头发灰白，腰背挺直，儒

雅不减当年，让观众想起他

塑造的一系列角色。

达式常的表演，有一种

跨 越 时 空 的 魅 力 。 他 的 银

幕 处 女 秀 ，是 上 世 纪 60 年

代 在《年 青 的 一 代》中 饰 演

文 弱 书 生 林 育 生 。 二 十 多

岁 的 他 是 我 母 亲 那 一 代 女

性 心 中 的 青 春 偶 像 。 上 世

纪 70 年代，达式常在《难忘

的 战 斗》中 饰 演 副 团 长 田

文 中 ，身 着 朴 素 的“ 六 五 ”

式 军 装 ，挺 拔 、英 武 。 到 了

我 这 一 代 ，初 中 时 ，我 就 能

背 诵 达 式 常 在《人 到 中 年》

中 朗 诵 过 的 那 首 诗《我 愿

意是急流……》。

金鸡奖的颁奖礼上，达式常再一次朗诵这首

诗。他的嗓音，一如 40 年前那般清澈。他的眼神，

也一如 40 年前那样深邃。恰如时光的一个轮回。

达式常的银幕形象以及他朗诵过的这首诗，依然铭

刻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

上世纪 40 年代，达式常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困的

大家庭。从小营养不良，瘦弱不堪，让他养成了安

静、柔和、内秀的个性。上小学时，沉默寡言的他偏

偏最爱听老师们讲故事，英雄的事迹成为滋养他成

长的阳光雨露。渐渐地，他也开始模仿老师的口

吻，把这些故事讲给身边的小伙伴听，试着添加自

己的理解、发挥和情绪。进入中学，达式常参加了

学 校 合 唱 队 ，还 和 同 学 自 编 自 演 了 几 台 小 话 剧 。

1959 年，他如愿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在凌之浩、

路明、莫愁等老一代电影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迈

入戏剧表演艺术殿堂。

《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一角并不讨好，却因

为达式常的演绎，受到观众的喜爱。有一次，达式

常向谢晋导演请教电影表演，一向古道热肠的谢晋

忍不住点拨他：“你啊！你的近景和特写，比不上中

全景，你要特别注意！”只言片语，道破电影与话剧

表演的分水岭。摄影机前的表演，演员面部的神

情、动作细节，特别是眼神中的细微幽深之处，才是

电影表演的精华所在。达式常顿觉受益匪浅。

从艺 60 年来，达式常饰演的角色形形色色，革

命者、科学家、医生、干部、文艺青年、部队指挥员

……1981 年，他凭借电影《燕归来》获第四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84 年，又因在电影《谭

嗣同》中饰演谭嗣同而备受好评。在诸多人物群像

中，最有特色、让人过目不忘的角色，莫过于《人到

中年》中的傅家杰。戴副眼镜、朴素的寸头、鬓角几

缕白发、一脸胡茬，面部难掩一丝疲惫和憔悴，堪称

人到中年的典型形象。片中有一个傅家杰脱毛衣

的镜头，只见他背对镜头，缓缓褪去套头毛衣，将里

面一件满是破洞的旧汗衫暴露在观众眼前。这个

细节胜过千言万语，道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生活

的清苦，在观众心里掀起情感波澜。达式常回忆，

他收到的几封观众来信，都说她们家“那口子”身上

的汗衫，就跟电影中他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细节的魅力，来自电影艺术家与观众在生活上

的同呼吸、共命运。达式常与傅家杰是同龄人，他

的家庭生活与傅家杰高度相似。在《人到中年》拍

摄现场，他甚至不用太做案头准备，各种生活细节

和感受，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自己平常的居家生活

直接搬上银幕，床和书桌怎么摆放，床单和窗帘什

么花色、什么图案……只要按自己平时生活中最熟

悉的样子就不会错。把自己的生活带上银幕，演员

在镜头前就不是在表演，而是再现自己的日常生

活。电影的生活质感由此而来。

达式常饰演的军人，也带有一股书卷气，让银

幕上的军人形象得到了一种独特而富于个性化的

诠释。达式常曾回忆，有个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写

信给他，描述自己和战友们一起观看《难忘的战斗》

的情形。影片正在放映，突然飘落雨滴，部队没有

因此而中断放映，大家冒着大雨看完影片。又有一

次，其他营区放映这部影片，战士们不能脱离自己

的岗位，于是，他们关掉所有灯光，在黑暗中用耳朵

又“看”了一遍《难忘的战斗》。

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故事，距离今天已经十

分遥远，但观众没有忘记达式常，没有忘记他扮演

过的角色。这就是表演的魅力所在。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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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西安易俗社的
足迹遍布 20 多个省份近百
座城市。面对新时代变化的
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他
们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
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
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
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
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 40
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
也成了演员……秦腔的活
力，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

②②

①①

演员达式常。

上影演员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