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苑 文/摄）连日
来，桂林艺术节•本地文艺展演活动持续
火热进行。 12 月 14 日在东西巷登场的
是秀峰区文艺展演活动。当天，秀峰区精
心组织辖区各群众文艺团体参与其中，为
广大市民及游客送上了一道精彩纷呈的
“文化美餐”。
  在参加展演的演员中，既有健康向上
的老年艺术团体，也有活力无限的青少年
团体，还有不少年轻时尚的文艺爱好者。
他们在舞台上自信地施展才艺，也带动了
台下的观众们兴奋起舞。当天的展演分为
上午场和下午场，一共 17 个风格各异的
节目，既有反映桂林少数民族文化的舞蹈
《鼓凳情歌》《瑶鼓情》《春到苗寨》
等，讴歌时代主旋律的歌伴舞《领航》、
群舞《红船向未来》，还有孩子们用稚嫩
童声带来的诗朗诵《我站在祖国地图前》

《桂林山水》，青少年舞团带来的街舞
《漓歌》、现代舞《红蓝军》，等等。
民族与时尚相互碰撞的节目轮番登台，
老少演员们倾情“切磋”才艺，现场氛
围欢乐而轻松。
  据了解，此次参加展演的节目全部
出自民间业余文艺团体，他们利用业余
时间精心编排创作了不少精品，为桂林
艺术节营造了浓厚的群众文化氛围。
“我们桂林迎来了艺术节，这是我们这
些艺术爱好者的骄傲，也是所有桂林人
的骄傲！”一位67岁的老年文艺爱好者
开心地说。她希望桂林能引进更多的文
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也
让桂林这座城市更有文化气息。

　　本报讯（记者周文琼 胡晓诗）“我既激
动又忐忑，很期待今晚观众对这场戏的反
应。” 12 月 14 日下午，在桂林大剧院，
《威廉与我》的编剧、导演田晓威在演出前接
受采访时如是说。当晚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谢
幕时掌声久久不散去。“太激动了，就像被开
水烫了一样！”“太棒了！”“能看这场演出
太幸福了！”……好评如潮。桂林观众与威
廉·莎士比亚戏剧文学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观众早早到达剧场。演出一开场，旋转的
英女王皇冠骨架的舞台展现在观众眼前，跟随
着演员，观众们也入戏了……
  威廉是莎士比亚的本名。这部剧基于戏剧
大师、人文主义启蒙者威廉·莎士比亚的生平
而展开。故事由剧场的工作者代入，讲述了小
威廉五岁时误入斯特拉福市政厅的舞台，与戏
剧结缘；青年时独自在伦敦闯荡，这个皮革商
的儿子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传奇；再到他
晚年失意，回归斯特拉福老家直到去世……

　　《威廉与我》由田晓威编剧导演，世纪
华鹏制作，汇集李梅、张懿曼、杨柳等资深
戏剧演员。田晓威在其中亦有参演。全剧三
十余名角色，全部由四名演员扮演。四名演
员除了担当整个故事的讲述者、扮演全部角
色外，每人还要讲述和扮演一个年龄时期的
威廉·莎士比亚：童年、青年、中年、
老年。
　　这部高度浓缩莎士比亚一生的话剧，在
舞台转动、演员切换角色的不经意间，串联
起莎翁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左右逢源的人生困
境，其中不乏正史、野史、猜测、戏谑，以
及从莎翁的剧本、十四行诗中提炼出来的重
要信息。有血有肉的情节让观众以全新视角
走进莎翁的精神世界和作品内核。
  剧中巧妙引用了大量莎剧的经典台
词。还不时蹦出几句穿越的俏皮话，关于
正在经历的疫情，关于烂戏和文艺片。无
伤大雅的调侃不仅使剧场气氛迅速活跃，

更是迅速引发观众共鸣，引来阵阵掌声。
　　整场演出持续近 3 个小时，在谢幕时
掌声久久不散去。观众对该剧好评如潮。
“太激动了，就像被开水烫了一样”……
市民周女士用剧中多次被用的一句调侃话
来总结自己的感受！“第一次看戏剧，没
有想到一个小小舞台竟然能给演绎出这么
丰富的故事，第一次感受到了戏剧的魅
力。”市民王女士很是感慨，她说鼓掌拍
到手心痛也不愿停下，向剧组人员致敬，
感谢他们带来的美好体验。“对这部剧早
有耳闻，好评如潮。而当我亲身观看了演
出后，真的没有失望！”梁女士说她是
“莎翁迷”，整场演出她都沉浸在剧中，
仿佛通过演员的生动演绎自己也与威廉本
人进行了一次对话。她希望这部剧还能在
桂林多次演出，让更多人感受到戏剧的
魅力。
　　据了解，话剧《威廉与我》剧本创作用

了近一年半时间，其间田晓威研究了剧本、
影像等大量有关莎士比亚的历史资料。莎士
比亚的人生境遇与他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挖掘
也引发了田晓威的思考。
　　田晓威接受采访时说，每个人对娱乐的
定义不一样，有些人走进剧场就是为了想
笑，有些人或许想要哭，有的人或许想要思
考，一部好的戏剧应该能让人们各取所需。
《威廉与我》写的时候有两个目标，一个是
希望和莎翁迷一起致敬经典，一个是希望不
了解莎士比亚的人也能看懂它。这部剧已在
全国多个城市巡演，对于在桂林的此次演
出，他本人也充满期待。
　　创作的灵感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田晓威曾来过桂林。他说，这
次到桂林他带着“任务”，还没来得及游山
玩水，很期待能再游一次桂林。但愿桂林这
个城市的风景、历史文化能让他碰撞出灵感
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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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风情的少数民族舞蹈。

《威廉与我》昨晚激情上演
桂林观众激动得“就像被开水烫了一样”

老少轮番登台献艺 民族时尚热情碰撞

秀峰区文艺展演为观众送上“文化美餐”

□本报记者 秦丽云

  清风四起，灯影朦胧；漓江畔，象鼻山下，夜色正
浓。烟雾起，水波荡，一人一鬼，以酒相会，幽怨又动
人。 12 月 13 日晚，象山景区内以象山水月为背景的舞台
上，形体及面具戏《水生》把一个独特又触人心弦的“人
鬼情”故事徐徐铺展。

  水中的鬼魅世界映射着真实的人类社会，有喜、有
悲、有情、有义，也有善良与邪恶。形体及面具戏《水
生》演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该剧改编自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之王六郎》，讲述了一个老渔翁和一个水鬼六
郎的故事。水鬼六郎为了能离开冰冷的河水去投胎转世，
想尽办法找一个活人做替身。有一天，六郎遇到了一位善
良的老渔翁，一人一鬼以酒相会，便成了忘年之交，一人
一鬼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这部时长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任何台词的戏剧，是形
体剧。什么是形体剧？形体剧其实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
描述所有那些通过基本的形体手段来叙事的表演形式。形
体戏剧可利用原已存在的文本，但真正的重点还在于演员
的形体表演，他们需要用身体来表达。形体戏剧里的行
动、动作可能具有心理基础，或产生象征性的“共振”，
或指向某个情感中心，或具有清晰的故事情节线，又或是
以上这些可能性的组合。然而，不论是什么表现手段，它
首先是形体表达，而不是文字表达。

  当晚演出现场，演员披着面纱，低垂着头顶着面具，
除了偶尔发出感叹或呜咽等声音，他们全部用身体动作去
表达自己的想法或目的。老渔翁和水鬼六郎或一起猜拳饮
酒，或一起黯然神伤；百姓或哀伤祭奠，或深情送别等，
都通过肢体语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此外，舞台上的角
色手舞足蹈就是高兴，捶胸顿足就是难过，猜拳喝酒就是
挚友相交，肢体的语言把情绪简单化、形象化。法国阿维
尼翁戏剧节专题评论《马赛报》的 La Marseillaise 对形体
剧《水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年轻演员们用令人称赞的
丰富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神秘中国故事，一
出不容错过的精彩作品。如此褒奖，实至名归。

  那么，什么又是面具戏？顾名思义，面具戏就是演员
戴面具表演的戏剧。如古希腊悲剧、古罗马闹剧、中国的
傩戏、意大利的即兴喜剧乐等。《水生》的舞台呈现，就
把中国历史悠久的傩戏融入其中。 6 个角色均戴着面具，
不同颜色的面具则代表了不同的人物：白色的面具是水
鬼，蓝色的面具是厉鬼，而一众百姓戴的则是树木本身的
青黄色，可谓人鬼分明，鬼亦有别。

  这个剧想带给观众们什么？有不少观剧前没有做功课
的观众说，他们没有看懂；不少观剧前做了功课的观众也
觉得，他们似乎也没有看懂。我想，不管有没有看懂这部
剧，有些观剧的体验是一致的：阴森的配乐、催命的鼓
点、凄厉的惨叫，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有些哀伤
的故事；而那些依靠肢体动作展示的人鬼共饮一壶酒相交
相知、亲人深情祭奠等场景，则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充满情
与义的故事。正如该剧的编剧、导演赵淼所说，很多东西
不是非要去“看懂”的，能够被打动已经很美好了。

  演出过程中，夜风轻拂，灯影朦胧。微波荡漾的漓江
之上，静静的象鼻山衬托着舞台上的那轮“圆月”。诗意
的山水，诗意的夜。舞台上，一人一鬼猜拳喝酒，让人羡
慕把酒言欢的惬意；而当亲人前来水边祭奠，纸钱随风旋
转、飘落，又让人忍不住悲从中来。观剧的过程中，我数
次产生恍惚之感，仿佛这“人鬼情”的故事就在身边。那
些哀伤幽远的伴奏不时响起，是人在观剧，还是人已在剧
中，早已不再分明。而《水生》触动人心弦的魅力由此彰
显，亦由此入心。

“象山水月”中
诗意“人鬼情”
——— 《水生》剧评

  本报讯（记者唐健扬）
2022 桂林艺术节美食评选大
赛暨第七届桂林吃货节将于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举办。活
动分为第七届桂林吃货节和美
食评选大赛两大块。
  第七届桂林吃货节启动仪
式暨粉丝狂欢夜将于 16 日 19
时 30 分在桂林万象城拉开序
幕。现场将发放 1000 份免费
盲盒福袋，同时还有乐队表
演、线上秒杀、现场抽奖等精
彩活动。“饿鱼集市”也将同
步开启，并持续至 17 日，市
民朋友可以通过参加游园活动
换取免费奖励， 30 余家店铺
将现场出摊，带来非遗文创、
网红饰品、特色小吃等精选好
物。此外， 16 日至 18 日，
参与第七届桂林吃货节活动的
50 个精选商家共 101 家门店
将 5 折起开吃，活动商家覆
盖整个桂林市区。
  2022 年桂林艺术节美食
评选大赛将于 17 日在秀峰区
尊神庙美食广场线下开赛。届
时将有近 50 家餐饮企业参
与，桂林市餐饮烹饪协会、广
西商业技师学院、桂林美食协
会将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
评选出“桂林名菜”金奖、银
奖以及“桂林名小吃”奖项。
大赛将免费发放 6500 张美食
兑换券，市民朋友凭券可直接
兑换桂林米粉、油茶、马蹄糕
等品种丰富的桂林特色美食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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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思静

  戏剧舞台的魅力，总是超乎想象。一方舞
台，看着不大，可经由演员舒展的肢体、充满
想象力的道具装置和回荡在剧场上空经久不息
的掌声，其大可比天地。 12 月 13 日，桂林
市第十九中学的同学们迎来了逍遥沙龙艺术节
讲座——— 《如何跟孩子们共同创作一部戏
剧》。在中间剧场节目总监王婧颖、制作人潘
艺的分享中，这群心中怀有艺术梦的同学有了
新的努力方向。
  在讲座中，王婧颖向同学们介绍了中间剧
场科技艺术节特别策划“新月萌芽”少年戏剧
培养计划，为有戏剧理想的同学提供一个更广
阔、更专业的学习交流平台。潘艺与同学们分
享探讨了戏剧对于创作者、演员以及观众的
意义。

戏剧创作是如何开始的？

  “戏剧创作的第一步是什么？”在互动
环节，一位想学编导方向的同学首先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
  “想要呈现一个表演艺术的作品，首先
要有一个核心，你的文本是最重要的。”潘
艺解答道。
  文本是作品的创作基础。观众去到剧场
看演出会发现，大部分艺术作品，比如戏
剧、舞剧，编剧的名字或者原著作者的名字
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文本故事可能来源
于自己的创作，也可能是源自你对某一个经
典文本的改编。这个文本里面有人物关系、
有角色，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发生了
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戏剧冲突，这就是故
事的内核。”潘艺说。
  有了扎实的文本之后，还需要有一支与

之匹配的创作团队。身为资深制作人，潘艺
分享了自己的从业经验：“创作团队以导演
为首，他要以文本去进行创作。比如说，在
导演的设想里有几位演员？有什么样的舞台
呈现？演员的动线又是怎么走的？”在潘艺
的讲解中，导演的调度既有舞台上灯光、音
响设置，也包括演员的造型妆面，演员的站
位也颇有讲究。如此一来，戏剧的雏形也就
初步具备了。
  “平时我们也会接触很多舞台戏剧，今天
听了专业老师的讲解后，感到收获非常大，解
决了我在剧本写作方面的很多疑惑。”第十九
中学高二（1）班的秦洁婷是编导社团的成
员，她告诉记者，能在学校里面就有这样与专
业老师接触的机会，非常难得。

非遗文化如何融入戏剧创作中？

  在进入教室前，第十九中学的同学们还

表演了极富民族特色的迎宾歌，华丽的民族
服饰和器乐表演给初到学校的两位嘉宾留下
了深刻印象。
  “我们其实非常感动。通过学生们的表
演，我们也看到了学校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
护、传承和发扬。”潘艺表示，年轻人去接
触传统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以文化立
根，年轻人会更热爱我们的文化，会更有文
化自信、民族自信，再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时
候，就能通过中外文化的结合，衍生出更
好、更丰富的表演艺术形式。
  而在互动环节，一位文场社团的同学就
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让非遗节目与戏
剧更好地融合？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
难，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艺术门
类里。”潘艺阐述了自己的“融合观”。
  潘艺鼓励在座各位同学，要用自己的创
造力，去和自己的同学、朋友，去和不同的
艺术门类发生碰撞，结合创作出一个既有自
己特色，又是新颖艺术形式的表演方法。
  “如果刚才那位聊戏剧创作的同学创作
了一个作品，讲的是学校里发生的故事，他
需要你这样的一个表演，你就会出现在他的
作品里。”潘艺说。

动笔吧！未来的戏剧人
——— “如何跟孩子们共同创作一部戏剧”沙龙侧记

逍遥沙龙

□本报记者 秦丽云

  话剧《花桥荣记》改编自白先勇先生于上
个世纪 70 年代初发表的小说《花桥荣记》。
  一群当代的年轻人，如何能够寻找到一部
与他们父母的年龄相当的文学作品的精髓？演
出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话剧《花桥荣记》的导
演及女主演，寻找答案。
  导演杨楠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
传播学院 2021 级语文专业的一名硕士。采访
一开始，杨楠最先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母校
广西师范大学拿到了青春版话剧《花桥荣记》
的版权，“这对于学生们而言，是一件非常幸
运和荣幸的事情。”
  杨楠说，自从加入望道话剧社以来，她从
一个普通社员再到出演《花桥荣记》中的一个
角色，再到成为导演，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不
断走进话剧、走进《花桥荣记》的过程。这个

过程，让她和更多的社员们从一个文化的角
度去了解桂林这座城，以及这座城的历史和
人文。
  话剧《花桥荣记》中的主角春梦婆的扮
演者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 2020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邓嫦
欢。她说，春梦婆对家乡的牵挂和深情令人
动容，对家乡桂林米粉的执着和传承令人心
生敬意。
  周相安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
传播学院 2020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他在话剧《花桥荣记》中扮演男主角卢先
生。“从一部剧了解一座城。这部话剧成了
我和更多的同学了解桂林的载体，也成了我
们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理解的载体。”周相
安说。
  邓嫦欢说，她深信，通过舞台呈现，他
们将使“春梦婆”“卢先生”及其挚爱并坚
守的桂林米粉成为外界了解桂林的一个切

入口。
  “每一代人对同一个
文学作品、戏剧作品会有
不一样的理解和解读，但
是话剧《花桥荣记》中体
现出的浓烈乡愁，是永恒
的主题，也是所有观众的
共鸣。”杨楠认为，在过
去，《花桥荣记》对于桂
林人来说，是在外乡流离
失所的一份浓烈乡愁，而
桂林米粉正是他们对乡愁
的一份寄托。如今，在桂林，不少人因更
向往繁华的大都市而选择离开了桂林这座
小城。这些人对于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的
文化记忆和这份浓烈乡愁又在哪里？当他
们离乡多年回到桂林吃到第一口米粉的时
候，是否跟春梦婆的感觉一样呢？如果是
一样的话，他们会不会想到：“我们能不

能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怎样让这座城焕
发出更蓬勃的生机？”
  杨楠说，身为话剧的参与者，他们更期
待有更多的人，能够投身到这座城市的建设
当中，把乡愁当作一份前行的动力。“我
想，这就是我们用青春演绎新时代‘乡愁’
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们用青春演绎新时代的乡愁
——— 专访话剧《花桥荣记》导演及主演

访谈

  ▲话剧《花桥荣记》导演杨楠。
             记者李忠波 摄


