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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部作品重现再塑莎士比亚

青年戏剧人向大师致敬
本报记者 郑 娜

浓缩千年偶戏精华
——福建木偶戏专场鸣锣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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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重塑莎士比亚经典

400 年的时光历练，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断被演
绎，每一个版本体现了新的解读角度与不断革新的
演绎方式。这些人类审美经验的总和，使莎剧在400
年时光淘洗后的今天，仍然熠熠闪光。

本届戏剧节邀请众多创作型青年戏剧人，对莎
士比亚作品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解读，创作出属于
带有自己美学和思想的作品。剧目展演单元中的 12
部戏剧作品就重现了莎翁最为人熟知的经典剧目，
如 《哈姆雷特》《李尔王》《拥抱麦克白》《奥赛罗》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温
莎的风流娘们》《驯悍记》《皆大欢喜》 等。让观众
在领略大师戏剧作品经久不衰魅力的同时，窥见国
内青年戏剧导演对经典的理解与锐见。

导演李凝是青戏节的常客，擅长用肢体展开专
注饱满的情绪表达。今年她携莎士比亚经典戏剧

《奥赛罗》诠释了轻信与背叛的古老话题。同样关注
肢体戏剧的香港导演黄俊达，他的作品 《吻》 另辟
蹊径，并不从莎剧入手，而是改编自莎翁十四行
诗。诗重抒发轻情节的特点与肢体语言重表达轻叙
事不谋而合，诗的语言的隐秘性却与戏剧形式的空
间性、参与感中间有着不小的跨度，这样的改编给
观众带来出乎意料的观剧体验。

“本届戏剧节以莎翁作品为创作背景，给予青年
导演充分的创作自由，以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并包
的欣赏视角，鼓励青年戏剧人发掘莎士比亚经典剧
作的时代内涵，充分尊重青年的话语权、思维方式
和表达诉求，从而实现对戏剧经典的解构重塑。”谈
到初衷，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表示。

“90后”戏剧人登台演绎

一直以来，大量不同类型、不同展现手法的新
作品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有了推出机会，大量新
鲜戏剧人也得以步入社会剧场得到最初的实践。
2016年度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对新鲜话剧人的扶持
力度进一步增加，特别设置“创新短剧单元”，其中
包含 12部围绕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进行创作的优秀青
年导演作品，以“1+1”两两拼合的方式与观众见
面。

多位“90后”优秀青年戏剧导演的作品在戏剧
节亮相。沈巍、湛梦、尹云辉、熊翘、祖纪妍、王
玉超等人带来 《一报还一报》《科利奥兰纳斯》《雅
典的泰门》《终成眷属》。这些作品虽然稚嫩却情感
真挚、表述真诚，真实表达了年轻戏剧人对于戏剧
创作的热忱和对社会声音的关注。不论旧的戏剧内
核在当代新语境里的变化，或是探讨经典人物在新
时代下命运的去从，都展现出经典与当代的碰撞，
以及好的戏剧作品经过时间冲刷后不一样的魅力。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年轻导演对
莎士比亚有不同理解和诠释，戏剧节对此秉持宽容的
态度。“莎士比亚创造了辉煌、暗淡、激情、绝望、杀戮、
爱情、成功、谋杀、嫉妒、疯狂和无奈，他通过无数惊
天地泣鬼神的事件，直接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必须
面对他的目光。说真的，我们哪怕有一秒钟理解了
莎士比亚，都是幸福的。”孟京辉说。

赋予莎士比亚更多新意

除了莎士比亚剧目演出作品之外，本届戏剧节
还特别加入国内青年艺术家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作品
灵感的青年设计师舞美展和莎士比亚漫画展，告别
以往单一的戏剧展演程式，赋予莎士比亚更多当代

“新玩法”，在古今融合的语境下致敬莎翁。
由视觉艺术家张武策划的舞台装置展，呈现了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诸多经典场景，直观具体地表
现了莎剧，为即使对其仅一知半解的观众提供了直接
的体验方式，让人轻松看懂莎士比亚。由青年艺术家
毛病、李昂领衔的创新漫画展，则以漫画形式浓缩展
现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经典之处，一目了然而不失
诙谐与深意。

48 小时微戏剧单元限时创作，展开新的维度，
在短时内考验青年导演们的命题创作能力。短促的
时间催生出灵感的密集迸发，加上与直播平台合
作，作品的创作及排练过程全程直播并与粉丝、观
众互动，让爱戏剧的男男女女都参与到创作中来。

此外，“青戏节”特邀展演单元还邀请来自日
本、立陶宛、西班牙、丹麦的顶级剧团带来各自代
表作，其中包括中外戏剧人共同创作的作品，并乘
里约奥运东风特别设计了巴西剧本朗读环节，在紧
密回应国际最前沿戏剧趋势的同时，也使中外戏剧
交融摩擦、交叉生长。

第九届北京青年戏
剧节日前落下帷幕。这
个已成长为目前亚洲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化戏剧盛会，今年用演
出 、 展 演 、 竞 赛 、 展
览、朗读、漫画、互联
网等多种形式，演绎英
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
一生37部作品。

从 9月 6日起，数十
部风格迥异的剧目在北
京 12座剧场轮番上演近
百场，形成了国内剧坛
迄今为止唯一的“莎士
比亚戏剧全集再创造模
式”。

精美演绎《花重锦官城》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
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舞台上，
朗朗上口的诗歌变成了一群活泼的孩
子们口中的歌词。在欢快乐曲的映衬
下，孩子们又蹦又跳，用跳跃式的节
奏唱出了这首家喻户晓的唐诗 《春
晓》。《花重锦官城》大型诗歌交响晚
会就此拉开序幕。

晚会的节目丰富而又有感染力，
诗与乐在这里结合。比如应着雄壮的
乐曲声，唐国强朗诵的《隆中对》气势
宏大，仿佛让人看到了三国时期诸葛
亮向刘备滔滔不绝分析天下大势的情
景。著名话剧演员濮存昕在琵琶声中
朗读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使音
乐与诗歌内容交融于相同的主题下。

此外，《大江东去》《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琵琶行》等节目也都在舞台上
得到了绝美的演绎。

台上的表演者或慷慨激昂、或婉
约缠绵，台下的观众也随着台上高低
错落的节奏朗诵、吟唱或默念。不论
是坐着的、站着的，还是蹲着的，他
们此时的注意力都被舞台上的表演所
吸引，观众完全徜徉于诗与乐交织的
海洋中。

上演300场诗乐盛宴

“除了开幕式的诗歌交响晚会，
成都还将举行 300 余场音乐诗歌主
题活动，吸引预计超 50 万市民参
与，让全城都洋溢着音乐诗歌季的
节日氛围。”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成都将聚集全域成都音乐诗
歌文化地标，整合资源，打造“成都
音乐诗歌地图”。届时，不论经典诗
意音乐作品回望、中国古诗词吟诵音
乐会，还是歌剧《薛涛》音乐会、大
型户外诗歌音乐会，都将让成都市民
感受到诗与音乐融合的魅力。

据了解，中国首部将民族音乐与
当代剧场表现手段相结合的音乐诗剧

《寻找杜甫》，将于 11 月 5 日上演。
《寻找杜甫》 在音乐中铺陈戏剧、在
戏剧中展现音乐，由140名民乐演奏
家、60名舞蹈演员及近100人的合唱
团队共同演出，以民族音乐的形式为
观众呈现一台艺术风格独特、视听感
受超乎寻常的诗乐盛宴。

诗歌与音乐完美融合

实际上，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并不
是最近才兴起的。《礼记·乐记》里有
言：“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
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说
的就是，无论气象蔚为壮观的诗词还
是枝繁叶茂的音乐，两者如同血与肉
的关系，无法分割。

中国的《诗经》富于音乐节奏和
韵律感，汉代乐府大部分是可以“入
乐”的歌词，唐诗中最通俗的七言绝
句与古体诗，都可以配上曲调演唱。
宋词本来就源于民间小调。在西方，
最有名的古诗《伊利亚特》《奥德赛》
都是根据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经
荷马这个行吟诗人编撰而成。

举办“2016 首届成都国际音乐诗
歌季”，旨在打造成都“音乐之都·诗歌
之城”的城市特质，推进成都音乐产业
发展和文化消费，丰富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通过活动聚集国内外音乐
和诗歌名人，提高成都文化的影响
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诗”是心灵之歌，“歌”是
诗意的结晶。两者结合，将会产
生怎样的美感？9月25日，由成
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广新
局、成都市文联、四川音乐学院
主办的“2016首届成都国际音乐
诗歌季”在成都浪漫上演。在当
天的《花重锦官城》大型诗歌交
响晚会上，伴随着动听悦耳、节
奏起伏的音乐，艺术家或唱、或
朗诵，表现出诗歌与音乐融合的
魅力。

木偶戏也称嘉礼戏，在福建被誉为百戏之
首，是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传统戏曲。近日，

“福建地方戏经典折子晋京展演”木偶戏专场在
北京鸣锣开演。在当晚2个多小时的演出里，来
自泉州市木偶剧团、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漳州市木偶剧团的艺术家，为观众
精选了6出最具代表性的木偶戏剧目，演出现场
引起热烈反响。

首先登场的泉州市木偶剧团带来 《开台科
仪·大出苏》《窦滔·织锦行路歇店》《目连救母·
捉魂速报审》3出剧目，呈现出泉州提线木偶的
厚重与精妙。

泉州提线木偶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
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丰厚的傀儡戏种，至迟
于唐末五代已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传承上
千年而不辍。泉州提线木偶至今保存有700余出
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
音乐“傀儡调”，同时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
操线功夫，以及独具特色的偶头雕刻、偶像造
型艺术与制作工艺，可谓集古典戏曲音乐、木

偶操作表演、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等诸多艺术品
类于一身，是相对自成体系的综合型艺术。

传承古远的 《开台科仪》 为泉州提线木偶
戏的开台科仪——恭迎戏神相公爷踏棚，除煞
祈福。其中角色唱、念时向观众自报姓名、身
份、过往历史，隐含着剧种历史源流的“家
门”讯息。戏里的明咒、暗咒、祷文等极具古
巫文化色彩，庄重肃穆，撼人心魄，古风盎然。

宋元古剧 《窦滔》 的“织锦”“行路”“歇
店”选折，堪称泉州提线木偶戏旦行表演的经
典。剧中主人公苏若兰为救夫君，织就廻文诗
锦，千里奔波，备尝苦楚。操纵提线的表演者
将苏若兰表演得细腻生动，唱腔哀婉优美。当
表演者变换手中繁线表演苏若兰脚踏纺车织
布、碎步轻移以及随着苏若兰扑通一下跪倒在
地时，全场观众拍手叫绝，为之倾倒。剧中另
一位主角店婆的表演则夸张风趣，口白诙谐幽
默，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与市井气息，让人捧
腹大笑。

宗教民俗剧 《目连救母》 选折，表演众鬼
差奉命捉拿刘世真魂魄至地府速报司受审的故
事，呈现了泉州提线木偶独有的剧种音乐“傀
儡调”。戏中速报司爷审问刘世真的口白与对
唱，阴阳相间，南北相交，波澜起伏。曲牌旋
律结构自然巧妙，极富“傀儡调”音乐魅力。
众鬼差造型生动，表演滑稽逗趣，生动传神，
偶趣横生。

紧随泉州提线木偶之后，晋江市掌中木偶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漳州市木偶剧团分别带来
南北派布袋木偶戏的经典折子戏。《女中魁·辨
真假》 生旦戏唱、念、做兼容，道白妙趣横
生，唱腔委婉缠绵，科步细腻传神，彰显了南
派布袋戏典雅、细腻、抒情的艺术风格。

北派布袋戏 《雷万春打虎》 是木偶表演大
师杨胜的代表作，吸收借鉴京剧表演程式，体
现了布袋木偶武生戏、小生戏、花脸戏、武打
戏的表演特点，唱腔以京剧为主。另一北派布
袋戏 《大名府》 讲述梁山农民军的头领们为搭
救义士卢俊义，在元宵节晚上化装为卖艺的、
卖唱的、打猎的、耍狮的，把大名府的衙门官
和衙役作弄一番，潜入城去。该剧充分体现北
派布袋戏擅长动作表演的特点，剧中有许多拟
人化的表演，展示了掌控木偶的高超技艺。

已走到第三年的中央民族歌舞团
“光荣绽放”秋季演出季再次如约而
至。自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共 6 台 7
场的演出中，艺术家们为北京观众奉
上又一季艺术精品。

在 9 月 18 日的独唱音乐会 《冰
山雄鹰》 上，中央民族歌舞团唯一
的塔吉克族演员——来自新疆塔什
库尔干高原的男高音歌唱家阿洪尼
克，邀请到家乡的基层艺术家一同
表演，带领观众感受冰山上塔吉克
人的勇敢和智慧。

青年女中音歌唱家朱韬在9月21
日的独唱音乐会《自我韬醉》上，演唱
了歌剧《卡门》选段、歌剧《再别康桥》
选段以及新疆民歌《吐鲁番的葡萄熟
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等中外名

曲。
中央民族歌舞团大受好评的舞剧

《仓央嘉措》 于 9月 24日在新清华学
堂与观众再次见面。这次演出调整了
一些舞段，使舞蹈的表现更符合剧情
与人物的设计，而新的舞蹈演员的加
入，使得舞剧群舞演员更青春靓丽。

此次秋季演出季还带来 《山歌
缭绕——2016 年雅乐汇第三季》 与

《中国少数民族精品音乐会第Ⅲ季
——湘桂琼》。后者的作品是中央
民族歌舞团艺术家赴湖南、广西、
海南等省区的民族地区采风后所创
作 的 ， 汇 集 了 苗 族 、 土 家 族 、 黎
族、瑶族、壮族、京族等少数民族
音乐，许多节目是第一次出现在首
都的舞台上。 （文 纳）

这是陕西府谷、神木及晋西北、内
蒙古西部民间“打坐腔”的代表曲目。
上世纪 50年代中期，这首民歌因上海音
乐学院青年歌唱家鞠秀芳的演唱而风靡
一时。鞠秀芳是随民间“打坐腔”艺术家丁
喜才学唱这首民歌的，因丁喜才 50年代
初代表榆林地区，参加全国民间艺术汇
演后，被上海音乐学院聘请为教师，这
首民歌也就被认为是“榆林小曲”。上世纪
80年代，为编篡《陕西民歌集成》而进行再
度普查时，才把这个误会改正过来。

“打坐腔”是当地农民、手工业者在
喜庆节日中自娱性的歌唱题材，三五人
围坐一处，不化妆，不表演，只清唱某
些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曲目，伴奏乐器主
要有笛子、二胡、扬琴、板胡和打击乐
器四块瓦等。“打坐腔”除了自娱演唱
外，有人也把它当作走乡串镇、沿路乞
讨的手段，因而发生一些变化：一种是
歌舞性质的表演唱，如《十对花》《打金
钱》《五哥放羊》等；一种是舞台化的表
演形式，如《走西口》《探病》等“二人
台”形式；还有一些是纯器乐曲牌。

《五哥放羊》 采用的是“十二月”
体，它以一位年轻姑娘的口吻，深情地

倾诉了她对“五
哥”的怜悯、关
心 和 眷 恋 之 情 。
作为独唱曲目的

《五哥放羊》，常
常只选择十二月
中 的 一 、 三 、
六、九、十二诸
段演唱。

▲泉州提线木偶演员表演

扫二维码听歌扫二维码听歌

中央民族歌舞团奉献艺术精品

近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院在北京揭牌。北大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院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
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
际交流合作的学术平台，将致力于为
校内、国内及海外学者提供良好的学
术环境、丰富的学术资源以及有效的
行政支持，提升北京大学学术研究的
国际影响力，探索社会发展与文明振
兴之路。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
小南指出，人文学者最需要的是独立
思考的充分空间和潜心研究的充分时
间。当今学人最缺乏的，不是屡屡翻
新的说法，而是脚踏实地的做法。研
究院将致力于深化学术积累，葆育沉
厚气象，通过切实努力，培育“净
土”，守正出新，弘扬人文与科学精
神，优化学术生态。

（萧师俭）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

◎名家说民歌◎名家说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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