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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主流话剧人气淡商业剧陷低俗，专家：

拍市场马屁未必有好结果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本报艺术团李鳌

晋级“新声音”决赛

本报讯 第15届德国“新声
音”国际声乐比赛将于今年10月6日
在德国居特斯洛市举行。前不久，本
报艺术团签约演员、山东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研究生、现就职于美国旧金山
歌剧院的青年男低中音歌唱家李鳌，
在美国芝加哥赛区的比赛中，成为唯
一一位获得直接晋级德国总决赛资
格的歌手。

“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是享
誉世界的著名歌剧声乐比赛，它主
要面向全世界在歌剧和轻歌剧、音
乐剧领域有望脱颖而出的年轻音
乐人才敞开大门，每届比赛均采取
分国家和地区举行选拔赛的方式
选拔优秀选手。今年报名此项大赛
的一共有1428人，将在全世界22个
城市选拔40位歌手进入德国的总
决赛。 (本记)

《我的极品是前任》

上线

本报讯(记者 邱祎) 搜狐
视频自制剧《我的极品是前任》9日
正式上线，据搜狐视频自制内容
部门负责人介绍，这部由搜狐视
频当家主持人于莎莎主演的自制
剧继续沿袭了《屌丝男士》的搞笑
短剧风格，继续以更适合互联网
用户习惯的段子喜剧模式打造，
坚持质量标准化。

《我的极品是前任》会沿袭周
播的模式，第一季9日正式上线，每
一集时长在15分钟左右。据悉，这
部新的自制剧将有海量明星参
演，接下来，包括王学兵、邓超、李
学庆、李炜、曹云金、大鹏、李学
庆、后舍男生、多亮、柴格、伊一、
华少、陈柏霖在内的众多明星都
会陆续出演。

大众报业集团主办

少儿书画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由大
众报业集团和中国人寿山东省分
公司主办的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
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八
届，日前，第九届少年儿童书画大赛
如期拉开帷幕，面向全省少儿征集以

“梦想家园”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大赛
设金奖30名、银奖60名、铜奖100名、优
秀奖200名。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
用。参赛作品类别为书法类和绘画
类(包括国画、油画、简笔画、版画、
剪纸等)。参赛者只可递交一幅作
品，尺寸不限，作品不退稿。征集时
间截止到6月6日。收稿地址在济南
市泉城路山东轻工大厦7楼山东新
闻美术馆。

《天下收藏》

走进民间寻重器

本报讯(记者 邱祎) 12日，
北京卫视《天下收藏》“辨真假，寻
重器”——— 民间藏品征集暨免费鉴
定活动(第三季)将在北京金源珠
宝古玩城拉开帷幕。著名艺术品经
纪人、权威文物艺术品鉴赏家翟健
民将带队《天下收藏》专家团队与
广大藏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由北京卫视《天下收藏》主办
的民间藏品征集暨免费鉴定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季。活动中，“民
间国宝”更是不时亮相活动现
场——— 曾有一位观众带来在家里
装了5年瓜子糖果的盘子，被专家
鉴定为一套相对完整、市场估价超
过60万元的清乾隆福禄寿粉彩盘。

近日，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正在山东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团携
带重点剧目在省城济南和莱芜进行演出和交流。这些优秀剧目不仅让山东的观
众大开眼界，而且也让话剧这门艺术再次引起大众的关注。这期间，本报记者采
访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制作人、导演以及话剧院团“掌门人”，探究话剧的发展现
状和困局。

格场外声音 当代话剧越来越远离大众
杨昕巍称，话剧还是极其小众的艺术，而大家耳熟能详的

话剧，有很多也是借助大明星的名气炒起来的，不光是济南的
话剧没人看，全国各地都是一样。有明星的大家去看看名人，看
看热闹，看完就完了，没明星的去看个搞笑，看完就完了。“当代
话剧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严谨的学术思维，它本来可以用其特
点跟大众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现在却越来越远离大
众。话剧也失去了针砭时弊、介入现实的职能。”

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称，“这个时代非常需要好作品，但是
不需要冲着票房而去的作品，这样反而是伤害自己的创作生
命。不要过多去考虑市场，而应从心出发去创作。不要去想市场，那
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拍市场的马屁，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电影市
场也一样，连续多部烂片出来，就会伤害市场。再来，每部剧主要是
看它是否好看，即使不能雅俗共赏，只要想办法制作给懂得欣
赏的小众，得到观众的认可就算成功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参加第
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的剧，
都是传统大型院团主推的精品话
剧。有老院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带
来的《相士无非子》、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带来的莫言担任编剧的《我们
的荆轲》、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优秀剧

《红岩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精
品剧《大哥》以及山东省话剧院的重
点剧目《严复》等。这些剧大多数是
新排剧目，鉴于这些剧院曾经制作
出《雷雨》《茶馆》《日出》《四世同堂》
等中国话剧史上优秀话剧，这些新
排剧目也同样令人期待。

天津人艺院长钟海告诉记
者，“其实近年来中国话剧不仅仅
是传统主流话剧一枝独秀，不少
民营剧院的商业剧发展得很好，
而草根小剧场剧也很有市场。而
且现在对于传统主流剧院来说，
也不是只做主旋律剧，同样在做
商业剧，走市场。”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

始，民营话剧也出现了牟森的“戏
剧车间”、孟京辉的“穿帮剧社”、
林兆华的“戏剧工作室”、张余的

“现代人剧社”等有名气的社团，
演出了《等待戈多》《思凡》《找不
着北》《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等
经典话剧。提到民营话剧，钟海
称，“今天，民营话剧已成为戏剧
创作中的重要力量，它在内容上
不断开掘，形式上不断创新，但在
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钟海告诉记者，经过二三十
年的培养，虽然话剧相对于电影、
电视来说是非常小众的，但是相
对其他剧种，话剧还是比较有观
众的剧种。“以国家大剧院来说，
票房卖得最多的是话剧，最少的
是歌剧，其他部分什么都有，话剧
还占大头。在北京所有剧种中，演
出场次最多的还是话剧。话剧院
团会灭亡，但是话剧剧种绝不会
灭亡，传统院团和民营院团干得
好的也有很多。”

◆话剧会不会灭亡？

院团会消失但话剧不会灭亡

◆小剧场还是大剧场？

商业与理想两条腿走路
钟海告诉记者，在北京、上海等

地民营话剧演出场次占据话剧市场
的50%左右，民营话剧已成为话剧
创作、演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
是，在话剧商业化的大潮中，有精品
也不乏低俗化的东西，话剧的舞台
也是慢慢“变质”，或成为舞台“肥皂
剧”，或成为装文艺装小资的无病呻
吟。很多剧团陷入面包与理想的矛
盾，针对话剧商业化出现的困局，钟
海进一步解释道：“票房是商业剧和
小剧场绝对的追求，这些剧一旦市
场火爆，还可以再挪移到大剧场演
出，然而随着话剧商业化的日益严
重，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话剧作品
却越来越少。”

“民营话剧有它独特的优势，
它们规模小，都是小剧场剧，不像
我们传统院团一排就是大剧场的
戏，需要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演员，
制作阵容和舞台表现方式也追求
宏大。这些大剧，是追求商业化的
小剧场弄不了的。而小剧场剧，又
需要票房来维持，难免出现一些
低级趣味的恶搞、效仿、拼贴、言
情、段子化，演出中不断制造‘笑
点’，用谈情说爱充当‘作料’。但
是换句话说，这也是话剧发展过
程中避免不了的事情。这个走偏
的过程，是发展当中的问题。”钟
海称，其实传统剧院为了生存也
是要商业与理想两条腿走路。

◆二三线城市有无市场？

稀缺品种需要培养观众
近年来，无论是《开心麻花》、

《暗恋桃花源》还是《隐婚男女》等
市场较好的话剧，都会到二三线
城市寻找商机。而对于像济南这
样的省会城市，想要繁荣话剧市
场，不仅需要好的剧，还需要对观
众进行培养，将观众请到剧场来。

其实，借助第七届全国话剧
优秀剧目展演，济南的观众有幸
在较短时间内接触全国各地的大
剧，而平常除却极个别的商演，济
南观众也很难接触来自北京、上
海等地的顶尖剧团。针对这个问
题，钟海称，“我们来演出，发现济
南一些剧院的硬件还是很好的，
对于我们的剧来说，百花剧院这

种条件就足够了。所以我不觉得
硬件是个问题。但是我们《风华绝
代》全国巡演的时候，选择去了青
岛，而非济南，济南的上座率应该
还是不好。”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
导演杨昕巍也告诉记者，一个城
市的话剧氛围是需要培养的，各
地方院团，在当地都是独一无二
的，应该发展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话剧，来培养一下当地观众的
话剧情感。其实，对于很多二三线
城市来说，话剧也是稀缺品种，它
们应该多加运营话剧，加大营销
方面的力度，把观众请到剧院来
就行了，就怕观众与剧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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