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3日 星期一 责编：闵佳 美编：王亮 审读：赵仿严

04—05 青岛 报

早 报 原 创 民 生 调 查

深度 温度 锐度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是近来屡见不
鲜的热搜话题，比如 8 集短剧《我的阿
勒泰》，让北疆的旅游热度直线飙升；贾
玲电影《热辣滚烫》的取景地佛山，成为
旅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相较于电视、
电影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戏剧舞台上
的演出总被视作小众之作，产生的影响
力似乎远不及影视作品。但是越来越
多的戏剧实践表明，带火一座城，戏剧
也可以——它在舞台上呈现出的城市
风貌令人惊艳，出彩的台词和主题歌脍
炙人口，对城市人文底蕴的深度书写更
是令观众印象深刻。

戏剧舞台展现城市风貌

在桂林演出的时候，话剧《烟火人
间》的导演黄港与当地观众进行了一次
深度交流。他深刻感受到这出北方大戏
来到南方城市，并未遭遇“水土不服”，相
反，南方观众对于戏中展现出的亲情、乡
情有着深深共鸣。

黄港回忆，现场有一位观众提出，剧
中人物得知里院要拆迁时，表现得有些
过于兴高采烈，与整部大戏所要表现的
对过往岁月的留恋与不舍不太契合。对

此，黄港特意向他们介绍了青岛独有的
里院建筑和里院生活，“剧中演员高兴地
说‘拆迁了’，意在表达生活条件改善的
一种心情，老里院并不会随着居民的搬
出而被拆除，它们会作为青岛独特的城
市记忆保留下来。”黄港还向观众发出邀
请，请他们到青岛来看看焕发出全新生
机的老里院。

此次互动，也让黄港认识到《烟火人
间》对于青岛文旅的意义。“一部戏带火
一座城”并非只有影视作品能做到，舞台
剧做得好，也能让外地观众对青岛心生
向往。黄港坦言，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一
定是与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联系在
一起的。“因为有了中山路的改造，促成
了话剧《里院》《烟火人间》的创作；因为
青岛地铁的发展，诞生了话剧《地铁六号
线》。”黄港说，随着这些剧目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展演，青岛的城市特质、历史发
展、人文风貌必将传播得更远。

现代京剧也有“流行歌”

说起京剧，你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
髯口、水袖、翎子和美轮美奂的戏服，还
是抑扬顿挫的唱腔与演员程式化的动
作？听罢现代京剧大戏《弄潮》，会让你
的这些刻板印象统统消失。

中国艺术研究院罗怀臻教授总结了
《弄潮》的三大特点：题材工业化、舞台现
代感、趣味年轻态。一位年轻观众看完

《弄潮》后表示，这部京剧带给他独特的
体验感：开头部分从现代化港口项目立
项到师父推荐张连钢担纲建设任务，剧
情节奏很快，唱词快板很多；到了张连钢
夫妻谈心的部分，背景竟然有合唱，唱段
快慢相济，唱腔起伏跌宕。总体而言，

《弄潮》从故事节奏到高潮唱段都贴合了
现代舞台的规律和年轻观众的口味，剧
情波澜不断，合唱、京歌、舞蹈综合运用，

方言、视觉特效等艺术手段无缝穿插，让年
轻人一路追看到底。

在专业戏迷看来，《弄潮》的内核仍然
是严谨的京剧艺术。京剧艺术家吴平对剧
中“张连钢雨中操控无人码头运作”的戏份
非常欣赏，表演者张建峰运用了京剧里的
把杆、劈叉、翻身、错步等身法步形，将京剧
的功法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连钢创新团
队”在阿姆斯特丹港考察的这场戏也备受
吴平称赞，此处将京剧《文昭关》快原板的
名唱段演化到新戏里，音乐形象上很丰满，
将现代京剧与传统京剧高度融合，堪称“老
戏新唱”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弄潮》第七幕
《山海碧连天》增加歌曲《山海颂》，歌词凝
练，唱腔大气，舞台上张连钢夫妇在海边
漫步，追忆往昔，面对现代化港口放歌抒
怀，这首歌既有京剧的神韵，又有京歌的
亲和力，获得了专家好评。“海风吹，海鸥
翔，春潮浩荡……”歌声升华了主题，为整
出剧目营造出浪漫氛围，带给戏迷们类似

《梨花颂》的美妙体验，颇具传唱度。据悉，
市京剧院计划将这首歌做成MV推广，让
青岛的山、海、港伴随着歌声“声”入人心。

“省粹”吕剧走向更大舞台

如果说话剧《烟火人间》、京剧《弄潮》
展示的是青岛的城市风貌以及现代化建设
成就，那么吕剧《百川东到海》则对青岛的
人文底蕴进行了深挖。吕剧是山东最具代
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青岛吕剧有着60多
年的发展历史，“《百川东到海》这部作品用
现代舞台演绎青岛抗战往事，展示了青岛
守正创新发展吕剧的探索成果。”青岛市歌
舞剧院院长白洁表示。

《百川东到海》请来吕剧名家助阵，打
造最为纯正的吕剧范本。在创作过程中，
导演李利宏以40多万字的小说《百川东到
海》作为这部剧的文学母本，将小说的文学
魅力与戏剧的艺术表现力相结合，使得全
剧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

《百川东到海》展示了守正创新发展吕
剧的文艺成果。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在音乐
创作上，将吕剧传统的“四大件”与交响乐
队相结合，首次使用大型双管编制交响乐
伴奏，情绪音乐和伴唱音乐借鉴电影音乐
的创作手法，让传统戏曲更加适应当代观
众的审美。舞美方面，则突出故事的发生
地——青岛的地域特色，用一条坡道包罗
万象，打破单一的写实化空间，营造出更多
样化的写意与表现性空间，苍茫山海咫尺
间，展现了戏曲舞台上的中国创造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认
为，《百川东到海》是吕剧在新时代复苏、重
振雄风的一次有益的实践，证明吕剧不仅
能演家长里短，也能演时代大戏。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青岛的戏剧舞
台正在不断发力，以更为年轻、潮范的文艺
腔调吸引着“Z世代”群体的目光。一部戏
带火一座城的背后，是内容与文化的双向
奔赴，“流量”如何变“留量”，考量的正是文
化的黏性。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本质，城
市是文化的容器和载体，青岛戏剧舞台正
在发力，不断将更多面、更立体、更多姿的
青岛故事讲给大众听，以润物无声的姿态
展现着与城市风光同样大美的文艺气质，
继而留下更多等待书写的青岛故事。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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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大戏亮相全国舞台

三部在全国舞台上亮相的青岛大
戏，不论在题材还是在表现形式上，均有
亮眼之处。

青岛市话剧院创排的原创话剧《烟
火人间》以一个有百年历史的青岛里院
为背景，围绕着上世纪改革开放进程中

“向阳院”居民的生活展开，塑造了众多
平民百姓的鲜活形象。全剧以杨老十和
胡文进这对欢喜冤家的情感延展为主
线，将普通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和家长里
短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用小人物的视
角折射大时代的变迁，为观众呈现了一
幅温暖的“人间烟火图”。

现代京剧《弄潮》以传统国粹碰撞当
代工业题材，将“连钢创新团队”自主创
造智能无人全自动化码头的坎坷历程，
艺术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弄潮》进行
了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在人物塑造、京剧
艺术语言的表达、舞台呈现等方面都有
新的突破，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吕剧《百川东到海》改编自同名长篇
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青岛人民抗击日
寇为背景。男主人公唐淳年及其家人在
故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情势下，响应中国
共产党的号召，投身革命，通过各自的方
式为中华崛起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由贵州文化
演艺集团和青岛演艺集团联合出品，贵
州省歌舞剧院和青岛市歌舞剧院联合制
作，贵州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舞蹈团、
合唱团与青岛市歌舞剧院吕剧团、曲艺
团、民族乐团的演员、演奏员共同演绎。
这一演出也是两地文化演艺深度交流融
合、共同推动舞台艺术创作和传播的一
次成功探索。

创新文艺形式宣传青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三部青岛大戏
是新时代语境下的全新艺术产物，也是
青岛本土文艺工作者不断守正创新、反
复躬亲实践结下的硕果。“在新时代，聚
焦新的青岛，以创新的文艺形式宣传青
岛，这是青岛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时代
使命与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青岛演艺
集团分管艺术创作工作的张乐群是地道
的青岛人，“从小耳濡目染了老一辈文艺
工作者在舞台上的辛勤耕耘，如今接力
棒传到我们的手中，使命必达！”

在青岛城市文化记忆中，舞台艺术
一直是青岛的一份骄傲。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青岛京剧团、青岛话剧团、青岛吕
剧团、青岛歌舞团相继成立，一出出大
戏、好戏，在不同的年代，带着不同的色
彩，让青岛这座“艺术之城”的文艺浪潮
不断奔涌。上世纪60年代，《柜台》晋京

演出是青岛城市文艺“高光”时刻的起
点。《柜台》是青岛业余剧作者高思国以
服务业中的一件小事为素材创作而成
的，经青岛话剧团提升打磨，参加了华东
剧演、进京汇报演出，后被改编成电影以
及京剧、吕剧、评剧等。

传承青岛文艺的荣光，讲述新时代
的文艺故事，近来在全国多地舞台上展
示风采的三部青岛大戏就是最好的例
子。以二度晋京演出的青岛京剧《弄潮》
为例，专家们认为，这部戏以京剧艺术呈
现出智能无人全自动化码头的建设历
程，它的创作体现了青岛市京剧院关注
现实的艺术担当。其实早在1991年，青
岛市话剧院就曾创排过著名剧作家代路
编剧的《海边有个男儿国》，把上世纪80
年代青岛码头工人的生活搬上舞台，获
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如今，《弄潮》反
映的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艺
术表达。“这是青岛市京剧院十几年来厚
积薄发的一部戏。”青岛市京剧院院长张
欣表示，“我们从200多个备选名字里选
了‘弄潮’两个字。其实不只是港口建设
者们在‘弄潮’，整部戏的创作、舞美、后
期改编等环节都在‘弄潮’。”

城市和戏剧“联动”出圈

戏剧“弄潮”，推动“青岛”再度出圈。
话剧《烟火人间》的演出，一开场便让观众
们切身感受到了怀旧的力量和时代的变
迁。里院晾晒的地瓜干、杨家门口的煤球、
冒着蒸汽的开水房、咿咿呀呀的大金鹿自
行车，加上青岛大姨口中鲜活生动的方言，
直接将观众拽回了上世纪80年代。舞美
设计采用360度旋转的机械转台，以全面
呈现院落面貌，舞台空间形象兼具写实与
意蕴，充满生活质感，清晰地展现出故事背
景的年代感。演出结束之后，桂林观众谭
晓华激动地表示，这是一部用心之作，感谢
主创团队给观众带来这么棒的一部话剧，

“《烟火人间》是青岛的一张文化名片，我期
待着到青岛这座城市去看看。”而在临时组
建的微信群内，当地观众热烈地讨论着剧
情，还有人提议“组团”到青岛“吃蛤蜊，喝
啤酒，逛里院”。

“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创办于1956
年，最初名为‘全国话剧会演’，而青岛话剧
院恰巧也在同一年建院，冥冥中的巧合带
给我们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青
岛市话剧院院长傅维坦言，此次纪念西南

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
展演意义非凡，参评剧目颇多，全国共申报
了84部大型剧目和 27 部小剧场剧目，文
化和旅游部组织专家评审，从中选出了34
部大型剧目和5部小剧场剧目。话剧《烟
火人间》成功入选，无疑是对青岛市话剧
院整体艺术质量的重大肯定。“更重要的
是，《烟火人间》是青岛人的集体记忆，我
们希望把纯正的青岛味道和风土人情搬
上舞台，这部戏就是一幅展现老百姓日子
的画卷，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身边人的影
子。我们希望把青岛的‘烟火’展现给全
国观众，把更多的优秀舞台作品推向全
国。”傅维如是表示。

同样充满着青岛气质的作品《弄潮》在
讲述“青岛故事”的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
到青岛这座城市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之外的更为硬核的特质。剧中不仅有鲅鱼
饺子、青岛方言，张连钢及其团队鲜活而真
切的建港故事，展示着青岛城市发展的不
凡路径。北京观众于喜媚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这部戏特别好，“我喜欢青岛这个城市，
但是对于青岛港的历史不太了解，这部剧
让我对青岛有了更生动的了解。《弄潮》在
舞美、道具等方面都很有创意，也让我对这
个城市有了更多热爱。”

以戏韵之美
探访

《弄潮》《烟火人间》《百川东到海》

5月28日、29日，吕剧《百川东到海》在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
剧场上演，而就在此前不久，另外两部标注着“青岛制作”的大戏
也走出了青岛：5月17日、18日，话剧《烟火人间》亮相桂林大剧
院，参与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5月19日，现代京剧《弄潮》二度晋京，在中央歌剧院唱响……剧
种多元、题材多样、形式创新，青岛大戏正以最为绚烂的姿态绽放
于更广阔的舞台，展现出青岛题材、青岛制作的影响力。

看了一台戏 爱上一座城

《《弄潮弄潮》》剧照剧照。。

《《百川东到海百川东到海》》贵州演出剧照贵州演出剧照。。

《《烟火人间烟火人间》》剧照剧照。。

/ 延伸 /

彰显青岛魅力
三部原创大戏全国次第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