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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剧应于细节
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刘艳妮

犹记得某古装剧中嫔妃们的“一耳三
钳”，更新了观众对清宫戏造型的认知与想
象，还有《清平乐》中曹皇后的“珍珠妆”和
高度还原的凤冠华服，充分展示了宋朝宫
廷服饰和妆容的特点，让人耳目一新。

观众选择观看古装剧，除了给人带来
视听觉的愉悦享受外，对传统文化的向往
与追溯也是重要的出发点。服装、化妆、道
具（以下简称“服化道”）是古装剧的颜面，
精致的“服化道”能起到衬托人物气质、奠
定剧集整体格调的作用，有助于传统文化
内涵的传递与审美品格的塑造。

一部电视剧选择以古装形式呈现，自
是与故事发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有关。即
使是架空历史背景的古装剧，也是在中华
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来的，有着中华
文化的根基和东方的审美韵味。因此，古
装剧的“服化道”要在敬畏历史、尊重历史
基础上还原中国古代建筑、人物服饰与装
扮、风俗礼仪等基本风貌，展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清平乐》《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鹤唳华亭》《梦华录》等
古装剧精致还原宋朝市井百态，展现焚
香、点茶、挂画、插花、美食等精湛技艺，掀
起宋文化热潮。反观《凤囚凰》中被网友
戏称为“缝纫机头”的女主角造型，在解读
历史、呈现历史上产生偏差，不协调的发
髻造型与当代观众的审美接受有一定的
距离，因而成为剧集的槽点。“服化道”细
节上的不走心会让一部原本故事精彩的
剧集变得黯然失色，甚至饱受诟病。

古装剧等古代题材文艺作品，是从中
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艺术创作，要注
重在细节中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从服装造型到道具布景，古装剧
的“服化道”要在细节真实的合力中营造真
实的历史氛围，给观众以真切的观剧感受
与美的艺术追求。只有传统文化的内核与
古装的外壳统一于细节之中，才能打造精
致的古装剧集。与其花重金邀请流量明星
引发噱头，还不如在剧本打磨、“服化道”设
计上多下功夫。

尊重历史
是古装片的压舱石

刘恩波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夫子的信守生
命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价值观，千百年来代
代相传。中国古典戏剧艺术即便强调艺术
想象和艺术虚构，也以不能在精神灵魂上
失真、失据、失节为要义宗旨。即便到了不
断创新的当今时代，我们的戏剧、戏曲、古装
片还有电视连续剧依然需要恪守文化传统
绵延不绝的精魂命脉，这是作品的根。离开
根，谈不上创新。在玩花样里让艺术变得无
根无脉，无据无凭，是得不偿失的事。

彰显古典韵味，演绎历史上的人生故
事，倘若不尊重既往的基本史实，背离生活
和情感的基本逻辑，而任意曲解误解历史，
甚至人为编造捏造离谱的故事，那就是离
开文艺本体精神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了吸引眼球，追求所谓的看点，而
让思想内涵乃至艺术神韵跌落在各种形
式主义的泥淖里，就是舍本逐末。尊重历
史、讲求格调依然是古装片和历史剧的压
舱石。

好的作品追索生命的道义和命运的起
落沉浮的来处与归处。譬如话剧《商鞅》，
就写照出古代变法斗争中主人公身上的热
情和冷血的较量与纠葛，现实和理想的切
割与拉锯，让我们目睹了活生生的历史本
身的复杂。相比之下，有一出写花蕊夫人
的戏，却徘徊在花蕊夫人与孟昶、赵匡胤等
人之间的多角恋情故事，将本来一个有胆
有识的女子处理成水性杨花的女子形象。
写过“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的著名咏怀诗句的花蕊夫人，成为为了故
事好看的牺牲品，这样作品牺牲掉了历史
命运中人的无奈抉择的悲剧性，只能是博
人眼球的即看即丢的爽剧。

有一点戏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
多数的古装片、连续剧和戏剧作品，都玩多
角恋，都搞穿越、玄幻、仙侠，那么中国文化
传统和艺术的本源精神就会失“魂”落

“魄”，观众的欣赏兴趣和习惯就会被引领
到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游戏闹剧为上的错
乱之地。此之为鉴，不能不察！

我国儿童剧的起源要追溯到新
文化运动时期，萌芽自 20 世纪 20 年
代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小小画
家》等，20 世纪 50 年代后，国内相继
成立了儿童剧院团。1960年7月，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成立，成为我国第三
个专业儿童艺术院团。

佟春光说，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
作的经典儿童剧非常多，著名的有《小
红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栓的小
尾巴》《人参娃娃》等，题材丰富，反响
强烈。今年的中国儿童戏剧节期间，

《大栓的小尾巴》赴北京展演。
在中国儿童剧的历史上，红色历

史题材儿童剧作品曾影响了几代
人。宋宝珍说，儿童剧可以分为红色
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童话寓言
题材、名著改编题材几个类型。每种

题材都有很多经典作品，一些经典剧
目虽然创演时间较长，但历久弥新；
很多经典剧目经过重新创排后仍大
受欢迎，从中可以看到，经典儿童剧
是可以流传的。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原创的《大栓
的小尾巴》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儿童剧，
该剧根据寓言故事改编，于1989年首
演，几十年来多次重新排演，演员换了
一批又一批，但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
欢迎。

当下，全国各地院团也开始复排
经典剧目，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复排
的《马兰花》《报童》等，辽宁儿童艺术
剧院复排的《大栓的小尾巴》等。

谈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复排的儿
童剧《马兰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冯俐认为，《马兰花》之所以家喻户晓、

让几代观众记忆犹新，外部因素是舞
台艺术片的巨大传播力；内在因素则
是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品质。“马兰
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
人儿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马兰
花》中的台词成了几代中国人终生难
忘的儿歌，在每个小观众心中种下勤
劳和善良的种子。

中国儿童剧发展史上曾创编了
许多经典作品，塑造了很多美好形象，
这些作品蕴含的中国味道，彰显着中
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儿童剧未来发
展的方向还是要立足于中华传统文
化，于中华文化土壤中寻找优秀元
素，创作符合儿童心理，反映真善美
的经典作品，让孩子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也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

重新创排后仍大受欢迎
经典儿童剧是可以流传的

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素材

打造更多展现本土风格的儿童剧经典
本报记者 王岩頔

第十一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于 7月
15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戏剧节共汇聚了
中外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45台展演剧
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报童》、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大栓的小尾
巴》等经典儿童剧参加展演。与此同时，正值儿童
剧演出传统旺季的暑期，国内的各大剧场每周亦
有多台不同类型的儿童剧正在上演。

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分支，儿童剧以剧情浅
显易懂、气氛活泼、互动性强、教育性强等特色备
受家长和孩子们喜爱。如何给孩子们创演更多
优秀儿童剧？如何通过儿童戏剧节的集中展演
剧目获取优秀儿童剧创演经验，从而找到儿童剧
未来创演方向？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几位
戏剧领域专家。他们认为，儿童剧是孩子们接触
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由于这群特殊观众年龄
小、辨别力弱，儿童剧无论是立意、剧本创作，还
是角色塑造、舞台设计以及演出环节，都需细细
打磨，从而给孩子们以正向影响与引导。专家们
也建议，多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素
材,打造更多展现本土风格的儿童剧经典。

儿童剧，顾名思义是以儿童
为服务对象的话剧、舞剧、歌舞
剧以及童话剧等不同类型剧种
的统称。根据现在儿童剧的受
众看，进入剧场观看儿童剧的观
众多为学龄前儿童或者是小学
生，年龄在 14 岁以下。孩子的
文化需求就相当于全家的文化
需求。带孩子看一场儿童剧，成
为许多家长的选择，并且孩子看
剧要有家长陪着，少则一位，多
则全家出动，因此，在当下的戏
剧演出市场，儿童剧成为一个十
分火热的演出现象。

对此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表示，
2011 年至今，中国儿童戏剧节
已举办了 11 届，而这十多年也
正是儿童剧演出市场不断扩大
的时期。从儿童剧演出类型看，
话剧、舞剧、歌舞剧、木偶剧等可
谓花繁叶茂。儿童剧演出市场，
观剧人次、演出场次和票房等数
字也不断攀高。据疫情之前的
数据可看出这种趋势，如，2018
年儿童剧观剧人次为 652.9 万，
2019年为680万；2018年演出场
次为1.65万场，2019年约为2万
场；2018 年票房为 5.72 亿元，
2019年约为10亿元。

儿童剧演出市场的前景广
阔，但也出现了不少让人忧虑的
问题。宋宝珍说，由于儿童剧演
出市场火热，一些草台剧团、演
出公司纷纷进入儿童剧演出市

场。通过绚丽的舞台、吸引眼球
的装扮、夸张的表演，虽能让孩
子们喜欢，但这样的演出并不符
合儿童剧演出引导孩子向善向
美的初衷，粗制滥造的剧本与演
出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二
级编剧刘雪说，儿童剧的剧本创
作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些剧团
为追求市场效益，压缩制作成
本，轻视儿童剧编剧，甚至一些
儿童剧根本没有编剧，情节和故
事是导演或是演员随便“攒”出
来的，根本未思考过要演出的内
容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佟
春光说，在儿童剧业内有这样一
句话“儿童剧不是儿戏”。这句
话既点出了儿童剧的重要性，又
揭示了儿童剧的创作并不是像

“儿戏”那么简单，一部好的儿童
剧要有思想内涵，有教育引导意
义，既让儿童喜欢，又要兼顾成
人的欣赏要求。

目前，国家对于儿童剧的发
展十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帮
扶政策，近期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推出的儿童剧《听说过没见
过》就是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
术创作资助项目。作为一部精
心创作的儿童剧，既具观赏性、
艺术性又具有教育性，观看过
此剧的专家一致认为，好剧可
以引导孩子进行一次“心灵上
的长征”。

好剧可以引导孩子
进行一次“心灵上的长征”

“唐僧骑马咚哩格咚，后面跟着
孙悟空……”近日上演的沈阳京剧院
排演的儿童剧《三打白骨精》是在传
统京剧基础上改编的。《三打白骨精》
属于京剧版儿童剧，是为儿童观众专
门定制的，简化了唱词，对白风格充
满童趣。在演出现场，小观众还可以
走上舞台参与惩治懒惰又可爱的猪
八戒的互动环节。

沈阳京剧院的儿童剧《三打白
骨精》改编自经典名著，辽宁儿童
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也取材于同一个故事。佟春
光认为，儿童剧的创作需要多从我
们的经典中寻找素材。除了取材
经典，《人参娃娃》《大栓的小尾巴》
等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题材也

是创作方向。儿童剧就是要探索如
何创作立足本土文化、展现地域文
化风格的优秀作品。

作为一部经典儿童剧，《大栓的
小尾巴》是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根据我
国寓言故事改编创作的。为呈现本
土文化元素和地域文化风格，该剧编
剧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冬天的
东北，小观众走进剧场就会被白雪皑
皑的舞台设计所吸引。赶集是东北
乡村的民俗，在大集上，大栓和二栓
让小观众们了解到东北的民间文化，

“冰糖葫芦”“剪纸”“房檐下倒挂的玉
米”等元素的设计，不但将家长们带
入童年回忆中，而且让生活在城市的
孩子们感受到浓郁的民俗风情。这
些标志性的东北文化元素生动地展

现在剧中，是对地域文化最好的展示
和传承。

随着时代发展，儿童剧的演出方
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宋宝珍说，当
下的儿童剧发展变化速度很快，从表
现方法上，新式投影技术、高清荧屏、
VR 技术的应用、全新的声光技术等
都逐渐出现在舞台上，这些高新科技
手段应用于儿童剧演出中，对于孩子
们来说是很新奇的，孩子们天性活
泼，想象力丰富，在观剧过程中接触
到各种科技元素，对培养孩子们的创
造力都会发挥重要影响。好剧本是
儿童剧的根本，多从我们自己的历史
和文化中寻找素材，才能创作出富含
中国韵味的经典。
（本文照片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提供）

立足本土文化
创作更多具有中国韵味的儿童剧

核心
提示

《大栓的小尾巴》剧照。

《报童》剧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照。

《人参娃娃》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