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杂技剧《先声》引起全国专家高度关注和热议——

融入戏剧影视思维提升杂技剧“讲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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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的笔触回应社会关切
□刘艳妮

纵观今年电影暑期档市场，国产电影票房占比
87.58%，题材有动作、剧情、奇幻、历史、动画、喜剧、悬
疑、侦破等多元类型作品，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
了更多的观影选择。其中现实题材影片较受欢迎，
其以贴近现实的故事内核与观众产生共鸣，是影片
叫好又叫座的关键所在。

近几年，现实题材影片持续升温，《我的姐姐》
《人生大事》《奇迹·笨小孩》等一大批现实题材影片聚
焦当下社会热点，在多元化的故事表达中展现了现
实生活的多面性与人性内在的复杂性。

在今年的电影暑期档中，票房排名前10名中，现
实题材占据6部。《孤注一掷》取材自上万起真实诈骗
案例，具有一定的现实警示与教育意义，如影片的宣传
口号所说，“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消失的她》在
悬疑类型叙事下探索新的表达内容，内含的社会现象
具有极高的话题热度；《热烈》在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中
展开青春的励志故事；还有《学爸》《我爱你！》等影片也
对当下的亲子教育、老年人情感问题等进行了积极的
回应……

尽管这些影片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叙事逻辑上的
瑕疵、同类型作品借鉴痕迹稍重、主题思想深度还有
待挖掘等问题，但是这些内容主题多元、叙事风格多
样的现实题材影片，聚焦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网络诈骗、婚姻家庭、成长教育、生老病死等话题，
以现实的笔触回应社会关切，以小人物视角勾画广
阔的现实生活图景，彰显了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社会
价值。时至今日，大众更关注自己的钱袋子如何扎紧、
家庭生活如何幸福、梦想如何实现这类关乎每个人、每
个家庭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因而这些借由银幕呈现
的贴近现实生活的人性故事，才能戳中大众的泪点和
笑点，引发情感上的共鸣。关注当下现实社会、展现
日常生活的质感并加以艺术化提炼，是现实题材影
片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现实题材影片以小
切口展现当下社会的大命题，还是传统文化题材影
片回溯历史、联系当下的全新演绎，暑期档国产电影
都是在中国现实、历史、文化等中国元素基础上书写
鲜活的本土化故事，这种我们自己的身边故事也更
易引发集体共情。

“酒香也怕巷子深”，除却影片本身的质量因素
外，电影点映、直播带票、线上线下联动等宣传手段的
创新运用，也是暑期档国产影片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
值得接下来的国庆档、春节档影片思考与借鉴。

电影市场的回暖是多方因素促成的，这有利于提
振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激励他们用大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续写中国故事的广阔天地，以更丰富的电影产品供
给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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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据《光明日报》报道，2023年
电影暑期档取得佳绩。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达到206.19亿
元，相较2019年实现16%的跃升，观影人次
超5.05亿。而且，这一成绩有赖于多部高票
房影片齐头并进，不是单一现象级影片异军
突起。

那么，2023年电影暑期档取得佳绩的
动力是什么？电影市场回暖不只是影片的
故事精彩，这背后还折射出哪些文化现象？

2004年，由原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
创作的首部杂技剧《天鹅湖》开辟了中国
杂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道路。该剧
是用中国杂技艺术改编的西方经典芭蕾
舞剧。《天鹅湖》进行了很多中国本土化
设计，有相对完整的戏剧结构，用杂技形
式讲述西方王子到中国寻找“梦中天鹅”
的故事，给观众带来强烈的震撼冲击。

如何看待新时代杂技的创新与突
破？近日，在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
视局、沈阳杂技团主办的“杂技剧《先声》
专家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杂技界 90 余
位专家进行热烈讨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力
说，从《天鹅湖》这部作品算起，中国杂技
剧已经 19岁了。近 10年来，题材丰富、
风格各异的杂技剧陆续上演。这些创意
新颖、反响较好的优秀作品，为这个年轻
剧目品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会专家认为，杂技剧不仅打开了
中国杂技创新的一扇窗，还推开了中国
舞台艺术原创的一道门。

进入新时代，围绕2019年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杂技剧创作者对
红色题材进行开掘，迎来创作高峰，红色
杂技剧的整体创作质量不断攀升。2019
年上海杂技团创排的《战上海》是红色题
材杂技剧的代表作，该剧以解放战争时
期“上海战役”为历史背景，讲述上海地
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助解放军解放上
海的英勇事迹。山东省杂技团的《铁道
英雄》讲述铁道英雄飞身扒车、浴血奋战
的革命历史。这些杂技剧将杂技和剧情
深度融合，表演处理巧妙又合理，为观众
带来新的审美体验。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新时代杂技艺
术的创新与突破？“跨界”“融合”“破圈”
是此次研讨会提到的关键词。

专家认为“跨界”“融合”“破圈”改变
了杂技曾经以“技”示人、以“技”撼人的
观念和面貌。

同样是表现红色题材，南京杂技团
的《渡江侦察记》、广西演艺集团杂技团
的《英雄虎胆》、大连杂技团的《旗帜》等
杂技剧，在舞台上塑造了一批英雄形象，

用真情实感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而剧中的空竹、软功、绸
吊、蹬伞、滚环、钻圈、单车、浪桥等杂技
元素，对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关键作
用。舞台上，技术与艺术高度融合，很好
地解决了“技”与“剧”的冲突问题，让红
色题材以新的展现方式呈现出新的舞台
风貌。

针对杂技剧“技”“剧”融合问题，辽
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郑永为表示，融
合要在不破坏杂技本体的情况下进行。
他以沈阳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先声》为
例，认为《先声》是技艺与戏剧深度融合
的结晶，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舞台呈现
上都对我们有所启迪。该剧融合了杂技
与戏剧表演，出奇出新，做到了不失杂技
本体的同时又彰显了复合能量戏剧表演
魅力，这是难得的“破圈”“共情”之壮举。

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俞亦纲说，
《先声》作为中国红色题材杂技剧的后起
之秀，它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其深入开掘
浓郁地域文化和探索杂技剧发展艺术规
律的多种尝试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杂技剧打开中国杂技艺术现代转型和创新的大门，
在“跨界”“融合”“破圈”中迎来创作高峰

国产片回暖离不开“接地气”
□刘恩波

2023年电影暑期档取得好成绩，刷新了历史同
期纪录，究其原因，离不开疫情解封后群众的消费心
理这一社会现象的推动。文艺作品的上座率很显然
与当下时段的受众接受心态、消费热情和欣赏卖点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电影的大众化倾向、市场
化追求，某种程度上会带来艺术消费上的集约化、分
层化，让各式各样的观众群体都能欣赏到他们热衷、
肯定和期许的影片。

从这些高票房收入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会
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离不开主题立意，风格创
造，还有与现实生活的对接和渗透而形成的“接地
气”“接人脉”的传播样态。

譬如，《孤注一掷》涉及网络诈骗这一全新领域，
其对境外网络诈骗的完整产业链、诈骗集团的惊人
内幕所做的穷形尽相的揭示和呈现，切合了时代话
题，具有前瞻意识和深度写实主义的视角，将文明的
切肤之痛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毋庸置疑，这样的
取材和表现会占据观众欣赏与接受的制高点，从而
引发轰动式的观影效应。

《消失的她》改编自前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
的陷阱》，它将悬疑、犯罪、惊悚熔于一炉，引发观众
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设谜、猜谜、破迷构成了
强烈互动的观演关系，整合了影片的接受度、悬念感
和可看性。有人用“剧本、角色、演员之间形成了良
性互文”来揭示该作品的征服力和亲和力，确实是切
中肯綮之语。

《八角笼中》是王宝强六年磨一剑的作品，拍得
质朴质感，不用炫技，只是以艺术的平常心介入儿
童题材，深入打捞和挖掘里面承载的人性内核，道
德价值和人格的光晕。真实，真切，真义，构成了

《八角笼中》的语境，而五味杂陈的人生书写和刻
画，无疑将该影片的受众带到了似曾相识的共鸣状
态中。

纵观暑期档上座影片的反馈效果，一方面应该
承认它们的实力不俗，口碑不错。另一方面，也要看
到其在整个电影的层次档次上，还有明显不足。好
的电影，应该拥有审美上的冲击力，生命思考上的活
跃性，电影画面和语言上的丰富性，而这些在同期上
映的影片中缺乏那种成熟、大气、高质量高水准的展
示。因此，国产电影的精品追求和探索，依旧值得深
入开掘。

我们还应该看到，电影既是市场的、大众的、票
房的，更是文化的、艺术的，甚至是诗性的。国产影
片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电影中的经典作品
学习和看齐上，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当然，这是
几代人都应该下的硬功夫。

杂技艺术是最具包容、最有创新活力的艺术
形式之一，俗语说，“杂技是个筐，啥都可以装”，它
可以融合舞蹈、戏剧、电影······

如何在杂技与戏剧的双向赋能上进行全面
的深度融合？专家对经典剧目进行深入剖析。
他们认为，首先要让技巧满足剧情的发展，这是
杂技剧急需解决的问题，融入戏剧影视思维提升
杂技剧“讲述力”。目前技巧满足剧情的发展还远
远不够，剧情还要为杂技技巧的发展提供空间。
如果技巧和剧情融合得细腻、合理、精彩，就会
赋予舞台新的色彩，给予观众新的体验。

杂技剧《战上海》，以上海解放的历史为背
景，剧情中巧地妙融入了杂技技巧，如“雨夜飞渡”
一幕，解放军战士身手敏捷地在苏州河边的防撞
桩上跳跃、潜行，险象环生地避开敌人的火力封
锁、顺利渡河的场景，经由杂技演员以梅花桩为道
具所展现的高难度技巧，艺术地再现了解放军战
士勇渡苏州河的场景，剧情与杂技表演形成了有
机融合。

杂技剧《山上那片红杜鹃》综合运用了许多
其他舞台手段，如“大旋转舞台”的利用，实现了
场景的迅速切换，更为重要的是助推了剧情的表
达，也巧妙实现了类似影视剧中“蒙太奇”的剪切
效果。

一部杂技剧能引来全国近百位专家的关注并
到场观摩，杂技剧《先声》已成为现象级作品而被
业内认可。

《先声》在舞台呈现方面颇具新意。融合了电
影思维，应用了影像技巧。经过虚拟建模渲染的
动态影像极大地丰富了舞台的表现力，使舞台呈
现出电影大片式的视觉效果，具有一种舞台剧的
审美气质。40 场布景转换、串联，追求杂技与舞
蹈、戏剧表演的巧妙编排与整合，在跨界融合中凸
显杂技艺术的魅力。内蒙古自治区杂技协会主席
塔纳评价说，这部剧通过高品质的“服道化”、东北
民间曲调和多媒体影视技术的运用，精彩演绎出
东北人民救亡图存、浴血奋战，发出誓死抗战“先
声”的恢宏历史场景。

戏剧、影视、音乐等元素的应用也是杂技剧
创新的必要手段。欣赏杂技剧《先声》有一种进
入电影院看大片的感觉，这是与会很多专家的
同感。江苏省杂协主席池文杰认为，《先声》打
破了杂技剧一些常规的创作手段，电影蒙太奇
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多点并存，结构更加平稳，
给人带来一种具有艺术性的全新的视觉冲击。
中国杂技艺术中心原主任宓鲁说，《先声》是在
向电影看齐。以往中国杂技很多创作有的时候
对音乐是忽略的，但《先声》在音乐上给予了足
够的重视，整个音乐的基调与主旋律、剧情契合
得非常好，音乐的感染力对作品有很大的推动
作用。

北京杂技家协会主席张红认为，《先声》的成
功就在于它有足够的史实，这些足够的史实使这
部剧成为具有时代记忆和地域标识的作品。

朝着哪个方向去创新？在什么基础上创新？
如何创新？这是中国杂技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不
断追问的三个问题。专家强调，创新要围绕杂技
本体艺术，充分发挥杂技独特的审美特征，既要继
承传统又要不拘泥于传统，将艺术精品的理念和
手段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融合，并将各种艺术要
素和技术要素整合而成。

谈到杂技剧是否会成为杂技未来的发展方
向时，俞亦纲认为，杂技剧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
演出，它的目的都是向观众展示更好看的杂技。
因此，杂技剧未必是杂技今后唯一的发展方向，
杂技还是应该有更多的渠道去展示和发展。

电影思维、影像元素、音乐手段等应用
是杂技剧下一次飞跃的必要条件

从2015年开始，国家艺术基金把杂
技作为杂技剧种来评审，使中国杂技成
为一个剧种，有了国家层面的认同，中国
杂技在中国舞台艺术的核心地位得以
确立。杂技剧的诞生破解了杂技发展的
困局，为杂技技巧提供了故事感，让杂技
更好看了。

既然是剧，就必须把故事讲清楚，把
人物立起来。但近几年来，有些杂技剧
出现“两张皮”的现象，故事没讲清楚，人
物也没立起来。之所以出现这种“两张
皮”现象，有专家认为，一是剧本不好，二
是演员表演的不好。

如何让剧中的人物立起来、让剧情打
动人？首先要有好剧本、好故事，用杂技
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历史、讲故事，
对杂技剧创作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郑永为仍以《先声》为例进行分析。
《先声》讲述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
阳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编
剧陈国峰和马琳独辟蹊径，以王铁掌夫
妇及其子女的命运贯穿全剧，将爱国将
领黄显声置于中景加以侧面描绘，大量
笔墨集中于黄显声周围的普通民众，不
仅赋予了作品更为厚重的历史氛围，也
为杂技剧的创作腾出了充分的空间。

戏剧精神、戏剧情节的植入会增加
杂技的故事性，为杂技技巧赋予更多的
精神内涵。大连杂技团创排的《旗帜》中

“曙光”一节，讲述红船的故事：那艘满载
重托与希望的小船自天幕缓缓驶来，十
几个青年正在舞台上运筹着一个红色的
理想，这理想被外化成了无数把红伞，杂
技演员蹬起了红伞，将红色的信念搭建、
升腾……江西省杂技团的《山上那片红
杜鹃》讲述红军女战士追寻革命道路、投
身革命事业的故事。这两部剧的故事之
所以感人都是基于好的剧本。

演员的表演更是人物立起来的重要
因素。杂技演员的表演艺术是非常关键
和重要的，完美的杂技表演，能够触动观
众的内心情感。

《先声》从头至尾都以杂技动作来表
现人物的性格，每个杂技动作已经不单
是技巧，更是故事情节和人物情绪的传
达方式。中国文联主席、中国杂技协会
主席边发吉坦言，《先声》在技术难度、创
新程度上展现了较高的水平。舞台上，
王大奎、王大力、王小英、老疙瘩等人物
性格特别贴合，做到了表演上的流畅自
如，观众能明确感受到这些角色对于命
运的挣扎与反抗，人物的张力自然而然
呈现出来，触动着观众的情感。边发吉
称，《先声》是杂技剧的扛鼎之作。一是
选题好，二是剧本好，三是舞台呈现好。

目前一些杂技剧讲故事的能力有限，
多数杂技演员的综合素质不高，剧中以杂
技来表现故事情节的融合手段也不是特
别好。辽宁省杂技协会主席安宁认为，杂
技艺术叙事功能相对戏剧艺术来说较弱，
不像戏剧那样能在舞台上直白地展现情
节，表达情感。而人物的塑造决定着剧本
的质量，也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色。《先声》
以史实为依据，以人物塑造为载体来讲述
沈阳人民的抗战故事。杂技演员除了技
艺高超外，还在表演上游刃有余，轻松地
进入角色，让观众产生共鸣。

尹力说，当杂技演员不再是为完成
某一个具体节目而存在的“工具性”演
员，开始用自己的身体挖掘自我、表达自
我、书写自我，就构成了杂技的表现主
义。这也是“杂技剧”的意义所在。

人物、故事塑造能力是杂技剧的关键，
“两张皮”是目前众多剧目面临的瓶颈

由沈阳杂技团创排
的抗日题材杂技剧《先
声》已经在沈阳、大连连
演 12场，作品以高超杂

技技艺，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赢得
观众的海量好评。在近日举办的专
家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杂技界90余
位专家认为，《先声》在技与剧的深
度融合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关注
辽宁地域文化，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不仅在辽宁叫好，在全国也是一个
现象级作品。站在全国的角度，专
家们围绕如何看待新时代杂技艺术
的创新与突破，如何让剧中的人物
“立”起来，如何向电影艺术看齐，杂
技剧是否会成为杂技未来的发展方
向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核心
提示

杂技剧《先声》讲述沈阳人民抗战故事，成为现象级作品而引起全国关注和专家热议，图为《先声》剧照。 王 铎 摄

《先声》剧照。 王 铎 摄

《渡江侦察记》剧照。 受访者供图

《旗帜》剧照。 大连杂技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