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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新闻 <<

11月29日至12月29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联、广东省美协主办的“理想之光
——广州红色岁月美术展”在广州举办。此次展览汇聚了115位艺术家的100件作品，分为序篇和“南粤曙光”“星火燎原”

“风起云涌”3个篇章，以“美术”的形式生动讲述广州在中共三大及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和重要机
构的红色故事。图为观众参观特邀油画作品《凝聚共识》。

文/文妍 广州市文联供图

““理想之光理想之光””

资 讯

·2023年12月6日

北京·艺评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

特约刊登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
全总文工团联合出品创排、海峡两
岸艺术家联合打造的话剧《寻味》
（龚应恬、李宗熹编剧，李宗熹导
演），最近亮相第十八届中国戏剧
节，是近年来话剧舞台上一部让人
耳目一新的佳作。该剧通过一个
家庭五代人跨越 70 年的亲情故
事，表现了两岸同胞的血浓于水，
更呼唤着善良、真诚、理解和爱的
人性本真；而该剧别具一格的叙事
方式及其委婉细腻、生活流式的艺
术格调，为剧场观众带来耐人寻味
的审美感受。

如果仅从故事来看，《寻味》似
乎并无太多新意。国民党老兵李金
标被迫去了台湾，在两岸隔绝状态
下，对母亲和家乡魂牵梦绕，好不容
易盼到两岸通信，却传来了母亲去
世的消息。最终，李金标一家还是
决定回到北京，开启新的生活。这
样的故事在舞台上并不罕见，而该
剧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在一个看
似寻常的题材中开掘出新意，以浓
郁的地域风情传递出具有超越性的
审美意蕴。剧中的故事在台湾和北
京展开，两地在特定时代下的地域
特征和风土人情都得到比较充分的
展现。舞台上的眷村是各地民众初
到台湾时的居住地，生活在此的邻
居们南腔北调、众声喧哗，生活艰难
却苦中作乐，就连那抵御台风的方
式也笨拙得有些滑稽，却让人心酸；
而北京胡同里的街坊们，没事就斗
嘴，有事就帮忙，表面上吵吵嚷嚷，
骨子里热情仗义，自得其乐的生活
状态中彰显着生存的智慧。通过这
样简洁而传神的戏剧场面，《寻味》
营造出特定时期台湾和北京两地民
众的日常景观，进而在浓郁的地域
风情中，传达出了超越时间、超越地
域，也超越文化碰撞的普遍性意蕴。

该剧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舞
台叙事带出了一些关键的历史节
点 ——1949 年 海 峡 两 岸 对 峙 、
1969 年人类首次登陆月球、1987
年打破海峡两岸隔绝、2008年北京
举办奥运会。然而，尽管如此，该
剧的创作主旨却并非通过小人物
的悲欢离合折射大时代的风云变
幻，而恰恰相反，它是以大时代的
变迁为背景，聚焦于在时代裹挟之
下寻常人物的那最朴素、最真挚的
情感，这就是亲情、乡愁、理解、包
容，以及爱的传递。作为传递爱的
桥梁的，是那碗牛肉面的味道，是
一封封家书承载的思念，还有那世
代相传的手镯和母亲编织的围巾
所寄寓的深情。很显然，这种情感
不仅仅属于过去或现在，也不仅仅
属于大陆或台湾，而是让每个时期
的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正因如
此，我对《寻味》的结尾特别欣赏：
一个在北京打拼的台湾小姑娘，在
除夕夜的最大期待，就是吃上一碗
带有台湾味道的牛肉面。小姑娘

“寻味”是因为想家，而想家并不只
是生活于大陆的台湾同胞想念海
峡对岸的家人，也不只是台湾同胞
想到大陆寻根问祖，实际上，这样
一种寄托着两岸一家亲的朴素表
达，触及了全人类共通的价值。这
就是该剧的超越性所在。

为了表现这种超越性，《寻味》
采用了一种并不常见的结构设置和
叙事方式。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
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动的对
称”。对称的主要是空间，流动的主
要是时间，在更多情况下，二者又是
彼此交融的。在剧情展开的台湾和
北京两地，处处可见对称的设置：都
在开面馆，都在写信和读信，同样是

家人争吵中饱含温情，同样是邻居
拌嘴后互帮互助。李金标一心要回
到北京，因为北京有他的老娘，有家
的味道；而北京胡同里的台湾小姑
娘心心念念的，则是一碗台湾牛肉
面。至于流动的时间，不仅表现在
过去和现在两条叙事线索交叉进
行、自由跳动，而且在情节的推进与
闪回之外，还有很多桥段往往只是
一个家庭场面，一个生活细节，或者
仅仅是人物一次转瞬即逝的情绪表
达。这样的时空变换和情绪流转，
在影视剧中可轻易实现，但在话剧
舞台上，则必须付诸相应的媒介。
就《寻味》的叙事而言，物质媒介是
家书，通过写信和读信，可以实现不
同时空的自由连通；精神媒介是人
物的情感，全剧场面的衔接不是依
赖生活的自然逻辑，而是遵循人物
的情感逻辑。二者相互支撑，就把
剧情中的物理时空转换为人物的心
理时空，舞台叙事也由此而获得了
空前的自由。在这样的情境中，即
便全剧从头到尾大幕未曾落下，仅
凭转台的转动和灯光的切换，就在
众目之下完成30余次的转场，自然
流畅、水到渠成，不能不令人叹服。

超越性的意蕴表达和心理时
空的灵动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就决
定了《寻味》的艺术风格：虽然情感
浓得化不开，但表达方式确是内敛
节制、不急不躁、娓娓道来、了无痕
迹，全剧就像一股悄无声息的生活
流，让剧中人物和观众一起沉浸其
中。对于表现最真实的生活、抒发
最朴素的情感来说，这种风格无疑
是合适的。它不是莎士比亚式的
激情澎湃，也不是《雷雨》式的撕心
裂肺，如果借一种经典戏剧风格来
做比照的话，似乎有一股淡淡的契

诃夫式的抒情悲喜剧的味道迎面
而来，轻柔淡雅却感情浓郁，润物
无声却沁人心脾。不过，《寻味》的
风格显然又与契诃夫有所不同：契
诃夫倾向于在苦涩、哀伤乃至荒诞
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寻味》则是直
接寻找生活中的美好和温馨；契诃
夫的剧作基本上仍是经典现实主
义的块状结构，每一幕的时空大体
固定，而《寻味》则在流动性上彰显
着自己的特色。

当《寻味》以生活流的方式表
现温情的时候，剧中自然地流露出
一些喜剧色彩。有时是简单的插
科打诨，如老北京帮人指路时卖弄
英文的滑稽场面；更多的则是通过
对比映衬来营造喜剧效果。李金
标一家回到北京，小茹表姐与台湾
亲戚之间两种不同语言风格的“交
锋”妙趣横生，尤其是李金标儿媳
淑萍用“台湾腔”与胡同大爷用“北
京腔”吵架的场面，让人忍俊不禁；
淑萍在北京胡同找厕所的经历，在
尴尬中透着诙谐；老年李金标失忆
后指挥儿孙抵御“台风”的滑稽动
作，则与此前眷村村长用谁也听不
懂的温州话发布台风预警，形成有
趣的互文。在一个流溢着温情的
作品中，这样的喜剧性是不可或缺
的，因为生活本身即是如此。

要将这悄无声息的生活流呈
现在舞台上，对导演和演员都是一
种挑战。整体来看，导演以超常的
掌控力使舞台风格保持统一，在舒
缓的节奏中蕴涵着张力，演员的表
演既内敛蕴藉，又洋溢着激情。夫
妻争执点到为止，青年恋爱含蓄简
约，邻里间的争吵貌似激烈，却通
过一块匾、一碗面就轻松化解了。
即便是在人物情感到达临界点，几
乎要勃然迸发的时候，也往往是反
其道而行之，不是往外“放”出去，
而是向内“收”回来。剧中给我留
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李金标母亲去
世那场戏。李金标的儿子光启拿
着信站在门口，却一个字也读不出
来；李金标一开始满怀期待地要听
信，继而从儿子的表情中意识到发
生了什么，他不敢相信、不愿相信，
却又不能不信，一时间茫然失措、
失魂落魄；就在众人都以为他会放
声痛哭的时候，他却强忍悲痛，一
言不发，踉踉跄跄走进厨房，给客
人下面；此时，光启夫妻却再也忍
受不住，背过身去失声啜泣。这个
场面极其动人，但它绝不是刻意煽
情。此时无声胜有声，却让人潸然
泪下。最能体现表演激情的，就要
属北京天桥那场戏了。失忆的李
金标误把天桥当成了1949年开往
台湾的航船，他不顾一切地要往下
跳，因为他知道，一旦到了台湾，就
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这场
戏，台上台下同频共振，营造出极
佳的剧场效果。

当然，《寻味》毕竟刚刚搬上舞
台，尚有进一步打磨提升的空间。
作为一部以“味”为主线的作品，李
金标失“味”和复“味”的情节处理
得稍显简单了些，“寻”的丰富意义
也就未能充分展现；在“家”作为主
要情感寄托的舞台上，身为土生土
长台湾人的淑萍定居北京后对家
人的思念，似乎也应有所体现；在
表现李金标一家的北京生活时，如
果能将年轻一代的奔波劳累、青春
叛逆，以及那些表现老街坊们的生
活气息的场面，都统摄在“寻味”的
整体意象之下，就更能抵达形散而
神不散的艺术境界了。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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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悦） 11月29日晚，由天津音乐学院
民乐系师生呈现的“润物·薪声”民族室内乐音乐会在国家大剧
院上演，著名二胡演奏家、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陈军担任
艺术总监及导聆。作为2023年第十六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
舞台艺术精品展演中的一场演出，体现了天津音乐学院“教育
为主、实践育人”的教学理念。

民族管乐重奏《唢古呐今》是为管乐重奏组合“唢古呐今”
量身定做的同名首发作品；胡琴重奏《蒙山沂水情》采用《沂蒙
山小调》与电影插曲《沂蒙颂》的旋律进行编创；古琴三重奏
《流水》借鉴了西方作曲技法；琵琶重奏《楚汉之战》从传统琵
琶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中获取创作灵感；笙重奏《天
地人和》在创编过程中对表演形式、曲式结构以及所使用笙的
种类等进行了丰富；阮重奏《山歌》令人置身于多情的山谷之
中……最后，由民乐系优秀教师团队带来的民族室内乐《我的
祖国》为音乐会拉上帷幕。

天津音乐学院“润物·薪声”展青春风采

本报讯（记者 蒲 波） 12月3日，“看见明天”中国盲
人协会与中国盲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公益音乐会在全国政
协礼堂举行。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全国政协、中宣
部、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盲人代表、残疾人观众等近千人现场
欣赏了音乐会。

音乐会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乐之光合唱团童声合唱《乘着
歌声的翅膀》中拉开序幕。整场演出共14个节目，分为“不忘
初心”“继往开来”“看见明天”三个乐章，来自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中央音乐学院、长春大学、山水民乐团、春蕾梦想合唱团的
演员，著名民谣歌手周云蓬，盲人歌唱家肖琴等表演了精彩纷
呈的节目，向观众传递了盲人群体努力拼搏、不懈追求美好生
活的精神力量。

本次活动由中国盲人协会、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残疾人
特殊艺术指导中心、中国盲文图书馆主办。

中国盲人协会、中国盲文出版社
成立70周年公益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冉 丹） 11月30日，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编辑部、期刊管理
处承办的“新时代艺术评论理论与实践·《艺术评论》创刊
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文化和旅
游部艺术司一级巡视员周汉萍，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
委副书记周庆富出席活动并致辞。田青、王安奎、冯双白、
王一川、李心峰、夏燕靖等1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
现代化视野中的艺术创作与评论、新时代文艺工作与文艺
类期刊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国艺术
评论的民族特色与世界视野、艺术创作与艺术评论的交流
互动等议题进行主旨发言。

《艺术评论》创刊于2003年，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管、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术类学术月刊。创刊20年来，
《艺术评论》聚焦古今中外重要的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现
象和重大艺术理论问题，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
美学的观点开展艺术评论，努力促进艺术实践与理论的深
度交融、艺术创作与评论的良性互动。

《艺术评论》创刊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 琼） 11月29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
学委员会、江浙省作协、义乌市人民政府主办，义乌市文联承
办的第四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启动仪式在中国现
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浙江省作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金华市
副市长、义乌市委副书记、市长叶帮锐出席活动并致辞。

启动仪式上，组委会发布了“童一首诗 同一个梦——童
诗写作倡议书”，号召所有诗歌爱好者开展童诗创作。本届大
赛还发起了童诗写作进校园行动，向来自北京、深圳的6所学
校授予了“童一首诗 同一个梦——童诗写作联盟校”。据了
解，组委会将通过组织诗人进校园讲座、举办少儿诗会、开展
诗人大手拉小手等活动，培育校园诗歌土壤，培养青少年诗歌
作者，促进童诗在校园的落地生根，以“诗育”引导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拓展审美空间，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四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启动

本报讯 11月29日，由黑龙江省文联、哈尔滨市教育
局主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民间文艺类）省文联‘六单’志
愿服务成果展暨哈尔滨市中小学劳动实践非遗传承师生
作品展”开幕式在黑龙江省文联臻艺艺术馆举行。黑龙江
省文联党组书记马新，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黄锦秋、王
广，哈尔滨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泉等出席开幕式。

多年来，黑龙江省文联运用“建单、点单、派单、接单、
跟单、评单”的“六单”式文艺志愿服务工作方法，选派民间
工艺家进入中小学课堂，利用优秀民间文艺拓展课堂的深
度和广度，构建了具有特色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路径，本
次活动基于“六单”文艺志愿服务的丰硕成果，自11月1日
起面向哈尔滨各中小学校征稿，共收到涵盖陶瓷工艺、雕
刻工艺、扎染等16个民间工艺类别的投稿作品3600余
件，最终有96件教师作品和101件学生作品在此次展览
中亮相。展览将持续至12月10日。

黑龙江省文联“六单”志愿服务成果展启幕

本报讯 厦门大学原创话剧《哥德巴赫猜想》11月28
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哥德巴赫猜想》是厦门大学以陈景
润为原型推出的原创话剧，也是“共和国的脊梁——科学
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的入选项目之一。该话剧以陈景润在
厦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生活为主要线索，紧紧围绕他与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性数学难题的密切关系展开，讲
述了他在人生每一阶段不断突破困境，刻苦钻研、永不放
弃自己的数学梦想，最终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取
得历史性成果的故事。

据了解，该剧是厦门大学特色美育实践课堂，以艺术
形式生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中，以“师生演校友、师弟演学长”“老师带学生、学
长带学弟”的模式代代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让陈景
润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原创话剧《哥德巴赫猜想》亮相国家大剧院

话剧《寻味》剧照

本报讯 12月1日，由江苏省文联
主办的“盛世芬芳——江苏省文艺大奖
2023年度颁奖晚会”在江苏广电荔枝大
剧院举行。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爱军，江苏省副省长徐缨，江苏省委副
秘书长仲红岩，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刘
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
文联主席章剑华，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常胜梅出席活
动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江苏省纪委监委
派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江苏省委
省级机关工委、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新
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省演艺集团、江苏省文投集团等相
关部门领导，江苏省文联主席团成员、江
苏省文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江苏省各
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苏各设区市文联领

导及产行业文联负责人，江苏省文艺大
奖2023年度获奖艺术家以及各文艺家
协会会员代表参加活动。

江苏省文艺大奖是江苏省文联设
置的各艺术门类最高奖项，多年来为展
示江苏文艺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激发
各艺术门类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发挥了
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本届文艺大奖颁
奖晚会是江苏省文联首次为江苏省文艺
大奖举办的综合性颁奖，是全省文艺创
作成果的集中呈现，充分展示了江苏多
门类艺术的成就。

本届文艺大奖对戏剧、电影、音乐、
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杂技、文艺评论等
8个艺术门类开展了评奖工作，参评作
品2113件（人）。经过认真严肃、公开公
正、科学规范的评审，共评出获奖作品

270件（人）。
晚会以“盛世芬芳”为主题，共分“姹

紫嫣红”“春华秋实”“锦绣未来”三个篇
章，融合戏剧、音乐、曲艺、舞蹈、影视、美
术、杂技等不同艺术门类，充分展现了江
苏文艺的深厚底蕴、创新活力和丰硕成
果。节目大多由2023年江苏省文艺大
奖获奖作品经获奖演员二度创作加工后
组合而成。 （童 琛）

江苏省文艺大奖
2023年度颁奖晚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