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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四届老舍戏剧节
“我在现场”：体味舞台现场之美

中新网北京11月
5日电 (记者 高凯)“
戏剧舞台之美我觉得
在于人们在同一个空
间进行情感交流，这
在当下更显珍贵。”
知名戏剧导演方旭如
此描述舞台现场的意
义。

1 1 月 5 日 ， 第 四
届老舍戏剧节文化活
动板块“我在现场”
单元与中央戏剧学院
合作，于天桥艺术中
心呈现了一场题为“
戏剧之于艺术生涯”
的体验活动。

现场，中戏导演
系学生特别呈现了经
典戏剧作品《家》的
片断表演，而后，中
戏老师、艺术家、明
星校友共同带了一场
精彩对谈。

话剧《家》系戏
剧大师曹禺根据巴金
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曾被誉为从文学作品
到戏剧剧本改编的典
范，是中国戏剧舞台
上长演不衰的经典作
品，也是许多专业艺
术院校学生大戏的首
选。

2018年，中央戏
剧学院导演系杨硕老
师和霍樱老师带领导
演 系 的 学 生 重 排 《
家》，登上了国家大
剧院的舞台，并代表
学院赴罗马尼亚参加
了第二十五届锡比乌
国际戏剧节。

两位老师当日介
绍说，“这是一版从
内容到形式都力求有
所突破的《家》，它
将最大限度的以诗意
的方式展现人的精神
生活。”这一次的创
作中，两位导演将巴
金先生的小说、曹禺
先生改编的剧本以及
英若诚先生在美国排

演版本的剧本进行了
大胆的融合与改编，
意在更大限度的突出
原著中深刻的作品思
想，富于诗情的戏剧
意境，以及浓情诗意
的语言的艺术特色，
也 促 成 了 这 一 版 《
家》在二度创作中追
求诗化风格、民族品
格、强化人格的创作
根基。

活动中，中戏导
演系2018级本科班重
现了这一版本《家》
的片断，带领观众共
同领略了经典文本与
戏剧的魅力。

此外，本届老舍
戏剧节剧目展演单元
也特别选入了曹禺编
剧的北京人艺版本《
家》，在这位戏剧文
学大家110周年诞辰
之际献上敬意。

针对经典作品的
当下解读，霍樱当日
表示，“经典作品值
得我们不断去挖掘，
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
也正是因为其深厚的
内 涵 ， 以 《 家 》 为
例，这一版本我们提
炼出的主题是人所面
临的困扰究竟来源于
自身还是客观，这其
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的问题。”

在北京人艺舞台
上 塑 造 众 多 人 物 形
象的闫锐当日强调了
表演积累对于舞台的
意义，“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此言不
虚，不论演员还是导

演，对于舞台的琢磨
都是没有尽头的，我
认 为 ， 从 表 演 方 面
说，走心的重复对于
演员最终对于作品和
人物的理解是有很大
促进作用的。”

对 此 ， 方 旭 表
示，“不同人对于表
演有不同的理解，但
我 认 为 无 论 如 何 ，
感 同 身 受 应 该 是 一
切的开端，用感受带
行为和语言，感受在
前。”

“我在现场”单
元是第四届老舍戏剧
节“戏剧茶馆”文化
活动的一部分。作为
老舍戏剧节的固定板
块，“戏剧茶馆”文
化活动致力于为观众
们打造更多元的戏剧
感受方式——除了走
进剧场观演，还可以
在剧场之外的空间通
过对谈沙龙、主创见
面会、剧本朗读、主

题讲座等活动形式感
受戏剧文化魅力。

今 年 受 疫 情 影
响，艺术家们渴望回
归舞台与观众互动，
观众们更是期待着精
神食粮的抚慰，除了
走进剧场观演外，戏
剧节方面表示，更希
望通过“戏剧茶馆”
文化活动，营造真实
的、充满人气的“在
现场”氛围，呈现戏
剧独特的“在现场”
魅力，以触手可及的
艺术温暖让观众身临
其境感受戏剧之美。

据悉，在12月第
四届老舍戏剧节文化
活 动 板 块 “ 我 在 现
场”单元还将与北京
大学戏剧社合作，带
来又一场线下活动。
活动中，北大剧社的
同学们将带来一部为
老舍戏剧节新创的戏
剧作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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