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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谨：该剧以陕西泾阳女商人、安吴堡女主人周莹
为原型，将这位曾经因帮助过西狩的慈禧而被封“护国
夫人”的主人公，置于清末庚子国难的时代背景下，其
中对女主人公商英与慈禧交锋、解救近代关中大儒刘古
愚的义举的描写尤为独到。女主人公在新旧思想更迭之
时，面对传统文化承传危机挺身而出，为接续“关学”
做出了特殊贡献，角度新颖，也引发人们对商人在中华
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考。

剧目推荐人（排名不分先后）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罗怀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喻荣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
林蔚然（《新剧本》杂志执行主编）
徐健（《文艺报》艺术评论部副主任）
郑荣健（媒体人、青年评论家）
闫平（青年编剧）

2018 年，全国舞台艺
术创作活跃，各地艺术院
团、演出机构创演了不少优
秀剧目。年终岁末，我们特
邀请多位专家、创作者、剧评
人对 2018 年戏剧作品进行
盘点，从中选出优秀的代表
作，以飨读者。

——编者按

罗怀臻：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也是上海的女儿。由
沪剧名角茅善玉塑造舞台上的樊锦诗，题材、人物、神
韵，三者合一，相得益彰。七年光阴，对于一位女性演员
来说可谓是一大笔生命成本，茅善玉无怨无悔地付出了。
因为这个七年，她已经从样貌到举止，再到气质和精神，
都与那个生活的原型难舍难分了。因此，《敦煌女儿》不但
是沪剧创作的突破，也是艺术家表演艺术的升华。

宋宝珍：此剧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故事，改编
成形象生动、意象鲜明的舞剧作品。它对历史氛围的表
现，对上海文化符号的运用、对当代舞蹈语汇的创新，对
于推进中国舞剧的艺术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喻荣军：国内第一部“谍战舞剧”。此剧以全新的视角
来讲述红色经典，让老故事与年轻人的情感产生共振。其
把肢体剧的方式引进舞剧创作中，形成了全新的舞蹈语
汇，用电影镜头来讲述故事，“画面”清晰，动感十足，有
电影大片的即视感。全剧既紧张刺激，又情感饱满，精彩
流畅，一气呵成。

郑荣健：该剧打开由“电波”辐射和勾连的无数线索,
塑造了地下工作者群像。剧中的小裁缝、黄包车夫、卖花
姑娘等形象，是此前舞剧中所未有的。荡气回肠的英雄传
奇、开阔而充满年代感的历史人物画面、多元时尚而充满
现代感的舞台叙事，融汇凝聚成一种史诗的气象、经典的
质感。不仅是舞剧题材的重要拓展，更在审美观念、叙事
方式、语汇表达等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

3.《敦煌女儿》
导演：张曼君
编剧：杨林
出品方：上海沪剧院

1.《永不消逝的电波》
导演：韩真 周莉娅
编剧：罗怀臻
出品方：上海歌舞剧团

林蔚然：该剧高度还原了 1935年施剑翘刺孙传芳案始
末。在跌宕起伏的案情追溯过程中，围绕情与法之争，不
断促使观众进行价值判断。在代入感极强的戏剧情境设置
中，引导观众重新审视历史并展开思考。戏剧结构工整，
舞美制作精良，是同期话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宋宝珍：此剧选取一桩民国公案作为创作素材，叙事
线索和表现重点不在于故事的完整性，也不在于塑造饮恨
十年、一朝伸冤的侠女形象，而在于从逐级审判过程、法
庭内外辩论与社会投射中，开掘情与法、权与法、理与法
的扭结与争缠。通过悖论式的矛盾转化，展现这段历史公
案的当代意义和人性反思。

5.《特赦》
导演：李伯男
编剧：徐瑛
出品方：中国国家话剧院

宋宝珍：此剧选取主人公柳青在神禾塬上皇甫村大半
生的人生经历，表现其在农村工作、生活、写作的方方面
面——历史命运的跌宕起伏和人生境遇的酸甜苦辣。对于
农村生活，柳青不仅身入、心入、魂入，而且有独到的感
悟和觉悟。此剧塑造了一个真正关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前
途命运，有觉悟、有担当的共产党员文艺家的形象。富有
现实生活的厚度与人性思考的深度，整体有乡土特色和中
国风格。

2.《柳青》
导演：傅勇凡
编剧：唐栋
出品方：西安话剧院

喻荣军：一台深得醒狮和南拳文化精髓、融合岭南历
史文化和民间传统舞蹈的作品。既结合了醒狮的动作，从
点睛、起势，到登高、采青，辗转腾挪、搏摔跳跃，也融
入了南拳的神韵，形成独特的舞蹈语汇，而这些也象征着
民族的抗争与觉醒。尤其是具有浓郁岭南地方特色的音乐
和鼓的运用，令观感燃爆，荡气回肠。

罗怀臻：《醒·狮》的编导是年轻人。该剧举重若轻、寓
庄于谐，演出全程令人激情澎湃，震动、震惊、震撼。尤为可
贵的是，该剧体现出我们对民族舞剧的创作有了更为深刻的
理解：民族和地域的不只是表面的民俗和民风，更是一种蕴
涵着民族精神和地域情感的、具有人文深度的民间表达。因
为具有人文深度，作品显得亲近、自由、高超。

4.《醒·狮》
编剧：罗丽
编导：钱鑫 王思思
出品方：广州歌舞剧院

罗怀臻：一台 《战马》 曾经让我们看到中外舞台剧的
差距。在比较与学习中，《最后一头战象》收获了崭新的成
果。从小小的“偶”到庞然大物的“象”，偶的概念、偶剧的概
念，因之发生了更新。“象偶”的研发，是创作，也是科研。这
次具有原创意义的研发，不仅对于一出剧有意思，也对一门
艺术一个行业有意义。该剧是成功的，它不仅表达了人类
普遍共有的正义感，也表达了尊重生命的意识。

喻荣军：本剧改编于沈石溪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人
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探讨的却是生与死的话题。该剧是海
派木偶的一次重要突破和转型，尤其是高达3.2米的巨型象
偶的设计、制作与运用，既有海派木偶惟妙惟肖的细腻感和
生动感，又有对传统杖头木偶技艺的继承和颠覆，是现代
科技与传统技艺的完美融合，让海派木偶焕发出新的光彩。

7.《最后一头战象》
导演：何念
编剧：何念
出品方：上海木偶剧团

徐健：新世纪以来，话剧舞台上涌现了一批以不同地
域“人家”命名的作品，构成了现实题材话剧创作一道独特
的景观。《海河人家》延续了“人家”系列作品关注寻常人生、
跟踪时代变迁、展现地域风情的特色，同时，又从主题提
炼、艺术呈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剧作以天津海河旁一座
小洋楼为空间载体，将 8个家庭 30多个人物的命运编织进
一个近乎生活流式的散文化结构当中，以扑面而来的烟火
气、幽默细腻的情感表达、扎实稳健的情节架构，完成了
个体生活记忆与时代精神走向的对接。让日常生活中的细
节“说话”，让家长里短成为社会变迁的“见证”，该剧在
明朗、积极、多彩的“一片生活”中，艺术化地传达了致
敬改革开放40年的主题。

8.《海河人家》
导演：钟海
编剧：黄维若
出品方：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林蔚然：在尊重传统淮剧舞台习惯的基础上，着重突
出舞台质感，将现代性植入戏剧，创造了崭新的戏曲审
美。奇特的人物经历结合高度写意的舞台呈现，使本剧焕
发出动人的生命力。卑贱与崇高、愚昧与觉醒，不同的理
念在剧中激烈碰撞，为观众提供一个关于贫穷与富有的全
新的思考维度。本剧不仅具有探索层面的美学意义，同时
兼具深刻而厚重的现实意义。

闫平：渴求知识、恪守人性成为武训底色，从角色到
剧目，都高扬着人的进取、尊严和善意。该剧提出“再乡
土化”理念，是“都市新淮剧”的又一次探索。从乡土化
到去乡土化，到再乡土化，剧作家强调的是升级转换和回
归。回归本体，让演员的声腔和道白成为舞台主体，让舞
台形式回到戏曲诞生之时的说唱艺术年代，但又尊重现代
的审美格调，坚持对剧种个性、品格的探索。

9.《武训先生》
导演：韩剑英
编剧：罗怀臻
出品方：上海淮剧团

10.《关中晓月》
导演：何红星
编剧：郑怀兴
出品方：陕西周至秦腔剧团

马也：场场有戏，处处是戏，悬念和命运紧紧抓住观
众。一个只会“养娃顾家”的山村奶奶 （赵氏），怎么成长
为感天动地的英雄？这个形象怎么塑造？中国有很多好故
事，但是好故事严格说来还是素材；怎么讲好，才是艺术
家的真本事。这部戏的情境设置具体有力真实，尖锐险峻
奇绝；又能在动态过程中完成人物的成长。两代英雄母亲
同时诞生，两代艺术家的表演令人赞叹。一个地方剧团的
创造，为中国戏曲带来振奋，带来希望，也带来思考。

6.《太行娘亲》
导演：王青
编剧：李莉、张裕
出品方：山西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