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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现实题材戏剧创作之我见

郭玲玲

历时半个月的全国现实题材优秀剧目展演（黑龙江分会

场）结束了，此次展演我省有龙江剧、话剧各四部，音乐剧、

评剧以及皮影小戏组台各一部，共计十一场演出依次亮相。

可以说，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数量是可喜的，这也充分显示

出我省各地市、各院团对题材的选择是有一定的时代敏感性

的。但同时艺术质量的参差不齐，整体水准的相对较低以及

内容和形式的雷同等等问题，也在此次展演中暴露无疑。目

前，我省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同全国各地的现实题材剧目的

创作一样，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既有共性的问题，也有我

省自身特性的问题。

一、选材的局限性

展演的十部大型舞台戏剧作品中有五部是以扶贫攻坚为

题材的，包括龙江剧《头雁》《这片黑土地》《扶贫书记》，

话剧《情系双龙湾》《在路上》；两部以英模人物为原型的剧

目分别是报告剧《金桂兰》和评剧《千里沃野》；以母爱为

主题的音乐剧《非常爱》，以“生死”为主题的话剧《远航》，

以艺人追梦为主题的龙江剧《九腔十八调》。我们注意到超

过半数以上的戏在写扶贫，写英模人物，题材单一，内容相

似，主题雷同。显然，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被局限在狭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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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内了，个人认为这是由于对现实题材的理解出现了偏

颇。

“现实题材”的概念是田汉在 1950 年的第一次全国戏

曲工作会议上在报告中提出的,这也是从国家文化政策的层

面首次对艺术创作的题材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指向性的引导。

长久以来, 历史题材剧目几乎占据戏曲舞台全壁江山的现

实,让大多数人在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

为传统戏曲特有的虚拟性表演程式更适合演绎遥远的历史

题材，更适合表现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物。于是，在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戏剧改革方针的会议上提出的“要

对现实题材关注”的观点，给了现实题材创作以合理的政府

推动力和明确的政策支持。显然，当时关注“现实题材”的

导向是针对戏曲舞台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历史题材”为主

要创作内容的思维定式而提出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实题

材呢？简而言之，一切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状态、变化和

发展的现实，都可以纳入到现实题材中去。由此可见，现实

题材可以是大气磅礴的国家性事件，也可以是家长里短的个

体性事件；可以是城市里的腐败贪婪，也可以是农村中的脱

贫攻坚；可以是英模人物的形象具体，也可以是永恒话题的

概括抽象。环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它是多元的，多彩的，

多层次的，有让我们始料未及的物质成就，还有让我们应接

不暇的鲜活的人物和事迹，更有时代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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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的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更新，这些都是我们现实题材创

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也都是能够、并且应该用

戏剧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去描摹、去挖掘、去反映的时代馈

赠。

但现在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却看不到多视角、宽领域、

有深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满眼望去是看不尽的扶贫攻坚，数

不清的英模人物和说不完的好人好事。诚然，这是我们的祖

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奋斗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现

实，它值得艺术家去关注、抒写和歌颂。但当全国仅以《扶

贫书记》这四个字命名的剧作就高达 50 部之多的迷之撞车

出现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呢？目前现实题材的创作到底怎

么了？它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个误区？似乎，

不以颂扬为落脚点的不是现实题材，不用力粉饰的不是现实

题材，不以高大全的人物为主角的不是现实题材，不蹭热度

的更不是现实题材……有这样的戏剧观念和对现实题材的

误读，舞台上屡屡出现千篇一律的故事和似曾相识的人物也

就不难理解了。也有人说，难道这些不是现实吗？我不否认

这是现实，也认同这还是我们新时代里最真切、最感人的现

实，但如果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此，那无疑是人为地缩小了现

实题材的内涵，更切断了现实题材的外延。现实题材创作的

意义在于艺术化地呈现时代面貌，挖掘时代的气质和精神。

它的内涵很深刻，它的外延更为广阔，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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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题材等同于“主旋律”，确切地说，是等同于我们头脑中

固有的、狭义的“主旋律”。其实如果我们的创作者能将“主

旋律”的广义边界扩展到一切歌颂真、善、美的作品，那么

现实题材的选材也就不会再如此单调、雷同和乏味了。大到

政治、经济、外交，小到养老、教育、婚恋、改革、留守儿

童、空巢老人……太多可入戏的素材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

代发生着、变化着，只要找好切入点，现实题材创作的舞台

上定会百花齐放，处处芬芳。

二、定位的模糊性

此次展演中半数以上扶贫题材的剧目生动地再现了扶

贫攻坚过程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事件，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舍小

家为大家的驻村扶贫干部形象，向观众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新

农村崭新的面貌，仿佛让观众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脱贫致富的

农民们的张张笑脸，也让扑面而来的欣喜感从舞台之上蔓延

到了观众席间。可以看出参演的每一个院团都是在用心用力

用情认真地作戏，竭尽全力用艺术的表现方式去提升作品的

艺术质量，进而完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的使命。基层院团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更了解扶贫

攻坚道路上的困难，更能理解扶贫干部的牺牲奉献精神，更

会为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入贯彻执行感到振奋，没有人比他们

更想将这一切呈现在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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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动，为之兴奋，为之潸然泪下的了。尽管选择这样的题

材不乏有政府导向因素的存在，但力求实现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始终是每一个文艺团体的最高目标，这种努

力在演出的细节中也是能够捕捉到的。

追求始终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归根到底，还是对此

类现实题材创作的定位不准确，对“宣传品”和“艺术品”

之间的区别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界定。无论是龙江剧还是

话剧，甚至是报告剧、纪实剧，都应该以“艺术品”的标准

去衡量和要求，以戏剧的基本特征去评判，以戏剧创作的基

本规律为底线，以艺术的美学规范和观众的审美需求为落脚

点。从戏剧的故事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关系到矛盾冲突，

都要合情合理，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只有如此，

戏剧所要表现的社会现实、想要表达的心灵诉求和力图传递

的时代精神才能触动观众，直抵人心。也只有这样的艺术品

才能承载宣传品的功能，因为无论何时，只有相信才能感动，

也只有感动才能隽永。

院团生存的窘迫决定了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自主选择

题材的自由，而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立在舞台上的一部部主旋

律的作品天然地被贴上了“宣传品”的标签，这是他们无可

奈何的选择，也是这类文艺作品无可推卸的责任。但院团主

体，包括所有主创团队的成员却不应该顶着这个“标签”去

创作，而应该忽视它的宣传品出身，时刻牢记剧作只需“对



8

艺术负责，对现实负责，对观众负责”。秉承这个原则去创

作我们就会发现，最终的成品首先得是“艺术品”，而正因

为它成其为艺术品，才实现了宣传品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

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将生活中的事件原封不动地罗列到舞台

上，将宣传的口号和说教堆砌在舞台上，忽视戏剧性，忽视

现代性，那它不仅不是艺术品，更无法完成宣传的任务。中

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说过，“现实题材的作品不等同于快捷

的宣传品，而是艺术品，它终归考验的是艺术家的原创力、

想象力与表现力”
【1】

诚然，这样的题材创作难免会受到真人

真事和行政干预的限制，但艺术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始终以艺术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三、创作的模式化

近些年现实题材创作被业内专家和观众普遍诟病最多

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是真人真事改编，为何搬到舞台上就

不好看，不感人了呢？那是因为舞台上呈现的故事不真实，

不可信，发生在人物身上的那些纠结和选择显得离这个时代

的认知很远，无法引起“共情”，又何谈感动与宣传呢？笔

者认为想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是解决对现实主义的

理解缺乏清晰认识这一根本问题。

提到现实题材就绕不过“现实主义”，那么，二者之间

【1】罗怀臻：《我看“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中国戏剧》2018年，第 6 期



9

到底有着何种联系呢？仅从戏剧的角度来讲，狭义的现实主

义，指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的 19 世纪末出现的与浪漫主义相

对的一种戏剧流派，它反映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

的人性。广义的现实主义，则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和当代生

活的复现和模仿，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无论是狭

义还是广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还生活的本来面目，

呈现和叙述生活”
【1】

，现实题材的创作要始终秉承现实主义

的精神和追求。除了复刻生动的生活外，现实题材创作最重

要的特质是要有烛照现实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有对现实

生活独特的感受和独到的见解。

罗怀臻曾经说过，“戏曲的现代性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

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品质认同。”取材于现实，来源于生活

的创作并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题材，只有其承载的价

值观念具有现代性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现实题材。我们注意到

在很多戏剧作品都会出现的相同的桥段：主人公在面对家庭

与工作的两难选择时，无论是爱人分娩、孩子病重还是父母

病危，都毫无意外的选择后者。其实，选择后者也并非不可，

但一定要给出一个比前述事件更需要人物的合理理由，让选

择理所当然，让人物真实可信。否则，人物做出的艰难决定

就会让观众不信服，甚至觉得虚假、疏离。究其原因就是，

这并非现代价值取向的产物，人物的行动找不到符合这个时

【1】 孙红侠：《“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兼谈现实题材戏曲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上海艺术评论》

2018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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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心理动机，它离真实的生活太过遥远。这样的戏，即使

台词够现代，舞台的手段和技术再现代，它也绝非严格意义

下的现实题材作品，因为思想不具有现代性。

我们注意到这种创作模式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于是在现

实题材创作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雷同的故事和雷同的

人物，即使是题材撞车，也不应该出现创作的相似。这其实

是剧作家自身观念就没能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也就无法谈到对所选取题材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了。现实题材的创作更要强调作者对生活

的认知，创作者不是素材的搬运工，而是拥有现代意识、现

代观念、现代审美和现代技术的艺术工匠，用匠人的精神打

造出来的作品，才是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社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