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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利平

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包
括话剧、越剧、音乐剧、儿童剧在
内的11部风格各异的小剧场剧
目相继上演，为南京观众带来了
丰富多彩的艺术体验。2021年
12月 31日，2021紫金文化艺术
节小剧场单元闭幕展演暨颁奖典
礼在宁举行，七大类奖项同步揭
晓：《生活在天上》《李叔同》《金粉
世家》《似是故人来》《故障白日
梦》五个剧目荣获优秀剧目奖，彭
博等12名青年编剧荣获最佳编
剧奖。作为江苏小剧场戏剧孵化
创作的先锋尝试，此次展演在向
社会展示本土青春原创力量的同
时，也引发了更多关于小剧场戏
剧未来发展的思考。

小剧场要融入城市
文化发展

1989年，南京举办了第一届
中国小剧场戏剧节，将中国小剧场
运动推向了巅峰。时隔32年，在
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圆桌
论坛上，曾参与当年小剧场戏剧节
筹办工作的南艺影视学院教授、国
家一级导演钱态感慨戏剧艺术终
于回暖，作为本次展演评委，他对
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
连连点赞：“很有现实意义，对江苏
戏剧有很大的推动性！”他认为小
剧场以其独特的表演艺术和互动
体验，正成为都市青年人追捧的时
尚方式。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小
剧场无疑将成为文化生活的新亮
点，甚至是撬动文化产业的新动能
和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

国家一级编剧、小剧场单位评
委杨劲松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小剧场融入城市文化发展，可以
带动当地旅游和经济发展，背后的
生态价值不可忽视。”他认为，在文
化消费不断翻新的今天，小剧场承
担着为城市培养观众的重任，小剧
场演出要通过剧目去吸引观众、打
动观众、培养观众，从而促进大剧
院的文化消费。

打造“标杆”效应，凸
显江苏特色

如何孵化好江苏本土原创小
剧场作品，培育本土戏剧创作和演
出人才，是论坛聚焦的一大话题。

对此，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
院院长罗周一语中的：“小剧场要
实现真正的繁荣，一定要有做成

‘标杆’的意识和追求。选择最好

的剧团、最好的演员，给他们最好
的剧本、导演等主创支持，让江苏
原创小剧场作品甫一亮相就令全
国刮目相看。”罗周认为，在江苏
这样的戏曲大省，仅仅关注小剧
场话剧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积极
关注小剧场戏曲创作，让省内大
批戏曲名角广泛参与，提升小剧
场作品的质量。

国家一级演员、南京市话剧
团导演肖明则建议给青年创作者
更多的自由度，尤其是题材上的
自由，同时给予他们资源上的开
放和扶持，呵护他们的创作热情
和灵感，鼓励他们不断建立自
信。青年导演黄沁潇在此次展演
中执导了话剧《故障白日梦》，他
呼吁江苏能建立类似中国足球的
青训体系，来帮助一些有想法的
年轻人。而对于这次紫金艺术节
小剧场戏剧孵化项目，他深表幸
运和感激。

走向市场，直面观众评判

如何打开江苏小剧场市场，让
原创小剧场作品走出去，吸引更多
年轻观众？

“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评判
者永远都是观众！”国家一级舞美
设计、省演艺集团艺术指导盛小
鹰直言，小剧场想要可持续发展，
关键还得有市场，剧目从成立之
初就要把市场作为重要考量指
标，要研究观众究竟爱看什么。
市场才是撬动小剧场良性发展的
重要环节。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杨
庆锦十分赞同盛小鹰的观点，他
表示，专业院团在做命题作文时，
始终不能忽视，这个命题作品首
先得是一个艺术品，选题要考虑
市场价值，作品要拿艺术魅力来
赢得市场，没有市场理念的剧目
是没有生存价值的。

对于小剧场戏剧的市场开拓
问题，钱态坦言他最关心的是四个

“子”：本子、班子、票子、场子。而
在班子这一项，除了要有专业的
编、导、演、音、舞、服、化、道班子，
专业的营销班子也很重要。“我们
不能总是靠政府拨钱来搞创作演
出，最终还是要走市场。”

黄沁潇提出了“制作人中心
制”。他曾在江苏大剧院供职三
年，参与、协助制作过京剧《青衣》、
音乐剧《卡门》等重大项目，他认为
开拓小剧场市场，更重要的事情不
是求同，而是存异。“有不同制作人
和专家来带领不同类型的项目进
行制作、展演，这样才更符合专业
化的要求。”

以高度文化自信
构筑新时代江苏文艺高峰

□ 水家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重要讲话中，
殷殷嘱托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
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
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历
史主动精神的成长源头，也是文化创
新创造的深厚根基。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江苏将切实履
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
光荣使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
行区，构建新时代江苏文化艺术高
峰。如何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再创新辉
煌、再攀新高峰？是重任在肩的江苏
文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从党领导文艺百年历程的宝贵经
验中增长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
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
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
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总书
记对党领导文艺百年征程历史经验的
高度凝练和深刻总结。在党的百年奋
斗征程中，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在
党的感召和引领下，投身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事业，他们的辛勤耕耘与杰出
创造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强大精
神支撑。百年历程中，党领导文艺事
业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宝贵启示。作为
党领导文艺的一个生动缩影，百年江
苏文艺发展史也成就了一段段动人佳
话、探索了一条条有益经验。江苏省
国画院成立于 1960 年 3 月，就在开辟
草莱的半年之后，傅抱石、钱松喦、亚
明、宋文治等画家在党的支持下，开始
了二万三千里写生的壮举，他们激情
饱满、呕心沥血地创作了一批既有鲜
明时代精神，又有纯净民族特色的中
国画作品，1961 年 5 月在北京举办“山
河新貌”画展，引发了首都美术界的热
烈反响，“新金陵画派”由此肇始，其文
脉滋养泽溉至今。从这段往事可以看
出，当年党在领导文艺中，既注重因势
利导，又积极创造条件，推动艺术家去
感应时代脉搏、表现时代气象，进而创
一代新作、开一代新风。我们应该认
真总结其中蕴含的成功经验，深化对
新时代文艺创作、传播消费、欣赏审
美、评论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探索
和把握文艺发展规律，用更多新思路、
新办法、新举措推动江苏文艺多出精

品、多出人才。
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奋斗中汲

取力量。“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
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
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一代又一代的江苏文艺工作者坚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情感知人民的喜
怒哀乐、真切体验人民的奋斗拼搏，创
作出了大量带着生活质感、贴近现实
脉动、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艺术
家不负人民，人民也决不负艺术家。
国家级非遗项目“南通蓝印花布”传承
人吴元新，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民
间手艺人”，几年来他走遍全国20多个
省、1300多个乡镇，收集散落民间濒临
失传的蓝印花布6万8千多件、18万多
种纹样。他孜孜不倦地从深厚的民间
蕴藏中汲取滋养，又用自己的传承创
新来回报人民，用异彩纷呈新图样“印
染”出美好生活新画卷。淮剧表演艺
术家陈澄将“人民”二字刻在心上，在
数十年的表演生涯中，她始终追求写
出人民故事、表达人民心声。她每年
深入基层演出100多场，深厚的生活积
淀使她成功演出了《小镇》《小城》等经
典剧目，“小”剧种记录了大时代，“小”
舞台饱含着大情怀，陈澄“接地气”的
倾情表演换取了群众“冒热气”的深情
追捧。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这里有时代的旋律，有变革的足音，有
鲜活的故事，有动人的情愫。全省文
艺工作者应该更加深切地把自己的
心、情、思沉到人民中间，从人民火热
的生活中汲取素材，更从人民创造历
史的奋斗中获得力量，为人民造像，为
时代放歌，创造出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好作品。

从推动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中砥
砺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最嘹亮、最恢弘的主旋
律。艺术家的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
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紧密相
连。江苏是小康宏图的起笔之地，也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的开卷之地，
总书记更是赋予了江苏“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江苏的地位独特而重要。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的江
苏文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
激扬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担当。广大文
艺工作者深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一线、深入“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的现场，用斑斓笔墨描绘“美丽江苏”
的绚丽图景，用嘹亮歌声唱响打赢“三
大攻坚战”的铿锵齐鸣，用多彩镜头记
录苏北农房改善的时代变迁，用缤纷
舞台讲述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一批
有特色、接地气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
动，充分展现了江苏改革发展的生动
实践，凝聚了江苏人民奋发前行的精
神力量。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江
苏担负着更加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
命。时代给文艺家提出命题，也给文
艺家带来信心。全省文艺工作者应该
更加深刻地把握江苏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征程中的重要地位，发挥艺术家
的独特优势，以思想洞察力去关注时
代、以认知穿透力去发现时代、以艺术
感悟力去表达时代，创造出代表江苏、
无愧时代、彪炳历史的大作品。

从讲好中国故事的天下情怀中拓
宽胸怀。艺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
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中，文艺最能沟通情感、凝结心灵。江
苏是发展的热土，也是开放的前沿，文
艺“走出去”的步伐从未停止。青春版

《牡丹亭》、新编昆曲《西楼记》《浮生六
记》、歌剧《拉贝日记》《运之河》《鉴真
东渡》等，多次远渡重洋、巡演世界，把
东方审美意趣、中国文化精神、江苏人
文故事带到了国际舞台，不仅扩大了
江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当代传播
力，更让世界通过江苏文艺看到了一
个典雅、包容、温和、美丽的中国形
象。新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的时代，这一历史方位赋予了
中国文艺“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
的崭新内涵。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上，江苏的发展必将蕴含更加
深远的世界意义，江苏要充分展现令
世界瞩目、令世人向往的壮丽景象，成
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标志性窗口。江苏文艺工
作者应该以更加自信的态度、更加博
大的胸怀来迎接这个伟大时代、书写
这幅壮丽图景。既把笔触扎根脚下，
又将目光投向世界，既坚守中华文化
传统，又广采世界文化精华，既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又反映人类共同价
值追求。用心用情讲好江苏故事，向
世界展现江苏的历史之美、风物之美、
人文之美、发展之美，展现一个更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专家把脉江苏小剧场戏剧——

作品要拿艺术魅力
去赢得市场

□ 本报记者 周 娴

作为南京籍新锐 90后女导
演，米禾禾最近先后有《足球爸
爸》《我的三平方》两部影片上映，
她以独特而犀利的视角，关注中
国足球和乡村教育。近日，青年
导演米禾禾电影作品研讨会在宁
举行，电影界、评论界等30多位
学者围绕影片题材、当下青年导
演现状展开讨论。

《足球爸爸》讲述的是一个从
英国远道而来的“假儿子”托比进
入了语文老师罗飞一家生活的故
事：托比的妈妈告诉他，他的中国
爸爸罗飞是个足球明星。怀着对
父亲的美好遐想，托比来到中国
向“爸爸”学习足球。然而罗飞是
个毫无运动细胞的人，在比赛失
利后，“足球明星”形象被戳穿。
但此后，罗飞却结合孙子兵法，为
校足球队出谋划策，最终赢得了
大联赛。

《我的三平方》关注的是乡村
教育。梦想当一名教师的马达是
个结巴，一个偶然的机会，马达成

了一所只有八个学生的山村小学
的老师。他与这里的孩子们一起，
谱写了一曲真善美的纯真童谣。

“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马达始终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坚守
着心中最简单的愿望。

“导演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
新的思路、新的角度、新的手法。”
影评家张永祎表示，两部片子一个
叫做《足球爸爸》，一个叫做《我的
三平方》，一圆一方，正好寓意着导
演的创作情怀和想冲出去的愿望，
体现了强烈的生活质感。

江苏省电影集团创作生产部
主任杨波说，两部影片剧情很流
畅，导演对故事情感和情节把握得
都很好，在关注青少年成长和亲子
情感的影片中，非常难得。

“电影行业中最具活力的群体
永远是年轻人，看到行业中有年轻
导演在努力追求梦想，对江苏电影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江苏省影协
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会长郭晓
伟表示，这样的讨论对于青年导演
来说，可以起到很好的帮助、推动
作用。

关注中国足球、乡村教育

90后女导演
以电影诠释青年担当

紫金文艺评论

文化自信·艺术谈

一个饭桌，一张沙发，一个阳台，
一条马路……近期上映的国产爱情喜
剧片《爱情神话》，把一群中年饮食男
女的故事讲得“老嗲老灵”，将上海的
精致、文艺、烟火气和文化包容力演绎
得生动温馨，引人入胜。

由徐峥饰演的男主人公老白是一
位艺术家，中年离异，有一幢小楼自住兼
收租；平时教人绘画，性格散漫。前妻蓓
蓓、喜欢他的格洛瑞亚，令他倾心的李小
姐等三人接连搅乱他的生活，没有轰轰
烈烈的感情，却有轻盈灵动的意韵。

不同于年轻人的干脆、急促，在进
退有度的表面下，中年人的爱是柔软而
舒缓的。不喜欢可以低头说一句，“走
过的路不想再走”，回心转意也可以发
一条微信，“明天一起喝咖啡吗”；是一
句不咸不淡的“昨晚睡得好吗”的试探
和委屈，是在别人问近几年顺不顺利的
时候，笑着说“顺呀，下坡路走得能不顺
吗”的心酸和释然。这些小情调、小心
意，既是爱情，也是生活——经历过激
情、冲动，整个人打破重塑，于是跟自

己和解，再试着爱人。
通过女性视角去展现成年人的情

感关系，由此塑造别样的女性形象，是
《爱情神话》的独到之处。李小姐职业
能力突出，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修
养，也有强大的人脉资源；格洛瑞亚的
台湾老公失踪，她根本不在意，反而开
始了豪爽不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
活。蓓蓓因出轨离婚，坚持自己只是

“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认
为就这一次老白就把她离了，“太狠
心”了。三位女主角都有自己的生活

和精神世界，随着剧情发展，观众以为
即将上演三个女人为爱争风吃醋的爱
情套路时，她们碰杯了，成为了朋友。
这是《爱情神话》的用心：不要定义任
何一个女性，只要女性是独立的、自我
尊重的，她们就都是独特的。

在上海，中年人的生活市井又优
雅。李小姐穿了多年终于断跟的鞋毕
竟是Jimmy Choo，小皮匠修鞋要忙
里偷闲享受coffee time，老白为了招
呼约会对象去外贸食品打折店讨价还
价，不忘淘瓶临期红酒……故事情节的

递进都融化在生活里，融化在上海这座
城市里。人到中年的老白依然向往爱
情，油盐酱醋也没有稀释掉想在美术馆
办画展的激情。老白的好友老乌，穿西
装戴丝巾，吹着跨国跨洲的牛皮，然而
只因多年前邂逅了美丽的索菲亚，让他
有了追逐神话的勇气和力量，一生只爱
她一人，一段罗马浪漫史遐想半生。毕
竟，生活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生活本身，
而是最终向“神话”不断靠近。

《爱情神话》：
既是爱情，也是生活

□ 吴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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