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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兄弟的戏剧表情

　　23 日，首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拉开帷幕，大凉

山的自然风光加上戏剧本身的艺术特质完美地把风

景与艺术审美相结合，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化融合起来，这是其最大特点。

　　近年来，曾被认为只有在一线城市才有观众和

市场的经典舞台艺术逐渐走出大城市，来到二三线

城市，甚至是乡村、山区。看似是“下沉”，实则

是挖掘经典舞台艺术的更深层的发展之道。对于当

地政府来说，这些“下沉”的经典舞台艺术不仅丰

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有利于当地的文化

艺术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市场

管理思想以及巨大的文艺市场机会。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文艺与当地具体情况相

结合，不仅要突出这个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同时要

利用好当地的人文特点、自然资源，不能将各地区

的文化产业做成千篇一律。在这方面，乌镇戏剧节

和大凉山戏剧节便给文化事业管理者和文化产业经

营者以良好的启示。毕竟对于中国文艺来说，扎根

基层、叫好又叫座的艺术节太少。

　　多取经，少埋怨；多谦虚，少傲娇，这才是发

展应该有的态度吧。

　　原生态的彝味戏剧盛典

　　戏剧走出大都市的两种表情，一是时尚前沿的

乌镇戏剧节，另一个便是原生纯朴的大凉山戏剧节。

23 日晚，首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戏剧盛典在西昌火

把广场举行，神秘火辣的彝族歌舞与戏剧节参演团

队的片段展示，点睛般地勾勒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

的气质——原始、神秘、年轻。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古老而神奇的

土地上，彝族文化、藏乡风情和摩梭民俗交织，戏

剧土壤虽称不上深厚，但歌舞基因以及幼儿园的教

育，让孩子们在与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的朗诵与歌

舞表演中，一点都不怯场。大山里的嘹亮童声与简

洁自然的彝族舞蹈，让这个节目不愧为全场最高人

气。濮存昕在大家的要求下念起了诗人郭小川创作

的那首舒心畅快的《祝酒歌》，并称打赢扶贫攻坚

这场仗后，全国人民都会为大凉山鼓掌举杯。

　　由于正逢彝历新年，《老人打火》《毕摩祈福》

等祥和的祈福节目，《彝族月琴》《摩梭纳西》等

原生态歌舞，彝族高腔与克智等传统戏剧展示，以

及吸引了外籍乐手加盟的凉山交响乐团与大凉山合

唱团的现代演绎，都让盛典呈现出丰富色彩。此外，

现场还举行了戏剧教育之凉山西昌教学实践基地授

牌仪式，北京舞蹈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

学院等高校未来将派老师前来授课指导。

　　盛典开始前，戏剧节还以传统年节必不可少的

“千人彝宴”迎接全球嘉宾，一箩山货、一盆浓汤，

简单又不失彝家味道，彝族歌舞伴随左右，主人和

客人围着锅庄跳起达体舞年味儿十足。彝宴的举办

地实景剧《阿惹妞》的演出场地也正是 2017 年央视

鸡年春晚西昌分会场的演出场地。

　　山水、民族与人文结合

　　作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第一发起人、艺术总监

的濮存昕，是向正在国家大剧院排练的《林则徐》

剧组请了两天的假赶来参加戏剧节论坛及盛典的。

据他介绍，在艺委会会议上，大家决定明年的戏剧

节将会在彝历新年过后举办，这也就意味着时间将

推后。

　　濮存昕说，“正如论坛中多位国际戏剧节的组

织者说的那样，一城一地的艺术节一定要与当地的

居民发生关系，而彝历新年有 7 天的假期，很多当

地居民都外出旅游了，今年的观众大多来自成都或

是对乌镇戏剧节意犹未尽的观众。明年我们希望能

有更多的当地观众，甚至彝族观众，包括西昌卫星

发射基地的科研人员可以参与到戏剧节中。”

　　很多人都认为，和大凉山戏剧节“打擂台”的

无疑是乌镇戏剧节，但濮存昕说，“我们不去做比较，

两个戏剧节的气质完全不同。”虽然首届戏剧节的

规模已经达到了 5 个空间 312 场戏剧演出，但濮存

昕透露，未来将有更多的演出空间投入使用，比如

乘船到芦苇荡中看演出等等。“大凉山戏剧节一定

要与自然山水和少数民族的人文基因相结合，将世

界唯一的冬季戏剧节这张牌打好，明年成都到西昌

的高铁就将开通了，届时，凉山真的就不远了。”

　　探讨

　　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做好“国际戏剧节”？

　　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

　　“戏剧有故事、有人物，更有思想”

　　昨天，2019 西昌国际戏剧论坛在中国剧协主席

濮存昕的主持下开幕，来自俄罗斯、苏格兰、日本、

韩国、中国等国家的九位嘉宾齐聚“冬天不冷、夏

天不热、说远不远、航空四通八达的西昌”，共同

探讨“全球化语境下戏剧节的功能与演化”。

　　濮存昕说，“大凉山为什么要做国际戏剧节？

就如同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人民为什么要过好日子

一样。自然风光这样的美，多民族的文化如此有特

色，大凉山期待与世界来分享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能歌善舞，戏剧比歌舞和音乐更

多元，因为戏剧有故事、有人物，更有思想。”“全

球化语境下戏剧节的功能与演化”，论坛题目很大，

但嘉宾的角度和解读各异，濮存昕称这是一个取经

会。

　　国际戏剧协会总干事托比亚斯·比安科恩

　　“关键要素是需要涵盖城市的文化根源”

　　国际戏剧协会总干事托比亚斯·比安科恩以世

界知名的罗马尼亚锡比乌戏剧节为例，阐述了一个

成功的国际性戏剧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需要涵盖城

市的文化根源。

　　“可以是建筑、环境，可以是这个城市拥有的

任何种类的文化，甚至可以是最新创造的文化。只

有形成了独特的氛围，才能有别于世界各地定期举

办的成千上万的各种节日。大凉山以及周边地区的

环境都拥有丰富且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要想拥有

自己独特的个性，就要以自身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特

点作为发展基础。戏剧和所有的表演艺术都属于各

行各业的人们，所有的活动都应专注于人的参与。

锡比乌正是将城市和市民包含在了活动理念中，也

正因如此，锡比乌的市民也因戏剧节而感到骄傲。”

　　国际剧协日本中心主席永井多惠子

　　“戏剧是了解世界文化的不二法门”

　　在国际剧协日本中心主席永井多惠子看来，戏

剧是了解世界文化的不二法门。

　　“歌舞伎的韵律今天依然在日本人心中流淌，

比其更早的‘能’和‘狂言’这两项‘世遗’项目，

今天也有着新的演绎，我们用这种方式演绎的《理

查三世》融入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在英国

等地演出反响很大。我还曾看到美国学生用俳句来

造句，用这种文体来写诗。而中国是世界故事的宝库，

很多作品都是用中国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节是了

解地域差别的绝佳机会，戏剧更是了解世界文化的

不二法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战乱，只有海纳百川

才能有容乃大，戏剧无疑也是消除战争、维系和平

的最佳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