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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快餐”变主食“家乡菜”少精品

2011年，无论
是国家院团还是
民营演出团队都
主打品牌战略，但
效 果 并 不 明 显 。
反观引进剧和经
典剧重演，大多取
得票房口碑双丰
收，国内原创作品
则喜忧参半。

《理查三世》
《无病呻吟》《妈妈
咪呀》以及北京人
艺根据日本经典
作品改编的《喜剧
的忧伤》，均大获
成功。高质量的
演出一方面提高
了观众的审美品
位，另一方面也让
国内的创作者压
力增大。整体来
看，外国戏的风头
还是盖过了国内
导演的噱头。以
往 稀 有 的“ 洋 快
餐”，如今成了可
口的主菜，国内演
出界却生产了很
多“垃圾食品”。

政 策 的 利 好
消息应该算是最
为鼓舞人心的好
事，那么创作的心
态是否也备受鼓
舞呢？林兆华去
年底发问“戏剧到
底是什么”，其实
真正的创作者心
里都有明镜，而投
机者永远也找不
到答案。

时间：2011年11月11日
地点：国家大剧院
介绍：《理查三世》由莎

士 比 亚 同 名 作 品 改 编 而
成。此次新版耗时三年，由
奥斯卡导演萨姆·门德斯联
手凯文·史派西制作，是两
位巨星首次舞台合作,更是

美国布鲁克林音乐学院、英
国老维克剧院与尼尔大街
制作公司合作组成的“横贯
计划”的谢幕大戏，去年6月
18 日在英国老维克剧院首
演，11 月莅临北京，让中国
观众首次近距离欣赏到奥
斯卡影帝的现场表演。

顾问点评：该剧展现了
优良国际主流制作的风骨：
不媚俗，不矫情，也不追求过
多形式的怪诞；它看重的是
以简洁与精炼，在现代语境
中讲好莎士比亚的故事。“低
调的奢华”用在《理查三世》
这儿，恰如其分。 口述：陶子

话剧《理查三世》1

时间：2011年11月21日
至12月18日

地点：首都剧场
介绍：2011 年林兆华戏

剧邀请展的主题为“戏剧到
底是什么”。林兆华带来四
部作品，两部新作《伊凡诺
夫》《命若琴弦》，两部旧作

《老舍五则》《建筑大师》以
及邀请四部外国佳作。更
引人瞩目的是，此次邀请展
还有两台中国传统戏曲艺
术的演出，包括国宝级戏曲
表演艺术家裴艳玲的专场
演出，以及天津传世鼓曲演
唱会。

顾问点评：搞戏剧的人
要清楚，不管什么体裁都不
能太多，观众是会疲倦的。就
像如今低俗戏泛滥。可是观
众想看更深刻，能触及人灵魂
的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就显得非
常重要了。 口述：林克欢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2

时间：2011 年 7 月 21
日至8月9日

地点：首都剧场
介绍：由陈道明、何冰

主演的《喜剧的忧伤》改编
自日本知名编剧三谷幸喜
的作品《笑的大学》，导演
徐昂虽然只是北京人艺的
年轻导演，但对该剧的本
土化移植很成功。值得一
提的是，这部话剧 18 场演
出票房总计437万元，刷新
了人艺60年的历史纪录。

顾问点评：《喜剧的忧
伤》是借助精巧的谋篇布
局，书写人和权力之间复杂
关系的话剧。该剧在优美
的舞台调度之下，精致、准
确而又悄无声息地展现了
作者的意图。舞台上的陈
道明和何冰用张弛有度的
明快节奏以及细腻精准的
舞台表现，成就了这样一部
特殊的喜剧——一部在“爆
笑”之下，藏匿着太多微妙
的喜剧。 口述：陶子

话剧《喜剧的忧伤》4

时间：2011年5月12日
地点：国家大剧院
介绍：普契尼经典名作

《托斯卡》是2011年国家大
剧院歌剧节推出的自制大
戏，也是向当今世界歌剧最
高水平看齐的作品。集合
国际顶级主创团队组建的

“群英会”，打造了一个恢弘
庞大、震撼人心的舞台视
觉。尤其第三幕开场，一座
手持长剑、双翅展开的巨型
天使像呈现在舞台后方，如
电影镜头般的景象已成经
典。德国女高音妮可拉·拜
勒·卡尔波内等国际阵容的
演出也是细腻之极。

顾问点评：《托斯卡》是
继《茶花女》后中国舞台上又
一部世界一流水平的自制歌
剧。从台前到幕后，更不用
说剧目本身从原著到作曲到
故事发生地，均不受国别的
限制。这一版最精彩之处，
是几个场景的华丽变换，而
没有一丝炫耀剧院硬件的幼
稚，一切为故事和音乐服务，
每一处布景的移动均提升了
戏剧张力。《托斯卡》同时满
足了内行和外行所需，内行
从视觉与音乐的重新结合中
得到新收获，外行也可以体
验到一次丝丝入扣的音乐和
戏剧之旅。 口述：周黎明

歌剧《托斯卡》6

时间：2011 年 8 月 10
日至14日

地点：保利剧院
介绍：《在西厢》是香

港导演林奕华继《水浒传》
《西游记》后，第三次从古典
文学名著出发创作的舞台
剧。延续以往将经典文学
与当代结合的特点，这次林
奕华借了《西厢记》的壳，解
读现代人的欲望和困惑。
剧中既有古典的写照，也为
现实的映射。除了刘若英
饰演现代版红娘，林奕华多
年的合作伙伴、台湾千面型
男王耀庆在剧中饰演张生。

顾问点评：《在西厢》对
炫目的世态、纠结的情感体
味很细、挖掘很深，整个舞
台呈现十分精致讲究，显得
有格调，有品位，有文化。
其实林奕华包括赖声川，给
我的启发是他们所处社会
的商业化程度比我们高得
多，而他们是如何理解戏剧
的商业化？他们怎么追求
内容格调和制作品质？！就
像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
难再看到假冒伪劣产品，我们

“初级阶段”的娱乐戏剧中却
充满了原始积累的粗野和唯利
是图的浅薄。 口述：王晓鹰

话剧《在西厢》7 时间：2011年8月5日至
8月7日

地点：保利剧院
介绍：本剧是表演工作

坊“相声系列”的第七部作
品。赖声川1985年推出相声
系列首个作品《那一夜，我们

说相声》即掀起相声剧潮流。
《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是
延续相声剧架构，并带有赖声
川个人经验的作品，所以由冯
翊纲扮演的“六星级旅客”和
屈中恒扮演的“背包客”也可
以看做是赖声川的分身。

顾问点评：赖声川是理
性的导演，他像解数学题一
样对待作品，每个包袱都不
会落空又能触到观众软肋，找
到共鸣点，在保持悲剧核心的
同时又能完成喜剧的表象。

口述：段嵘

相声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8

2011

时间：2011 年 10 月 15
日、16日

地点：国家大剧院
介绍：由编舞大师贝嘉

一手建立的瑞士贝嘉芭蕾舞
团，此次带来的是一场集结
三部新老作品的精品荟萃。

除了《狄奥尼索斯》《波莱罗
之夜》外，《鸟飞处》更是世界
首演。其中结合了希腊、中
东、亚洲元素的《狄奥尼索斯》
是第一次在中国演出。《波莱
罗之夜》则是贝嘉早期最著名
的作品之一。

顾问点评：《波莱罗之
夜》延续了酒吧餐桌上跳舞
的习俗，安排 40 名男子群
舞，从分批起身到蜂拥而上，
将欲望表现到极点。虽然贝
嘉已去世四年，但精神犹在。

口述：欧建平

舞蹈《波莱罗之夜》9

时间：2011年9月
地点：蜂巢剧场等
介绍：第四届北京国

际青戏节共有 57 部中外
作品上演，从数量和质量
上，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化
规模的戏剧盛会。本届除
了多个极具性格的国际级
独立艺术团体外，在全世
界享有盛誉的法国阿维尼
翁戏剧节也带来了 6部小
戏。国内部分，演出作品
数量达到 34 部。既有中
国年轻导演的新人新作，
也有国外优秀小剧场作
品，还有根据经典作品改
编的大师致敬作品等。

顾问点评：本届青戏
节注重“国际视野与中国
表达”。国际视野是指加
强国际交往，带来阿维尼
翁的几部小戏各有特色,虽
不是大制作，但活跃了创
造力。相对而言,中国表达
的探索做得有些欠缺，其
实中国元素的关键是要用
对。比如林兆华的《老舍
五则》，气定神闲地将中国
的审美韵味植入现代舞台
上，中国年轻导演还没有
这样的功力，而且也不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膨胀而膨
胀。总的来说今年青戏节
较以往有所进步，国际视
野更开放，表达的自信也
更强硬。 口述：陶子

北京国际
青年戏剧节
10

时间：2011年10月27日
至29日

地点：国家大剧院
介绍：作为莫里哀的最

后一部作品和法兰西戏剧
院的看家剧目，此版极大地
保持了法国文学的纯正性
与经典性，台词一字不改。
而剧中主角阿尔冈所用的
道具椅，几乎完全重现了当
年莫里哀演绎此剧的原貌。

顾问点评：简单的两块
白布建立了幕与幕之间的
关系。舞台上阿尔冈的那
把椅子，既是多功能的，也
是考究的，那考究中既带着
文化底气，也带着欧洲式的
傲慢。导演就是如此暗示了
这样一个舞台的整体氛围。
但他并不多走一步，让场面
变得不可收拾，往着流俗的
方向偏转。 口述：陶子

话剧《无病呻吟》3

时间：2011 年 11 月 10
日、11日

地点：国家大剧院
介绍：由英国指挥大

师西蒙·拉特率领有着“无
冕之王”之称的柏林爱乐
的进京，无疑是 2011 年古
典乐迷的最大的福音。此
次演出，128 人的豪华阵
容，带来的是布鲁克纳和
马勒两位作曲大家的第九
交响曲，使得北京与世界
同步聆听到了大师作品。

顾问点评：无论有多少
支世界顶尖交响乐团造访
过中国，但这支乐坛无冕之
王的第三度访华还是那样
与众不同。也许有朝一日，
马勒会成为下一个审美年
代的贝多芬，待到那时，拉特
也许会成为柏林爱乐在新世
纪最理想的舵手，其实，拉特
和他的乐团正在按此思路书
写历史。 口述：许渌洋

（下转C05版）

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5

（上接C04版）

凯文·史派西和《理查三世》成员在去年年底为中国观众奉上了一场表演盛宴。

屈中恒和冯翊纲在《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表演的很多段子都来自赖声川的亲身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