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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理论家、编剧陈鹏：

文文艺艺工工作作者者别别把把工工作作意意义义看看小小了了

近日，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吕剧《大河开凌》在省城连演多场，效果震撼。它的第一编剧就是著名戏剧理论
家、编剧陈鹏。从音乐、美术学学子到艺术研究者、创作者，再到担任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期间成为优秀的文
化管理者，直至现在作为艺术评审，为戏剧诊脉、开药方，陈鹏从未离开过艺术领域。创作上他追求高度的艺
术性，写让人心动的作品；他对时代艺术创作提出的理论又高屋建瓴。陈鹏说能几十年不间断地延续自己对
艺术的热爱，这是很少人能够获得的一种幸福感。┩おこた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写《大河开凌》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的艺术性

今年4月份，《大河开凌》首
演，近日又连演多场，以气势磅
礴的舞台呈现惊艳观众。《大河
开凌》由陈鹏与国家一级编剧、
滨州市剧协主席王新生共同创
作完成。在接到这个红色题材
创作任务时，他们最先考虑的
是艺术作品的艺术化问题。“这
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不会创作
出好作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
于鲁北广饶县刘集村村民保护

《共产党宣言》的感人历史事
件，是独一无二的故事。这本最
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植根
于农村，沐浴过战火，经历过烈
焰的熏烤，多位革命烈士为此
献身，于1975年被老革命前辈
献出，保存于东营市历史博物
馆。如何根据这段真实的历史
创作出艺术化的作品，陈鹏非
常谨慎。“这个故事写不好，真
的对不起这个好题材，对不起
这样一本传奇式的宝书曾经在
山东星火燎原的宝贵经历。所
以，一定要用心去写，充满感情
去写，而且一定写得充满艺术
的感染力。”

创作《大河开凌》时，陈鹏
构思最多的是支撑全剧的逻辑
性和人物的层次感。“一个农民
见了《共产党宣言》，就想一辈
子保护它、将它交给党的动力
在哪里？”在起初的剧本中，剧
中女主角、迷糊的发小新雨为
了保护《共产党宣言》被抓，迷
糊决定用一生来保护这本书。
但陈鹏认为这个矛盾不够激
烈，需要再给迷糊一些推力，所
以安排女主角新雨的牺牲是由

迷糊的过错造成的，这就找到
了一个激烈的矛盾冲突。“人物
的行为、心理一下子都通了，所
有的观众都没有异议，这个矛
盾让人物的情感转折充满冲击
力和必然性。”

看过这部剧，文化部原副
部长王文章在评论中表示，《大
河开凌》不是概念化、图解式地
述说主题，而是让观众在戏剧
故事、人物形象、舞台演绎的感
动中有所思考，这类剧让观众
信服不容易，信服，就有了感动
的基础。著名艺术评论家钟呈
祥看后说，作品在革命历史题
材的审美化构思、艺术化呈现
方面，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

领导全省备战十艺节
提出大剧要精准化

在2010年至2015年担任山
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期间，陈鹏
分管全省艺术作品创作工作，
而2013年又恰逢重要的国家文
化艺术节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在山东举办。陈鹏总体策划、组
织实施了全省十艺节专业舞台
艺术的创作工作。那届艺术节，
山东文艺精品创作书写了精彩
华章，15台参评剧目全部获奖，
其中京剧《瑞蚨祥》、吕剧《百姓
书记》、舞剧《红高粱》三台剧目
摘得“文华大奖”，京剧《项羽》
获文华大奖特别奖。

其实在当时，山东在全国
的艺术创作水平并不高，很多
人怀疑我们能否在艺术节上出
成绩，对此陈鹏提出的应对策
略是，艺术创作必须在合乎艺
术规律的基础上，向精准化、规
范化、高水平迈进。他对山东省
每一部参评大剧都了然于胸，
并逐一提出具体指导建议，甚
至有些剧他从头到尾认真捋过
几十遍，从剧本加工到舞台呈

现，事无巨细地给出具体方案。
“经过那次实战，山东所有

参加过艺术节的院团在创作上
都有了质的提升，基本掌握了
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步骤。”陈鹏
说，正是十艺节在山东的举办，
转变了山东艺术创作的生产机
制，将山东艺术创作从粗放式、
低水平重复，向规范化、精准
化、高水平推进。“艺术节证实，
只要我们机制好、办法好，是可
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艺
术创作的大幅度跨越、文化的
大跨步发展。”

做评委凭良心讲真话
给问题剧开“药方”

退休后，陈鹏担任第八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评论专家、国
家艺术基金评审专业组组长
等，全国各地到处跑，一部一部
地看戏、评戏，给作品把脉、诊
断，拿出药方。他写的《关于京
剧发展中两个关系的思考》《关
于地方戏的几点思考》《关于戏
曲评论学科的思考》等文章，在
业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名专家型评委，他
坚持从艺术规律出发，凭良心、
讲真话。遇到好的作品不遗余
力地推介，遇到有问题的作品，
也会提出问题并给剧开“处方”。
他的一篇《无刃的搏杀》，让大家
深刻认识了带有悬疑色彩的心
理探索剧《小镇》，诊断了其优
点。他也曾因看到了黄梅戏《小
乔初嫁》的深层艺术缺憾，而写
下长文探讨，得到了该剧导演
张曼君的认可与敬佩。

陈鹏说，艺术的审美判断
是一个大问题，而评论的核心
能力是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之间自由转换的能力，看到舞
台形象，首先要能够看出它表
达的是什么内容，并思考这个

思想内容的优劣；然后再把这
此思考还原成艺术形象，提示
作者再锤炼，这种双向的转换
是评论的最难点。

对于当下时代艺术创作的
主流趋势和核心观念，陈鹏也
有诸多思考。他说，“作为一个
文艺工作者、艺术思想的引导
者，若对时代没有深刻的前瞻
性观察，就无法走到艺术创作
的前面去。”他对“新时代”艺术
创作的思考，在文化部“千人计
划”评论班上也引发了很多共
鸣。

陈鹏认为，文艺创作要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
高文化生活的幸福指数，更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展示文化
对人的终极关怀，而进入新时
代，艺术创作、生产、演出上，就
要从粗放式、自发式向精准型、
规划性转变；在艺术创作的观
念上，核心矛盾由道德性的“对
与错”向思想观念的“差与别”
转变；在人物塑造上，由类型化
向典型化转变；在戏剧矛盾的构
成上，由过去的苦难向情感冲突
与观念差异转变。“时代赋予文
艺的使命很宏大，而我们的许
多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工作意
义看小了，理解得扁平化了。”

发自内心热爱哲学
十几岁开始思考人生

陈鹏对艺术的透视力和判
断力，得益于自己对艺术的深
入涉猎和对美学理论的专业性
研究。陈鹏从小学音乐，研究生
读的美术学，几十年来与戏剧
打交道。音乐、美术、戏剧这三
样艺术形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
操作，夯牢了他的理论功底。

谈陈鹏的理论研究成果，
他的专著《走出艺术哲学迷
宫——— 黑格尔美学笔记》最具

有代表性。在这本著作中，陈鹏
找到了很多人都无法进入黑格
尔美学的宝贵钥匙，这部专著
也奠定了陈鹏在艺术理论界的
学术地位。

谈起这部专著的成书，陈
鹏回忆了他与山东大学美学大
家周来祥的一段有趣往事。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在滨州工
作时，就多次请教周来祥教授。
周先生给陈鹏列出一个长长的
书单，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黑格尔美学》《判断力批
判》等，拿着这份书单，自学了
一年多，自认为有了深刻体会
后，陈鹏将自己厚厚的笔记寄
给周先生看，周先生只对他说
了一句话：“你下了很大功夫，
但基本没读懂《黑格尔美学》。”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慢慢找到
钻研黑格尔美学的最重要途
径——— 辩证思维的方式。

做了多年研究后，陈鹏兼
任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期间，一
边工作，一边完成了45万字的

《黑格尔哲学笔记》。陈鹏说，他
研究美学，不是为了纯粹的艺
术理论研究，而是发自内心地
喜欢哲学。他一直记得，在他十
几岁意气风发的年龄，一次逛
书店，他发现了一本叫《论个人
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薄书，
被书中的一句“被埋没的天才
像瘟疫一样多”深深地震撼。

“文革”刚一结束，陈鹏就在思
考自身的问题：如果现在给我
一个舞台，我能演什么？“我明
显地感觉，需要学习，需要充
电。”陈鹏说，成大名、做大事的
人，一定是复杂的历史轨迹与
个人的奋斗方向，在某一个时
代交错点位上撞到了一起。“假
如时代和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
遇，我拿什么去迎接这个挑战？
所以机遇不能坐等，只能时刻
准备着。”

陈鹏，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
席，戏剧美学研究生导师，山东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国家艺
术基金巡查专家、文化部2017年戏曲人才培养“千人计划”
高级研修班授课专家。著有《走出艺术哲学迷宫——— 黑格尔
美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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