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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手法先锋、舞台丰富
这是“耐人寻味”的剧

“六一”儿童节期间，山
东省话剧院推出原创奇幻儿
童剧《咕噜咕噜萌哒》，这是
一次大胆的尝试与创新。该
剧讲述了一个环保的故事：
一 群 可 爱 的 小 精 灵 生 活 在

“垃圾围城”的空间里，它们
捡拾垃圾，保护环境，大家共
同 解 决 探 险 者 卷 毛 带 来 的

“灾难”，共同成长。故事极
简，创作者更大胆地抛弃了
台词，剧中角色唯一的台词
就是“咕噜咕噜萌哒”，它代
表了所有的语言和情绪。

编剧、导演赵三强告诉记
者，这部原创儿童剧从创意开
始就想用先锋的表现手法来呈
现，借鉴了小丑剧、肢体剧、默
剧、先锋舞蹈等国际上流行的
戏剧表演形式，舞台语言丰富
多彩。“剧中很多表达很有艺术
性，比如冰冻舞、垃圾舞、废弃
物打击乐，以及由垃圾组合而
成的舞台艺术装置等，再加上
演员们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幽
默表演，更接近儿童的观赏、接
受习惯。”

“这部剧从爱出发，阐释环
保理念。剧中大爱是爱环境、爱
地球，也用了很多细节表现母
子之间的爱。没有主题先行，一
味地给孩子强灌教育理念。”赵
三强说，希望这是一部“无用”
的、充满想象力的戏，弱化主题
教化，但细细品味会觉得很有
意思，许多美好的心愿与向往
都藏在戏里面。

丰富的表现力是小观众能
够感受戏剧魅力的根本。最近
几年，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创
作的《三个和尚》《汉字变变
变》等剧，也融入了舞蹈、默
剧等元素，多样性的舞台表
达，令人耳目一新。《汉字变
变变》的编剧王谦告诉记者，
运用肢体和木偶表演，淡化剧
情，是该剧的创新之处。大量虚
拟的手法，让孩子们在快乐有
趣的“过家家”中充分了解中国
文字的魅力。

虽然面临挑战
多样性创新必须坚持

目前的我省儿童剧市场
上，最受欢迎的还是《美人鱼》

《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
《爱丽丝梦游仙境》《丑小鸭》
《青蛙王子》等经典童话改编
剧，或者《熊出没》等动漫改编
剧。虽然故事有些老，剧目有点
儿雷同，但是家长和孩子容易
接受。

山东省话剧院副院长董旋
称，近十几年来，经典童话剧也
是全国儿童剧院的标配。“童话
是很多家庭的床头故
事，因为接受度非
常高，经典童话
剧是市场的基
础。经典没有
错，也没有问
题，但是舞台需
要丰富多彩。”

尽管去年创
作《汉字变变变》时
观众有质疑，王谦还是坚持了
自己的想法。他告诉记者，吸取
先进的儿童教育理念，探索实
践新鲜的舞台表现形式，这蕴
含了创作者对儿童剧发展的深
入思考。

作为先锋戏剧导演，赵三
强执导过《青春残酷游戏》

《一双眼睛两条河》《且爱》
等话剧。对于这部崭新面
貌的儿童剧，他还是感
觉到了挑战。他说，这
部剧对导演、演员甚
至灯服道等都有很
大的挑战，舞台上
演员没有台词
了，就需要舞台
上的一切元素
都会“说话”。
该剧尤其要
求演员有丰

富的舞台表演形式，演员不单纯
地会唱歌、跳舞，也无法拿着剧
本背台词，需要有表演方式上的
转变，需迅速进入默剧、小丑剧
表演的状态。“剧本就给出一个

信息：春天。
在春天角色
会 呈 现 什
么状态呢？
这 就 需 要
表 演 的 功
底，要求演员

有很强烈的信
念感，很强的职

业性和专业性。虽
然他们上学时都学过

各种表演，但在实际的运用
中仍会有挑战。”他强调，作为导
演都不希望重复，给观众的是司
空见惯、大同小异又没有新鲜感
的剧。“儿童剧最重要的一个职
能是给小观众提供更多的想象
力、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只有用
小朋友的思维方式创作，才能激
发孩子的思维。”

赵三强称，戏剧不像电影
工业，它承载着文化的深层意
义，除了带给观众认知和信息，
还需要引领观众审美的提升，
创作者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他希望通过不同的戏剧给观众
带来不同的美。

当下我省的儿童剧市场还
缺乏细分，随着儿童剧需求的
日益旺盛，会有更多不同年龄
分类、不同风格与主题的作品
出现。目前市场上最丰富的作
品是适合3-9岁孩子观看的
童话剧，不久的将来会有适
合9-13岁儿童观看的大剧，
如正在筹备的展现传统文化
精髓的“遇见四大名著”系
列，还有新版《青春禁忌游戏》
等适合13-16岁少年观看的青
春剧。董旋称，未来的儿童剧将
加入魔术、戏曲等传统艺术形
式，让各年龄层次的孩子看到
更多样的话剧。

赵三强说，“戏剧创新往
往伴有风险与压力，也不一
定被大众所接受，但这不是
放弃探索的理由。在文化表
现形式如此丰富的当下，
话剧更需要大胆创新，提
供 不 同 审 美 层 次 的 作
品，供观众选择。尝试
了大家不接受，那再来
探讨、修正这些作品，
在调整中不断完善。不

尝试、不创新，你怎么知道观
众喜不喜欢呢？”

艺术粗鄙，只靠噱头吸引
儿童看热闹，把“低幼”理解成

“低级”，是某些儿童文艺作品
的致命伤。

儿童文化消费越来越热，
市场上针对低幼消费者的文化
产品不计其数。不过，生活中这
样的情形时常发生：当你走进
影院、剧院中，会发现孩子看得
热闹，大人却在一旁索然无味
地刷手机甚至酣睡。确实，一些

儿童文艺作品叙事结构失衡、
人物扁平苍白、故事缺乏新意，
只能靠掐着嗓子的奶音和不断
出现的噱头吸引儿童，“粗制滥
造”“庸俗”“小儿科”成为低幼
的标签，低幼着实变成了低级。
比如儿童剧中经常出现的大头
娃娃人偶剧。演员们戴着巨大
头套，穿着厚重卡通造型服装
进行演出，演员基本上不可能
有细腻动作，只能以蹦蹦跳跳
为主，更看不到生动表情和精
湛表演。这其中部分所谓“儿童
剧”，谈不上艺术感染力，不过
是闹闹罢了。在封闭空间里通
过表演带来情感冲击，让小小

心灵有所触动，本是带孩子进
剧场的主要诉求，如果只是为
热闹，还不如去游乐场来得更
直接。

优质文艺作品不仅能让孩
子体悟到自然之美、艺术之美、
情感之美，更教会儿童热爱生
活。美在儿童心里埋下一颗种
子，潜滋暗长，让人受益一生。
反之，粗糙和劣质的儿童文艺
作品极有可能对孩子的审美造
成长久的负面影响。

如何让“低幼”不再“低
级”？风靡全球的动画片《小猪
佩奇》颇有启示意义。它展现了
5岁以下年龄段儿童的日常生

活场景。比如，其中一集，弟弟
乔治因为年龄小，不懂得捉迷
藏的确切含义。这时爸爸会暗
暗帮助弟弟，不仅增强弟弟自
信，也让姐姐在陪伴弟弟的时
候觉得更有意思。简洁温暖的
小型社会形态里，儿童学会如
何与人相处、用爱去对待一切。
如果总结《小猪佩奇》的启示，
那就是：儿童文化产品细分要
基于受众智力发育、心理特征
与认知能力，只有做到科学、精
心，才能更精准地满足儿童需
要，实现更突出的艺术和教育
效果。

曾经我们也不乏以低幼为

主要受众的高水准作品，《猴子
捞月亮》《小蝌蚪找妈妈》《雪孩
子》等动画片牢牢抓住儿童生
理和心理特点，把自然常识
讲述成一个个简单、温馨的
小故事，并通过中国传统艺
术手法，诸如水墨、剪纸等加
以呈现，具有中国审美趣味，
至今岁月久远，依然显示出
经典的力量。儿童是民族的未
来，需要最优秀人才、最优秀作
品参与到儿童启蒙教育事业中
来。期待随着儿童文化市场不
断成熟，激发创作出更多儿童
文艺精品。

（任飞帆）

先锋、时尚、新鲜

原原创创儿儿童童剧剧悄悄悄悄““蜕蜕变变””
如今，常态化演出的儿童剧已成为都市儿童必不可少的文化需求。这些年来，我省

儿童剧市场涌现不少优秀剧目，把孩子们吸引到了剧场，进而喜欢上了戏剧。最近，省城
的儿童剧正在悄然“变脸”，除了经典童话剧外，还出现了一批优质的创新作品。这些剧
目大胆尝试先锋儿童戏剧理念，为孩子们提供了多样化、主题丰富的戏剧选择。

劣劣质质和和粗粗糙糙降降低低了了儿儿童童审审美美

天天娱评

《咕噜咕噜萌哒》为儿童带来全新的观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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