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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娱乐还是自己娱乐？---第 11 届中国戏剧节亲历有感 
李洪涛、董军 

原创 

- 

     

    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今年在厦门特区举办，共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 28 台戏剧作品参加展演。此次戏剧节与其说是中国戏剧节的

最高盛会，不如说是中国戏剧人自娱自乐的盛会，何以见得？  

  

              一、 中国戏剧节与厦门人民有关

吗？ 

    为了筹备此次中国戏剧节，厦门市委市政府作了很多工作，

市政府为戏剧节提供了最好的剧场、一流的住宿和高规格的接待。

戏剧节开幕当天，厦门市许多主干街道的两旁，插满了庆祝第十一

届中国戏剧节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彩旗，十步一帜，从专家们住

的宾馆一直插到主会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中国戏剧节与厦门人民有密切关

系。28 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出团队，带来了据说是代表国家级水

平的 28 台戏剧艺术精品，每剧在这座数百万人口的特区城市只有

两场演出，戏票价格不高（280 元至 60 元），机会难得。但尽管

如此，厦门观众看戏的热情仍然不高，每场戏开演后，剧场门口售

票桌上总要留下一大摞没卖出去的戏票。 

   贵州话剧团演《天地文通》时，王晓鹰导演见观众寥寥，让剧

场把观众全部驱赶到前排中央，于是购买丙票丁票的观众全部获得

了乙级座位（甲座是专家席，不买票），此后几天乙票就再也卖不

出去了，观众已经有经验了。 

    组委会从厦门高校组织了上百名大学生志愿者，任务之一是

在剧场门口查票，防止有人混入，起初可谓戒备森严，但由于每天

都坐不满，后来一开场就可以撤岗了。大学生志愿者们下岗后宁可

在休息厅打扑克，竟无一人参加观剧，问起剧情来一律都是一问三

不知，据笔者了解，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学文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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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厦门人民看戏热情不高，商家的热情也不高。除了接待嘉

宾的旅行社忙得不亦乐乎外，剧场门口每天冷冷清清，没有商业、

没有推销、没有戏剧节专用产品，没有相关的广告牌……。个别剧

场门口连冰棍矿泉水都没有卖！ 

   剧场里每天见得最多的，是乘坐旅行社大巴按时到场的专家团

和嘉宾团，还有一些是买了套票的各地文艺工作者、当地职业艺术

学校学生，久而久之，观众看观众，比观众看演员更眼熟了。 

   剧场里更换比较勤快的是外地观众：演越剧来了一帮浙江人；

演晋剧又来了一帮山西人（不知为什么家乡人要跑这么远来看家乡

戏？），带头鼓掌、上台献花，大多是这些人的活计，有时演员上

台亮相还没开口，他们也要鼓掌，令四座侧目。这些人上台献花更

是秩序井然，一看就知道是被事先排练过的，有时他们的“导演”

就站在台口指挥。 

    贵州话剧团演出时，没有贵州观众前来鼓掌吆喝，只有一名

瘦高个留长发的男子在最后一排煽动观众，走近细看，乃该剧大名

鼎鼎的总导演王晓鹰是也！ 

    以上是笔者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现场的部分所见所闻。 

  

                   二、从大众娱乐到自娱自

乐 

    上文所述种种现状，和中国戏剧界自娱自乐的态度不无关

系，而中国戏剧界的自娱自乐，最严重则是我们专家评委队伍的自

娱自乐。 

    我们参加了本届戏剧节的三次专家点评会和一次国际交流

会，对比非常强烈。以国内专家为主体的剧目点评会就戏论戏，缺

乏对于戏剧发展的前瞻性思考，而国际交流会上的专家学者无疑要

更加务实一些。 

    几乎所有的国内专家在点评剧目时，都把作品放置于一个

与观众无关的理论真空中，然后像中学老师分析课文一样，分析作

品的各种元素：主题、思想、结构、人物……。殊不知从节目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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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届戏剧节的主创人员，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学历最低的也

是大专，他们早就超越了听课文分析的年龄，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些

有关戏剧传播方面的实际帮助。由于这支专家队伍比比皆是的隔离

式思维与误导，导致中国戏剧越来越缺少观众，中国戏剧节一届比

一届更自娱自乐！ 

    越剧《陆游与唐婉》被许多专家认为是本届戏剧节的优秀作

品。笔者并不否认，剧作大家王仁杰的唱词确实非常工整，很多时

候你都分不清哪一句是陆游的，哪一句是王仁杰自己的。笔者也不

否认，从女性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在同类题材中是有新意的。但

剧本一开始就写唐婉与陆母不合，离家出走，缺少陆、唐之间的爱

情铺垫，“东风恶、欢情薄”，但王仁杰只写了东风恶，没有涉及

欢情薄，致使观众始终无法进入主人公的感情世界，只是在理性地

冷看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再加上全剧唐婉的内心独白几乎占了三

分之一的篇幅，节奏拖沓、剧情平淡，致使很多观众无法把这戏看

完，中途退场者众。 

    像这种无视观众感受、自娱自乐的戏，虽出自大家手笔，但

观众只要与过去的同类题材稍加对比便自有判断。而我们的剧评专

家竟把这些无视观众的举动也说成创新，那么我们也只能说，这种

创新实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创新！ 

    自诩为音乐剧的《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不仅毫无音

乐剧所必须的那种娱乐元素，并且剧作家凭空捏造了一个与现代人

精神相违背的伦理故事，歌颂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变态女性对金钱

的拒绝。内容十分可笑。而某些专家竟然从反对拜金主义的角度，

对女主人公的变态大家赞赏，可见中国戏剧界自娱自乐的想象力还

是非常丰富的。 

    还有这次获奖的秦腔大戏《大树西迁》，讲述中国知识分子

支援西部建设，鞠躬尽瘁的故事，内容确实非常好。但这样的剧情

是否适合秦腔，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剧中核裂变、核聚

变、世界先进科技等术语和词汇，用秦腔唱出来非常别扭。熟悉秦

腔的人觉得这不是秦腔，不熟悉秦腔的人则觉得用这种腔调来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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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支边的悲壮命运，彷佛是在开玩笑。以致剧中主人公半个

世纪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似乎还不如一个卖鸡蛋的农村妇女生动

可信。 

     像这种无视戏剧艺术规律和剧种特色的随意编排，许多评

论专家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声泪俱下地高调评价之，其实那只能是

政治功利上的自娱自乐！ 

    和《大树西迁》相同的还有话剧《天地文通》，全剧用一种

极其概念化的、说教的表述方式，演绎一个以固守封建礼教文化为

人生乐趣的封建大家族，严重背离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本届戏剧节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大导演查明哲的内蒙二人台

《西口好人》，该剧的剧本随意性很大，甚至有明显的逻辑问题，

以至于部分专家对于如何评价这个戏无所适从，但该剧过去在当地

演出很受观众欢迎，查明哲导演执导筒之后，没有忙于修改剧本，

而是寻找一种非常独到的舞台形式，把北方皮影戏和真人演出的二

人台结合在一起，为这个有明显逻辑问题的剧本，找到了一个恰到

好处的表现方式，内容和形式融为一体，使观众忘却、甚至接纳了

这种剧情上的不严谨，成为本届戏剧节化腐朽为神奇的佳话。 

    中国戏剧节何时走出自娱自乐，中国戏剧何时就有希望！而

重铸中国戏剧文化的辉煌，首先必须改造这支戏剧评论专家队伍和

戏剧节的点评方式。 

  

                三、  舞台上挖河与八大集装

箱 

    戏剧原本是假定性艺术，所谓假定性，就是戏剧舞台上所呈

现的、与自然形态有差距的戏剧形态。他是靠戏剧舞台与观众之间

千年不变的心理契约维系的艺术法则。靠这个基本法则，古今中外

戏剧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再现了一个又

一个令人神往的“规定情景”，给观众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戏剧梦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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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曾几何时，舞台声光电技术、大布景、大制作却在戏剧

艺术最不景气的年代，充斥了我们的戏剧舞台。很多人认为只有这

些手段可以拯救戏剧艺术。 

    本次中国戏剧节，东北某评剧团带来的大戏《我的呼兰

河》，光布景道具就装载了 8 大卡车，浩浩荡荡，令人咋舌。连总

政话剧团的政论大戏《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也望尘莫及。另一

个省区的文化官员立刻责备属下的剧团：“看看人家一来就是8 大

卡车，我们为什么才 7 大卡车啊？” 

评剧《呼兰河》的创举当然不仅仅是 8 大卡车，导演还要求剧场在

舞台上为他开一条河，要让真水在舞台上流过，这可难坏了厦门各

大剧场，该剧组屡换剧场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循环水流的舞

台。但结果却令观众大跌眼镜，舞台上的这条“真河”，比任何一

部戏剧作品中的假水还要虚假。水的质感、流速、颜色、张力，都

不是肖红笔下的那条北方河，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意境了。 

    而据笔者所知，《呼兰河》在厦门的两场演出，除专家之

外，购票观众不足一千人，票房总收入不到 10 万。新加坡戏剧大

家蔡曙鹏先生惊叹：这是什么样的性价比？政府给你们如此优厚的

待遇，我们在国外实在想都不敢想。 

    《呼兰河》剧组在舞台上开河，没有给我们带来艺术方面的

惊叹，只带来了海外同行们在艺术以外的感慨！ 

     回到戏剧假定性这个话题来思考，《呼兰河》这种做法无

疑是多余的，中国传统戏曲中水戏比比皆是：《秋江》、《打渔杀

家》、《水漫金山》、《柳毅传书》、《阮小二》……，近现代有

《沙家浜》、《磐石湾》、《龙江颂》……，任何一剧所写到的水

域，都比呼兰河壮阔得多！如果《水漫金山》也要使用真水，舞台

上不断层层涨水，那么观众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呢？ 

    现代声光电技术、舞美大制作不是拯救戏剧艺术的灵丹妙

药，如果戏剧脱离了人民群众关注的现实生活；如果舞美制作背离

了千百年来中外戏剧舞台与观众之间共同成就的假定性契约，那么

我们的戏剧艺术必将丧失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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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河》是本届戏剧节的获奖剧目，专家们的评价很不错，

但从戏剧艺术的发展道路来看，这样的作品可以存在，但不值得提

倡！ 

    这几年为什么小剧场话剧比较受观众亲睐，很重要一个原因

在于，小剧场戏剧的现实性和娱乐性强，虽然艺术性、思想性的高

度略显不足，但他至少贴近人民群众、贴近现实生活。 

    在好莱坞大片充斥文化市场的今天，我们的戏剧艺术绝对不

要去比拼大制作，比不赢，也没有必要比！现在电影院里有得是大

制作，观众进剧场肯定不是来看大制作的，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

就成功了一半！ 

    这次戏剧节给我们启示比较深的，是中国京剧院带来的《浮

生六记》，该剧总共只有四个演员、一套写意的戏曲布景，却演绎

了一对中国知识分子夫妻一生的情爱。作为国家级院团，中国京剧

院排大戏的条件或许更优厚，但这几年中国京剧院一直致力于探索

深受青年观众喜爱的小剧场京剧，争取更多的现代观众走进剧场，

观赏国剧，同时也致力于复原中国传统戏曲写意的原生面目，《浮

生六记》就是这种小剧场理念的具体实践。该剧从排演到参加中国

戏剧节，制作总成本迄今只有 40 多万。 

    台湾校园戏剧《呐喊窦娥》布景也非常简单，但他所演绎的

思想却是非常深刻的！对于关汉卿原作的解读是独到和非常有见地

的！ 

   《浮生六记》和《呼兰河》，两种不同的编导理念，同时也是

两种不同的戏剧发展前瞻性思考！ 

  

             四、重视戏剧传播学的研究 

     中国戏剧的现状是艺术和市场两张皮！ 

     一个多年争论，多年悬而未决的矛盾是：我们的市场经营

者总在责怪编导没有出好戏；而编导也总在责怪经营者没有积极帮

助他作推广。两边争吵不休，两边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其实最根本

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戏剧传播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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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作品可以成为商品，但不是一切戏剧作品都可以立刻

成为商品。艺术和市场之间，必须有一个过度的桥梁，这个桥梁的

搭建取决于我们对戏剧传播学的认知程度。 

    现在戏剧界人士要么关在象牙塔里研究所谓的高雅艺术；要

么一门心思研究经营管理之道、奢谈市场。但这两种学问没有实现

对接，研究经营管理的不懂艺术；研究艺术的不懂市场，结果两种

人都在自娱自乐中不能自拔。 

    研究市场和研究艺术，必须首先统一到戏剧传播学的范畴

来，明白为什么演戏？演给谁看？解决好传播定位的问题。只有先

解决传播定位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走市场的问题。 

    文化产品大体可以分为收藏类产品、传播类产品和服务类产

品三大类。 

    戏剧不是收藏类产品，因为他具有非物质属性；戏剧也不是

服务类产品，因为他除了造梦功能，欠缺其他实用性。说到底，戏

剧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戏剧是传播类产品。自己做梦不是戏

剧、为别人造梦才是戏剧！ 

    任何一种戏剧产品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实现他的社会价值。 

    现在很多戏剧作品主题非常伟大，但他没有观众，没有观众

就不存在传播，最后其社会价值为零，因为是零传播！ 

    现在我们对于戏剧作品的主题立意考虑得很多，对于这个主

题能否真正变现成社会价值考虑得很少；甚至很多人认为主题等同

于社会价值，这其实只是一种政治功利上的妄想！一种社会学意义

上的自娱自乐！ 

    《大树西迁》的主题很伟大，但找不到正确的传播途径：喜

欢秦腔的观众不认可他的曲调；不熟悉秦腔的观众难以认可这种表

述方式，所以笔者认为这出戏基本上没有社会价值，也没有艺术价

值，更没有市场竞争力。 

     戏剧作品的思想性如此，艺术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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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与唐婉》艺术精湛，但同样存在艺术与传播不和谐的

问题，观众不接受这样的节奏和情感表述，无法入戏，这部作品的

艺术价值也只能是自梦其梦了！ 

    至于《呼兰河》，则很可能要为这种自梦其梦付出更大的代

价！ 

假定性艺术的实用功能就是为观众造梦；而戏剧传播学的核心关键

词，应该是“为谁造梦！？” 

    小剧场之所以收到欢迎，是因为他找到了正确的传播途径。

明白为谁造梦？ 

    在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都在进一步分众的今天，戏

剧作为非大众传媒，更是分众明细，在一台大戏常常只有几千观

众、几万观众的前提下，写什么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怎么写也不

是核心问题；写给谁看才是戏剧生存的核心！ 

   笔者并不一概反对戏剧节和戏剧评奖，但为专家评委写戏的那

种传播定位，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极其狭窄的；真正的戏剧评奖应该

重点考察一个剧目已经获得的社会效益；而不能总是考察他可能获

得的社会效益！真理应该通过实践来检验。 

   笔者也并不一概反对自娱自乐，自己都娱乐不了的东西如何娱

乐别人呢？但作为传播类文化产品，自娱自乐是最初级的阶段，是

幼儿园学历！中国的戏剧家们何时能够升学呢？ 

   电影《霸王别姬》有句台词：“是人就会看戏，不会看戏就不

是人”。 

如今韩国大学园区的戏剧一条街，经常活动的剧团就有 70 多个；

新加坡每年能上一出大戏的票有组织就有 58 个……，中国的戏剧

市场不也同样丰富吗？ 

   裴艳玲大师压轴戏《响九霄》主唱词：戏是我的根、戏是我的

梦、戏是我的爱、戏是我的命。因为我们挚爱戏剧艺术，所以我们

写……。 

   但愿下一届中国戏剧节能让重庆观众真正地喜闻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