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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专家说要关注年轻人
的审美趣味，以及运用新的媒体技
术来展现戏剧。

顾雷是北京市树新风剧团艺
术总监，他是一位青年编剧、导演。
他说，“如果让我来中山做一个戏
我会怎么选题？中山对我来说，在
来之前有两个联系。第一个知道孙
中山先生是在这里出生的，中山因

此而命名。第二我有一个大学师
弟，本科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又去
北京打工，可以说在北京的大厂里
打工，不是特别如意，回到中山接
手他父亲的工厂。我们俩经常通电
话，他跟我聊起如何接班的种种事
情，例如中山有很多这样的工厂，
他厂子里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他
们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和他

父亲的冲突是什么样的。直到前两
年他父亲患病了，不得不把这个厂
子真正交给他，他觉得他比他爸干
得更好。”

顾雷说，如果让他来中山创作
一个剧本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接
班”这样一个主题来做，因为中山
是以制造业发展起来的。说高质量
的发展，其实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
陈代谢，他从他父亲的手里接过
来，他有他不同的思路。师弟说很
多二代接班的情况不是很好，但他
自己做得很好。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
形象能成为一个时代文艺重要
的标识。要不断地挖掘更多的代
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和新人物。
顾雷认为，像中山的工厂两代人
的交替，可能正是新时代里面的
新人物。这几年的电视剧创作特
别好，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人世
间》记录的是一个时代。过去能
让我们记住的，广东的《打工妹》
都是记录一个时代的普通人和
平凡人。

2月27日，“湾区有戏·走进中山”戏剧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温泉宾馆举行。

关注当下 挖掘更多的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和新人物

中山如何更“ ”？
戏剧大家为中山戏剧创作指路：立足本土，关注当下，找准定位，强强联手

2月27日，“湾区有戏•走进中山”戏剧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在中山举行。座谈会上，国内戏剧

界著名专家学者与我市戏剧工作者齐聚一堂，围

绕“如何利用中山名人文化资源推动中山戏剧创

新发展”“新媒体时代如何加大对中山优秀戏剧

家和戏剧作品的宣传力度”“中山戏剧创作者怎

样锻造作品的活力和适应力”等领域踊跃发言，

共同推动中山戏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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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专家大多是资深的剧作家、编剧、表演艺术家，他们
普遍认为好的题材才能成就好的作品。很多专家重点谈到了人
才话题，地方文艺要发展，借力全国顶级人才是一个很好的路
子。能凝聚一批有情怀、有担当、有责任，愿意深耕的艺术家共同
建设中山的戏剧，这是让它有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前提。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李伯男认为珠海演艺集团的成功
之处便是仰仗了全国的专家，全国大量的顶尖人才的引入，
他们才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

他认为每一个有情怀的文艺工作者如果真的遇到丰厚
的历史文化题材，看到这座富矿，都应该产生这种“种庄稼”
的人生冲动。李伯男举了珠海的案例。这几年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成立珠海演艺集团，里边有话剧团、歌舞剧院、民乐
团、舞美中心等。李伯男是珠海演艺集团的艺术顾问，还是
珠海话剧团的艺术总监。他担任导演参与了珠海演艺集团的
开门大戏《龙腾伶仃洋》。从2019年年初采风，8个月时间完成
首演，2年多时间拿大奖。从首演到今天演了近百场，收获了
无数观众的荣誉。

李伯男认为，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案例。中山有很
多历史文化名人，可以说是写不尽、开掘不尽的，他们都是很好
的文化名片。当然，这里边有最闪光的一张名片，就是孙中山。

李伯男表示，戏剧的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的题材，比如
他们当年围绕港珠澳大桥创作的《龙腾伶仃洋》这个戏，跟这个
题材的高质量有最直接的关系，它作为一个地缘非常奇特的地
方，不仅是一座实体的桥，还是一座复兴的桥、圆梦的桥、同心
的桥。这么一座世纪大桥、世纪工程，主创人员传递给观众的文
化内涵是：它带给我们这种民族尊严，带给我们精神力量。主创
人员成功抓到了这个戏的题材核心，那么便有了这样的一个高
质量作品。

借力全国顶级人才 发掘高质量题材

有专家指出，永远借力也不是
解决根本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还是得立足本土。

上海淮剧艺术传习所（上海淮
剧团）团长、剧作家龚孝雄认为，中
山的戏剧发展问题，根基是中山，
主体是戏剧。因此要立足中山的现
状，盘好家底再谋出路，因为太高
的目标或太大的方式，不一定抓得
住。

讨论中山的戏剧发展，最关键
的是立足于中山现有的题材资源
和创源力量，现在中山市有火炬开
发区歌舞团和香山粤剧团。目前来
看，中山的创造资源非常丰富，不

仅是文化名人，还有大量其他可以
用来做戏剧创作的题材资源。

龚孝雄表示，高端的艺术创
作，很重要的一块是群众文艺创
作。专业与群众文艺要相结合，不
能只打造专业作品，大戏与小戏齐
并进，大戏要做，小戏也要做，小戏
更贴近于老百姓，获奖作品要做，
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也要做。广东
粤剧这个剧种老百姓很喜欢，应该
考虑多元维度的发展，让大戏小戏
都不缺乏。

一般的作品，歌舞团可以做，如
果真的要做大作品怎么办？就中山
目前的资源力量来看，创作人力量

是不够的，那么该如何解决呢？一是
中山与外省市携手，共同出品互惠
互利。比如萧友梅，他是中山人，他
是中国的现代音乐教学和现代音乐
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人物。拿出这
个题材，跟上海音乐学院合作。萧友
梅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上海音乐学院有学生资源、音乐剧
资源、教授资源、创作资源。

龚孝雄建议，在现有情况下，
立足当下中山的戏剧资源和人才
资源，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换言
之，做一些我们真正能做的，务实
地引进外来力量，大家共同出品，
实现双赢。

立足本土 大戏小戏并进

做“一时”也要做“一世”
艺术要靠长时期的积累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艺术总监、剧作家喻荣军认为，要想整个地方戏剧的发展
有长久的可能性，有一个关系要处理好，做“一时”做“一世”。
大概 20年前当很多开始建造自己的大剧院时，我们就有讨
论，只要有钱，做大剧院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各种奇怪的、不
见得真的符合剧场演出的剧院在全国很多，但是现在大家做
大剧院都比较理性化，也是属于政府需要、市场需要、观众需
要的。现在如果发展文化，“一时”做对未来有很深刻的影响，
对戏剧的发展也很有影响。“一时”做是必须的，用全国的专
家，各种力量挖掘当地的素材。珠海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
例和经验。

另一方面做“一世”，这是非常难的，毕竟用人和培养人方
面非常难。我们要有自己的剧场、剧团甚至是作品，这是百年树
人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此前大家在讨论时都非常关注戏
剧进校园效果不大，戏剧进校园要做几十年可能才会有一些效
果，今天带一个戏到一个校园去大家喜欢，明天这些学生们就
必然会走进剧场？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做戏剧教育部
分，反而是现在从政府到剧协，到各个机构要有更多力量去做，
并且要非常理性化地去做。做事情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那么
多年来前赴后继，这一精神也要用在做艺术上。

喻荣军表示，“高质量”从哪里来？就像我们谈美国的百
老汇、英国的伦敦西区，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地方是商业化
非常高，也是艺术质量非常高的地方，但是它是由无数个剧
场才能撑起百老汇的成功。现在的误区是谈产业时忘了工
艺，只谈金字塔尖的部分，塔基的部分没人谈，其实塔基的部
分就是政府所作所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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