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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央华戏剧制作，作家莫言编剧的作品 《鳄
鱼》将于2024年5月3日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并
在全国10余城市展开巡演。近日，《鳄鱼》舞台创
作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编剧莫言、导演
王可然，多位戏剧文学界专家，分享该剧的精彩
看点，解析它在戏剧、文学、社会、文化等方面
的意义。

近年来，不断推陈出新的原创话剧作品，频
频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持续为舞台艺术带来活
力。原创话剧如何出精品力作，如何推动高质量
创作，也引发各方关注。

探讨深刻主题

“我要向莎翁学习，成为一名剧作家，以同
身边两位区别开来。”2019 年，莫言同余华、苏
童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时曾立下此誓。莫言在成
名前最早的文学习作是一部剧作。这些年，他
相继参与了 《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红高

粱》 等话剧创作。
“我从小就是一个忠实的话剧‘发烧友’，通过

各种机会看到很多戏剧、戏曲作品，甚至也曾演
过一些小角色，留下了深刻的戏剧舞台记忆。因
此，我觉得我应该写几部戏剧作品报答戏剧对文学
的哺育之恩。”莫言在创作发布会的现场同观众分
享了他的戏剧情缘。

《鳄鱼》由莫言构思十余年精心创作而成，故
事通过一条无限生长、会说话的鳄鱼，挖掘人性
深处的秘密，深刻探讨“欲望”这一主题。作品
融合了富于想象力的戏剧冲突设计、独具特色的

“莫言式魔幻”，深刻诠释了“人”在欲望中沉
沦，又在沉沦中期望得到救赎的复杂心理。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认为，《鳄鱼》贯通了从莎士
比亚伟大戏剧传统到奥尼尔现代主义戏剧的表现
方式，打通了莫里哀的喜剧传统与中国古典元杂
剧的悲剧传统，是一部集传统和现代于一炉，集
悲剧和喜剧于一炉，集庄严与诙谐于一炉，集现
实与魔幻于一炉的剧作。

对于莫言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上海戏
剧学院戏文系主任陈军指出，莫言的戏剧保留了

其小说美学的特点、优长、经验和智慧，他的剧
本有丰富的人学价值，饱含救赎、忏悔与援助。

“我认为戏剧的生命有两个：文学与舞台，我期望
《鳄鱼》能够产生叠加效应。”

舞台呈现令人期待

此次 《鳄鱼》 由央华戏剧制作，由央华戏剧
艺术总监王可然担任导演。作为国内一流的民营
戏剧制作团队，央华这些年推出了《雷雨》《雷雨
后》《北京人》《情书》《如梦之梦》 等作品。“这
是我从事戏剧工作近 20 年来极难碰见的好剧本，
是一部具有复杂而精妙的行动性的剧作。”王可然
说，“剧中有一个表面上若有似无，内核却极其强
劲深刻的‘主人公’——光。每一个角色心里都
在追逐这个‘光’。”

为了打造这部年度大戏，央华戏剧特邀众多
资深演员参与其中，包括演员赵文瑄、张凯丽、
邓萃雯等。

中国台湾演员赵文瑄饰演主角单无惮，他
说，对于鳄鱼这个形象，开始不解，但越来越着
迷，还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

演员张凯丽在剧中饰演单无惮之妻“巧玲”，
她表示，相比先前在电视剧《人世间》《人民的名
义》的演出，《鳄鱼》中的妻子对她来说是更大的
挑战。中国香港演员邓萃雯说，琢磨莫言先生为
之撰写的每一句台词更是难度所在，“我必须清楚
她表面说什么，心里想什么；有什么能表现，有
什么不能表现”。

中央歌剧院副院长么红，相声演员白凯南，
演员李宗雷、付兴、林子濠等都将参与其中。

演员们在创作发布会现场阐释了自己对于剧
本、角色的理解。“格洛托夫斯基说演员就是要把
内心最不敢示人的东西展现给观众，我们要面对
这个恐惧，把它挖掘出来。”李宗雷说。

《鳄鱼》的叙事方式在传统戏剧创作中十分少
见，这一叙事方式要求创作者用细致、丰富的手
法对人物进行刻画，从而深描人性背后复杂的“灰
色”与探讨人性的深度。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杨子认为，《鳄鱼》中的人物足以打破观众的预
设，进而带给观众新鲜感、差异感和审美冲击。

莫言的小说通常由众多的人物、多重的空间
与超长的时间跨度构成，带给人们震撼。与之不
同的是，话剧 《鳄鱼》 的场景十分集中，人物只
在一个客厅内出现，时间跨度也相对较短。“这是
一个极富戏剧化的处理，可以说这个剧用好看的
故事和怪诞的舞台挖掘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在剧
作家李静看来，这将是一次珠联璧合的合作，而
央华戏剧对于舞台的呈现，尤其是“鳄鱼”的设
计更是令人十分期待。

坚守高品质创作

近年来，一系列原创话剧作品受到人们的欢
迎，拓展了舞台艺术的生命力。

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优良原创话剧要
用心打磨剧本，讲好故事。厚重深刻的故事不仅
引人入胜，还能经得住时间的磨损。央华版 《如
梦之梦》 以新人医生听濒临死亡的“五号病人”
讲述自己的生命历程开始，故事与梦境层层嵌

套。环环紧扣的人物和情节穿梭百
年，故事线跨越民国到现代，故事
背景中西交融。生与死、自由与束
缚、虚幻与现实交织碰撞，让观众
触摸到人生和历史复杂的肌理。观
众在观看戏剧的同时，也看到了自
己和人类命运的隐喻。

保利院线“致敬大师”系列在这
几 年 陆 续 推 出 了 莎 士 比 亚 、 契 诃
夫、曹禺等大师的作品，如今又即
将迎来莫言的作品。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朝慧说：

“在各地建剧场的同时，我们努力将
每个剧场打造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客
厅，让艺术作品滋养观众。”

除了故事引人入胜，原创话剧也
需要不断守正创新，将新审美、新
技 术 应 用 到 舞 台 设 计 与 剧 情 编 排
中，深切感受时代发展的脉搏，呈
现 戏 剧 的 当 代 价 值 。 在 王 可 然 看

来，原创话剧不能简单地贩卖技巧，更不能简单
地使用明星，所有的技巧和明星需要为戏剧的核
心服务。

“戏剧的核心是通过剧场手段形成对观众精
神的帮助方案。”王可然说，“优秀的原创话剧
不能是简单撕裂人生，也不能叫嚣和谩骂，它
重要的走向就是温暖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鼓励人们所有伟大和崇高的梦想，这是戏剧前
进的方向。”

此外，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文明交
流互鉴，也是中国原创话剧发展的题中之义。展
开国际巡演、举办国际艺术节、中外联合制作，
近年来，中外话剧的交流方式日益多样、更为深
入。中国原创话剧在中外交流中获得了更广阔的
视野，助力中华文化的传播。

业内人士指出，坚守高品质创作，持续推出
话剧作品，才能为舞台艺术注入源源活水。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春
梅说，莫言是文学巨匠，也是中国戏剧界的好朋
友，央华戏剧是戏剧界长期以来联系和关注的戏
剧艺术团体，希望这次强强联合能为中国戏剧留
下一部当代的经典之作。

莫言剧作将搬上话剧舞台

致力打造戏剧经典
王 珏 来晨曦 郝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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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文纳） 距今约 4000
年 的 新 疆 小 河 墓 地 毡 帽 质 朴 神
秘；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黄金面
具镶嵌着奢华的红宝石，堪称史
上最奢华的黄金面具；原置于洛
阳 龙 门 石 窟 擂 鼓 台 南 洞 的 唐 代

“宝冠佛”重达 7 吨，宏雄壮丽；
赶路的“干饭人”胡人吃饼骑驼
俑，再现丝绸之路上胡商往来的
场景……1 月 13 日，文明的融合

“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
展 ” 在 北 京 民 生 现 代 美 术 馆 开
幕，并将持续展出至 7 月 13 日。
展 览 由 北 京 民 生 现 代 美 术 馆 策
划，联合海内外 60 余家博物馆、
文化艺术机构、学术团体等共同
推出。

作 为 北 京 民 生 现 代 美 术 馆
“文明系列大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此 次 展 览 聚 焦 于 文 明 的 融
合。大展通过“序”“大地”“人
间”“天空”“艺术恒久”5 个篇
章 呈 现 丝 绸 之 路 丰 沛 的 艺 术 样
貌，以 6000 平方米超大空间展示
陆上丝绸之路东段从洛阳、长安
到喀什、和田地区的 500 余组件
作品，包括来自新疆、青海、甘
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
北京、天津等 10 余省市自治区、
35 座城市的 400 余组件一二三级
文物，许多作品属于首次赴京展
出。如和田博物馆的木雕柱、西

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石刻
线画山水画石椁及拓片、青海省
博物馆的鎏金西方神祇人物连珠
饰银腰带、龙门石窟的宝冠如来
佛坐像等。

展览除了通过绘画、雕塑、
造像、器物等实物展示，还融入
当代视角，辅以声音、影像、多
媒体等，多角度立体呈现丝路艺
术的活力，使得现当代艺术与古
代文物瑰宝同场相邻、传承与创
新时空并存。其中，特别联合哈
佛大学推出“永宁绝响”多媒体
特别项目；联合青海四大古寺之
首、有近 700 年历史的夏琼寺共
同推出“坛城沙画”特别项目；
联合日本龙谷大学推出柏孜克里
克第 15 窟特别项目。

“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更是
艺 术 之 路 、 文 明 之 路 。 马 蹄 阵
阵，驼铃声声，多种文化、文明
在丝绸之路碰撞，艺术以多种方
式 在 丝 路 沿 途 传 播 ， 生 长 演
变。”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
李峰介绍，展览期间将联合各合
作伙伴举办各种类型的公共艺术
教育活动，包括主题论坛、学术
讲座、青少年研学活动，以及多
门类的艺术工坊等，让观众置身
于 以 往 完 全 不 同 的 “ 丝 路 时
空”，感受文明交融与历史演进
的震撼之美。

驼铃声响——
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开幕

本报电（记者徐嘉伟） 近日，由中视美星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投出品的中美合拍电
影《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首映礼在北京举行。

《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 以两位天才少年
肖肖和好友奥利弗为故事核心，他们在科学实
验的过程中意外与奥利弗的宠物狗建立了心电
感应，借助狗狗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他们开启
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表达爱意、支持彼此，最
终化烦恼为欢乐的日常。温馨之余，这部合家
欢的影片也以科幻、喜剧等元素丰富视听感
受，注入欢乐趣味。

系列情景喜剧 《家有儿女》 曾为众多中国
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影记忆，作为“家有儿女
IP”的大银幕先行之作，《家有儿女之神犬当
家》 按照好莱坞电影工业化流程打造，吸引梅
根·福克斯、乔什·杜哈明、昆璐·内亚等国际
明星加盟，着重体现家庭关系这一重要主题。

该片将中国“家文化”的精神内核搬上世
界舞台，以不同角度细致诠释东西方家庭关系
与孩子成长，讲述全球家有儿女的故事，引发
了观众共鸣，也实现了“家有儿女 IP”的延伸

和升级。
“我们想要拍一部能感动全球观众的电

影，这部电影的主题真正连接了家庭、爱和生
活。”影片监制、华纳兄弟影业制片人安德鲁·
拉扎尔说。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文艺
作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注重传递全人类相通
的价值观，该片聚焦家庭、沟通、理解和爱等
命题，寻找到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最大
公约数，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式人文内涵，为中
国电影“走出去”提供了一种创新范式。

据悉，该片曾获第 18 届中美电影节年度最
佳中美合拍电影奖。时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张平认为，该片的成功上映体现了中美两国电
影人的合作成果，中美两国之间还有很多故事
值得两国电影人讲述。

首映礼上，该片出品方透露，《家有儿女》
原班人马大电影已经列入启动计划，经典角色
有望“重聚”。此外，以“梦想之旅”为主题的
活动也将走入不同城市，使“家有儿女”的精
神陪伴更多孩子的成长。

“家有儿女IP”大银幕首作上映

国际班底讲述全球“家文化”

◀镶红
宝石面具。

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
博物馆藏

近日，由浙江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主办、余杭区图书馆承办的“书香跨龙年 音‘阅’启
新年”系列活动在余杭文化中心启动。读者们可参
与一系列文化体验活动，如书香盲盒、手工制作灯
笼等。为了迎接农历新年，余杭区图书馆还策划了
宋韵主题书展、心灵疗愈图书展、春节书展等一系
列阅读展览。

图为小朋友在图书馆内阅读书籍。
潘 航摄

书香迎新年书香迎新年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图片从左至右：
剧作《鳄鱼》书影。
话剧《鳄鱼》海报。
莫言 （右二） 在创

作发布会现场。 本报电 （记者郑娜） 记者获
悉：文化和 旅 游 部 于 1 月 18 日

（农历腊月初八） 至 3 月 11 日 （农
历二月初二） 组织开展“欢欢喜
喜过大年”2024 年春节主题文化
和旅游活动。

本次活动包含 7 大板块 25 项
主体活动，涵盖惠民文艺演出、
公共服务活动、非遗体验展示、
旅游休闲消费、冰雪研学旅游、
文博展览展出、国际国内互动等
多个领域，用优质文化和旅游产
品供给丰富假日生活，满足人民
群众喜庆过年的美好需求。

“ 文 化 迎 春 艺 术 为 民 ” 板
块，聚焦文化艺术领域，将举办
国家艺术院团新春演出演播季、

“美在荟萃——全国美术馆珍藏作
品汇展”等活动，推出“文艺中
国”新春特别节目，通过戏曲、
话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
艺术形式，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发展成果。

“春到万家”板块，聚焦全国
群众文化活动，将联合各地推出系
列“村晚”展示项目，通过南北小
年“村晚”接力直播、“我要办村
晚”和“赏年画 过大年”等活动，展
现各地乡土气息、民风民俗、人文
底蕴，宣传弘扬春节文化。

“非遗过大年”板块，聚焦非遗
保护传承与实践，“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年画进万家·
幸福中国年”“古城过大年”“龙
年灯会灯彩迎新春”和“舞动中

国龙”——龙舞大巡游等精彩纷
呈的民俗文化活动将在各地陆续
上演，湖南、江苏、广东等地将
举办一系列主会场活动。

“ 旅 游 迎 春 休 闲 过 年 ” 板
块，聚焦旅游休闲、度假观光，
将 推 出 一 系 列 研 学 旅 游 特 色 课
程、精品线路和主题活动，围绕

“打卡旅游休闲 打开欢乐春节”
主题开展“欢乐冰雪旅游季”“我
的 家 乡 有 宝 藏 ”“ 新 春 游 新 年
俗”等系列旅游推广活动。

“ 惠 企 乐 民 欢 度 新 春 ” 板
块，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春节期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新需求，将广泛
动 员 各 地 文 化 和 旅 游 企 事 业 单
位，打造全国春节文化和旅游消
费月，推出“百城百区”金融支
持消费行动计划，举办“多彩中
国 佳节好物”“游购乡村”等活
动，让群众得实惠、企业真受益。

“文博馆里过大年”板块，聚
焦文博展览展示，博物馆、图书
馆、非遗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将
接 续 开 展 ， 各 具 特 色 的 主 题 展
览、丰富多彩的年俗体验和读书
阅览活动，将进一步拓展春节文
化体验空间，为观众奉上“文化
新年礼”。

“欢乐春节”板块，将在海外
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近 500 场
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在 20 余个
国家举办“全球彩灯点亮活动”，
同时持续开展“你好！中国”国
家旅游形象推广活动。

“欢欢喜喜过大年”

2024年春节主题活动发布

展览部分展品▶▶▶

▲胡傅温酒樽。
山西博物院藏

▲胡傅温酒樽。
山西博物院藏

▲彩绘
驼夫木俑。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