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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如何进行跨文化对话？
新华社记者白瀛

面对西方戏剧源头的古希腊
戏剧，中国导演如何排出自己的民
族特色？面对经典的莎士比亚戏
剧，中国导演如何实现跨文化的对
话与交流？日前在京召开的中国
戏剧家协会导演艺术委员会 2024
年年会暨导演创作与教学学术研
讨会上，多位专家对于戏剧的跨文
化创作和中西戏剧融合的话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在跨文化创作趋于常态的今
日，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的碰撞
与对话不断进行，中国戏剧若无法
以自信的姿态面对自身文化与其
他文化的关系，或将成为固步自封
的文化孤岛，或将在强势文化的冲
击下丧失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中
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杨硕说。

他援引社会学家费孝通关于
“文化自觉”的阐述认为，戏剧导演
在跨文化创作中的文化自觉至关
重要，不仅要深刻理解自身文化传
统，还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外来文
化，以避免单纯的文化移植和表层
拼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前夕，英国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邀请世界各地
剧团用 37 种语言分别排演莎士比
亚的37部剧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受
邀演出汉语普通话版《理查三世》，
时任副院长的王晓鹰担任导演。

剧中，创作者融合中英两种文
字创造了一种“英文方块字”的视
觉符号，在条屏上组成主题词；男
主人公使用话剧的语言形式，女主
人公使用京剧的“韵白”形式，进行
交流、对话；主人公对话时俊朗自
信与独白时丑陋凶残的对立形象
交替呈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辩证
思想……

“《理查三世》在表现形式上应
用了中西方诸多不同的手段，但无
论从整体还是局部，都透露出中国
传统戏剧美学精神。”杨硕说，王晓

鹰在深悟中西戏剧特性的前提下，
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展示了中国
艺术家的文化自觉，探索了如何在
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艺术创作实现
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吴
卫民认为，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中国戏剧创作已从“跨文化”
发展到“融文化”阶段，导演在这一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
创新与合作，推动着中国戏剧艺术
的发展和变革。

“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融
合，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
像咖啡加牛奶的关系。”中央戏剧
学院原副院长罗锦鳞说。

1986年以来，罗锦鳞导演的 10
余部古希腊戏剧数十次赴欧洲和
拉丁美洲访问演出，尤其用河北梆
子演出的《美狄亚》《忒拜城》、用评
剧演出的《城邦恩仇》在中国戏剧
界独树一帜，也向西方推广了中国
戏剧。

他导演的作品中，话剧《俄狄
浦斯王》用中国戏曲中的“硬抢背”
身段来表现主人公得知自己是杀
父凶手后的内心震动，河北梆子

《美狄亚》用跑圆场等中国戏曲的
程式渲染主人公弑杀亲生孩子时
的肝肠寸断……

罗锦鳞指出，跨文化创作要寻
找相关文化的美学相通相似之处，
如古希腊戏剧庄严肃穆的特征和
中国戏曲的写意虚拟特征具有相
通之处，古希腊戏剧的歌队和中国
戏曲的帮腔有相似之处，创作时都
可以加以“化用”。

杨硕认为，中国戏剧要在跨文
化背景下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需
要创作者建立正确的自我文化认
知，发扬自身文化特点和优势，在
与其他文化碰撞、融合中完成文化
重塑，创造崭新的艺术作品生命。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2012年3月14日，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中文普通话版莎士比亚历
史剧《理查三世》在进行赴伦敦前的试演彩排。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摄

刘和刚：

民歌唱的就是
老百姓自己的事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余佩璇）“我儿子
从小就会唱《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民歌，到小学三年级突

然不唱了。他说学校没人唱这歌，会被同学笑话。”歌唱家
刘和刚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民歌唱的就是老百

姓自己的事，但受流行音乐等冲击，中国民歌遭遇传承瓶颈，
但只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民歌这棵“老槐树”终将枝繁叶

茂，浸润人心。
“中国民歌遭遇传承瓶颈”

刘和刚说，民歌是 56个民族从茶余饭后、劳作当中产生的音
乐，饱含着生产生活的智慧和真挚的情感。“民歌跟普通老百姓息息
相关、血肉相连，只要你喜欢，张嘴就可以唱。”

刘和刚说，许多经典民歌凝聚着历史和文化，承载着大众的共
同回忆。但即便是拥有如此深厚文化底蕴的歌唱形式，在当下也面
临时代挑战。

“受流行音乐等冲击，中国民歌遭遇传承瓶颈，很多‘90 后’‘00
后’都不知道啥是民歌。难道它快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和刚揪
心地说。

“民歌是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根，它就像一棵‘老槐树’，它的蓬勃
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支撑。”刘和刚说，民族音乐在培养审美情操，地方文
化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接受新鲜文化和音乐的同时，不能忘
记、更不能扔下它。

新时代的民歌要与时俱进”
“我热爱中国民歌，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民歌发扬光大。”2022

年起，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民歌、传承民歌，刘和刚创办“中国经
典民歌展演”活动，通过比赛、举办公益演唱会等方式，让民歌走进校
园，力求推出更多新人佳作。

“在传承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保留中国民歌特色特点的同时，
尝试运用新的方式包装和改编。”刘和刚说，“新时代民歌也要与时
俱进，通过调整民歌咬字位置和方法，再把伴奏换成电声乐队，从
而创新民歌的表达。”

创新技法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温时代记忆，民歌音乐会
以崭新的形式多次走进大学和地方，广受欢迎。“我会把民歌展
演的工作坚持做下去。”刘和刚坚定地说。

“民歌这棵‘老槐树’终将枝繁叶茂”
“民歌唱的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想创作出让老百姓喜爱

的优秀作品，就要深入感受和体验生活，不然作品就是冷冰
冰的。”刘和刚说，现在一些文艺作品商业气息过浓，甚至有
些“假大空”。“创作过程走马观花的太多，真正走进老百姓
内心、表达老百姓心声的作品太少。”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同时不断创新，民歌这棵‘老槐树’终将
枝繁叶茂，浸润人心。”刘和刚说。

如今，在刘和刚等越来越多文艺创作者的共
同努力下，传统民歌不再拘泥于单一的表演模

式，而是融合更多元素，以新形式演绎传统曲
目，相信在未来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