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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走进中国已经有 100 多年了。话剧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留下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树立
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2022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出品的由陈彦获得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主角》，再一
次引发社会公众和文艺批评界对话剧艺术的瞩目，并
一举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小
说到文华大奖的获奖话剧，《主角》的华丽转身，在赢
得公众赞誉的同时，也让笔者再一次回顾与思索话剧
中国化的历程。

如果说，百年来留下的经典话剧作品，都是其所
处时代的回声的话，那么，话剧 《主角》 也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涅槃重生的回声。尽
管笔者无意以经典论之，但 《主角》 从小说到话剧对
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湛表现与深刻反思，以
及在艺术上的深度打磨和种种探索，无疑使其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剧舞台上发出的时代回声。

在舞台上，《主角》用话剧这一外来剧种发出了保
护、传承和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声。
作品展示了中国古老剧种秦腔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史，
演绎了不同历史时期新旧文化在三秦大地上的激烈冲
突，表现了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摄人心魄的魅力
和强大生命力。《主角》中的秦腔演员忆秦娥从一个大
山里的牧羊女，到誉满京都的秦腔主角，再到重返大
山为父老乡亲唱戏的经历，揭示了秦腔这一古老剧种
是从中国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
连的艺术，必将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力量，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传承下去，并回到人民中去。而忆秦娥成
长为主角所经历的种种挫折、苦难，则预示了这一传
承过程的重重困难，需要全社会和所有热爱传统文化

的人们共同去战胜、去逾越。
话剧作为一种与秦腔完全不同
的外来艺术形式，将小说对秦
腔艺术的深度体验与精彩描述
鲜活地绽放在舞台上，让人们
从小说引发的想象进入了看得
见、听得见的真切艺术场景。
对于秦腔这种古老戏曲艺术的
复兴而言，话剧发出的呼声，
准确地延伸并有效地加强了小
说的呼声，以至于成为今天这
个时代精神的强大回声。

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
回声，《主角》 可谓沁人心脾、
振聋发聩，而在其不绝的余音
中，也传达出其在艺术上经历
的一波又一波艰难探索。这种
探索不仅在于它跨越了“语
言-文字”和“剧场-舞台”两

种异质媒介，将一部65万字的鸿篇巨制和近半个世纪
的历史，装进了三堵墙的舞台和 180 分钟的狭小时空
之中，更在于它试图用话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去演绎
秦腔这种古老的民族艺术。这两种艺术在整体语境、
叙事方式、表演程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而要跨越这种差异难度巨大。话剧 《主角》 的改编不
仅没有回避这些差异，反而恰恰从这些差异出发。
180 分钟话剧对 65 万字小说的改编是以小说中忆秦娥
成为主角后经历的几个秦腔剧目为单元的。这样，秦
腔的精彩怎样从话剧舞台上展示出来？秦腔主角的魅
力怎样通过一个话剧演员的表演表现出来？而且这种
展示不仅要呈现秦腔的舞台表演，还要同时呈现秦腔
观众的反应等，就成为一系列巨大的难题。可以说，
话剧 《主角》 从编导到表演是在化解这一道道难题中
走过来的。

就演员表演而言，用话剧舞台去呈现一个戏曲主
角的魅力和命运，意味着对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
的跨越与融合，意味着扮演秦腔“主角”忆秦娥的话
剧演员必须同时具备话剧表演和戏曲表演两种技能，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却又是一道必
须逾越的难关。从演出效果来看，“主角”扮演者刘李
优优成功完成了这两种技能的融合和两种演员角色的
相互转换。刘李优优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戏曲表演
的话剧演员，经历了近 3 年的刻苦训练，基本掌握了
一个秦腔武旦唱、念、做、打的功夫和仪态气质。很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勤奋，更是一种艺术上的探索。

从导演策略和舞台呈现来看，话剧 《主角》 表现
出多种探索意图。譬如，充分利用舞美背景设计和舞
台调度巧妙地实现了“戏中戏”的转换，而且有效地引
导观众去实现话剧意图的传达，将剧中秦腔的表演和
唱腔严格控制在了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层面；再譬
如，导演在策略上，刻意用“人偶”代替真人表演、故
意向观众亮明本属于幕后行为的背景切换和转场，造
成了话剧版的“元叙事”效果，即用排演话剧的行为本
身，告诉观众“我是怎么用话剧讲故事的”，或者“我是如
何用话剧来演秦腔的”；还譬如，用“人偶”代替真人表
演在客观上造成将人物意象化，且给观众留白的效果；
在道具使用中，沿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
约和写意；在人物造型、舞美设计中特意要在外来的话
剧中去凸显中国古典的戏曲美学特征等。这些都表现
出主创团队挑战难度、挑战各种“不可能的可能性”
的探索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 《主角》 所创造
的高度也在于它深入艺术探索的程度。

《主角》 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继陈忠实 《白鹿
原》、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推出的第三部由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话剧作品。因而这 3 部话剧被
人们称为“茅奖三部曲”。“茅奖三部曲”随着 3 部原
著题材和文化品格的不同，各有千秋、姿态各异，但
其坚持为传统文化发声、为时代发声，以及创新探索
的精神却始终如一，而且以一种千磨万击、精益求
精、力求卓越的精神，一步步拓展话剧艺术的表现方
式，同时也一步步将话剧这个舞台打造成了中国文化
和时代精神的回音壁。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
发展。随着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涉外文化交流逐步
恢复，国际名家名团近日陆续登上国家大剧院舞
台。继国际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扬·沃格勒之后，3月
27日晚，国际指挥大师瓦莱里·捷杰耶夫率领马林
斯基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

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重返中国舞台，
不仅是积极响应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加强两国博物馆、图书
馆、美术馆、剧院等文化、文学、艺术机构交流交
往”的重要体现，也是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和国
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又一艺术盛事。

对国内乐迷来说，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
团这对“黄金组合”再熟悉不过，他们与国家大
剧院所建立的深厚友谊已成为业内一段佳话。
2007 年 12 月，捷杰耶夫亲率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
家们来到北京，以鲍罗丁歌剧 《伊戈尔王》 为新
落成的国家大剧院作揭幕演出。此后，捷杰耶夫先
后9次率领乐团到访国家大剧院，中国观众亲切地
称他“姐夫”。

此次，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继续为观
众带来分量十足的曲目。3月27日晚，音乐会在正
曲开始前，乐团首先加演了 《红旗颂》，随后奏响
了普罗科菲耶夫最独树一帜的第一号交响曲、里姆
斯基-科萨科夫交响组曲《天方夜谭》以及柴科夫
斯基第六号交响曲“悲怆”。在捷杰耶夫如魔法一
般的指挥下，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展现了世界顶尖乐
团的实力。

接下来的3天里，捷杰耶夫还与乐团带来了西
方古典音乐史中极负盛名的经典曲目，如法国作曲
家德彪西的 《牧神午后前奏曲》、德国作曲家门德
尔松第四交响曲、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第四交响

曲以及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
《罗密欧与朱丽叶》选段、穆索尔斯
基《图画展览会》、肖斯塔科维奇第
五交响曲等作品。

谈及演出曲目，捷杰耶夫说：
“我们不仅带来了深受观众喜爱的柴
科夫斯基的作品，也遴选了其他俄罗
斯作曲家的精品力作。除此之外，还
带来与乐团有着深厚渊源的欧洲作
曲家作品，这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强
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大多闪耀着
多国文化交流共融的光芒。”

捷杰耶夫表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伟大的
作曲家往往都到访过很多国家，博采众长。能够在
这次演出里同时呈现不同国家作曲家的作品，我认
为这就是文化交流最美好、最精彩的样子。”

除了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执棒 4 场交响音乐会，
3月28日上午，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特别
为青少年艺术爱好者安排了一场公开排练，曲目为
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 《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与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历史渊源深厚。作曲家在完成其
德国首演后，第一时间就将作品带到马林斯基剧
院，并由他本人亲自指挥演出。可以说马林斯基交
响乐团亲证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
学院附中的学生们一起进行了观摩，收获颇丰。中
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尹炯杰表示：“乐团展现出
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对经典文献的高度熟稔，令我们
几乎意识不到这是一支俄罗斯乐团演绎的德奥交响
曲，乐团各个声部的音色质感，包括木管和铜管的
融合、弦乐细腻的表现力，都让我感到这支乐团能
够驾驭多元的艺术风格。”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打击乐专业高二学生李小飚
说：“这次公开排练，让我见识到了国际指挥大师
对待音乐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世界名团的排练。”

对于时隔3年多再度与中国观众和青年艺术爱
好者交流，捷杰耶夫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他
表示，此次国家大剧院与马林斯基剧院在表演领域
的高水平合作，将使两国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拥有非常多优秀的
艺术家，未来马林斯基剧院将与国家大剧院开展更
深层次的合作，比如在联合制作方面和芭蕾舞、歌
剧等领域，都有很大的潜力。

据国家大剧院有关负责人介绍，继捷杰耶夫与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后，国家大剧院还将迎来更多国
际名家名团名作。5月 9日至 11日、5月 14日至 17
日，奥地利钢琴家鲁道夫·布赫宾德钢琴独奏音乐
会将在 7 天内上演全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5
月21日，法国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将举行小提琴
独奏音乐会；5月29日至31日，维也纳交响乐团将
连演3场。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记
者孟鼎博、谢宇智） 中国西
班牙文化和旅游年 3 月 27 日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
平率团访西，并出席当晚在
西班牙国家音乐厅举办的中
西文旅年开幕式及音乐会。

胡和平在开幕式上致辞
说，中国和西班牙都是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
家，希望两国以互办文化和
旅游年为契机，拓展文化和
旅游交流合作、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厚植友好民意基
础，为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走深走实、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谱新篇。

西班牙众议院副议长埃
利索致辞表示，西班牙和中
国虽相隔万里，但两国民众
对彼此的历史文化都充满了
敬仰。近年来，面对全球各
类风险挑战，中国发挥了积
极而重要的作用，堪称国际
社会的典范。双方在西中建
交50周年之际共同举办一系
列文化艺术活动，将进一步
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
共同续写西中友好合作的新
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积极贡献。

西班牙外交部外交和全
球事务国务秘书莫雷诺表
示，西中两国自建交以来，
政治互信牢固，经贸往来密
切，文化交流活跃，希望双
方通过全年一系列的精彩活
动，为进一步深化友好合作

贡献力量。西班牙即将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西方愿在双
边和多边各领域与中方加强
合作，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
年开幕音乐会由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馆联合主办，由中央民族乐
团、北京京剧院与西班牙马
德里大区管弦乐团、弗拉门
戈乐队联袂呈现。近 2000名
各界嘉宾共同欣赏了这场音
乐盛宴。

音乐会在一曲热烈欢快
的 《春节序曲》 中拉开序
幕。两国乐团合奏的新创曲
目 《阳光永远照耀着我们的
友谊》 融合了中西音乐特
色，令观众耳目一新；京剧

《贵妃醉酒》向西班牙观众展
现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独
特风采；西班牙歌唱家用中
文和西文演唱 《我爱你中
国》，以歌声传递了两国民众
间的友好情谊；中国乐器笙
演奏的《西班牙斗牛曲》“混
搭”西班牙“国粹”弗拉门
戈舞蹈，更是令人击节叫
好。两国艺术家以乐会友、
以艺通心，通过中西音乐元
素的碰撞与交融，展现了东
西方文化的互融互鉴。

图片从上至下：中西艺
术家在开幕音乐会上表演；
观众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参观
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系
列活动“中国秦汉文明的遗
产”展。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摄

本报天津电 （记者龚相娟）
记者从天津市文旅局获悉，近
日，“河上花：中国花鸟画之道”
展览亮相美国纽约。

此次展览由天津博物馆联合
常州博物馆共同策划，天津博物
馆精心挑选出55件套，联合常州
博 物 馆 共 计 70 件 套 明 代 院 体
画、吴门画派、金陵画派等明清
重要画派、重要画家的花鸟画藏
品，较为完整、清晰地展现明清
中国花鸟画发展的脉络。展览主
题取自于天津博物馆重要馆藏文
物 —— 八 大 山 人 《河 上 花 图》
卷，长近13米，也是此次展览的
最大亮点。

花鸟画的发展是中国绘画史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明清两
代，涌现出诸多优秀画家及经典
作品。天津博物馆是中国古代绘
画收藏的重镇，馆藏花鸟画具有时
间序列完整、画家流派齐全、精品
佳作众多的特点，此次同常州博
物馆合作，充分发挥两馆馆藏优
势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展
览将向美国观众展示中国花鸟画
史上的重要实例，探讨自然世界
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社会习俗之
间的关系，讲述中国画“寓意兴
寄”的创作传统及蕴含“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据悉，展览将于3月至6月在
纽约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展
出，同期还将举办学术论坛、出
版展览画册等配套活动。

70件明清花鸟画藏品赴美展出70件明清花鸟画藏品赴美展出

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
在马德里开幕

▼

展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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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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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昭
《
荷
鹭
图
轴
》

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重返中国舞台中国舞台
本报记者 郑 娜

为
传
统
文
化
发
声

与
时
代
精
神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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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震

▲刘李优优在剧中饰演“主角”。

▼

话
剧
《
主
角
》
凸
显
了
中
国
戏
曲
美
学
特
征
。

▲话剧《主角》呈现了一个戏曲主角的魅力和命运。
本文图片由出品方提供

▲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国家大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