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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
篇介绍中国红色经典《白毛女》70 余年
来在海外传播情况的文章——《向世界
生动展示新中国形象——“白毛女”在海
外的传播与影响》，给笔者留下深刻印
象。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全球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好奇心与期待值
与日俱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让
中国故事更好传播？此文提出的中国故
事海外传播途径与策略，是可资借鉴的。

《白毛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获过
国际大奖：剧本于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
奖二等奖，东北电影制片厂在1950年拍
摄的电影《白毛女》于1951年7月在捷克
斯洛伐克举办的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
电影节中获得第一个特别荣誉奖。《白毛
女》首先在苏联与东欧国家及法国、日本
等受到广泛欢迎与传播，然后，再以这些
国家为辐射中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直到今天仍有重
要影响。

概括来说，中国故事海外传播情况主
要由内容、方法、价值三部分组成，也是我
们需要厘清的三个维度，为《白毛女》在海
外的成功传播提供了具体例子与佐证。

第一个方面，中国故事海外传播的
关键在于传播哪些内容。《白毛女》海外
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具有感人至深
的审美力量。而这种感人力量自《白毛
女》剧本在 1945 年被创作及不断改编
之后就始终存在，并成为它的一个基本
艺术特征，更是其穿越 70 余年历史风
云变幻，在海内外得以传播至今的艺术
生命力与灵魂所在”。《白毛女》能够跨
越文化障碍、语言限制等问题在不同国
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与肯定，正是因
为其思想内容激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
与同情心。“一个受尽地主压迫与侮辱
的女子最终得到解救的精彩故事，所产
生的情感震撼与审美力量依然在剧中
存在。”这种超越性的文艺审美力量也
成为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推动国
外进行《白毛女》译介、研究等传播活动
的一个主因。

第二个方面，中国故事海外传播采
用何种方法？具体到《白毛女》则体现为
多元化的传播方法与方式，不但被译成
日语、英语、俄语、印尼语、西班牙语、罗
马尼亚语等多种语言，而且出现了歌舞
剧、话剧、芭蕾舞剧、电影等多种表演形
式。因为不同表演形式的《白毛女》均拥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成就，《白毛女》的
故事在国外得到肯定与赞扬，为其后在
海外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
这个中国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得到广
泛传播与接受。

第三个方面，海外国家主动传播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什么？这牵涉到中
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价值与意义。《白
毛女》在日本之所以得到广泛深入的传
播，主要因为它曾经对中日两国友好交
流起到重要作用：“历史已经证明，芭蕾
舞剧《白毛女》多年来成为中日两国友
好往来与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这也
同样造就了《白毛女》在国际文化中的
重要地位：“这也使它成为迄今为止在
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红色经
典，在 70 余年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不
断地把新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

除此之外，中国故事要加大国际传
播力度，还要让世界主动理解、借鉴、认
同中国文化，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融进
去”，如此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接受与传
播。20 世纪 50 年代《白毛女》在国外的
成功传播，就是充分利用了它在表演艺
术中产生的审美感染力及对海内外人
士心灵与情感上的触动——“而这种与
剧中人物同哭同笑的情感共鸣情况也
出现在观看《白毛女》的众多海外观众
身上。”

《白毛女》在海外传播中跨越时空
与国家的界限，在与不同国家的文化交
流和碰撞中描绘出动人图卷，秘诀正在
于只有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跨
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中
国红色经典在海外得以持续传播带来
的启示。

中国故事海外
传播的三个维度
——以《白毛女》为例

孔伟璇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是辽宁戏
剧创作的传统和优势，在全国戏剧
创作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辽宁戏剧一直秉承现实主义的创
作方向，创作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
工业题材戏剧作品，也积累了创作
经验和创作方法。

东北有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传
统。辽宁老一辈剧作家崔德志创作
出《报春花》《红玫瑰》等多部工业题
材戏剧作品；黑龙江剧作家杨利民
创作出《黑色的石头》《大雪地》《地
质师》《铁人轶事》等以油田为背景
的戏剧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
辽宁很多中青年编剧创作出工业题
材剧目《船厂岁月》《红红月亮黑的
雪》《钢铁本色》《工厂啊，我们的工

厂》《那一年，在夏天》《父亲》《矸子
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郭明
义》《工匠世家》《孟泰》《国徽》等。

辽艺历史上创作演出过很多
优秀的工业题材戏剧，影响很大。
辽艺的老一代导演、舞美、演员很
熟悉工厂，熟悉工人生活，舞台呈
现都很真实，很有力量。国内戏剧
界很多人都很喜欢辽艺的工业题
材戏剧。

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的奠基
地，涌现出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
始终是戏剧创作者汲取灵感的宝
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
展日新月异，工业领域发生了重大
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大量值
得深挖的故事，为艺术创作提供了

大量素材。
陈涌泉说，工业题材创作并不

是一定要把特定实物以及具体的
生产过程搬上舞台，而是要读懂看
透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过所处的时
代背景，把握产业工人的特征，写出
工业、工人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
马琳说，创作者应秉承悲悯之心，
着重书写工人阶层的历史变迁。
不论是工业题材还是其他题材的
创作，都要展现艺术本质，把已经
消失的、破碎的空间、时间、人生用
文学的方法重新组织起来，用壮志
情怀和理性光辉来表达理想主义，
通过再现激情时刻，把人性的光辉

投射到塑造的人物身上。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

梁海燕说，辽宁有大量的工业遗存
和工业企业，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这也是“工业题材戏剧创
作培训班”项目能够得以立项的主
要原因。辽艺创排的《父亲》《矸子
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等工业
题材话剧，有生活厚度，有鲜活的
人物，有鲜活的语言，有生活质感，
也有浓烈的情感。这些剧目还有
个共同特点：写出了真实的生活，
有直击现实的勇气，作品很有力
量。这些好传统需要新一代编剧
继承。我们有理由相信，辽宁工业
戏剧会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再
创辉煌。

辽宁创排了众多影响广泛的工业题材戏剧，在全国戏剧创作中占重要地位

如何突破创作的瓶颈

工业题材戏剧的核心是艺术地写“人”
姜 普 本报记者 杨 竞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和演出近些年呈现升温和回暖迹象,如何更好地回应时代巨变，创作出震撼人心的工业题材戏剧精品力作，成为紧
迫问题。近日，由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申办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工业题材戏剧创作培训班”在沈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领域专家
学者，针对如何突破工业题材戏剧创作的“瓶颈”、如何关注新一代工人群体生活、如何对工人形象进行戏剧开掘、如何再创辽宁工业戏剧辉
煌等问题各抒己见、寻找良策。

近来，工业题材戏剧创作回暖，
让这个一度边缘化的戏剧题材呈现
出新风貌。比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创排的《追梦云天》展现了中国民航
人的心路历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
排的《苍穹之上》讲述了中国航空工
业战线科研人员薪火相传铸就国之
重器的英雄故事；陕西人民艺术剧院
的《灯火阑珊》呈现了陕甘油田一代
创业人的生活，还有西安话剧团的

《秦岭深处》、内蒙古话剧团的《大国
重器》、齐齐哈尔话剧团的《国之重
器》、吉林歌舞团的《红旗》等，既有
国防工业或重大项目建设的书写，又
有各领域工人形象的塑造。而辽宁
工业题材话剧《工匠世家》《孟泰》

《国徽》和芭蕾舞剧《铁人》等更是反
响热烈。

工业题材戏剧升温有其应运而
生的时代背景。由于工业发展始终
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工业生产结
构调整升级与大时代个人命运的转
变，都赋予工业题材戏剧创作巨大
空间，派生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为戏剧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角色
原型。

谈到工业戏剧创作和演出回暖
升温的原因，工业题材话剧《父亲》

《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
编剧李宝群认为，我国一直重视重
大题材戏剧创作，工业题材是热门
题材，很多院团在寻找本土题材时，
也乐于将当地工业题材列入重点创
作中。

戏剧艺术理应反映时代精神、体
现社会生活。近年来工业题材戏剧
出现了不少好作品，编剧、导演、演
员、舞美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智
慧。但在这样的繁荣景象下，也应看
到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题材相近、切
入角度相近、写法相近、人物情节大
同小异、思想浅白欠缺深度等，这种
同质化、同构化现象，以及个别剧作
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套路化、标签
化问题，都急需校正。

如何突破创作中存在的这种公
式化、概念化、套路化、标签化现象？
工业题材戏剧如何迎来突破？是应
该 写 工 厂 还 是 塑 造 工 人 形 象 ？ 李
宝群认为，要寻求突破，就戏剧自
身而言，首要的突破要从剧本开始，
从编剧开始。编剧不应被“工业题
材”这个概念困住，不能画地为牢，自
缚手脚。只要能够写出人、人生和人
性，具体剧情不一定要设置在工厂车
间里。

李宝群坦言，与其说是写工业
戏、工厂戏，不如说是写工人戏准确。

河南省剧协副主席陈涌泉同样
认 为 ，工 业 题 材 戏 剧 的 核 心 是 写
人。 他说，要把“要我写”转化为“我
要写”，这是一个充分点燃创作者创
作火种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创作和
善于发现的过程。一个编剧一旦有
了这种创作的转化，作品就会自然而
出。同时，编剧不能停止对传统戏曲
继承与创新的探索。

剧作家孙浩说，要写好工业题材
戏剧，必须先了解世界工业发展史以
及中国工业发展史。充分认识工业
题材戏剧创作的题材规定性，是为了
创作具有独特工业特征的、与众不同
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一定温
度的人。

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洪
兆惠说，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也是主
题文艺创作，为避免在创作中“只见
机器不见人”“只见观念不见生命”的
现象，有必要明确一些观念上的问
题。在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中，作为生
命现场的工业 才 是 我 们 要 写 的 工
业。人是工业题材戏剧的主角，生
命是工业题材戏剧中的风景。作为
主 旋 律 艺 术 框 架 下 的 工 业 题 材 戏
剧，理应也是艺术地叙事，它的核心
问题是生命问题。现实中的生命是
具体的、个体的，每一个生命体又具
有丰富性，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
生 命 ，每 个 生 命 体 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作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必须回到
生命本原，寻找那些独特生命。洪
兆惠认为，艺术要关注生命，关注生
命根本性的精神问题，特别是工业
题材作品，要懂得在人性深处挖一
口井。创作者笔下的人物有没有生
命张力，最核心的是要让生命遭遇

“挤压”，让主人公经历痛苦挣扎，
“这个人”才能“活起来”，才能有“生
命张力”。

人是工业题材
戏剧的主角

一部戏剧要形成独特的艺术
风格和完整的艺术表达是艰难的，
需要创作者不断出新。

时光流逝，上一代工人已老
去，新一代工人是如何在时代大变
迁中成长起来的……这都是需要
编剧着重关注与思考的。每一名
编剧都需要怀着深切的情感，带着
人文思考、人文情怀去体验当代工
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才能在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中更好地回应
时代巨变。

李宝群说，中国工人群体在剧
烈的社会变化中发生着变化，工人
队伍越来越年轻化，80后、90后、00
后已成为工厂的主体人群，工厂设
备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很多岗位
需要高学历人才和高技能工人，这
些都对工业题材戏剧创作者提出
了新课题，编剧必须熟悉今天的工
厂现状、熟悉年轻工人的生活。缺

少生活是当下工业题材戏剧创作
的一大短板，年轻编剧必须沉下心
深入工人群体中，要下大功夫、笨
功夫充分地占有生活素材。

李宝群认为，要突破工业题材
戏剧创作的“瓶颈”，编剧还需要具
有深层次的人文思考和人文关怀，
仅仅占有生活素材还远远不够。
不少工业题材戏剧情节曲折、场面
热闹、人物语言生动，也具有浓郁
的生活气息，但缺少人物真实的生
命境况，一些编剧缺少独特的发现
和独立的思考，也缺少表达的勇
气，新一代编剧要突破这些。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
臻简要阐述了工业题材戏剧创作
的方向。他说，工业题材作品的
背后是工业发展的辉煌 ，是人类
发展历史留下的重要成绩。我们
要在工业题材作品的背后找到能
够激励我们的精神。东北地区曾

经有一批优秀的工业题材戏剧作
品，有些已经成为时代的经典，但
只能属于那个时代。不同年龄的
人对中国工业发展的感受是不一
样的，这就需要多补充素材，多补
充阅历，工业题材戏剧要突破，就
要告别标签化写作，告别简单化
写作。只要能拿出足够的时间来
进行创作，就一定能创作出好的
作品。

李宝群说，工业题材戏剧创作
要突破，需特别警惕写成报道戏、
行业戏。戏剧创作需要保持作品
的艺术品格。报道戏直白浅露，人
物简单化，剧情同构化，常常落入
套路，经不住时间和观众的检验。

编剧谢海威与辽宁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回宝昆认为，当下工业题
材戏剧精品佳作不多，主要原因是
作品聚焦的主题过于概念化，故事
矛盾单一化。编剧在创作过程中

过度偏重技术性和专业内容，有关
工业生产、工艺改进等内容占比较
重，观众很难引起共鸣。

导演查明哲认为，戏剧创作
应直面现实、揭示真相，在典型环
境里塑造典型人物，同时还要具
备批判精神和反思态度。所以，
无论是工业题材话剧《矸子山上
的男人女人》中面对突变的命运
却依然不屈的精神，还是历史题
材话剧《立秋》中一直坚守的信
念，都是戏剧创作中最应该去追
寻的中国精神。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
国峰认为，工业题材戏剧创作要表
达人文关怀，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
东西，展示个体特性，塑造生动、有
生命力的人。要警惕创作中缺乏
反思等不良倾向。要进行认真思
考，慎重选择，坚持从人出发，努力
寻找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达。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要表达人文关怀，塑造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

核心
提示

话剧《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剧照。

话剧《工匠世家》剧照。芭蕾舞剧《铁人》剧照。

《白毛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