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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现代化转译”古典文学

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1 年度立项资助、中国
国家话剧院主办的“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旨在
搭建国家话剧院的平台，集结青年戏剧人才。计划将
陆续推出 3 季，分别以古典名著改编、世界经典呈
现、中国原创故事为主题。

在谈及为何把古典名著改编作为第一季“青年导
演创作扶持计划”的主题时，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
沁鑫表示，文化自信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认识
中国文化，有这样的觉知而后才能有这样的自信。所
以，第一季计划定位于对古典文学的一次探索，通过
改编经典名著，让青年导演和年轻观众能进一步接
触、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水浒传》 和 《牡丹亭》 作为中国的经典名著，
其中的人物与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长期以来，为电视
剧、电影、戏曲等艺术形式提供了不竭的灵感和源
泉。此次“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挑选这两部名
著，是希望通过“一文一武”两种类型，充分训练和
展示青年导演的能力与才华。

“如何将汤显祖的作品进行现代化转译，展示其
结构的精妙、文辞的优美，是选择‘文’的导演需要去
做的功课。而选择‘武’的导演，则需要深究东方美学中
的造型意识、行当意识与舞台调度、舞台空间的流动
性的结合。”“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创作统筹、中
国国家话剧院创作部编剧崔磊说。

今天，要在时长1小时左右的小剧场舞台上，呈
现文学上的鸿篇巨制，对任何一位导演来说都是极具
挑战的考验。在反复阅读原著的过程中，此次参与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的12位青年导演，或以某
个人物为基点，或以某段故事为线索，或以某种视角
为窗口，或以某些戏剧手段为方法，打开了古典文学

“现代化转译”的无限可能。
在《假行者》中，导演温琦试图探寻一个问题的

答案，那就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里，武松为何会成为
被改编创作最多的角色之一。在贴合原著的基础上，
温琦挖掘了武松形象的多样性。在他看来，《水浒
传》本身就是一部来源于人民的文学，对其“现代化
转译”不是照相机般的复刻，而是结合现实进行加工
与再创作。

根据《牡丹亭》原著所提供的空间架构，导演高
蕾蕾的 《三生路》，在神界、人世、梦境三界往复穿
行，以花神和胡判官的视角切入，追溯杜丽娘的前世
姻缘。在舞美意象表达上，借用“回型路”构建梦境

世界和世间道路；利用“梅
树”变化来表示阴阳转换、
时间变化，串联杜柳二人的情
思，生动呈现了一场感人至深
的“梦中之情”，诠释了中国
人骨子里的浪漫主义精神。

取材自 《水浒传》 第 44
回至46回的《蓟州疑云》，由头陀与和尚离奇死亡的
一桩悬案展开。导演兼编剧张肖在原有的人物之上，
新增加了蓟州巡尉施耐庵与小铺兵两位主角，通过他
们对案件的调查，拆解重组原来的故事，解开笼罩在
石秀、杨雄、潘巧云等人身上的谜团，为观众呈现出
原著中一带而过的细节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发起对情
感的追问、忠义的思辨、人性的审视以及对小剧场话
剧的探索。

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哪些火花

“很幸运能参与‘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蓟
州疑云》是非常自由酣畅的一次创作，注入了我多年来
对戏剧、生活的体验，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部作
品。”张肖表示。

张肖学了 4年戏，排过 7年戏。在他之前创作的
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国外经典剧本的改编，他深感
文本对于二度创作的重要性。此次，《水浒传》 坚实
的文学基础、丰富的情节设置、鲜明的人物特点，给
予了他二度创作尽情挥洒的空间。

在《蓟州疑云》中，张肖不仅采用悬疑类型化的
演出形式，还在舞台道具和演员表演上，借鉴了传统
戏曲艺术的假定性手段，以此实现对舞台的灵活调
度。古风音乐和现代音乐的结合，在推动剧情发展的
同时，也为该剧制造了强烈的记忆点。

“此次参与‘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的导演，
无论是不是科班出身，都对戏剧抱有巨大的热忱。他
们通过作品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这个过程
中，他们身体力行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尤其令
人印象深刻。”崔磊说。

既然是古典文学的“现代化转译”，传统和现代
必然要产生强烈碰撞。在此次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青
年导演自觉运用戏曲、武术、民乐、非遗等传统元素，将

“古”与“今”巧妙融合。比如，《假行者》 根据戏曲武
打编创了“武松打虎”和多个打斗场，一招一式皆精
妙；《念》 引入高甲戏这一国家级非遗，将极具功底
的唱腔念白、生动诙谐的丑角表演融入剧情，有力助
推了鲁智深形象的塑造。

发掘讲好中国故事的戏剧人才

青年人才是戏剧发展的动力。青年戏剧人才的培
养需要平台，也需要舞台。

“此次创作过程中，中国国家话剧院给予了非常
大的扶持，从剧本的专家意见，到排练厅探班，再到
院长亲自到剧场给予建议和指导，对我们这样一个年
轻团队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张肖说。

为了保障青年导演有专业的舞台施展才华，中国
国家话剧院不仅以焕然一新的先锋智慧剧场作为展演
场地，而且派出优秀的舞台美术设计师、灯光指导，
为“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保驾护航，构建了“一
文一武”两座梦幻舞台。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立足中华文明传承。”
田沁鑫说。她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当代青年戏
剧工作者能更好地树立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生
活的认知，运用戏剧艺术自觉讲述中国故事，使中华
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体现出跨越时空、超越
国界的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

据了解，“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将作为中国
国家话剧院的一项常态化举措持续推行下去。今
后，还将陆续推出编剧、演员扶持计划。“我们将通
过一系列计划，发掘一批有志于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戏剧文化精神的高水平青年艺术人才，切实加
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中国国家话剧院党委书记巩
保江表示。

左图从上至下：依据《水浒传》改编的话剧《蓟
州疑云》《念》剧照。

右图从上至下：依据《牡丹亭》改编的话剧《不
在梅边在柳边》《梦中人》《三生路》海报。

中国国家话剧院供图

本报电 （记者郑娜） 由文化和旅
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山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南市人民政府
承办的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会，8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山东省济南
市举办。共有全国各地332名非遗传承
人、284个非遗项目参展。

本届博览会以“连接现代生活 绽
放迷人光彩”为主题，全面展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非遗保护成果，重点
展示非遗在乡村振兴、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聚焦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习俗，
以茶文化带动茶产业、茶科技发展，
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为服务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据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司长王晨
阳介绍，本届博览会引入主宾省参与
机制，设有主会场、分会场和线上展
示平台。主会场设在济南舜耕国际会
展中心，设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非
遗保护成果展、“美好生活”非遗助力
乡村振兴展、“欣欣向荣”大运河沿线
非遗展、“茶和天下”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相关习俗展4个板块，同时举办“华
服之美”非遗服饰秀、“中国味道”非遗
美食节、中国茶文化可持续发展协同行
动暨茶叶交易订货会等分会场活动，
以及学术论坛、座谈交流、曲艺展演
及线上活动等。同期还将召开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

作为非遗领域的全国性重要品牌活动，中国非遗博览会
每两年举办一届，已成为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宣传非遗保护
理念、引领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博览会在内容、
形式、机制、功能等方面进一步创新。坚持展示非遗保护新
成果、新作品，坚持展示非遗精湛技艺、精品力作。展示项
目门类广、地域广、数量多，重点展现非遗与民众生活的紧
密联系，展现承接传统、连接现代的非遗实践。以大运河沿
线非遗展为例，既有宜兴紫砂、越窑青瓷等精工巧作，又有
德州扒鸡、水晶羊蹄等特色美食；既有泥人张、景泰蓝等现
场展示，还有吴桥杂技、太极拳等现场展演，让观众得到丰
富的感官体验，尽览燕赵京津、齐风鲁韵、诗画江南的独特
魅力和大运河“流动的文化”。

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作为开幕影片亮相第十二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全景式再现了60年前一段流淌
着民族大爱的往事，为新时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再
添力作。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宝贵财富和重
要组成部分。1950年，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成
为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奠基之作。以此为起
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在中
国电影事业中确立了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以《五朵
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农奴》《阿诗玛》《草原英
雄小姐妹》《刘三姐》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少数民族
题材影片影响至今，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这
些电影不仅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大美风光、

绚丽多姿的世俗人情，更记录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历史、共同缔造新中国的时代历程。

经过 70 余载的发展，近年来，随着电影制作
技术逐渐提高，创作理念不断更新，电影生产能力
越来越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创作模式，主题不断丰富，表达更趋多元，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如 《碧罗雪山》《西藏天空》

《真爱》《塔洛》《十八洞村》《冈仁波齐》《塔克拉
玛干的鼓声》《第一次的离别》《气球》《我的喜马
拉雅》《天边加油站》 等影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呈现出各民
族文化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景象。这些电影不仅
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表达上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而
且也在使用民族语言、观照现实生活、进行商业尝

试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屡获国内外重要电影
节奖项，广受观众好评。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族同胞共同
拥有的文化财富和宝贵资源。由于蕴藏多彩斑斓的
元素，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
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是讲述中国
故事的重要载体。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对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的扶持力度。2010年，“北京民族电影
展”创立，至今已举办了十几届。2013年，国家民
委启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为每个少数民族拍
摄至少一部电影。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 明
确指出，国家鼓励、支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
程中，影视工作者要肩负起使命，不断丰富与发展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内涵与外延，用国际化的表达
方式和影像语言讲述少数民族故事，使其成为展示
中国丰富文化内蕴、展现温暖人情人性、展示“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理念的窗口。

（作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

本报电（文纳） 由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敦煌研究院共
同主办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将于8月30日在
北京拉开帷幕。展览将以“经典敦煌艺术”再现千年石窟艺
术的不朽神韵，以“藏经洞专题”展示敦煌学的博大宏阔，
以“1940年以来的敦煌艺术手法与精神”展现敦煌艺术的现
实活力。

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敦煌艺术主题展览，“文明的印
记——敦煌艺术大展”在展览结构、展品数量上均实现新突
破，将展出文物、临本、现当代艺术家创作计280余组件，其
中，复制洞窟8座，文物级壁画临本、彩塑临品等总计约202
组件。展览还将第一次系统呈现常书鸿、董希文、孙宗慰等
37位艺术家的70余件作品。力求为学术界和公众奉献一场结
构多元、内容丰富、古今集合的艺术大展。

敦煌自古以来便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是中西文化交
流的主通道。不同民族与各种文化在敦煌交汇、交流、交
融，形成了多姿多彩、丰润厚重的敦煌文化。“文明的印记
——敦煌艺术大展”让公众在当代美术馆近距离欣赏宏壮瑰
丽的敦煌艺术之美的同时，还将带来视觉、听觉、嗅觉等多
元感知于一体的丰富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举行丰富
多元的公共教育项目，包括主题论坛、学术讲座、儿童美育
活动等。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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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北京王府井地区的中国国家话剧院
先锋智慧剧场，历经2年多“重装”，迎来了不同寻
常的“首秀”。

7月31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1年度立项
资助、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的“青年导演创作扶持
计划”，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后，正式登陆先锋智
慧剧场。面向社会遴选出的12位青年导演，根据要
求完成古典文学“现代化转译”这一命题，从《水
浒传》和《牡丹亭》两部名著中撷取素材，创作出12
部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小剧场话剧，并从即日起
连续6个周末进行展演，以作品交出自己对传统、
对戏剧、对生活的“答卷”。

连
接
现
代
生
活

绽
放
迷
人
光
彩

第
七
届
非
遗
博
览
会
在
济
南
举
办

敦煌艺术大展将在京展出

▲莫高窟第285窟（复制窟）内景 （西魏）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供图

▲▲莫高窟第莫高窟第282855窟窟（（复制窟复制窟））内景内景 （（西魏西魏））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供图供图

以光影展现斑斓的少数民族文化
陈 蕾

本报电（记者郑娜） 作为第13届中国艺术节主体活动之
一，全国优秀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展览 （以下称“三
大展览”） 和“人民为中心 文艺攀高峰——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主题展”（以下称
“主题展”） 等系列展览，将于9月2日至10月14日分别在中
国美术馆、天津美术馆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美术馆举办。

据介绍，三大展览通过特邀、各地推荐和征集等方式汇
集了 1000 余件作品，其中美术作品 420 余件、书法篆刻作品
330 余件、摄影作品 270 余件。展览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水彩、书法、篆刻、摄影等类型。既包括老一
代艺术家的新创作品，也包括当代青年才俊的代表性作品，
多方位、多角度呈现了我国美术、书法篆刻、摄影艺术领域
的最新成果。主题展分为“精神如炬，奋起革命新文艺”“大
道如歌，奋笔书写新华章”“信念如磐，奋发改革新征程”

“江山如画，奋进伟大新时代”4个篇章，汇集了图片、文献
和实物等千余件展品。

第13届中国艺术节

系列展览将举办

第13届中国艺术节

系列展览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